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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黄芩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 Ｇｅｏｒｇｉ 的化学成分。 方法　 黄芩饮片 ９０％ 乙醇提取物采用 Ｄ１０１、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ＯＤＳ 及半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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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个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白杨素⁃６⁃Ｃ⁃α⁃Ｌ⁃吡喃阿拉伯糖⁃８⁃Ｃ⁃β⁃Ｄ⁃吡喃葡萄糖苷 （１）、 白杨素⁃６⁃Ｃ⁃β⁃Ｄ⁃吡喃葡萄糖⁃８⁃
Ｃ⁃β⁃Ｌ⁃吡喃阿拉伯糖苷 （２）、 白杨素⁃６⁃Ｃ⁃β⁃Ｄ⁃吡喃葡萄糖⁃８⁃Ｃ⁃α⁃Ｌ⁃吡喃阿拉伯糖苷 （３）、 白杨素⁃６⁃Ｃ⁃β⁃Ｌ⁃吡喃阿拉伯

糖⁃８⁃Ｃ⁃β⁃Ｄ⁃吡喃葡萄糖苷 （４）、 黄芩素⁃６⁃甲氧基⁃７⁃Ｏ⁃β⁃葡萄糖酸苷 （５）、 去甲汉黄芩素⁃７⁃Ｏ⁃β⁃葡萄糖酸苷 （６）、 二

氢黄芩素⁃７⁃Ｏ⁃葡萄糖酸苷 （７）、 黄芩素⁃７⁃Ｏ⁃β⁃Ｄ⁃吡喃葡萄糖醛酸甲酯苷 （８）、 汉黄芩素⁃７⁃Ｏ⁃β⁃Ｄ⁃吡喃葡萄糖醛酸甲

酯苷 （９）、 木蝴蝶苷 Ａ （１０）、 ２′， ４′⁃二羟基二氢查尔酮⁃３′⁃Ｃ⁃β⁃吡喃葡萄糖⁃６′⁃Ｏ⁃β⁃Ｄ⁃吡喃葡萄糖苷 （１１）、 异夏佛塔

苷 （１２）、 白杨素⁃６， ８⁃Ｃ⁃β⁃二吡喃葡萄糖苷 （１３）、 千层纸素⁃７⁃Ｏ⁃β⁃Ｄ⁃吡喃葡萄糖醛酸甲酯苷 （１４）。 结论　 化合物

１１～１３ 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关键词： 黄芩； 化学成分； 分离鉴定

中图分类号： Ｒ２８４ 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１５２８（２０２０）１１⁃２９３５⁃０６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１５２８ ２０２０ １１ ０２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

ＹＡＯ Ｘｕｅ１，２， 　 ＣＨＥＮＧ Ｙｕｎ⁃ｘｉａ１，２， 　 ＣＨＥＮ Ｌｏｎｇ１， 　 ＬＩＵ Ｗｅｉ１，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１， 　 ＬＩ Ｆｅｎｇ⁃ｓｈｅｎｇ３，
ＬＩ Ｂｉｎｇ４， 　 ＤＯＮＧ Ｈｏｎｇ⁃ｊｉｎｇ１∗

［１．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Ｑｉｌ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Ｊｉｎａｎ ２５００１４，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ｉｎａｎ ２５０３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３． Ｌａｉｗｕ Ｚｉｇｕａ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Ｊｉｎａｎ ２７１１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４． Ｌｕｎａ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ｏ．， Ｌｔｄ．， Ｌｉｎｙｉ ２７６００６，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ＩＭ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 Ｇｅｏｒｇｉ．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９０％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Ｓ． 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 ｗａ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Ｄ１０１，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ＯＤＳ ａｎｄ ｓｅｍｉ⁃ｐｒｅｐａｒａ⁃
ｔｉｖｅ ＨＰＬＣ，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ｗｅｒ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ｃｈｒｙｓｉｎ⁃６⁃Ｃ⁃α⁃Ｌ⁃ ａｒａｂｉｎ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８⁃Ｃ⁃β⁃
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１）， ｃｈｒｙｓｉｎ⁃６⁃Ｃ⁃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 ８⁃Ｃ⁃β⁃Ｌ⁃ａｒａｂｉｎ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２）， ｃｈｒｙｓｉｎ⁃６⁃Ｃ⁃β⁃Ｄ⁃ｇｌｕ⁃
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８⁃Ｃ⁃α⁃Ｌ⁃ ａｒａｂｉｎ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 ３）， ｃｈｒｙｓｉｎ⁃６⁃Ｃ⁃β⁃Ｌ⁃ａｒａｂｉｎ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８⁃Ｃ⁃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 ４），
ｂａｉｃａｌｅｉｎ⁃６⁃ｍｅｔｈｙｌｅｔｈｅｒ⁃７⁃Ｏ⁃β⁃ｇｌｕｃｕｒｏｎｉｄｅ （５）， ｎｏｒｗｏｇｏｎｉｎ⁃７⁃Ｏ⁃β⁃ｇｌｕｃｕｒｏｎｉｄｅ （６）， ｄｉｈｙｄｒｏｂａｉｃａｌｅｉｎ⁃７⁃Ｏ⁃ｇｌｕｃｕ⁃
ｒｏｎｉｄｅ （ ７）， ｂａｉｃａｌｅｉｎ⁃７⁃Ｏ⁃β⁃Ｄ⁃ｇｌｕｃｕｒｏｎ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ｍｅｔｈｙｌ ｅｓｔｅｒ （ ８）， ｗｏｇｏｎｉｎ⁃７⁃Ｏ⁃β⁃Ｄ⁃ｇｌｕｃｕｒｏｎ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ｍｅｔｈｙｌ ｅｓｔｅｒ （９）， ｏｒｏｘｉｎ Ａ （１０）， ２， ４′⁃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ｄｉｈｙｄｒｏｃｈａｌｃｏｎｅ⁃３′⁃Ｃ⁃β⁃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６′⁃Ｏ⁃β⁃Ｄ⁃ ｇｌｕｃｏｐｙｒ⁃
ａｎｏｓｉｄｅ （ １１ ）， ｉｓｏｓｃｈａｆｔｏｓｉｄｅ （ １２ ）， ６， ８⁃ｄｉ⁃Ｃ⁃β⁃ｇｌｕｃｏｓｙｌｃｈｒｙｓｉｎ （ １３ ）， ａｎｄ ｏｒｏｘｙｌｉｎ⁃７⁃Ｏ⁃β⁃Ｄ⁃
ｇｌｕｃｕｒｏｎ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ｍｅｔｈｙｌ ｅｓｔｅｒ （１４）．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１１⁃１３ ａｒ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ｐｌａ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５３９２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第 ４２ 卷　 第 １１ 期

中 成 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１１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 Ｇｅｏｒｇｉ；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黄芩为唇形科植物黄芩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
Ｇｅｏｒｇｉ 的干燥根， 为我国传统常用清热类中药， 始

载于 《神农本草经》， 被列为中品， 具有清热燥

湿、 泻火解毒、 止血、 安胎的传统功效［１］。 近年

来， 国内外学者对黄芩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进行

了研究， 发现黄芩主要含有黄酮类、 苯丙素类、 甾

类以及挥发油等多种成分， 具有抗炎、 抗肿瘤、 抗

菌、 降血压等多种现代药理活性［２］。 本研究从黄

芩水部位分离得到 １４ 个黄酮苷类化合物， 其中化

合物 １１～１３ 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１　 材料

Ｗａｔｅｒｓ ２６９５ 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 Ｗａｔｅｒｓ 公

司）； ＬＣ⁃２０ＡＲ 制备液相色谱仪 （日本岛津公司）；
ＣＨＥＥＴＡＨＴＭＭＰ 系列中压制备液相色谱仪 （天津

博纳艾杰尔科技有限公司）； Ｗａｔｅｒｓ⁃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Ｃ１８色

谱柱 （２５０ ｍｍ × ４ ６ ｍｍ， ５ μｍ， 美国 Ｗａｔｅｒｓ 公

司）； ＹＭＣ Ｐａｃｋ ＯＤＳ⁃Ａ 色谱柱（２５０ ｍｍ×１０ ０ ｍｍ，
５ μｍ， 日本 ＹＭＣ 公司）； Ｓｈｉｍ⁃ｐａｃｋ ＧＩＳ Ｃ１８色谱柱

（２５０ ｍｍ×２０ ０ ｍｍ， ５ μｍ， 日本岛津仪器公司）。
色谱级乙腈、 甲醇 （天津市康科德科技有限

公司）； 色谱级甲酸 （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
纯水 （密理博 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Ｑ８ 超纯水机制备）。
实验所用黄芩饮片购于宏济堂医药有限公司中药

厂。 经山东中医药大学李佳教授鉴定为唇形科黄芩

属植物黄芩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 Ｇｅｏｒｇｉ 的干燥饮片

２　 提取与分离

取黄芩饮片 ９ ０ ｋｇ， 加入 ９０％ 乙醇回流提取 ３
次， 抽滤后浓缩， 用蒸馏水稀释至 １０ Ｌ， 采用乙

酸乙酯进行萃取， 得黄芩水相和乙酸乙酯相提取

物。 采用 Ｄ１０１ 大孔树脂对水相进行分离， 依次采

用水， １０％ 、 ３０％ 、 ５０％ 、 ９５％ 乙醇进行梯度洗脱，
分别浓缩后， 得各部位浸膏 （ Ｆｒ 水、 Ｆｒ １０％ 、
Ｆｒ ３０％ 、 Ｆｒ ５０％ 、 Ｆｒ ９５％ ）。

取 ３０％ 乙醇部位浸膏， 采用 ＯＤＳ 中压制备柱

进行分离， 甲醇⁃０ １％ 甲酸水 （４０ ∶ ６０） 为洗脱

剂， 共分离得到 ８ 个流分 （ Ｆｒ １ ～ ８）。 取 Ｆｒ ３
（１ ０８３ ｇ） 采用半制备 ＨＰＬＣ 进行分离， 乙腈⁃
０ １％ 甲酸水 （ １７ ５ ∶ ８２ ５） 洗脱， 得化合物 １
（５７ ８ ｍｇ）、 ３ （６４ ６ ｍｇ）； ２６ ５～３３ ｍｉｎ 的色谱峰

经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继续纯化， 采用甲醇洗脱， 得

化合物 ４ （７ １ ｍｇ）； ４０ ｍｉｎ 的色谱峰经制备 ＨＰＬＣ

２ 次分离， 乙腈⁃０ １％ 甲酸水 （１５ ∶ ８５） 洗脱， 得

化合物 ２ （ ４１ ７ ｍｇ）、 １１ （ １８ １ ｍｇ）。 取 Ｆｒ １
（５ ３５０ ｇ） 经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分离， 采用甲醇洗

脱， 得 ９ 个流分 （ Ｆｒ １ １ ～ ９）， Ｆｒ １ ８ 经半制备

ＨＰＬＣ 分离， 甲醇⁃水 （２９ ∶ ７１） 洗脱， 得化合物

１２ （１４ ２ ｍｇ）； Ｆｒ １ ４ 经半制备 ＨＰＬＣ 分离， 甲

醇⁃０ １％ 甲酸水 （ ３８ ∶ ６２） 洗脱， 得化合物 １３
（６ ８ ｍｇ）。

取 ５０％ 乙醇部位浸膏， 采用 ＯＤＳ 中压半制备

色谱柱分离， 用甲醇⁃０ １％ 甲酸水 （４５ ∶ ５５） 洗

脱， 得到 ２２ 个流分（Ｆｒ １～２２）， 取 Ｆｒ ７（２ ４００ ｇ）
经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分离， 甲醇洗脱得 １３ 个流分

（Ｆｒ ７ １～ １３）， Ｆｒ ７ １ 和 Ｆｒ ７ ９ 分别为化合物 ５
（１６ ３ ｍｇ）、 ６ （１０ ９ ｍｇ）， Ｆｒ ７ ５ 经半制备 ＨＰＬＣ
分离， 乙腈⁃０ １％ 甲酸水 （３２ ∶ ６８） 洗脱得化合物

７ （ １１ １ ｍｇ）、 ８ （ ９ ２ ｍｇ）； Ｆｒ ７ ３ 经半制备

ＨＰＬＣ 分离， 乙腈⁃０ １％ 甲酸水 （３３ ∶ ６７） 洗脱，
得化合物 ９ （６ １ ｍｇ）、 １０ （８ ３ ｍｇ）、 １４ （２０ ３
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 合 物 １： 黄 色 粉 末；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５４９ １１５ ０ ［ Ｍ ＋ Ｈ ］ ＋。１Ｈ⁃ＮＭＲ （ ＤＭＳＯ⁃ｄ６， ４００
ＭＨｚ） δ： １３ ６３ （１Ｈ， ｓ， ５⁃ＯＨ）， ７ ０２ （１Ｈ， ｓ，
Ｈ⁃３）， ８ １９ （ ２Ｈ， ｄ， Ｊ ＝ ７ ６ Ｈｚ， Ｈ⁃２′， ６′），
７ ５６ （ ２Ｈ， ｍ， Ｈ⁃３′， ５′）， ７ ６４ （ １Ｈ， ｍ， Ｈ⁃
４′）， ４ ７８ （ １Ｈ， ｄ， Ｊ ＝ ９ ６ Ｈｚ， Ｈ⁃１″）， ４ ７３
（１Ｈ， ｄ， Ｊ ＝ ９ ６ Ｈｚ， Ｈ⁃１‴）， ３ ９０ （１Ｈ， ｍ， Ｈ⁃
２″）， ３ ６６， ３ ９２ （ ２Ｈ， ｍ， Ｈ⁃５‴）， ３ ８４ （ ２Ｈ，
ｍ， Ｈ⁃２‴， ４‴）， ３ ５６， ３ ７６ （ ２Ｈ， ｍ， Ｈ⁃６″），
３ ４７ （ １Ｈ， ｍ， Ｈ⁃３‴）， ３ ４３ （ １Ｈ， ｍ， Ｈ⁃４″），
３ ３１ （ １Ｈ， ｍ， Ｈ⁃３″）， ３ ２７ （ １Ｈ， ｍ， Ｈ⁃５″）；
１３Ｃ⁃ＮＭＲ （ＤＭＳＯ⁃ｄ６， １００ ＭＨｚ） δ： ６１ ２ （Ｃ⁃６″），
６８ ４ （Ｃ⁃４‴）， ６９ ６ （Ｃ⁃２‴）， ７０ １ （Ｃ⁃５‴）， ７０ ６
（Ｃ⁃４″）， ７０ ９ （ Ｃ⁃２″）， ７３ ３ （ Ｃ⁃１″）， ７３ ８ （ Ｃ⁃
３‴）， ７４ ２ （Ｃ⁃１‴）， ７８ ９ （Ｃ⁃３″）， ８２ ０ （ Ｃ⁃５″），
１０４ ０ （ Ｃ⁃１０ ）， １０４ ９ （ Ｃ⁃３ ）， １０５ ３ （ Ｃ⁃８ ），
１０８ ４ （ Ｃ⁃６）， １２７ ０ （ Ｃ⁃３′， ５′）， １２９ １ （ Ｃ⁃２′，
６′）， １３１ ０ （ Ｃ⁃１′）， １３２ １ （ Ｃ⁃４′）， １５５ ３ （ Ｃ⁃
９）， １５８ ２ （Ｃ⁃５）， １６１ ４ （Ｃ⁃７）， １６３ ６ （ Ｃ⁃２），
１８２ ５ （Ｃ⁃４）。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３］ 一致， 故鉴

定为白杨素⁃６⁃Ｃ⁃α⁃Ｌ⁃吡喃阿拉伯糖⁃８⁃Ｃ⁃β⁃Ｄ⁃吡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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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苷。
化 合 物 ２： 黄 色 粉 末；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５４９ １１５ ７ ［ Ｍ ＋ Ｈ ］ ＋。１Ｈ⁃ＮＭＲ （ ＤＭＳＯ⁃ｄ６， ４００
ＭＨｚ） δ： １３ ４８ （１Ｈ， ｓ， ５⁃ＯＨ）， ７ ０５ （１Ｈ， ｓ，
Ｈ⁃３）， ８ １６ （ ２Ｈ， ｄ， Ｊ ＝ ７ ６ Ｈｚ， Ｈ⁃２′， ６′），
７ ６２ （ １Ｈ， ｍ， Ｈ⁃４′）， ７ ５６ （ ２Ｈ， ｍ， Ｈ⁃３′，
５′）， ５ ５５ （ １Ｈ， ｓ， Ｈ⁃１‴）， ４ ６０ （ １Ｈ， ｄ， Ｊ ＝
９ ６ Ｈｚ， Ｈ⁃１″）， ３ ８１ （ １Ｈ， ｍ， Ｈ⁃２″）， ３ １８
（ １Ｈ， ｍ， Ｈ⁃３″）， ３ １０ （ １Ｈ， ｍ， Ｈ⁃４″）， ３ １５
（１Ｈ， ｍ， Ｈ⁃５″）， ３ ３４， ３ ６８ （ ２Ｈ， ｍ， Ｈ⁃６″），
３ ８２ （ １Ｈ， ｍ， Ｈ⁃２‴）， ３ ８９ （ １Ｈ， ｍ， Ｈ⁃３‴），
４ ０１ （１Ｈ， ｍ， Ｈ⁃４‴）， ３ ６３， ３ ７６ （２Ｈ， ｍ， Ｈ⁃
５‴）；１３ Ｃ⁃ＮＭＲ （ ＤＭＳＯ⁃ｄ６， １００ ＭＨｚ ） δ： １８２ ２
（Ｃ⁃４）， １６２ ３ （ Ｃ⁃２， ７）， １０２ ６ （ Ｃ⁃３）， １５２ ９
（Ｃ⁃５）， １０９ ４ （Ｃ⁃６）， １０４ ７ （ Ｃ⁃８）， １５９ ９ （ Ｃ⁃
９）， １０３ １ （Ｃ⁃１０）， １３０ ６ （Ｃ⁃１′）， １２６ ４ （Ｃ⁃２′，
６′）， １２９ ２ （ Ｃ⁃３′， ５′）， １３２ １ （ Ｃ⁃４′）， ７３ ０
（Ｃ⁃１″）， ７１ ４ （ Ｃ⁃２″）， ７９ ０ （ Ｃ⁃３″）， ７０ ０ （ Ｃ⁃
４″）， ８１ ７ （ Ｃ⁃５″）， ６１ ７ （ Ｃ⁃６″）， ７０ ８ （ Ｃ⁃１‴），
７２ ４ （Ｃ⁃２‴）， ６９ ８ （Ｃ⁃３‴）， ６３ １ （Ｃ⁃４‴）， ６７ ０
（Ｃ⁃５‴）。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４］ 一致， 故鉴定为白

杨素⁃６⁃Ｃ⁃β⁃Ｄ⁃吡 喃 葡 萄 糖⁃８⁃Ｃ⁃β⁃Ｌ⁃吡 喃 阿 拉 伯

糖苷。
化 合 物 ３： 黄 色 粉 末；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５４９ １６２ ５ ［ Ｍ ＋ Ｈ ］ ＋。１Ｈ⁃ＮＭＲ （ ＤＭＳＯ⁃ｄ６， ４００
ＭＨｚ） δ： １３ ５６ （１Ｈ， ｓ， ５⁃ＯＨ）， ８ ２０ （２Ｈ， ｄ，
Ｊ＝ ６ ８ Ｈｚ， Ｈ⁃２′， ６′）， ７ ５７ （３Ｈ， ｍ， Ｈ⁃３′， ４′，
５′）， ６ ８９ （１Ｈ， ｓ， Ｈ⁃３）， ４ ６９ （１Ｈ， ｄ， Ｊ ＝ ９ ６
Ｈｚ， Ｈ⁃１‴）， ４ ７９ （ １Ｈ， ｄ， Ｊ ＝ ９ ６ Ｈｚ， Ｈ⁃１″），
３ ０１ ～ ４ ０２ （ ｓｕｇａｒ⁃Ｈ）；１３ Ｃ⁃ＮＭＲ （ ＤＭＳＯ⁃ｄ６， １００
ＭＨｚ） δ： １８２ ０ （ Ｃ⁃４ ）， １６５ ９ （ Ｃ⁃２ ）， １６３ ０
（Ｃ⁃７）， １５９ ２ （Ｃ⁃９）， １５４ １ （ Ｃ⁃５）， １３１ ３ （ Ｃ⁃
４′）， １３１ ４ （ Ｃ⁃１′）， １２８ ６ （ Ｃ⁃３′， ５′）， １２６ ５
（Ｃ⁃２′， ６′）， １０８ ４ （Ｃ⁃６）， １０４ ４ （ Ｃ⁃８）， １０４ ０
（ Ｃ⁃３ ）， １０３ ５ （ Ｃ⁃１０ ）， ８０ ９， ７８ ４， ７３ ３，
７０ ４， ７０ ０， ６０ ８ （ Ｇｌｃ⁃Ｃ）， ７４ ８， ７４ ２， ７０ ７，
６９ ２， ６８ ９ （ Ａｌｃ⁃Ｃ）。 以上数据与文献 ［ ５］ 一

致， 故鉴定为白杨素⁃６⁃Ｃ⁃β⁃Ｄ⁃吡喃葡萄糖⁃８⁃Ｃ⁃α⁃
Ｌ⁃吡喃阿拉伯糖苷。

化 合 物 ４： 黄 色 粉 末；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５４９ １６９ ２ ［ Ｍ ＋ Ｈ ］ ＋。１Ｈ⁃ＮＭＲ （ ＤＭＳＯ⁃ｄ６， ４００
ＭＨｚ） δ： １３ ７３ （１Ｈ， ｓ， ５⁃ＯＨ）， ８ １５ （２Ｈ， ｄ，
Ｊ ＝ ７ ２ Ｈｚ， Ｈ⁃２′， ６′）， ７ ５４ （ ２Ｈ， ｍ， Ｈ⁃３′，
５′）， ７ ５９ （ １Ｈ， ｍ， Ｈ⁃４′）， ６ ８７ （ １Ｈ， ｓ， Ｈ⁃

３）， ５ ２３ （ １Ｈ， ｓ， Ｈ⁃１″）， ３ ９３ （ １Ｈ， ｍ， Ｈ⁃
４″）， ３ ８４ （ １Ｈ， ｍ， Ｈ⁃３″）， ３ ７８ （ １Ｈ， ｍ， Ｈ⁃
２″）， ３ ５０， ３ ６４ （ ２Ｈ， ｍ， Ｈ⁃５″）， ４ ７８ （ １Ｈ，
ｄ， Ｊ ＝ ９ ２ Ｈｚ， Ｈ⁃１‴）， ３ ８６ （ １Ｈ， ｍ， Ｈ⁃２‴），
３ ２５ （ １Ｈ， ｍ， Ｈ⁃３‴）， ３ ３８ （ １Ｈ， ｍ， Ｈ⁃４‴），
３ ２３ （１Ｈ， ｍ， Ｈ⁃５‴）， ３ ５３， ３ ７７ （２Ｈ， ｍ， Ｈ⁃
６‴）；１３ Ｃ⁃ＮＭＲ （ ＤＭＳＯ⁃ｄ６， １００ ＭＨｚ ） δ： １８２ １
（Ｃ⁃４）， １６３ ７ （Ｃ⁃２）， １６３ １ （ Ｃ⁃７）， １５７ ５ （ Ｃ⁃
５）， １５５ ２ （ Ｃ⁃９ ）， １３２ ０ （ Ｃ⁃４′）， １３１ １ （ Ｃ⁃
１′）， １２９ ０ （ Ｃ⁃３′， ５′）， １２６ ８ （ Ｃ⁃２′， ６′），
１０７ ６ （ Ｃ⁃６ ）， １０５ ２ （ Ｃ⁃８ ）， １０４ ５ （ Ｃ⁃３ ），
１０４ １ （ Ｃ⁃１０ ）， ８１ ９ （ Ｃ⁃５‴）， ７８ ８ （ Ｃ⁃３‴），
７３ ５ （Ｃ⁃１‴）， ７０ ９ （ Ｃ⁃１″）， ７２ １ （ Ｃ⁃２″）， ７０ ９
（Ｃ⁃２‴）， ７０ ６ （ Ｃ⁃３″）， ７０ ０ （ Ｃ⁃４‴）， ６６ ６ （ Ｃ⁃
５″）， ６３ ２ （Ｃ⁃４″）， ６１ ４ （Ｃ⁃６‴）。 以上数据与文

献 ［６］ 一致， 故鉴定为白杨素⁃６⁃Ｃ⁃β⁃Ｌ⁃吡喃阿拉

伯糖⁃８⁃Ｃ⁃β⁃Ｄ⁃吡喃葡萄糖苷。
化合物 ５： 黄色粉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４６１ ［Ｍ＋

Ｈ］ ＋。１Ｈ⁃ＮＭＲ （ ＤＭＳＯ⁃ｄ６， ４００ ＭＨｚ ） δ： ７ ０９
（１Ｈ， ｓ， Ｈ⁃３）， ７ ０７ （１Ｈ， ｓ， Ｈ⁃８）， ８ １０ （２Ｈ，
ｄ， Ｊ ＝ ７ ２ Ｈｚ， Ｈ⁃２′， ６′）， ７ ６０ （３Ｈ， ｍ， Ｈ⁃３′，
４′， ５′）， ５ ２２ （１Ｈ， ｄ， Ｊ ＝ ６ ０ Ｈｚ， Ｈ⁃１″）， ３ ６６
（ １Ｈ， ｍ， Ｈ⁃２″）， ３ ６４ （ １Ｈ， ｍ， Ｈ⁃３″）， ３ ７６
（１Ｈ， ｍ， Ｈ⁃４″）， ３ ８４ （１Ｈ， ｄ， Ｊ ＝ ８ ８ Ｈｚ， Ｈ⁃
５″）， ３ ７８ （ ３Ｈ， ｓ， ６⁃ＯＣＨ３ ）；１３ Ｃ⁃ＮＭＲ （ ＤＭＳＯ⁃
ｄ６， １００ ＭＨｚ） δ： １８２ ６ （ Ｃ⁃４）， １７０ ７ （ Ｃ⁃６″），
１６３ ８ （ Ｃ⁃２ ）， １５２ ６ （ Ｃ⁃９ ）， １５６ ５ （ Ｃ⁃７ ），
１５２ ４ （ Ｃ⁃５ ）， １３２ ２ （ Ｃ⁃４′）， １３２ ７ （ Ｃ⁃６ ），
１３０ ７ （Ｃ⁃１′）， １２９ ２ （ Ｃ⁃３′， ５′）， １２６ ５ （ Ｃ⁃２′，
６′）， １０６ １ （ Ｃ⁃１０ ）， １０５ ０ （ Ｃ⁃３ ）， ９９ ７ （ Ｃ⁃
１″）， ９４ ３ （ Ｃ⁃８）， ７６ ３ （ Ｃ⁃５″）， ７２ ９ （ Ｃ⁃２″），
７５ ０ （ Ｃ⁃３″）， ７１ ８ （ Ｃ⁃４″）， ６０ ６ （⁃ＯＣＨ３ ）。 以

上数据与文献 ［７］ 一致， 故鉴定为黄芩素⁃６⁃甲氧

基⁃７⁃Ｏ⁃β⁃葡萄糖酸苷。
化 合 物 ６： 黄 色 粉 末；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４４７ ０９８ ３ ［ Ｍ ＋ Ｈ ］ ＋。１Ｈ⁃ＮＭＲ （ ＤＭＳＯ⁃ｄ６， ４００
ＭＨｚ） δ： １２ ２４ （１Ｈ， ｓ， ５⁃ＯＨ）， ７ ０２ （１Ｈ， ｓ，
Ｈ⁃３）， ８ １４ （ ２Ｈ， ｄ， Ｊ ＝ ６ ８ Ｈｚ， Ｈ⁃２′， ６′），
７ ６１ （３Ｈ， ｍ， Ｈ⁃３′， ４′， ５′）， ６ ６５ （１Ｈ， ｓ， Ｈ⁃
６）， ５ １６ （ １Ｈ， ｄ， Ｊ ＝ ７ ２ Ｈｚ， Ｈ⁃１″）， ３ ３７ ～
３ ９８ （ ｓｕｇａｒ⁃Ｈ）；１３ Ｃ⁃ＮＭＲ （ ＤＭＳＯ⁃ｄ６， １００ ＭＨｚ）
δ： １８２ ６ （ Ｃ⁃４）， １７０ ２ （ Ｃ⁃６″）， １６３ ６ （ Ｃ⁃２），
１５２ ３ （ Ｃ⁃７ ）， １５１ ２ （ Ｃ⁃５ ）， １４４ ８ （ Ｃ⁃９ ），
１３２ ２ （ Ｃ⁃４′）， １３０ ８ （ Ｃ⁃１′）， １２９ ２ （ Ｃ⁃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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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２７ ２ （ Ｃ⁃８ ）， １２６ ６ （ Ｃ⁃２′， ６′）， １０５ ５
（Ｃ⁃１０）， １０５ ０ （Ｃ⁃３）， １００ ５ （Ｃ⁃１″）， ９８ ６ （Ｃ⁃
６）， ７５ ３ （ Ｃ⁃５″）， ７５ ２ （ Ｃ⁃３″）， ７２ ９ （ Ｃ⁃２″），
７１ ４ （Ｃ⁃４″）。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８⁃９］ 一致， 故鉴

定为去甲汉黄芩素⁃７⁃Ｏ⁃β⁃葡萄糖酸苷。
化合物 ７： 白色粉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４４９ ［Ｍ＋

Ｈ］ ＋。１Ｈ⁃ＮＭＲ （ ＤＭＳＯ⁃ｄ６， ４００ ＭＨｚ ） δ： １１ ７４
（１Ｈ， ｓ， ５⁃ＯＨ）， ７ ５３ （２Ｈ， ｄ， Ｊ ＝ ７ ２ Ｈｚ， Ｈ⁃
２′， ６′）， ７ ４２ （ ３Ｈ， ｍ， Ｈ⁃３′， ４′， ５′）， ６ ３４
（１Ｈ， ｓ， Ｈ⁃８）， ５ ５９ （ １Ｈ， ｄｄ， Ｊ ＝ １２ ８， ２ ０
Ｈｚ， Ｈ⁃２）， ５ ０３ （ １Ｈ， ｄ， Ｊ ＝ ６ ８ Ｈｚ， Ｈ⁃１″），
３ ３１ （１Ｈ， ｄｄ， Ｊ ＝ １７ ２， ８ ８ Ｈｚ， Ｈ⁃３ａ）， ２ ８０
（１Ｈ， ｄｄ， Ｊ ＝ １７ ２， ２ ４ Ｈｚ， Ｈ⁃３ｂ）， ３ ８５ （１Ｈ，
ｄ， Ｊ＝ ８ ８ Ｈｚ， Ｈ⁃５″）， ３ ２８～ ３ ３５ （ｓｕｇａｒ⁃Ｈ）；１３Ｃ⁃
ＮＭＲ （ ＤＭＳＯ⁃ｄ６， １００ ＭＨｚ ） δ： １９７ ６ （ Ｃ⁃４ ），
１５４ ３ （ Ｃ⁃７ ）， １５３ １ （ Ｃ⁃９ ）， １４９ ４ （ Ｃ⁃５ ），
１２８ １ （Ｃ⁃６）， １０３ ４ （Ｃ⁃１０）， ９４ ２ （Ｃ⁃８）， ７８ ６
（Ｃ⁃２）， ４２ ５ （ Ｃ⁃３）， １３８ ７ （ Ｃ⁃１′）， １２６ ７ （ Ｃ⁃
２′， ６′）， １２８ ５ （ Ｃ⁃３′， ４′， ５′）， ９９ ９ （ Ｃ⁃１″），
７２ ８ （ Ｃ⁃２″）， ７４ ９ （ Ｃ⁃３″）， ７１ ５ （ Ｃ⁃４″）， ７５ ２
（Ｃ⁃５″）， １７０ ４ （ Ｃ⁃６″）。 以上数据与文献 ［ １０］
一致， 故鉴定为二氢黄芩素⁃７⁃Ｏ⁃葡萄糖酸苷。

化合物 ８： 黄色粉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４６１ ［Ｍ＋
Ｈ］ ＋。１Ｈ⁃ＮＭＲ （ ＤＭＳＯ⁃ｄ６， ４００ ＭＨｚ ） δ： ８ ３７
（１Ｈ， ｓ， ６⁃ＯＨ）， ８  ０８ （２Ｈ， ｄ， Ｊ ＝ ６ ４ Ｈｚ， Ｈ⁃
２′， ６′）， ７  ６１ （ ３Ｈ， ｍ， Ｈ⁃３′， ４′， ５′）， ７ ０５
（１Ｈ， ｓ， Ｈ⁃３）， ７ ００ （１Ｈ， ｓ， Ｈ⁃８）， ５ ２８ （１Ｈ，
ｄ， Ｊ ＝ ７ ２ Ｈｚ， Ｈ⁃１″）， ３  ６７ （ ３Ｈ， ｓ， ⁃ＯＣＨ３ ），
３ ３７ ～ ４ ２２ （ ｓｕｇａｒ⁃Ｈ）；１３ Ｃ⁃ＮＭＲ （ ＤＭＳＯ⁃ｄ６， １００
ＭＨｚ） δ： １８２ ５ （ Ｃ⁃４ ）， １６３ ５ （ Ｃ⁃２ ）， １５１ ３
（Ｃ⁃７）， １４９ ２ （Ｃ⁃９）， １４６ ８ （ Ｃ⁃５）， １３０ ８ （ Ｃ⁃
６）， １０６ ２ （Ｃ⁃３）， １０４ ８ （Ｃ⁃１０）， ９３ ６ （ Ｃ⁃８），
１３０ ９ （Ｃ⁃１′）， １２６ ４ （ Ｃ⁃２′， ６′）， １２９ １ （ Ｃ⁃３′，
５′）， １３２ ０ （ Ｃ⁃４′）， １００ ０ （ Ｃ⁃１″）， ７２ ７ （ Ｃ⁃
２″）， ７５ ０ （ Ｃ⁃３″）， ７１ ４ （ Ｃ⁃４″）， ７５ ３ （ Ｃ⁃５″），
１６９ ３ （Ｃ⁃６″）， ５１ ９ （⁃ＯＣＨ３）。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６］ 一致， 故鉴定为黄芩素⁃７⁃Ｏ⁃β⁃Ｄ⁃吡喃葡萄糖

醛酸甲酯苷。
化合物 ９： 黄色粉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４７５ ［Ｍ＋

Ｈ］ ＋。１Ｈ⁃ＮＭＲ （ ＤＭＳＯ⁃ｄ６， ４００ ＭＨｚ ） δ： １２ ５４
（１Ｈ， ｓ， ５⁃ＯＨ）， ８ ０９ （２Ｈ， ｄ， Ｊ ＝ ６ ８ Ｈｚ， Ｈ⁃
２′， ６′）， ７ ６２ （ ３Ｈ， ｍ， Ｈ⁃３′， ４′， ５′）， ７ ０８
（１Ｈ， ｓ， Ｈ⁃３）， ６ ７２ （１Ｈ， ｓ， Ｈ⁃６）， ３ ８９ （３Ｈ，
ｓ， ８⁃ＯＣＨ３）， ３ ６７ （３Ｈ， ｓ， ⁃ＯＣＨ３）， ５ ３５ （１Ｈ，

ｄ， Ｊ＝ ６ ８ Ｈｚ， Ｈ⁃１″）， ３ ３８～ ４ ２１ （ｓｕｇａｒ⁃Ｈ）；１３Ｃ⁃
ＮＭＲ （ ＤＭＳＯ⁃ｄ６， １００ ＭＨｚ ） δ： １８２ ４ （ Ｃ⁃４ ），
１６９ ２ （ Ｃ⁃６″）， １６３ ６ （ Ｃ⁃２ ）， １５６ ０ （ Ｃ⁃９ ），
１５５ ９ （ Ｃ⁃７ ）， １４９ ２ （ Ｃ⁃５ ）， １３２ ３ （ Ｃ⁃４′），
１３０ ７ （Ｃ⁃１′）， １２９ ３ （ Ｃ⁃３′， ５′）， １２６ ４ （ Ｃ⁃２′，
６′）， １０５ ３ （ Ｃ⁃１０ ）， １０５ ４ （ Ｃ⁃３ ）， ９９ ５ （ Ｃ⁃
１″）， ９８ ６ （ Ｃ⁃６）， ９６ ９ （ Ｃ⁃８）， ７５ ６ （ Ｃ⁃５″），
７５ １ （ Ｃ⁃３″）， ７２ ８ （ Ｃ⁃２″）， ７１ ３ （ Ｃ⁃４″）， ６１ ４
（８⁃ＯＣＨ３ ）， ５２ ０ （⁃ＯＣＨ３ ）。 以 上 数 据 与 文 献

［１１］ 一致， 故鉴定为汉黄芩素⁃７⁃Ｏ⁃β⁃Ｄ⁃吡喃葡萄

糖醛酸甲酯苷。
化合物 １０： 黄色粉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４３３ ［Ｍ＋

Ｈ］ ＋。１Ｈ⁃ＮＭＲ （ ＤＭＳＯ⁃ｄ６， ４００ ＭＨｚ ） δ： ８ ３６
（１Ｈ， ｓ， ６⁃ＯＨ）， ８ ０８ （２Ｈ， ｄ， Ｊ ＝ ６ ８ Ｈｚ， Ｈ⁃
２′， ６′）， ７ ６０ （ ３Ｈ， ｍ， Ｈ⁃３′， ４′， ５′）， ７ ０６
（１Ｈ， ｓ， Ｈ⁃３）， ７ ０１ （１Ｈ， ｓ， Ｈ⁃８）， ５ ０１ （１Ｈ，
ｄ， Ｊ＝ ６ ８ Ｈｚ， Ｈ⁃１″）， ３ １９～ ３ ７５ （ｓｕｇａｒ⁃Ｈ）；１３Ｃ⁃
ＮＭＲ （ ＤＭＳＯ⁃ｄ６， １００ ＭＨｚ ） δ： １８２ ５ （ Ｃ⁃４ ），
１６３ ４ （ Ｃ⁃２ ）， １５１ ７ （ Ｃ⁃７ ）， １４９ ２ （ Ｃ⁃９ ），
１４６ ５ （ Ｃ⁃５ ）， １３２ ０ （ Ｃ⁃４′）， １３０ ８ （ Ｃ⁃１′），
１３０ ７ （ Ｃ⁃６）， １２９ １ （ Ｃ⁃３′， ５′）， １２６ ４ （ Ｃ⁃２′，
６′）， １０６ １ （ Ｃ⁃１０ ）， １０４ ７ （ Ｃ⁃３）， １０１ ０ （ Ｃ⁃
１″）， ９４ ２ （ Ｃ⁃８）， ７７ ３ （ Ｃ⁃５″）， ７５ ９ （ Ｃ⁃３″），
７３ ２ （Ｃ⁃２″）， ６９ ７ （ Ｃ⁃４″）， ６０ ６ （ Ｃ⁃６″）。 以上

数据与文献 ［１２］ 一致， 故鉴定为木蝴蝶苷 Ａ。
化合物 １１： 白色粉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５８３ ［Ｍ＋

Ｈ］ ＋。１Ｈ⁃ＮＭＲ （ ＤＭＳＯ⁃ｄ６， ４００ ＭＨｚ ） δ： ２ ９２
（２Ｈ， ｔ， Ｊ＝ ７ ２ Ｈｚ， Ｈ⁃α）， ３ ４０ （３Ｈ， ｍ， Ｈ⁃５″，
４‴， ５‴）， ３ ５０ （ ６Ｈ， ｍ， Ｈ⁃３″， ４″， ６ａ″， ２‴，
３‴， ６ａ‴， β）， ４ ５４ （ １Ｈ， ｄ， Ｊ ＝ １０ ０ Ｈｚ， Ｈ⁃
１″）， ３ ８９ （１Ｈ， ｍ， Ｈ⁃６ｂ″）， ３ ７６ （１Ｈ， ｍ， Ｈ⁃
６ｂ‴）， ４ ９２ （ １Ｈ， ｄ， Ｊ ＝ ７ ３ Ｈｚ， Ｈ⁃１‴）， ６ ２０
（ １Ｈ， ｓ， Ｈ⁃５′）， ７ １５ （ １Ｈ， ｍ， Ｈ⁃４ ）， ７ ２５
（２Ｈ， ｓ， Ｈ⁃３， ５）， ７ ２６ （２Ｈ， ｓ， Ｈ⁃２， ６）；１３ Ｃ⁃
ＮＭＲ （ ＤＭＳＯ⁃ｄ６， １００ ＭＨｚ ） δ： ２９ ８ （ Ｃ⁃α ），
４４ ４ （ Ｃ⁃β）， ６０ ４ （ Ｃ⁃６‴）， ６１ ３ （ Ｃ⁃６″）， ６９ ３
（Ｃ⁃４‴）， ７０ ４ （ Ｃ⁃４″）， ７０ ５ （ Ｃ⁃２″）， ７３ １ （ Ｃ⁃
３‴）， ７３ ４ （Ｃ⁃１″）， ７６ ７ （Ｃ⁃５‴）， ７７ ２ （Ｃ⁃２‴），
７８ ９ （Ｃ⁃３″）， ８１ ３ （Ｃ⁃５″）， ９４ ２ （Ｃ⁃５′）， １００ ７
（ Ｃ⁃１‴）， １０４ ７ （ Ｃ⁃１′）， １０６ ４ （ Ｃ⁃３′）， １２５ ７
（ Ｃ⁃４ ）， １２８ ２ （ Ｃ⁃３， ５ ）， １２８ ３ （ Ｃ⁃２， ６ ），
１４１ ５ （ Ｃ⁃１ ）， １５９ ８ （ Ｃ⁃６′）， １６３ ６ （ Ｃ⁃４′），
１６４ ７ （ Ｃ⁃２′）， ２０４ ６ （ Ｃ⁃β′）。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３］ 一致， 故鉴定为 ２′， ４′⁃二羟基二氢查尔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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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Ｃ⁃β⁃吡喃葡萄糖⁃６′⁃Ｏ⁃β⁃Ｄ⁃吡喃葡萄糖苷。
化 合 物 １２： 黄 色 粉 末；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５６５ １５６ ９ ［ Ｍ ＋ Ｈ ］ ＋。１Ｈ⁃ＮＭＲ （ ＤＭＳＯ⁃ｄ６， ４００
ＭＨｚ） δ： １３ ８２ （１Ｈ， ｓ， ５⁃ＯＨ）， ９ ３３ （１Ｈ， ｓ，
４′⁃ＯＨ）， ８ １０ （ ２Ｈ， ｄ， Ｊ ＝ ８ ８ Ｈｚ， Ｈ⁃２′， ６′），
６ ９１ （ ２Ｈ， ｄ， Ｊ ＝ ８ ８ Ｈｚ， Ｈ⁃３′， ５′）， ６ ７７
（１Ｈ， ｓ， Ｈ⁃３）， ４ ７８ ～ ２ ２３ （ ｓｕｇａｒ⁃Ｈ）；１３ Ｃ⁃ＮＭＲ
（ＤＭＳＯ⁃ｄ６， １００ ＭＨｚ） δ： １８２ ０ （ Ｃ⁃４）， １６３ ７
（Ｃ⁃２）， １６１ ２ （Ｃ⁃４′）， １６０ ７ （Ｃ⁃５）， １５９ ６ （Ｃ⁃
７）， １５４ ５ （Ｃ⁃９）， １２９ １ （Ｃ⁃２′， ６′）， １２１ ２ （Ｃ⁃
１′）， １１６ ０ （ Ｃ⁃３′， ５′）， １０８ ６ （ Ｃ⁃６ ）， １０４ ５
（Ｃ⁃８）， １０２ ８ （Ｃ⁃１０）， １０２ ２ （ Ｃ⁃３）， ７３ ６ （ Ｃ⁃
１″）， ７０ ９ （ Ｃ⁃２″）， ７８ ７ （ Ｃ⁃３″）， ７０ ０ （ Ｃ⁃４″），
８１ ４ （Ｃ⁃５″）， ６０ ８ （Ｃ⁃６″）， ７４ ６ （Ｃ ⁃１‴）， ６８ ８
（Ｃ⁃２‴）， ７５ １ （ Ｃ⁃３‴）， ６９ １ （ Ｃ⁃４‴）， ７０ ７ （ Ｃ⁃
５‴）。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４］ 一致， 故鉴定为异夏

佛塔苷。
化 合 物 １３： 黄 色 粉 末；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５７９ １７８ ５ ［ Ｍ ＋ Ｈ ］ ＋。１Ｈ⁃ＮＭＲ （ ＤＭＳＯ⁃ｄ６， ４００
ＭＨｚ） δ： １３ ５９ （１Ｈ， ｓ， ５⁃ＯＨ）， ８ １７ （２Ｈ， ｍ，
Ｈ⁃２′， ６′）， ７ ６０ （ ３Ｈ， ｍ， Ｈ⁃３′， ４′， ５′）， ６ ９９
（ １Ｈ， ｓ， Ｈ⁃３ ）， ５ ０２ （ １Ｈ， ｍ， Ｈ⁃１″）， ４ ７９
（ １Ｈ， ｍ， Ｈ⁃１‴）， ３ ８８ （ ２Ｈ， ｍ， Ｈ⁃２″， ２‴），
３ ７５ （２Ｈ， ｍ， Ｈ⁃６ｂ″， ６ｂ‴）， ３ ６４ （１Ｈ， ｍ， Ｈ⁃
６ａ″）， ３ ５６ （ １Ｈ， ｍ， Ｈ⁃６ａ‴）， ３ ４４ （ １Ｈ， ｍ，
Ｈ⁃４″）， ３ ４２ （ １Ｈ， ｍ， Ｈ⁃４‴）， ３ ３９ （ １Ｈ， ｍ，
Ｈ⁃５″）， ３ ３１ （ ３Ｈ， ｍ， Ｈ⁃３″， ３‴， ５‴）；１３ Ｃ⁃ＮＭＲ
（ＤＭＳＯ⁃ｄ６， １００ ＭＨｚ） δ： １８２ ３ （ Ｃ⁃４）， １６３ ２
（Ｃ⁃２）， １６２ ５ （Ｃ⁃７）， １５８ ８ （ Ｃ⁃９）， １５５ ３ （ Ｃ⁃
５）， １３２ ０ （Ｃ⁃４′）， １３１ １ （Ｃ⁃１′）， １２９ １ （Ｃ⁃３′，
５′）， １２６ ８ （ Ｃ⁃２′， ６′）， １０７ ９ （ Ｃ⁃６ ）， １０５ ５
（Ｃ⁃８）， １０４ ８ （Ｃ⁃３）， １０３ ７ （ Ｃ⁃１０）， ８１ ９ （ Ｃ⁃
５″）， ８０ ９ （Ｃ⁃５‴）， ７８ ９ （Ｃ⁃３″）， ７８ ０ （ Ｃ⁃３‴），
７４ ２ （Ｃ⁃１″）， ７３ ５ （ Ｃ⁃１‴）， ７１ ８ （ Ｃ⁃２″）， ７１ ０
（Ｃ⁃２‴）， ７０ ６ （ Ｃ⁃４″）， ６９ １ （ Ｃ⁃４‴）， ６１ ３ （ Ｃ⁃
６″）， ５９ ９ （Ｃ⁃６‴）。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５］ 一致，
故鉴定为白杨素⁃６， ８⁃Ｃ⁃β⁃二吡喃葡萄糖苷。

化合物 １４： 黄色粉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４７５ ［Ｍ＋
Ｈ］ ＋。１Ｈ⁃ＮＭＲ （ ＤＭＳＯ⁃ｄ６， ４００ ＭＨｚ ） δ： １２ ８２
（１Ｈ， ｓ， ５⁃ＯＨ）， ８  ０９ （２Ｈ， ｄ， Ｊ ＝ ７ ２ Ｈｚ， Ｈ⁃
２′， ６′）， ７ ６２ （ ３Ｈ， ｍ， Ｈ⁃３′， ４′， ５′）， ７ １３
（１Ｈ， ｓ， Ｈ⁃８）， ７ ０６ （１Ｈ， ｓ， Ｈ⁃３）， ５ ３８ （１Ｈ，
ｄ， Ｊ＝ ６ ８ Ｈｚ， Ｈ⁃１″）， ４ ２２ （１Ｈ， ｄ， Ｊ ＝ ９ ６ Ｈｚ，
Ｈ⁃５″）， ３ ７７ （ ３Ｈ， ｓ， ６⁃ＯＣＨ３ ）， ３ ６６ （ ３Ｈ， ｓ，

⁃ＯＣＨ３ ）， ３ ３５ ～ ３ ４４ （ ｓｕｇａｒ⁃Ｈ ）； １３Ｃ⁃ＮＭＲ
（ＤＭＳＯ⁃ｄ６， １００ ＭＨｚ） δ： １８２ ５ （ Ｃ⁃４）， １６９ １
（Ｃ⁃６″）， １６３ ８ （Ｃ⁃２）， １５６ ２ （Ｃ⁃９）， １５２ ６ （Ｃ⁃
５）， １５２ ３ （Ｃ⁃７）， １３２ ６ （Ｃ⁃６）， １３２ ２ （Ｃ⁃４′），
１３０ ７ （Ｃ⁃１′）， １２９ ２ （ Ｃ⁃３′， ５′）， １２６ ４ （ Ｃ⁃２′，
６′）， １０６ ２ （ Ｃ⁃１０ ）， １０５ ０ （ Ｃ⁃３ ）， ９９ ４ （ Ｃ⁃
１″）， ９４ ０ （ Ｃ⁃８）， ７５ ６ （ Ｃ⁃５″）， ７５ ３ （ Ｃ⁃３″），
７２ ８ （ Ｃ⁃２″）， ７１ ３ （ Ｃ⁃４″）， ６０ ３ （ ６⁃ＯＣＨ３ ），
５２ ０ （⁃ＯＣＨ３）。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３， １６⁃１８］ 一

致， 故鉴定为千层纸素⁃７⁃Ｏ⁃β⁃Ｄ⁃吡喃葡萄糖醛酸

甲酯苷。
４　 讨论与结论

黄芩为临床常用中药材， 有效成分主要为黄酮

类， 具有抗炎、 抗肿瘤、 抗氧化、 抗心律失常、 肝

保护、 神经元保护、 提升免疫等多种药理作用。 从

黄芩水部位共分离鉴定了 １４ 个黄酮苷类化合物，
其中化合物 １１ ～ １３ 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本实验进一步丰富了黄芩中的化学成分， 以期为后

续的质量标准及药理药效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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