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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肉穗草中酚酸类化学成分研究

杨嘉永
1
, 万春鹏

2
,邱 彦

1, 3*

(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福建 厦门 361005; 2 江西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部,江西 南昌 330006; 3 厦门

大学医学院药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目的: 研究东方肉穗草的化学成分。方法: 对东方肉穗草的乙醇提取物高极性部位进行色谱层析 ,通过

硅胶柱层析及 Sephadex LH 20层析进行分离纯化, 根据理化性质和波谱数据鉴定化合物结构。结果: 共分离得到 7

个酚酸类化合物, 分别为: 3, 3 二甲氧基鞣花酸 4 鼠李糖苷 ( I)、鞣花酸 ( II)、阿魏酸 ( III)、异阿魏酸 ( IV )、咖啡酸

( V )、3, 4二羟基苯甲酸 ( V I)、对羟基桂皮酸 ( V II)。结论: 化合物 I、III、V I、V II均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关键词 东方肉穗草;酚酸; 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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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Phenolic Acids from Sarcopyram is bod in ieri var delicata

YANG Jia yong1, WAN Chun peng2, Q IU Yan1, 3

( 1 The F irstA ffiliatedH ospita l o fX iam en Univers ity, X iam en 361005, China; 2 Jiangx iUn ive rs ity o fT raditiona lCh ineseM ed ic ine,

Nanchang 330006, China; 3 Schoo l ofM ed ica,l X iamen Un ive rsity, X iamen 361005, Ch ina)

Abstrac t Objective: T o study the chem ica l constituents from Sarcopyram is bodinier i var delicata M ethods: These compounds

w ere iso lated and pur ified by chrom atography w ith silica g el co lum n comb ined w ith Sephadex LH 20 co lum n from h igh polar ex trac ts

The structures we re iden tified on the basis of extensive spectroscop ic da ta analysis, and by compar ison of the ir spectra l data w ith those

repo rted Resu lts: Seven compounds w ere isolated as 3, 3 d iO m ethy lellag ic acid 4 O L rham nopyranoside( I) , e llag ic ac id( II),

feru lic ac id( III), isoferu lic ac id( IV ), caffeic ac id( V ) , 3, 4 di hydroxybenzo ic ac id( V I), p hydroxyc innam ic ac id( V II) Conclu

sion: Compound I, III, V I, V II a re iso la ted from the genus fo r the first tim e

K ey words Sarcopy ram is bod inieri var delicate; Pheno lic ac ids; Chem ica l constituen ts

东方肉穗草 Sarcopyram is bod inieri var delicata

系野牡丹科肉穗草属植物, 全草入药。为福建闽南

地区习用中草药,具有清热解毒、清肝泻火之功效,

常用于治疗急、慢性肝炎, 退黄降酶效果极佳
 1, 2!
。

野牡丹科植物多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南地区, 资源丰

富, 且多数植物均有药用价值,酚酸和黄酮为该科植

物主要代表性化学成分, 亦有可能为主要药用相关

活性成分
 3!
。为了对这一闽南地区习用药物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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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础进行全面探讨, 本研究在前期工作基础

上
 4!

,利用多种分离分析手段, 继续对东方肉穗草

乙醇提取物的高极性部位进行研究, 从中分离得到

7个酚酸类化学成分, 分别为: 3, 3 二甲氧基鞣花

酸 4 鼠李糖苷 ( # )、鞣花酸 ( ∃ )、阿魏酸 ( % )、异

阿魏酸 ( & )、咖啡酸 ( ∋ )、3, 4二羟基苯甲酸 ( ( )、

对羟基桂皮酸 ( ) )。其中化合物#、%、(、) 均为

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1 仪器与材料

B rukerAvance 600 FT型核磁共振光谱仪; 3200

Q trap(美国 AB I公司 )质谱仪; 岛津 LC 20AD高效

液相色谱仪;柱色谱硅胶 (青岛海洋化工厂 ) ; D101

大孔树脂 (沧州宝恩化工有限公司 ) ; Sephadex LH

20( Pharmac ia公司 ); Sepax C 18液相色谱柱 ( 150

mm ∗ 4 6 mm, 5 m )。实验用东方肉穗草于 2006

年 9月采集于永春县下洋镇牛姆林生态旅游区,

2007年 3月由福建省永春县林业局提供, 经该局高

级工程师邹秀红鉴定为野牡丹科肉穗草属植物东方

肉穗草 S bodinieri var delica ta的干燥全草, 标本

(编号: RSC07)现存放于厦门大学医学院药学系。

2 提取与分离

取干燥东方肉穗草全草 10 kg, 粉碎后以 70%

乙醇室温浸提 3次, 每次 7 d。合并滤液减压浓缩,

得总浸膏 1 81 kg。取浸膏 1 8 kg悬浮于 15 L蒸馏

水中, 依次用石油醚、氯仿、乙酸乙酯、正丁醇分别萃

取 3次,回收溶剂后得乙酸乙酯部分 ( SBC ) 160 g及

正丁醇部分 ( SBD) 280 g。将 155 g SBC用 2 L蒸馏

水溶解后,过滤,滤液 (含 98 g浸膏 )经 D101大孔吸

附树脂,以水、30%乙醇、50%乙醇、70%乙醇及乙醇

进行梯度洗脱, 得到 5个部分。经高效液相检测可

知,水洗脱部分主要化学成分与 30%乙醇洗脱部分

的高极性段完全相吻合, 因此取 30%乙醇洗脱部分

( SBC B)进行小分子酚酸类化学成分研究。

取 30%乙醇洗脱部分 ( 17 6 g), 以 20%甲醇溶

解,放置后析出不溶解物质。该沉淀物经甲醇洗涤

2次后,得到化合物 ∃ ( 450 mg)。经检测可知, 该植

物高极性部分鞣花酸含量可达近 65%。溶液经

ODS柱色谱, 甲醇 水梯度洗脱,根据 TLC结果合并

为 SBC B1~ B7七个组分, 其中 SBC B3( 4 9 g )部

分经 Sephadex LH 20柱色谱分离, 甲醇洗脱, 得到

化合物 # ( 9 2 mg)、% ( 18 7 mg )、∋ ( 20 6 mg) (
( 14 3 mg) ; SBC B6( 3 75 g )部分经 Sephadex LH 20

层析后, 经反复硅胶柱色谱层析得到化合物 &

( 32 2 mg)及 ) ( 14 7 mg)。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棱形结晶 (M eOH ), mp 185~ 187+ 。
ESIM Sm /z: 475 [M H ] 。

1
H NMR ( DM SO d6, 600

MH z)  : 7 76( 1H, s, H 5 ) , 7 48 ( 1H, s, H 5) , 5 57

( 1H, s, H 1,), 4 07 ( 3H, s, 3 OM e) , 4 05( 3H, s, 3

OM e) , 3 97( 1H, m, H 2,) , 3 84( 1H, m, H 5,), 3 72

( 1H, m, H 3,) , 3 52( 1H, m, H 4,) , 1 15( 3H, d, J =

6 0 Hz, H 6,) ; 13
C NMR ( DM SO d6, 150 MH z)  :

111 2 ( C 1) , 141 2 ( C 2 ), 140 3 ( C 3) , 150 5 ( C

4), 111 6 ( C 5 ), 112 4 ( C 6) , 158 3 ( C 7) , 114 3

( C 1 ) , 141 8 ( C 2 ) , 142 2( C 3 ), 153 1( C 4 ),

111 8( C 5 ), 112 9 ( C 6 ) , 158 5 ( C 7 ) , 61 2 ( 3

OM e) , 61 9 ( 3 OM e ), 99 8 ( C 1,), 70 6 ( C 2,),

70 3( C 3,) , 71 7( C 4,) , 70 2( C 5,) , 18 1( C 6,)。

以上数据与文献
 5!
对照一致, 由此确定化合物 #为

3, 3 二甲氧基鞣花酸 4 鼠李糖苷。

化合物∃:淡黄色粉末, 几乎不溶于除吡啶外的

其他常用有机溶剂及水。 FeC l3反应阳性。UV

(M eOH ) !max nm: 368, 253。 ESIMS m /z: 301 [ M

H ] 。
1
H NMR (DM SO d6, 600MHz)  : 7 47( 2H, s, H

5, 5 ) ;
13

C NMR ( DM SO d6, 150 MH z)  : 159 1( C 7,

7 ) , 148 1 ( C 4, 4 ), 139 6 ( C 3, 3 ) , 136 3 ( C 2,

2 ) , 112 3 ( C 1, 1 ), 110 1 ( C 5, 5 ) , 107 5 ( C 6,

6 )。以上数据与文献
 6!
对照一致,由此确定化合物

∃为鞣花酸。

化合物 %: 白色固体。 ESIM S m /z: 195 [M +

H ]
+
, 217 [ M + Na ]

+
。

1
H NMR ( DM SO d6, 600

MH z)  : 7 56 ( 1H, d, J = 15 9 H z, H ) , 7 06( 1H,

d, J = 2 0 H z, H 2) , 6 95 ( 1H, dd, J = 8 7, 2 0 H z,

H 6), 6 80( 1H, d, J = 8 7 Hz, H 5), 6 28( 1H, d, J

= 15 9 H z, ∀H ), 3 84 ( 3H, s, OM e )。以上数据与

文献
 7!
对照一致,由此确定化合物%为阿魏酸。

化合物&: 白色固体。 ESIM S m /z: 195 [M +

H ]
+
。

1
H NMR ( DM SO d6, 600 MH z)  : 7 46( 1H, d,

J= 16 0 Hz, H ) , 7 28( 1H, d, J = 1 8 H z, H 2 ),

7 08( 1H, dd, J = 8 4, 1 8H z, H 6), 6 81( 1H, d, J =

8 4 H z, H 5) , 6 37 ( 1H, d, J = 16 0 H z, ∀H ), 3 85

( 3H, s, OM e );
13

C NMR ( DM SO d6, 150 MHz)  :

168 2( COOH ), 149 3( C 4), 148 2( C 3) , 144 1( C

), 125 6 ( C 1), 122 7 ( C 6) , 116 4( C ∀), 115 7

( C 2), 111 0 ( C 5) , 56 0 ( OM e)。以上数据与文

献
 8!
对照一致, 由此确定化合物&为异阿魏酸。
化合物∋: 淡黄色粉末。ESIM S m /z: 181 [M

+ H ]
+
。

1
H NMR ( DMSO d6, 600 MH z)  : 12 14

( 1H, br s, COOH ), 9 53, 9 13( each 1H, s, OH ),

7 42( 1H, d, J = 15 9 H z, H ), 7 03( 1H, d, J =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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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z, H 2) , 6 97( 1H, dd, J = 8 1, 1 5 Hz, H 6), 6 76

( 1H, d, J = 8 1 H z, H 5) , 6 17( 1H, d, J = 15 9 Hz,

∀H )。以上数据与文献
 9!
对照一致, 由此确定化合

物∋为咖啡酸。

化合物 ( : 白色粉末。ESIMS m /z: 155 [M +

H ]
+
。

1
H NMR ( DM SO d6, 600 MH z) : 12 28( 1H, br

s, COOH), 9 67, 9 28( each 1H, s, OH ) , 7 34( 1H,

d, J = 2 0 H z, H 2) , 7 29( 1H, dd, J = 8 2, 2 0 Hz,

H 6) , 6 78( 1H, d, J= 8 2 H z, H 5)。以上数据与文

献
 10!
对照基本一致,由此确定化合物 (为 3, 4二羟

基苯甲酸。

化合物 ) : 白色固体。ESIMS m /z: 165 [M +

H ]
+
。

1
H NMR ( DM SO d6, 600 MH z)  : 7 54( 1H, d,

J = 15 9 H z, H ) , 7 48( 2H, d, J= 8 4 H z, H 2, 6) ,

6 81( 2H, d, J = 8 4 H z, H 3, 5 ), 6 16 ( 1H, d, J =

15 9 H z, ∀H )。以上数据与文献
 11!
对照一致, 由此

确定化合物 ) 为对羟基桂皮酸。

致谢:核磁共振谱由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核磁室黄慧英老师

代测;质谱由厦门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代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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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海峡两岸暨 CSNR全国第九届天然药物资源学术研讨会通知

(第一轮 )

2010海峡两岸暨 CSNR全国第九届天然药物资源学术研讨会拟定于 2010年 7月 17~ 20日在广州市召开, 会期 3天。本

届学术研讨会由 CSNR天然药物资源专业委员会、中国药材 GAP研究促进会 (香港 )、广东省人民政府、化州市人民政府主办,

广东绿色生命集团承办。现在开始进行学术研讨会报告和学术论文征集工作。

1 主题: 产学研合作,推进我国中药及天然药物资源健康发展。

2 交流研讨内容: 中药及天然药物资源调查与研究; 中药材规范化生产 ( GAP )与产业化发展; 中药及天然药物资源化学研究

与综合利用; 生物多样性与珍稀濒危野生药用动植物资源的积极保护; 中药及天然动物资源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3 会议论文征集: 会议论文可围绕主题和交流研讨内容, 具体内容包括前瞻性综述 ,学科现状、前沿及展望, 系统性研究成

果, 原创性研究工作等。拟参加会议者 (不提供论文也可参加会议 ),请于 2010年 6月 1日前提交论文及摘要。

4 征文要求: 请向会议提供W ord软件录入的论文电子版。标准 A4版面, 标题三号黑体, 作者及单位五号宋体, 摘要及关键

词小五号宋体, 正文五号宋体, 单倍行距。页边距:上下各 3 cm, 左右各 2 2 cm。请将论文发送如下电子信箱。

5 会议具体时间、地点、参加会议通知及报到事宜将在第 2轮通知中告知,也可致电查询。

联系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学城仙林大道 138号南京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CSNR天然药物资源专业委员会办公室,邮

政编码: 210046; 电话: 025 85811519, 025 85811514;传真: 025 85811524;联系人: 单鸣秋 ( 15951802806), 严辉 ( 13512537853);

电子信箱: tryw2010@ 126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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