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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沙蒿化学成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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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黑沙蒿不同溶剂提取物的化学成分。方法　采用色谱法对黑沙蒿不同溶剂提物进行分离，经核磁共振数据
分析确定化合物结构式。结果　从黑沙蒿不同提取物中分离得到１３个化合物，分别为ｓｐａｔｈｕｌｅｎｏｌ（１）、乌苏醇 （２）、６，７，８三
甲氧基香豆素 （３）、对羟基苯乙酮 （４）、３甲氧基４羟基苯乙酮 （５）、对羟基苯甲醛 （６）、３甲氧基４羟基苯甲醛 （７）、３，４二
羟基苯甲醛（８）、２［ｈｅｘａｄｉｉｎ（２４）ｙｌ］ｐｈｅｎｏｌ（９）、ｄｅｈｙｄｒｏｆａｌｃａｒｉｎｏｌ（１０）、ｈｅｐｔａｄｅｃａ１，９（Ｚ）１６ｔｒｉｅｎ４，６ｄｉｙｎ３，８ｄｉｏｌ（１１）、
二氢松柏醇 （１２）和松柏醇 （１３）。结论　化合物１～１３均为首次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关键词：黑沙蒿；化学成分；分离；鉴定；乌苏醇；松柏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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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沙蒿蒙古名为哈拉沙巴嘎，为菊科蒿属植物
黑沙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ｏｒｄｏｓｉｃａＫｒａｓｃｈ）的干燥地上部
分。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内蒙古、河北（北部）及山

西，防风固沙性能良好。本品味苦，性凉，具有杀黏、

清热、燥黄水、愈伤、生肌、合脉止血、消肿、软便之功

效［１］。目前，采集于新疆的黑沙蒿中已报道［２６］的

化学成分主要有黄酮类、萜类、香豆素以及甾体类化

合物，然而植物中次级代谢产物往往生长的生态环

境不同而不同。为了摸清内蒙古境内黑沙蒿的化学

成分，本实验采用各种色谱法对内蒙古通辽市科左

后旗采集的黑沙蒿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从黑沙蒿

不同溶剂提取物中共分离得到２１个化合物，其中８
个化合物已报道［２６］。本实验将报道该植物中首次

分离得到的１３个化合物。

１　实验材料
ＢｒｕｋｅｒＡＶＡＩＶＣＥⅢ －５００型核磁共振波谱仪

（布鲁克公司）；氘代试剂为（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ＩｓｏｔｏｐｅＬａ
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公司）；ＨＨ－Ｓ２６Ｓ型水浴锅（金坛市大地
自动化仪器厂）；ＲＥ５２－２型旋转蒸发器（上海泸西
分析仪器厂）；薄层色谱和柱色谱硅胶（青岛海洋化

工厂）；柱色谱试剂均为分析纯，其中石油醚为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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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９０℃）。黑沙蒿于２０１７年７月采于内蒙古通
辽市科左后旗，由布和巴特尔教授（内蒙古民族大

学蒙医药学院蒙药生药学教研室主任）鉴定为菊科

蒿属植物黑沙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ｏｒｄｏｓｉｃａＫｒａｓｃｈ）的干燥
地上部分。黑沙蒿标本（Ｎｏ２０１７０７１０）保存于内蒙
古民族大学蒙医药教学和科研大楼３１３室。

２　提取与分离
黑沙蒿２０ｋｇ，先用石油醚回流提取２次，每次

４ｈ，合并提取液减压回收，得石油醚提取物１５２０
ｇ。药渣再用乙酸乙酯回流提取２次，每次４ｈ，合并
提取液减压回收，得乙酸乙酯提取物９４０ｇ。称取
石油醚提取物６００ｇ，按常规方法上硅胶色谱柱，用
石油醚乙酸乙酯梯度洗脱，经ＴＬＣ检查合并为３个
流分（Ｆｒ１～Ｆｒ３）。取Ｆｒ１（３１２ｍｇ），加石油醚溶
解，滤过，滤液为供试液。以环己烷乙酸乙酯（１５∶
１）为展开剂，展开分离得到化合物１（１８ｍｇ），２（２５
ｍｇ）和３（１０ｍｇ）。取Ｆｒ２（２４０ｍｇ），加乙醚适量溶
解，上硅胶色谱柱，以环己烷乙酸乙酯梯度洗脱，分
离得到化合物４（９ｍｇ），５（１２ｍｇ）和６（１５ｍｇ）。
取Ｆｒ３（３１０ｍｇ），按 Ｆｒ２操作项下进行分离得到
化合物７（１７ｍｇ），８（１４ｍｇ）和９（２９ｍｇ）。称取乙
酸乙酯提取物５００ｇ，按常规方法上硅胶色谱柱，用
石油醚丙酮梯度洗脱，经ＴＬＣ检查合并为４个流分
（Ｆｒ１～Ｆｒ４）。取流分Ｆｒ２（４０２ｍｇ），加氯仿适量
溶解，滤过，为供试液。以环己烷丙酮（５∶１）为展开
剂，展开分离得到化合物１０（３３ｍｇ）和１１（１４ｍｇ）。
取Ｆｒ３（３００ｍｇ），加氯仿适量溶解，上硅胶色谱柱，
以环己烷丙酮梯度洗脱，分离得到化合物 １２
（１１ｍｇ）和１３（１９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合物１：淡黄油状液体，易溶于石油醚、氯仿

等亲脂性有机溶剂。１ＨＮＭＲ（５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
０４９（１Ｈ，ｄｄ，Ｊ＝１１０，９５Ｈｚ，Ｈ１），０７４（１Ｈ，ｍ，
Ｈ２），２０１（１Ｈ，ｍ，Ｈ３ａ），０９８（１Ｈ，ｍ，Ｈ３ｂ），２４５
（１Ｈ，ｄｄ，Ｊ＝１３０，６０Ｈｚ，Ｈ４ａ），２０７（１Ｈ，ｂｒｄ，Ｊ＝
１３０Ｈｚ，Ｈ４ｂ），２２２（１Ｈ，ｍ，Ｈ６），１９３（１Ｈ，ｍ，Ｈ
７ａ），１６２（１Ｈ，ｍ，Ｈ７ｂ），１８０（１Ｈ，ｍ，Ｈ８ａ），１５７
（１Ｈ，ｄｄ，Ｊ＝１２５，６０Ｈｚ，Ｈ８ｂ），１３２（１Ｈ，ｍ，Ｈ
１０），１０６（３Ｈ，ｓ，Ｈ１２），１０８（３Ｈ，ｓ，Ｈ１３），４７０
（２Ｈ，ｂｒｄ，Ｊ＝１３０Ｈｚ，Ｈ１４），１３１（３Ｈ，ｓ，Ｈ１５）。
１３ＣＮＭＲ（１２５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２９９（Ｃ１），２７５（Ｃ
２），２４８（Ｃ３），３８９（Ｃ４），１５３６（Ｃ５），５３４（Ｃ

６），２６７（Ｃ７），４１８（Ｃ８），８１０（Ｃ９），５４４（Ｃ
１０），２０３（Ｃ１１），１６４（Ｃ１２），２８７（Ｃ１３），１０６７
（Ｃ１４），２６１（Ｃ１５）。以上数据与文献［７］报告的
ｓｐａｔｈｕｌｅｎｏｌ一致。

化合物２：白色粉末（氯仿），ｍｐ２３０～２３２℃，
易溶于石油醚、氯仿等亲脂性有机溶剂。１ＨＮＭＲ
（５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０４～１０１（２Ｈ，ｍ，Ｈ１），
１６０～１６５（２Ｈ，ｍ，Ｈ２），３２５（１Ｈ，ｄｄ，Ｊ＝１１０，
５０Ｈｚ，Ｈ３），０７４（１Ｈ，ｄｄ，Ｊ＝１２０，７０Ｈｚ，Ｈ５），
１４３～１４０（１Ｈ，ｍ，Ｈ６ａ），１５６～１５５（１Ｈ，ｍ，Ｈ
６ｂ），０８７～０９１（２Ｈ，ｍ，Ｈ７），１５４～１５３（１Ｈ，ｍ，
Ｈ９），１９１～１９４（２Ｈ，ｍ，Ｈ１１），５１５（１Ｈ，ｔ，Ｊ＝
３５Ｈｚ，Ｈ１２），１０１～１０４（２Ｈ，ｍ，Ｈ１５），１３８～
１３４（１Ｈ，ｍ，Ｈ１６ａ），１５７～１５５（１Ｈ，ｍ，Ｈ１６ｂ），
１３９～１３８（１Ｈ，ｍ，Ｈ１８），０９６～０９４（１Ｈ，ｍ，Ｈ
１９），０９２～０９０（１Ｈ，ｍ，Ｈ２０），１５２～１５０（１Ｈ，
ｍ，Ｈ２１ａ），１２７～１２５（１Ｈ，ｍ，Ｈ２１ｂ），１２５～１２２
（２Ｈ，ｍ，Ｈ２２），１０２（３Ｈ，ｓ，Ｈ２３），０８１（３Ｈ，ｓ，Ｈ
２４），０９７（３Ｈ，ｓ，Ｈ２５），１０１（３Ｈ，ｓ，Ｈ２６），１１２
（３Ｈ，ｓ，Ｈ２７），３５５（１Ｈ，ｄ，Ｊ＝１１０Ｈｚ，Ｈ２８ａ），
３２１（１Ｈ，ｄ，Ｊ＝１１０Ｈｚ，Ｈ２８ｂ），０８２（３Ｈ，ｓ，Ｈ
２９），０９５（３Ｈ，ｓ，Ｈ３０）。１３ＣＮＭＲ（１２５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δ：３８８（Ｃ１），２７３（Ｃ２），７９０（Ｃ３），３８８（Ｃ４），
５５２（Ｃ５），１８３（Ｃ６），３２８（Ｃ７），４００（Ｃ８），
４７７（Ｃ９），３６９（Ｃ１０），２３４（Ｃ１１），１２５１（Ｃ
１２），１３８７（Ｃ１３），４２０（Ｃ１４），２６０（Ｃ１５），３５２
（Ｃ１６），３８０（Ｃ１７），５４０（Ｃ１８），３９３（Ｃ１９），
３９４（Ｃ２０），３０６（Ｃ２１），２３２（Ｃ２２），２８１（Ｃ
２３），１５６（Ｃ２４），１５７（Ｃ２５），１６８（Ｃ２６），２３２
（Ｃ２７），７００（Ｃ２８），１７４（Ｃ２９），２１３（Ｃ３０）。以
上数据与文献［８］报告的乌苏醇一致。

化合物３：白色粉末（氯仿），ｍｐ１５１～１５３℃，
易溶于石油醚、氯仿等亲脂性有机溶剂。１ＨＮＭＲ
（５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６０６（１Ｈ，ｄ，Ｊ＝９０Ｈｚ，Ｈ３），
７５２（１Ｈ，ｄ，Ｊ＝９０Ｈｚ，Ｈ４），７３０（１Ｈ，ｓ，Ｈ５），
３８８（３Ｈ，ｓ，６ＯＣＨ３），３８６（３Ｈ，ｓ，８ＯＣＨ３），３８２
（３Ｈ，ｓ，７Ｏ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１２５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
１６５４（Ｃ２），１１５５（Ｃ３），１４０３（Ｃ４），１１４９（Ｃ
５），１４５０（Ｃ６），１２５１（Ｃ７），１３３５（Ｃ８），１３４４
（Ｃ９），１２０７（Ｃ１０），５６４（６ＯＣＨ３），５６１（８
ＯＣＨ３），５５８（７ＯＣＨ３）。以上数据与文献［８］报告
的６，７，８三甲氧基香豆素一致。

化合物４：白色固体（氯仿），ｍｐ１０８～１１１℃，
易溶于石油醚、氯仿等亲脂性有机溶剂。１ＨＮＭ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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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７９３（２Ｈ，ｄ，Ｊ＝８５Ｈｚ，Ｈ２，
６），６９１（２Ｈ，ｄ，Ｊ＝８５Ｈｚ，Ｈ３，５），２５８（３Ｈ，ｓ，
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１２５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３０４（Ｃ１），
１３１０（Ｃ２），１１５３（Ｃ３），１６０１（Ｃ４），１１５３（Ｃ
５），１３１０（Ｃ６），１９７９（Ｃ Ｏ），２６３（ ＣＨ３）。以
上数据与文献［９］报告的对羟基苯乙酮一致。

化合物５：白色固体（氯仿），ｍｐ１１３～１１６℃，
易溶于石油醚、氯仿等亲脂性有机溶剂。１ＨＮＭＲ
（５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７５９（１Ｈ，ｄ，Ｊ＝２０Ｈｚ，Ｈ２），
６９８（１Ｈ，ｄ，Ｊ＝８０Ｈｚ，Ｈ５），７６２（１Ｈ，ｄ，Ｊ＝８０，
２０Ｈｚ，Ｈ６），３９０（３Ｈ，ｓ， ＯＣＨ３），２５１（３Ｈ，ｓ，
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１２５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２９９（Ｃ１），
１１１１（Ｃ２），１４７０（Ｃ３），１４６８（Ｃ４），１１４４（Ｃ
５），１２６９（Ｃ６），１９０３（Ｃ Ｏ），５６８（ ＯＣＨ３），
２６３（ ＣＨ３）。以上数据与文献［９］报告的３甲氧
基４羟基苯乙酮一致。

化合物６：白色蜡状固体（氯仿），易溶于石油
醚、氯仿等亲脂性有机溶剂。１ＨＮＭＲ（５００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７８２（２Ｈ，ｄ，Ｊ＝８５Ｈｚ，Ｈ２，６），７０２
（２Ｈ，ｄ，Ｊ＝８５Ｈｚ，Ｈ３，５），９８５（１Ｈ，ｓ， ＣＨＯ）。
１３ＣＮＭＲ（１２５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３９３（Ｃ１），１３２５
（Ｃ２），１１６０（Ｃ３），１６２０（Ｃ４），１１６０（Ｃ５），
１３２５（Ｃ６），１９１３（ ＣＨＯ）。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０］报告的对羟基苯甲醛一致。

化合物７：白色蜡状固体（氯仿），易溶于石油
醚、氯仿等亲脂性有机溶剂。１ＨＮＭＲ（５００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７４３（１Ｈ，ｂｒｓ，Ｈ２），７０５（１Ｈ，ｄ，Ｊ＝８５
Ｈｚ，Ｈ５），７４５（１Ｈ，ｂｒｄ，Ｊ＝８５Ｈｚ，Ｈ６），９８３
（１Ｈ，ｓ， ＣＨＯ），３９９（３Ｈ，ｓ， Ｏ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
（１２５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２９９（Ｃ１），１０８８（Ｃ２），
１５１７（Ｃ３），１４７２（Ｃ４），１１４４（Ｃ５），１２７６（Ｃ
６），１９１０（Ｃ Ｏ），５６１（ ＯＣＨ３）。以上数据与文
献［１１］报告的３甲氧基４羟基苯甲醛一致。

化合物８：白色蜡状固体（氯仿），易溶于石油
醚、氯仿等亲脂性有机溶剂。１ＨＮＭＲ（５００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７４４（１Ｈ，ｄ，Ｊ＝２０Ｈｚ，Ｈ２），６９６（１Ｈ，
ｄ，Ｊ＝８０Ｈｚ，Ｈ５），７４６（１Ｈ，ｂｒｄ，Ｊ＝８０，２０Ｈｚ，
Ｈ６），９８５（１Ｈ，ｓ， ＣＨＯ）。１３ＣＮＭＲ（１２５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１２９８（Ｃ１），１０８９（Ｃ２），１４６８（Ｃ３），
１４６２（Ｃ４），１１４３（Ｃ５），１２７７（Ｃ６），１９１０
（Ｃ Ｏ）。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１］报告的３，４二羟基
苯甲醛一致。

化合物９：白色蜡状固体（氯仿），易溶于石油
醚、氯仿等亲脂性有机溶剂。１ＨＮＭＲ（５００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７３３（１Ｈ，ｄ，Ｊ＝７５Ｈｚ，Ｈ３），６９２（１Ｈ，ｔ，
Ｊ＝１５，７５Ｈｚ，Ｈ４），７１４（１Ｈ，ｔ，Ｊ＝７５Ｈｚ，Ｈ５），
６７６（１Ｈ，ｄ，Ｊ＝７５Ｈｚ，Ｈ６），３６４（２Ｈ，ｓ，Ｈ７），
１９２（３Ｈ，ｓ，Ｈ１２）。１３ＣＮＭＲ（１２５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
１５３２（Ｃ１），１２２１（Ｃ２），１２９６（Ｃ３），１２１４（Ｃ
４），１２８３（Ｃ５），１１５５（Ｃ６），２０４（Ｃ７），７４５（Ｃ
８），６７９（Ｃ９），６４２（Ｃ１０），７２９（Ｃ１１），４２５（Ｃ
１２）。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２］报告的 ２［ｈｅｘａｄｉｉｎ
（２４）ｙｌ］ｐｈｅｎｏｌ一致。

化合物１０：白色蜡状固体（氯仿），易溶于石油
醚、氯仿等亲脂性有机溶剂。１ＨＮＭＲ（５００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５４７（１Ｈ，ｂｒｄ，Ｊ＝１２０Ｈｚ，Ｈ１ａ），５２４
（１Ｈ，ｂｒｄ，Ｊ＝１００Ｈｚ，Ｈ１ｂ），５９３（１Ｈ，ｍ，Ｈ２），
４９２（１Ｈ，ｍ，Ｈ３），３０２（２Ｈ，ｄ，Ｊ＝７０Ｈｚ，Ｈ８），
５３８（１Ｈ，ｍ，Ｈ９），５５２（１Ｈ，ｍ，Ｈ１０），２０２（２Ｈ，ｔ，
Ｊ＝７０Ｈｚ，Ｈ１１），１３０～１３８（６Ｈ，ｍ，Ｈ１２，１３，
１４），２０５（２Ｈ，ｔ，Ｊ＝７０Ｈｚ，Ｈ１５），５８０（１Ｈ，ｍ，Ｈ
１６），５００（１Ｈ，ｄｄ，Ｊ＝１７０，１５Ｈｚ，Ｈ１７ａ），４９３
（１Ｈ，ｄ，Ｊ＝１７０Ｈｚ，Ｈ１７ｂ）。１３ＣＮＭＲ（１２５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１１７１（Ｃ１），１３６１（Ｃ２），６３６（Ｃ３），
７４２（Ｃ４），７１３（Ｃ５），６４１（Ｃ６），８０３（Ｃ７），
１７５（Ｃ８），１２２０（Ｃ９），１３３０（Ｃ１０），２７１（Ｃ
１１），２９１（Ｃ１２），２８８（Ｃ１３），２８７（Ｃ１４），３３７
（Ｃ１５），１３９１（Ｃ１６），１１４３（Ｃ１７）。以上数据与
文献［１３］报告的ｄｅｈｙｄｒｏｆａｌｃａｒｉｎｏｌ一致。

化合物１１：白色蜡状固体（氯仿），易溶于石油
醚、氯仿等亲脂性有机溶剂。１ＨＮＭＲ（５００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５５０（１Ｈ，ｂｒｄ，Ｊ＝１７０Ｈｚ，Ｈ１ａ），５２８
（１Ｈ，ｂｒｄ，Ｊ＝１００Ｈｚ，Ｈ１ｂ），５９６（１Ｈ，ｍ，Ｈ２），
４９７（１Ｈ，ｍ，Ｈ３），５２２（１Ｈ，ｂｒｄ，Ｊ＝７５Ｈｚ，Ｈ８），
５５５（１Ｈ，ｂｒｄ，Ｊ＝７５Ｈｚ，Ｈ９），５６２（１Ｈ，ｍ，Ｈ
１０），２１３（２Ｈ，ｂｒｔ，Ｊ＝７０Ｈｚ，Ｈ１１），１３５～１４２
（６Ｈ，ｍ，Ｈ１２，１３，１４），２０６（２Ｈ，ｔ，Ｊ＝７０Ｈｚ，Ｈ
１５），５８２（１Ｈ，ｍ，Ｈ１６），５００（１Ｈ，ｄｄ，Ｊ＝１７０，１５
Ｈｚ，Ｈ１７ａ），４９６（１Ｈ，ｄ，Ｊ＝８０Ｈｚ，Ｈ１７ｂ）。１３Ｃ
ＮＭＲ（１２５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１７４（Ｃ１），１３５８（Ｃ
２），６３５（Ｃ３），７８２（Ｃ４），７０２（Ｃ５），６８８（Ｃ６），
７９８（Ｃ７），５８６（Ｃ８），１２７８（Ｃ９），１３４５（Ｃ１０），
２７６（Ｃ１１），２９１（Ｃ１２），２８７（Ｃ１３），２８６（Ｃ
１４），３３７（Ｃ１５），１３９０（Ｃ１６），１１４４（Ｃ１７）。以
上数据与文献［１４］报告的 ｈｅｐｔａｄｅｃａ１，９（Ｚ）１６
ｔｒｉｅｎ４，６ｄｉｙｎ３，８ｄｉｏｌ一致。

化合物１２：白色固体（氯仿），ｍｐ６３～６５℃，易
溶于石油醚、氯仿等亲脂性有机溶剂。１ＨＮＭＲ（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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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６７２（１Ｈ，ｂｒｓ，Ｈ２），６８５（１Ｈ，ｄ，Ｊ＝
７５Ｈｚ，Ｈ５），６７０（１Ｈ，ｂｒｄ，Ｊ＝７５Ｈｚ，Ｈ６），２６７
（２Ｈ，ｔ，Ｊ＝７５Ｈｚ，Ｈ７），１９０（２Ｈ，ｍ，Ｈ８），３７０
（２Ｈ，ｔ，Ｊ＝６５Ｈｚ，Ｈ９），３９０（３Ｈ，ｓ，ＯＣＨ３）。

１３Ｃ
ＮＭＲ（１２５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３３７（Ｃ１），１１０９（Ｃ
２），１４６４（Ｃ３），１４３７（Ｃ４），１１４２（Ｃ５），１２０９
（Ｃ６），３１８（Ｃ７），３４５（Ｃ８），６２３（Ｃ９），５５９
（ＯＣＨ３）。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５］报告的二氢松柏醇
一致。

化合物１３：白色固体（氯仿），ｍｐ７４～７５℃，易
溶于石油醚、氯仿等亲脂性有机溶剂。１ＨＮＭＲ（５００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６９５（１Ｈ，ｂｒｓ，Ｈ２），６８８（１Ｈ，ｄ，Ｊ＝
７５Ｈｚ，Ｈ５），６９１（１Ｈ，ｂｒｄ，Ｊ＝７５Ｈｚ，Ｈ６），６５５
（１Ｈ，ｄ，Ｊ＝１６０Ｈｚ，Ｈ７），６２５（１Ｈ，ｄ，Ｊ＝１６０Ｈｚ，
Ｈ８），４４３（２Ｈ，ｄ，Ｊ＝１１０Ｈｚ，Ｈ９），３９３（３Ｈ，ｓ，
Ｏ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１２５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２９２（Ｃ１），
１０８３（Ｃ２），１４６６（Ｃ３），１４５６（Ｃ４），１１４４（Ｃ
５），１２０３（Ｃ６），１３１４（Ｃ７），１２６２（Ｃ８），６３９（Ｃ
９），５５９（ＯＣＨ３）。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６］报告的松
柏醇一致。

４　讨　论
本实验对内蒙古境内黑沙蒿的化学成分进行了

系统的化学成分研究，从其中分离得到 ２１个化合
物，其中１３个为该植物中首次分离得到。１３个化
合物中２个为萜类、３个为苯丙素类、３个为炔烃类
和５个芳香类化合物。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萜类化
合物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如：降血脂、抗炎、抗过敏和

抗溃疡作用［１７］；苯丙素类化合物［１８］具有抗氧化、抗

炎、抗菌、抗过敏、解热、抑制血小板凝聚等；炔烃类

化合物为二炔螺缩酮烯醚，其结构特点是侧链含有

烯键或炔键活性基团，该类化合物可用于治疗白血

病、抗肿瘤、抑制超氧化物等功效［１９］。这些化合物

可能是黑沙蒿的主要活性成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ＺＨＡＯＹＴｈｅ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ｔｅｍｉｓ

ｉａｏｒｄｏｓｉｃａ［Ｊ］．ＦｏｒｅｓｔＣｈｉｎａ（中国林业），２０１１，１７（１７）：４５
４６．

［２］　ＺＨＡＯＤＢ，ＹＡＮＧＹＸ，ＺＨＡＮＧＷ，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ｆｒｏｍｈｅｒｂｏｆ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ｏｒｄｏｓｉｃａ［Ｊ］．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ｉｎＭａｔｅｒＭｅｄ（中国
中药杂志），２００５，３０（１８）：１４３０１４３２．

［３］　ＺＨＡＮＧＷ，ＺＨＡＯＤＢ，ＬＩＭＪ，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ｆｒｏｍｈｅｒｂｏｆ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ｏｒｄｏｓｉｃａ（Ⅱ）［Ｊ］．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ｉｎＭａｔｅｒ

Ｍｅｄ（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０６，３１（２３）：１９５９１９６１．
［４］　ＺＨＯＮＧＹ，ＦＥＮＧＸＳ，ＬＩＵＹＲ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ｆｒｏｍ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ｏｒｄｏｓｉｃａＫｒａｓｃｈｅ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Ｊ］．Ｃｈｅｍ
Ｂｉｏｅｎｇ（化学与生物工程），２０１６，３３（３）：３６３８．

［５］　ＺＨＡＯＤＢ，ＪＩＡＮＧＹＦ，ＸＩＣＪ，ｅｔａｌ．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ｎｆｒｏｍ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ｏｒｄｏｓｉｃａＫｒａｓｃｈｅｎ［Ｊ］．ＣｈｉｎＪ
ＳｔｒｕｃｔＣｈｅｍ（结构化学），２００５，２４（６）：６３７６３９．

［６］　ＹＡＮＳＦ，ＬＩＡＮＧＢ，ＬＩＪＢ，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ｍｉｅｒｏ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ｏｆ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ｏｒｄｏｓｉｃａＫｒａｓｃｈｅｎａｎｄｉｔｓｅｓ
ｓｅｎｔｉａｌｏｉｌ［Ｊ］．ＣｈｉｎＪＡｎａｌＬａｂ（分析试验室），１９９４，１３
（３）：８２８５．

［７］　ＣＨＥＮＧ，ＸＵＳＸ，ＳＨＡ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ｏｆＤ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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