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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短穗兔耳草 Ｌａｇｏｔｉｓ ｂｒａｃｈｙｓｔａｃｈｙ Ｍａｘｉｍ． 的化学成分。 方法　 短穗兔耳草 ７５％ 乙醇提取物采用硅胶、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半制备 ＨＰＬＣ 进行分离纯化， 根据理化性质及波谱数据鉴定所得化合物的结构。 结果　 从中分离得

到 １０ 个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 ｇｌｏｂｕｌａｒｉｎ （１）、 ｇｌｏｂｕｌａｒｉｃｉｓｉｎ （２）、 １０⁃ｃｉｎｎａｍｏｙｌｃａｔａｌｐｏｌ （３）、 京尼平苷酸 （４）、 ｂｉｓ （２⁃
ｅｔｈｙｌｈｅｘｙｌ） 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 （５）、 １， ２⁃ｂｅｎｚｅｎｅｄｉ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ｂｉｓ （２Ｓ⁃ｍｅｔｈｙｌ ｈｅｐｔｙｌ） ｅｓｔｅｒ （６）、 香草酸 （７）、 ４⁃羟基苯乙醇

（８）、 对羟基苯乙酮 （９）、 胡萝卜苷 （１０）。 结论　 化合物 ４～８ 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关键词： 短穗兔耳草； 化学成分； 分离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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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穗兔耳草 Ｌａｇｏｔｉｓ ｂｒａｃｈｙｓｔａｃｈｙｓ Ｍａｘｉｍ． 为玄

参科兔耳草属植物， 用于治疗血热性化脓症、 肺胃

淤血、 黄水病、 脓疡等症状［１］； 具有保肝［２⁃４］、 降

尿酸［５］、 抑菌［６］作用， 其化学类型主要有环烯醚

萜［７⁃８］、 黄酮［８⁃１１］、 苯丙素苷类［１２］ 等。 课题组前期

从中分离得到 １７ 个化合物［８，１２］， 为了进一步研究

短穗兔耳草的化学成分， 本实验从中分离得到 １０
个化合物， 其中化合物 ４ ～ ８ 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

分离得到的。
１　 材料

Ｆｉｎｎｉｇａｎ ＴＳＱ ７００ 型质谱仪 （美国 Ｆｉｎｎｉｇａｎ 公

司）； Ｂｒｕｋｅｒ ＡＸ⁃６００ 核磁共振波谱仪 （德国 Ｂｒｕｋｅｒ
公司）； ＣＰ⁃２１４ 电子天平 （上海奥豪斯仪器有限公

司）； ＷＢ⁃２０００ 型水浴锅、 Ｒ⁃１００１ＶＮ 型旋转蒸发

仪 （郑州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 ＺＦ⁃Ｉ 型三用紫外

分析仪 （上海顾村电光仪器厂）； ＤＺＦ⁃６０５０ 型真空

干燥箱 （上海新苗医疗器械制造有限公司）； 岛津

ＬＣ⁃２０ＡＴ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仪 （ 日 本 岛 津 公 司 ）；
Ａｇｉｌｅｎｔ １２６０ 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 公司）；
ＹＭＣ⁃ｐａｃｋ ＯＤＳ⁃Ａ 半 制 备 柱 （ ２５０ ｍｍ × １０ ｍｍ，
５ μｍ， 日本 ＹＭＣ 公司）； ２００ ～ ３００ 目硅胶 （青岛

海洋化工有限公司）； ＨＳＧＦ⁃２５４ 薄层层析硅胶板

（烟台市化学工业研究所）。 分析纯丙酮、 甲醇、
二氯、 石油醚、 乙酸乙酯等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色谱纯甲醇、 乙腈 （美国天地有限公司）；
超纯水 （江西鼎技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短穗兔耳草由江西中医药大学张亚梅副教授鉴

定为玄参科植物短穗兔耳草 Ｌａｇｏｔｉｓ ｂｒａｃｈｙｓｔａｃｈｙｓ
Ｍａｘｉｍ． 的干燥全草， 样品保存在江西中医药大学

中药资源与民族药研究中心。
２　 提取与分离

将短穗兔耳草 １０ ０ ｋｇ 粉碎， 用乙醇⁃水（７５ ∶
２５） 浸泡， 得到 ４ 个部位。 ５０％ 乙醇部位 （ Ｆｒ３，
１１０ ０ ｇ） 经硅胶柱以二氯甲烷⁃甲醇梯度洗脱， 得

７ 个组分 Ｆｒ３⁃１ ～ Ｆｒ３⁃７． Ｆｒ３⁃３ （３０ ４５ ｇ） 经反复硅

胶柱层析和凝胶色谱洗脱得组分 Ｆｒ３⁃３⁃１⁃１ ～ Ｆｒ３⁃３⁃

１⁃８。 将 Ｆｒ３⁃３⁃１⁃２ （３５ ｍｇ） 用半制备 ＨＰＬＣ 以甲醇⁃
水 （６０ ∶ ４０） 洗脱得化合物 １ （２ ｍｇ）、 ２ （３ ｍｇ）。
Ｆｒ３⁃３⁃１⁃３ （１２８ ｍｇ） 过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和半制备

ＨＰＬＣ 甲醇⁃水 （６０ ∶ ４０） 洗脱得化合物 ３ （３ ｍｇ）、
４ （ ５ ｍｇ ）。 Ｆｒ３⁃３⁃１⁃５ （ ２１９ ｍｇ ） 过 硅 胶 柱 和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得化合物 ５ （４ ｍｇ）、 ６ （３ ｍｇ）。
９０％乙醇部位 （１００ ０ ｇ） 经硅胶柱以二氯甲

烷⁃甲醇 （ １００ ∶ ５、 １００ ∶ ８、 ９０ ∶ １０、 ８５ ∶ １５、
８０ ∶ ２０、 ７５ ∶ ２５、 ７０ ∶ ３０） 洗脱， 得 ６ 个组分

Ｆｒ１～Ｆｒ６。 Ｆｒ２ （９ ３ ｇ） 经硅胶柱以石油醚⁃乙酸乙

酯 （９０ ∶ １０、 ８０ ∶ ２０、 ７５ ∶ ２５、 ７０ ∶ ３０、 ５０ ∶ ５０）
进行洗脱得 Ｆｒ２⁃１～ Ｆｒ２⁃１３ 组分和化合物 １０ （１ ｇ）。
Ｆｒ２⁃９ （４７６ ４ ｍｇ） 经半制备 ＨＰＬＣ 甲醇⁃水 （４５ ∶
５５） 得化合物 ７ （ ８ ｍｇ）、 ８ （ １４０ ｍｇ）。 Ｆｒ２⁃１０
（６２９ ９ ｍｇ） 经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和岛津半制备

ＨＰＬＣ 得化合物 ９ （１２ 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合 物 １： 白 色 粉 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４９１ ２
［ Ｍ⁃Ｈ］ －。１Ｈ⁃ＮＭＲ （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７ ７３
（１Ｈ， ｄ， Ｊ＝ １６ ２ Ｈｚ， Ｈ⁃８′）， ７ ６３ （２Ｈ， ｍ， Ｈ⁃２″，
６″）， ７ ４１ （３Ｈ， ｍ， Ｈ⁃３″， ４″， ５″）， ６ ５８ （１Ｈ， ｄ，
Ｊ＝ １６ ２ Ｈｚ， Ｈ⁃７″）， ６ ３１ （１Ｈ， ｄｄ， Ｊ ＝ ６ ０， １ ８
Ｈｚ， Ｈ⁃３）， ５ ０７ （１Ｈ， ｍ， Ｈ⁃４）， ５ ０３ （１Ｈ， ｄ， Ｊ ＝
９ ８ Ｈｚ， Ｈ⁃１）， ４ ７７ （１Ｈ， ｄ， Ｊ ＝ ７ ８ Ｈｚ， Ｈ⁃１′）；
１３Ｃ⁃ＮＭＲ （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９５ ７ （ Ｃ⁃１），
１４２ ０ （Ｃ⁃３）， １０３ ９ （Ｃ⁃４）， ３９ ２ （Ｃ⁃５）， ７８ ０ （Ｃ⁃
６）， ６３ ２ （Ｃ⁃７）， ６３ ７ （Ｃ⁃８）， ４３ ８ （Ｃ⁃９）， ６４ ７
（Ｃ⁃１０）， １６８ ６ （Ｃ⁃１１）， １００ ４ （Ｃ⁃１′）， ７５ ０ （Ｃ⁃
２′）， ７９ ６ （ Ｃ⁃３′）， ７１ ６ （ Ｃ⁃４′）， ７８ ０ （ Ｃ⁃５′），
６２ ９ （ Ｃ⁃６′）， １３５ ９ （ Ｃ⁃１″）， １２９ ７ （ Ｃ⁃２″， ６″），
１２９ ５ （Ｃ⁃３″， ５″）， １３１ ７ （ Ｃ⁃４″）， １４６ ８ （ Ｃ⁃７″），
１１８ ８ （Ｃ⁃８″）。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３］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ｇｌｏｂｕｌａｒｉｎ。

化合 物 ２： 白 色 粉 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４９１ ２
［ Ｍ⁃Ｈ］ －。１Ｈ⁃ＮＭＲ （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７ ６３
（２Ｈ， ｍ， Ｈ⁃２″， ６″）， ７ ４１ （３Ｈ， ｍ， Ｈ⁃３″，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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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０２ （１Ｈ， ｄ， Ｊ ＝ １６ ２ Ｈｚ， Ｈ⁃８′）， ６ ３６ （１Ｈ， ｄｄ，
Ｊ＝６ ０， １ ８ Ｈｚ， Ｈ⁃３）， ５ ８２ （１Ｈ， ｄ， Ｊ ＝ １５ ６ Ｈｚ，
Ｈ⁃７″）， ５ ０８ （１Ｈ， ｍ， Ｈ⁃４）， ５ ０３ （１Ｈ， ｄ， Ｊ ＝ ９ ６
Ｈｚ， Ｈ⁃１）；１ 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９５ ６
（Ｃ⁃１）， １４１ ８ （Ｃ⁃３）， １０３ ７ （Ｃ⁃４）， ３９ ０ （Ｃ⁃５），
７９ ５ （Ｃ⁃６）， ６３ ５ （Ｃ⁃７）， ６３ ０ （Ｃ⁃８）， ４３ ６ （Ｃ⁃
９）， ６４ ５ （Ｃ⁃１０）， １６８ ４ （Ｃ⁃１１）， １００ ３ （Ｃ⁃１′），
７４ ８ （Ｃ⁃２′）， ７８ ４ （Ｃ⁃３′）， ７１ ５ （Ｃ⁃４′）， ７７ ８ （Ｃ⁃
５′）， ６２ ８ （ Ｃ⁃６′）， １３５ ７ （ Ｃ⁃１″）， １３１ ６ （ Ｃ⁃２″，
６″）， １２９ ３ （Ｃ⁃３″， ５″）， １３０ ０ （Ｃ⁃４″）， １４６ ７ （Ｃ⁃
７″）， １１８ ６ （Ｃ⁃８″）。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６］ 基本一

致， 故鉴定为 ｇｌｏｂｕｌａｒｉｃｉｓｉｎ。
化合 物 ３： 白 色 粉 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４９１ ２

［Ｍ⁃Ｈ ］ －。１Ｈ⁃ＮＭＲ （ ６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 ） δ： ７ ８８
（２Ｈ， ｍ， Ｈ⁃２″， ６″）， ７ ８２ （１Ｈ， ｄ， Ｊ＝ １５ ６ Ｈｚ， Ｈ⁃
８′）， ７ ５８ （３Ｈ， ｍ， Ｈ⁃３″， ４″， ５″）， ６ ７９ （１Ｈ， ｄ，
Ｊ＝ １６ ２ Ｈｚ， Ｈ⁃７″）， ６ ５４ （１Ｈ， ｄｄ， Ｊ ＝ ６ ０， １ ８
Ｈｚ， Ｈ⁃３）， ５ ２０ （１Ｈ， ｍ， Ｊ ＝ ３ ０ Ｈｚ， Ｈ⁃７）， ５ １６
（１Ｈ， ｍ， Ｈ⁃４）， ５ １２ （１Ｈ， ｄ， Ｊ ＝ ９ ７ Ｈｚ， Ｈ⁃１），
４ ７６ （ １Ｈ， ｄ， Ｊ ＝ ７ ８ Ｈｚ， Ｈ⁃１′）；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 δ： ９３ ７ （Ｃ⁃１）， １４０ ５ （Ｃ⁃３）， １０３ ２
（Ｃ⁃４）， ３７ ４ （ Ｃ⁃５）， ７７ ４ （ Ｃ⁃６）， ６１ ４ （ Ｃ⁃７），
６１ ６ （Ｃ⁃８）， ４２ ０ （Ｃ⁃９）， ６２ ８ （Ｃ⁃１０）， １６６ ０ （Ｃ⁃
１１）， ９８ ５ （ Ｃ⁃１′）， ７３ ４ （ Ｃ⁃２′）， ７６ ４ （ Ｃ⁃３′），
７０ ２ （ Ｃ⁃４′）， ７７ １ （ Ｃ⁃５′）， ６１ ８ （ Ｃ⁃６′）， １３４ １
（ Ｃ⁃１″）， １２９ ０ （ Ｃ⁃２″， ６″）， １２８ ５ （ Ｃ⁃３″， ５″），
１３０ ６ （Ｃ⁃４″）， １４４ ６ （Ｃ⁃７″）， １１８ １ （Ｃ⁃８″）。 以上

数据与文献 ［ １４］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１０⁃ｃｉｎ⁃
ｎａｍｏｙｌｃａｔａｌｐｏｌ。

化合 物 ４： 白 色 粉 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３７４ １
［ Ｍ⁃Ｈ］ －。１Ｈ⁃ＮＭＲ （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７ ４５
（１Ｈ， ｂｒｓ， Ｈ⁃３）， ５ ７３ （ １Ｈ， ｂｒ ｓ， Ｈ⁃７）， ５ ０９
（１Ｈ， ｄ， Ｊ ＝ ７ ６ Ｈｚ， Ｈ⁃１）， ４ ６５ （１Ｈ， ｄ， Ｊ ＝ ７ ７
Ｈｚ， Ｈ⁃１′）， ４ ２５ （１Ｈ， ｄ， Ｊ ＝ １４ ４ Ｈｚ， Ｈ⁃１０ｂ），
４ １４ （１Ｈ， ｄ， Ｊ ＝ １４ ４ Ｈｚ， Ｈ⁃１０ａ）；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９８ １ （ Ｃ⁃１）， １５３ ２ （ Ｃ⁃３ ），
１１２ ６ （Ｃ⁃４）， ３６ ５ （Ｃ⁃５）， ３９ ５ （Ｃ⁃６）， １２８ ３ （Ｃ⁃
７）， １４４ ６ （ Ｃ⁃８）， ４６ ８ （ Ｃ⁃９）， ６１ ３ （ Ｃ⁃１０ ），
１７１ ０ （Ｃ⁃１１）， １００ １ （Ｃ⁃１′）， ７４ ６ （Ｃ⁃２′）， ７７ ６
（Ｃ⁃３′）， ７１ ３ （Ｃ⁃４′）， ７８ １ （Ｃ⁃５′）， ６２ ４ （Ｃ⁃６′）。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５］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京尼

平苷酸。
化合 物 ５： 白 色 粉 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３９０ ３

［Ｍ＋ Ｈ］ ＋。１Ｈ⁃ＮＭＲ （ ６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 δ： ７ ７０

（２Ｈ， ｍ， Ｈ⁃３， ６）， ７ ６６ （２Ｈ， ｍ， Ｈ⁃４， ５）， ４ １９
（４Ｈ， ｍ， Ｈ⁃１′， １″）， １ ６２ （ ２Ｈ， ｍ， Ｈ⁃２′， ２″），
１ ３３ （ ４Ｈ， ｍ， Ｈ⁃７′， ７″）， １ ２７ （ ４Ｈ， ｍ， Ｈ⁃３′，
３″）， １ ２５ （８Ｈ， ｍ， Ｈ⁃４′， ５′， ４″， ５″）， ０ ８６ （６Ｈ，
ｍ， Ｈ⁃８′， ８″）， ０ ８３ （６Ｈ， ｍ， Ｈ⁃６′， ６″）；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 δ： １３１ ９ （Ｃ⁃１， ２）， １２７ ４ （Ｃ⁃
３， ６）， １２９ ０ （Ｃ⁃４， ５）， １６７ ８ （Ｃ⁃７， ８）， ６７ ４ （Ｃ⁃
１′）， ３８ ３ （ Ｃ⁃２′）， ３０ ０ （ Ｃ⁃３′）， ２８ ６ （ Ｃ⁃４′），
２３ ５ （Ｃ⁃１″）， １１ ０ （Ｃ⁃２″）， ２２ ６ （Ｃ⁃５′）， １４ １ （Ｃ⁃
６′）。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６］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ｂｉｓ （２⁃ｅｔｈｙｌｈｅｘｙｌ） 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
化合 物 ６： 白 色 粉 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３９０ ３

［Ｍ＋ Ｈ］ ＋。１Ｈ⁃ＮＭＲ （ ６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 δ： ７ ７２
（２Ｈ， ｍ， Ｈ⁃４， ５）， ７ ６７ （２Ｈ， ｍ， Ｈ⁃３， ６）， ４ １３
（４Ｈ， ｍ， Ｈ⁃１′， １″）， １ ６７ （６Ｈ， ｓ， ⁃ＣＨ３）， １ ２４ ～
１ ３５ （１６Ｈ， ｍ， Ｈ⁃３′， ３″， ４′， ４″， ５′， ５″″， ６′， ６″），
０ ９２ （２Ｈ， ｄ， Ｊ＝ ７ ２ Ｈｚ， Ｈ⁃２′， ２″）， ０ ８６ （６Ｈ， ｍ，
Ｈ⁃７′， ７″）；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 δ： １３１ ８
（Ｃ⁃１， ２）， １３１ ６ （ Ｃ⁃３， ６ ）， １２８ ７ （ Ｃ⁃４， ５ ），
１６７ ０ （ Ｃ⁃７， ８）， ６７ ４ （ Ｃ⁃１′， １″）， ３８ １ （ Ｃ⁃２′，
２″）， ２３ ３ （Ｃ⁃３′， ３″）， ２９ ８ （Ｃ⁃４′， ４″）， ２８ ４ （Ｃ⁃
５′， ５″）， ２４ ８ （Ｃ⁃６′， ６″）， １３ ９ （Ｃ⁃７′， ７″）， １０ ８
（Ｃ⁃２′， ２″⁃ＣＨ３）。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７］ 基本一

致， 故 鉴 定 为 １， ２⁃ｂｅｎｚｅｎｅｄｉ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ｂｉｓ
（２Ｓ⁃ｍｅｔｈｙｌ ｈｅｐｔｙｌ） ｅｓｔｅｒ。

化合 物 ７： 无 色 粉 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１６７ ０
［ Ｍ⁃Ｈ］ －。１Ｈ⁃ＮＭＲ （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７ ５４
（２Ｈ，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ｅｄ， Ｈ⁃２， ６）， ６ ８２ （１Ｈ， ｄ， Ｊ ＝ ８ ７
Ｈｚ， Ｈ⁃５）， ３ ８７ （３Ｈ， ｓ， ⁃ＯＣＨ３）；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２３ ０ （ Ｃ⁃１）， １１３ ７ （ Ｃ⁃２），
１５２ ７ （Ｃ⁃３）， １４８ ６ （Ｃ⁃４）， １１５ ８ （Ｃ⁃５）， １２５ ３
（Ｃ⁃６）， １７０ ０ （⁃Ｃ＝Ｏ）， ５６ ４ （⁃ＯＣＨ３）。 以上数据

与文献 ［１８］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香草酸。
化合 物 ８： 无 色 粉 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１３７ １

［ Ｍ⁃Ｈ］ －。１Ｈ⁃ＮＭＲ （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７ ００
（２Ｈ， ｄ， Ｊ＝ ８ ４ Ｈｚ， Ｈ⁃３， ５）， ６ ６８ （２Ｈ， ｄ， Ｊ＝ ８ ４
Ｈｚ， Ｈ⁃２， ６）， ３ ６６ （２Ｈ， ｔ， Ｊ＝ ７ ３ Ｈｚ， Ｈ⁃８）， ２ ６９
（２Ｈ， ｔ， Ｊ ＝ ７ ３ Ｈｚ， Ｈ⁃７）；１３ Ｃ⁃ＮＭＲ （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３０ ９ （Ｃ⁃１）， １３０ ８ （Ｃ⁃２， ６）， １５６ ７
（Ｃ⁃４）， １１６ １ （Ｃ⁃３， ５）， ３９ ３ （Ｃ⁃７）， ６４ ５ （Ｃ⁃８）。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９］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４⁃羟
基苯乙醇。

化合 物 ９： 无 色 粉 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１３５ １
［ Ｍ⁃Ｈ］ －。１Ｈ⁃ＮＭＲ （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７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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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Ｈ， ｄ， Ｊ＝ ９ ６ Ｈｚ， Ｈ⁃２， ６）， ６ ８２ （２Ｈ， ｄ， Ｊ＝ ９ ６
Ｈｚ， Ｈ⁃３， ５）， ２ ５３ （３Ｈ， ｓ， ⁃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３０ １ （Ｃ⁃１）， １３２ ６ （Ｃ⁃２， ６），
１６４ １ （Ｃ⁃４）， １１６ ２ （Ｃ⁃３， ５）， １９９ ５ （Ｃ⁃７）， ２６ ３
（Ｃ⁃８）。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２０］ 基本一致， 故鉴定

为对羟基苯乙酮。
化合物 １０： 白色粉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５７７ ８

［Ｍ＋ Ｈ］ ＋。１Ｈ⁃ＮＭＲ （ ６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 δ： ５ ３４
（１Ｈ， ｍ， Ｈ⁃６）， ４ ８７ （１Ｈ， ｍ， Ｈ⁃１′）， ４ ４３ （２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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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ＭＳＯ） δ： ３７ ３ （Ｃ⁃１）， ２５ ８ （Ｃ⁃２）， ７７ ３ （Ｃ⁃３），
３８ ７ （Ｃ⁃４）， １４０ ９ （Ｃ⁃５）， １２１ ７ （Ｃ⁃６）， ３１ ９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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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２ （ Ｃ⁃１８）， ２０ ２ （ Ｃ⁃１９）， ３５ ９ （ Ｃ⁃２０）， １９ １
（Ｃ⁃２１）， ２９ ７ （ Ｃ⁃２２）， ３３ ８ （ Ｃ⁃２３）， ４６ ６ （ Ｃ⁃
２４）， ２９ １ （ Ｃ⁃２５）， １９ ４ （ Ｃ⁃２６）， １９ ６ （ Ｃ⁃２７），
２３ ０ （Ｃ⁃２８）， １２ １ （Ｃ⁃２９）， １０１ ２ （Ｃ⁃１′）， ７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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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５ （Ｃ⁃６′）。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２１］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胡萝卜苷。
４　 讨论

本研究从短穗兔耳草 ７５％ 乙醇提取物中分离

鉴定 １０ 个化合物， 主要涉及环烯醚萜、 酚性及甾

体类， 进一步丰富了其化合物的数量。 本课题前期

研究发现短穗兔耳草具有降尿酸作用［２］， 从中发

现 ２ 个抑制黄嘌呤氧化酶活性的化合物［１２］， 而酚

类化合物具有降尿酸的功效［２２⁃２３］， 环烯醚萜苷化

合物具有抗炎、 抗癌、 保肝利胆等功效［２４］， 下一

步将继续对短穗兔耳草分离得到的单体化合物进行

活性筛选， 以期为其后期开发及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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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ＩＭ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Ｖａｌｅｒｉａｎ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８０％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Ｖ．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ｗａ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ｓｉｌｉｃａ，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ａｎｄ ｓｅｍｉ⁃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ＨＰＬＣ，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Ｘ⁃ｒａｙ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ｅｎ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ｗｅｒ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 ８⁃ａｃｅｔｏｘｙｌ⁃ｐａｔｈｃｈｏｕｌｉ ａｌｃｏｈｏｌ
（１）， ｎ⁃ｈｅｘａｃｏｓ⁃５， ８， １１⁃ｔｒｉ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 ２）， ４⁃ｅｐｉｐｅｎｌａｎＢｕｔｅｎｏｌｉｄｅ （ ３）， ｘｙｌａｒｉａｍｉｄｅ （ ４）， （ ２Ｒ， ３Ｓ） ⁃３⁃
ｍｅｔｈｙｌ⁃２⁃ （ ５⁃ｏｘｏ⁃２⁃ｉｓｏｐｒｏｐｅｎｙｌ⁃ｈｅｘｙｌ ） ⁃ｃｙｃｌｏｐｅｎｔａｎｏｎｅ （ ５ ）， ｌｉｇｎｏｃｅｒｉｃ ａｃｉｄ （ ６ ）， ｐａｌｍｉｔｉｃ ａｃｉｄ （ ７ ），
ｓｔｉｇｍａｓｔｅｒｏｌ （８）， ｄｏｄｅｃ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９）， ｂｉｓ （４⁃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ｈｅｎｙｌ）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 （１０）．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２－４ ａ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ｇｅｎｕｓ Ｖａｌｅｒｉａｎ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１， ６， ９ ａｒ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ｐｌａ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１ ｂｙ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Ｘ⁃ｒａｙ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Ｖａｌｅｒｉａｎ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Ｘ⁃
ｒａｙ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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