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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吐鲁番锦鸡儿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ｔｕｒｆａｎｅｎｓｉｓ （Ｋｒａｓｓｎ．） Ｋｏｍ． 地上部分的化学成分。 方法　 吐鲁番锦鸡儿地上

部分 ９５％ 乙醇提取物采用硅胶、 ＨＰＬＣ 和重结晶等进行分离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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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个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白黎芦醇 （１）、 白杉皮醇 （２）、 ｍａａｋｏｌｉｎｅ （３）、 ｋｏｍｐａｓｉｎｏｌ Ａ （４）、
丁香树脂酚葡萄糖苷 （５）、 双环氧木脂素 （６）、 南烛木树脂酚 （７）、 山柰酚 （８）、 芦丁 （９）、 异山奈素⁃７⁃Ｏ⁃β⁃Ｄ⁃葡
萄吡喃糖苷 （１０）、 桂皮酸 （１１）、 对羟基桂皮酸 （１２）、 对羟基苯甲酸 （１３）、 丁香酸吡喃葡萄糖苷 （１４）、 原儿茶

醛 （１５）、 反式－咖啡酰酪胺 （１６）、 胡萝卜苷 （１７）。 结论　 化合物 ３、 １０ 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化合物 ４、
６～９、 １３、 １６ 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关键词： 吐鲁番锦鸡儿； 地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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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０９⁃２３８８⁃０５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１５２８ ２０２１ ０９ ０２０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ｅｒｉａｌ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ｔｕｒｆａｎｅｎｓｉｓ

ＪＩＡ Ｙｕｅ⁃ｍｅｉ１， 　 ＬＩ Ｘｕｅ⁃ｚｈｅｎｇ２， 　 ＪＩＡ Ｘｉｎ⁃ｙｕｅ３， 　 ＤＵＧＵ Ｊｉａ⁃ｘｉｕ２， 　 ＳＨＩ Ｍｉｎｇ⁃ｈｕｉ３， 　 ＪＩＡ Ｘｉａｏ⁃ｇｕａｎｇ３∗，
ＰＡＮ Ｌａｎ３∗

（１．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ｒｕｍｑｉ ８３０００２， Ｃｈｉｎａ； 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 Ｔｈ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ｔｏ Ｙａｎｂ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Ｙａｎｊｉ １３３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３．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ｄｒｕｇ， Ｕｒｕｍｑｉ ８３０００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ＩＭ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ｅｒｉａｌ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ｔｕｒｆａｎｅｎｓｉｓ （Ｋｒａｓｓｎ．）
Ｋｏｍ．．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９５％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Ｃ． ｔｕｒｆａｎｅｎｓｉｓ ｗａ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ｓｉｌｉｃａ， ＨＰＬＣ ａｎｄ
ｒ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ｗｅｒ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ｒｅｓｖｅｒａｔｒｏｌ （１）， ｐｉｃｅａｔａｎｎｏｌ （２），
ｍａａｋｏｌｉｎｅ （３）， ｋｏｍｐａｓｉｎｏｌ Ａ （４）， ｓｙｒｉｎｇａｒｅｓｉｎｏｌ⁃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５）， ｌｉｒｉｏｄｅｎｄｉｎ （６）， ｌｙｏｎｉｒｅｓｉｎｏｌ （７），
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 （ ８）， ｒｕｔｉｎ （ ９）， ｉｓｏ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ｉｄｅ⁃７⁃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 １０）， ｃｉｎｎａｍｉｃ ａｃｉｄ （ １１）， ｐ⁃ｈｙｄｒｏｘｙ
ｃｉｎｎａｍｉｃ ａｃｉｄ （１２）， ４⁃ｈｙｄｒｏｘｙｂｅｎｚ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１３）， ｓｙｒｉｎｇａｔｅ⁃４⁃Ｏ⁃β⁃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１４）， ｐｒｏｔｏｃａｔｅｃｈｕ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１５）， Ｎ⁃ｔｒａｎｓ⁃ｃａｆｆｅｏｙｌ ｔｙｒａｍｉｎｅ （１６）， ａｎｄ ｄａｕｃｏｓｔｅｒｏｌ （１７）．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３， １０ ａｒ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ｇｅｎｕｓ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４， ６－９， １３， １６ ａｒ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ｐｌａ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ｔｕｒｆａｎｅｎｓｉｓ （Ｋｒａｓｓｎ．） Ｋｏｍ．； ａｅｒｉａｌ ｐａｒｔ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吐鲁番锦鸡儿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ｔｕｒｆａｎｅｎｓｉｓ （Ｋｒａｓｓｎ．）
Ｋｏｍ． 为豆科锦鸡儿属植物， 分布于新疆伊犁地

区、 塔里木盆地、 吐鲁番盆地， 生于海拔 ２ １００ ｍ
的山坡、 河流阶地、 峭壁［１］。 《药用植物辞典》 记

载， 吐鲁番锦鸡儿以根入药， 具有活血、 利尿、 止

痛、 强壮的功效［２］， 地上部分的资源多作为柴火利

用。 为了对吐鲁番锦鸡儿资源进行充分开发利用，
课题组前期对其地上部分的研究发现， 乙醇提取物

对 Ａ５４９ （人类肺腺癌细胞） 及 ＨｅＬａ （人类宫颈癌

细胞） 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并从中分离鉴定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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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黄酮和 １ 个甾体［３］。 本研究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继续对吐鲁番锦鸡儿地上部分乙酸乙酯、 正丁醇部

位的化学成分进行研究， 从中共分离鉴定出 １７ 个化

合物， 其中化合物 ３、 １０ 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得到，
４、 ６～９、 １３、 １６ 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发现。
１　 材料

ＡＶ⁃３００、 ＡＶ⁃４００ 核磁共振仪 （德国 Ｂｒｕｋｅｒ 公
司）； ＳＹＮＡＰＴ Ｇ２⁃Ｓ 型高分辨率质谱仪 （美国

Ｗａｔｅｒｓ 公司）； ＺＦ⁃２０Ｃ 暗箱式紫外分析仪 （上海宝

山顾村电光仪器厂）； ＦＬ⁃ＬＣ０５０ 高效液相色谱仪

（天津 Ｂｏｎｎａ⁃Ａｇｅｌａ 公司）； ＧＦ２５４薄层层析硅胶、 柱

层析硅胶 （２００～３００、 ３００～４００ 目， 青岛海洋化工

厂）； ＯＤＳ 填料 （５０ μｍ， 日本 ＹＭＣ 公司）； ＯＤＳ
制备型色谱柱 （５ μｍ， 日本 ＹＭＣ 公司）。 甲醇、
石油醚、 乙酸乙酯、 二氯甲烷试剂均为分析纯。

吐鲁番锦鸡儿采于新疆克尔克孜州乌恰县， 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药民族药研究所王果平研究员

鉴定为吐鲁番锦鸡儿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ｔｕｒｆａｎｅｎｓｉｓ （Ｋｒａｓｓｎ．）
Ｋｏｍ． 的地上部分， 凭证标本均存放于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中药民族药研究所。
２　 提取与分离

取吐鲁番锦鸡儿地上部分 １０ ｋｇ， 粉碎， 干燥，
用 ８ 倍量 ９５％ 乙醇溶液回流提取 ３ 次 （２ ｈ ／次），
减压回收溶剂得乙醇浸膏 ９５０ ｇ， 用水混悬， 依次

用石油醚、 乙酸乙酯、 正丁醇萃取， 萃取液减压回

收， 得石油醚萃取物 （４７ ｇ）、 乙酸乙酯萃取物

（１４４ ｇ）、 正丁醇萃取物 （２００ ｇ）。
取乙酸乙酯萃取物 ４０ ｇ， 经二氯甲烷⁃甲醇

（１００ ∶ ０～０ ∶ １００） 梯度洗脱， ＴＬＣ 检识合并相同

组分， 得 １０ 个馏分。 Ｆｒ ３ （１ ５ ｇ） 选取硅胶柱分

离， 经石油醚⁃乙酸乙酯 （３０ ∶ １ ～ １０ ∶ １） 梯度洗

脱， 得 Ｆｒ ４⁃９ 析出方晶， 反复重结晶得化合物 １１。
Ｆｒ ４ （５ ０ ｇ） 经硅胶柱分离， 用二氯甲烷⁃甲醇

（７０ ∶ １～１０ ∶ １） 梯度洗脱， ＴＬＣ 合并得 ５ 个馏分

Ｆｒ ４Ａ～Ｆｒ ４Ｅ， Ｆｒ ４Ａ （２００ ｍｇ） 经反复硅胶柱分

离得化合物 １２ （１３ ｍｇ）； Ｆｒ ４Ｂ （１ ３ ｇ） 经硅胶

柱分离， 用二氯甲烷⁃甲醇 （１００ ∶ １ ～ ５０ ∶ １） 梯度

洗脱， ＴＬＣ 合 并 得 ４ 个 馏 分 Ｆｒ ４Ｂ１ ～ Ｆｒ ４Ｂ４，
Ｆｒ ４Ｂ２ （ ２７０ ｍｇ ） 采 用 半 制 备 ＨＰＬＣ 甲 醇⁃水
（５５ ∶ ４５） 分离， 得化合物 １３ （１３ ｍｇ）、 １５ （１０
ｍｇ）。 Ｆｒ ５ （ ６ ５ ｇ） 采用 ＯＤＳ 柱层析分离， 经

３０％ 甲醇～甲醇洗脱， 合并得到 ６ 个馏分 Ｆｒ ５Ａ ～
Ｆｒ ４Ｆ， Ｆｒ ５Ｃ （１ ６ ｇ） 采用半制备 ＨＰＬＣ 甲醇⁃水
（５０ ∶ ５０） 分离得化合物 ８ （４ ｍｇ）， Ｆｒ ５Ｅ （７８０

ｍｇ） 采用硅胶柱二氯甲烷⁃甲醇 （７０ ∶ １） 分离得

化合物 ９ （６ ｍｇ）。 Ｆｒ ７ （１０ ４ ｇ） 经硅胶柱二氯甲

烷⁃甲醇 （２０ ∶ １ ～ １ ∶ １）， 分离得 ６ 个馏分Ｆｒ ７Ａ～
Ｆｒ ７Ｆ， Ｆｒ ７Ｃ （９３０ ｍｇ） 经半制备 ＨＰＬＣ 甲醇⁃水
（４１ ∶ ５９） 分离得化合物 １６ （ １５ ｍｇ）； Ｆｒ ７Ｅ
（６ ２ ｇ） 经 ＯＤＳ 柱层析分离， 用 ３５％ ～７５％ 甲醇洗

脱， 得 ４ 个馏分 Ｆｒ ７Ｅ１ ～ Ｆｒ ７Ｅ４， Ｆｒ ７Ｅ１ （ ３６０
ｍｇ） 采用半制备 ＨＰＬＣ 甲醇⁃水 （４３ ∶ ５７） 分离得

化合物 ３ （ １２ ｍｇ）、 １７ （ ５０ ｍｇ）， Ｆｒ ７Ｅ３ （ ５８０
ｍｇ） 采用半制备 ＨＰＬＣ 甲醇⁃水 （４２ ∶ ５８） 分离得

化合物 １ （１１ ｍｇ）、 ２ （２０ ｍｇ）。
取正丁醇萃取物 ７０ ｇ， 经 二 氯 甲 烷⁃甲 醇

（１００ ∶ １～１ ∶ １） 梯度洗脱， ＴＬＣ 检识合并相同组

分， 得 １０ 个馏分 Ｆｒ １ ～ Ｆｒ １０， Ｆｒ ４ （１０ ５ ｇ） 用

二氯甲烷⁃甲醇 （１００ ∶ １ ～ １０ ∶ １） 梯度洗脱， ＴＬＣ
检识合并得 ８ 个馏分 Ｆｒ ４Ａ～Ｆｒ ４Ｈ， Ｆｒ ４Ｃ（５ １ ｇ）
选取 ＯＤＳ 反相硅胶柱层析分离， 经 ３０％ 甲醇～７０％
甲醇洗脱， 得 ６ 个馏分 Ｆｒ ４Ｃ１ ～ Ｆｒ ４Ｃ６， Ｆｒ ４Ｃ３
（１ ２ ｇ） 用半制备 ＨＰＬＣ 甲醇⁃水 （４３ ∶ ５７） 分离

得化合物 ４ （３５ ｍｇ）、 ７ （７ ｍｇ）， Ｆｒ ４Ｃ４ （ ９００
ｍｇ） 用半制备 ＨＰＬＣ 甲醇⁃水 （４１ ∶ ５９） 分离得化

合物 １４ （ １０ ｍｇ）， Ｆｒ ４Ｃ５ （ １ ４ ｇ ） 用半制备

ＨＰＬＣ 甲醇⁃水 （ ３９ ∶ ６１） 分离得化合物 １０ （ ６
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合物 １： 淡黄色针晶，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２２７ １
［Ｍ⁃Ｈ］ －， 分子式 Ｃ１４ Ｈ１２ Ｏ３。１Ｈ⁃ＮＭＲ （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７ ３５ （２Ｈ， ｄ， Ｊ ＝ ８ ６ Ｈｚ， Ｈ⁃２， ６），
６ ９６ （１Ｈ， ｄ， Ｊ＝ １６ ３ Ｈｚ， Ｈ⁃７）， ６ ７９ （１Ｈ， ｄ， Ｊ＝
１６ ３ Ｈｚ， Ｈ⁃８）， ６ ７６ （ ２Ｈ， ｄ， Ｊ ＝ ８ ６ Ｈｚ， Ｈ⁃３，
５）， ６ ４５ （２Ｈ， ｄ， Ｊ ＝ ２ １ Ｈｚ， Ｈ⁃１０， １４）， ６ １６
（１Ｈ， ｔ， Ｊ ＝ ２ １ Ｈｚ， Ｈ⁃１２）；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５９ ７ （Ｃ⁃３， ５）， １５８ ４ （Ｃ⁃１２）， １４１ ３
（Ｃ⁃１）， １３０ ４ （Ｃ⁃９）， １２９ ４ （Ｃ⁃７）， １２８ ８ （Ｃ⁃１０，
１４）， １２７ ０ （Ｃ⁃８）， １１６ ５ （Ｃ⁃１１， １３）， １０５ ８ （Ｃ⁃
２， ６）， １０２ ６ （Ｃ⁃４）。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３］ 基本

一致， 故鉴定为白黎芦醇。
化合物 ２： 淡棕色粉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２４３ １

［Ｍ⁃Ｈ］ －， 分子式 Ｃ１４ Ｈ１２ Ｏ４。１Ｈ⁃ＮＭＲ （ ４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６ ９８ （１Ｈ， ｂｒｓ， Ｈ⁃１０）， ６ ８７ （１Ｈ， ｄ，
Ｊ ＝ １６ ０ Ｈｚ， Ｈ⁃７）， ６ ８４ （１Ｈ， ｂｒｓ， Ｈ⁃１４）， ６ ７４
（１Ｈ， ｂｒｓ， Ｈ⁃１３）， ６ ７３ （１Ｈ， ｄ， Ｊ ＝ １６ ０ Ｈｚ， Ｈ⁃
８）， ６ ４０ （２Ｈ， ｓ， Ｈ⁃２， ６）， ６ １４ （１Ｈ， ｓ， Ｈ⁃４）；
１３Ｃ⁃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１５８ ６ （Ｃ⁃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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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５ ６ （Ｃ⁃１２）， １４５ ５ （Ｃ⁃１１）， １３９ ４ （Ｃ⁃１）， １２８ ８
（Ｃ⁃９）， １２８ ４ （ Ｃ⁃８）， １２５ ７ （ Ｃ⁃７）， １１８ ８ （ Ｃ⁃
１４）， １１５ ９ （Ｃ⁃１０）， １１３ ４ （Ｃ⁃１３）， １０４ ５ （Ｃ⁃２，
６）， １０１ ９ （Ｃ⁃４）。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４］ 基本一

致， 故鉴定为白杉皮醇。
化合 物 ３： 白 色 粉 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４５１ １

［Ｍ⁃Ｈ］ －， 分子式 Ｃ２５ Ｈ２４ Ｏ８。１Ｈ⁃ＮＭＲ （ ３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９ １２ （１Ｈ， ｓ， ５⁃ＯＨ）， ９ ０１ （１Ｈ， ｓ，
３⁃ＯＨ）， ８ ９０ （１Ｈ， ｓ， １１⁃ＯＨ）， ８ ８５ （１Ｈ， ｓ， １２⁃
ＯＨ）， ８ ０４ （１Ｈ， ｓ， ４′⁃ＯＨ）， ６ ７７ （１Ｈ， ｄ， Ｊ＝ １ ７
Ｈｚ， Ｈ⁃１０）， ６ ７１ （１Ｈ， ｄ， Ｊ＝ ８ ０ Ｈｚ， Ｈ⁃１３）， ６ ６４
（１Ｈ， ｄｄ， Ｊ ＝ ８ ０， １ ７ Ｈｚ， Ｈ⁃１４）， ６ ２４ （２Ｈ， ｓ，
Ｈ⁃２′， ６′）， ６ １３ （ ２Ｈ， ｄ， Ｊ ＝ １ ８ Ｈｚ， Ｈ⁃４， ６），
４ ５４ （１Ｈ， ｄ， Ｊ ＝ ４ ０ Ｈｚ， Ｈ⁃８）， ４ ３５ （１Ｈ， ｔ， Ｊ ＝
８ ３ Ｈｚ， Ｈ⁃９′ｂ）， ４ ０１ （１Ｈ， ｓ， Ｈ⁃７′）， ３ ６６ （１Ｈ，
ｄｄ， Ｊ ＝ ８ ４， ４ ０ Ｈｚ， Ｈ⁃７）， ３ ６３ （ ６Ｈ， ｓ， ２ ×
ＯＣＨ３）， ３ ３７ （１Ｈ， ｔ， Ｊ ＝ ８ ３ Ｈｚ， Ｈ⁃９′ ａ）， ２ ８７
（１Ｈ， ｑ， Ｊ ＝ ８ ３ Ｈｚ， Ｈ⁃８′）；１３ Ｃ⁃ＮＭＲ （ ７５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１５８ ６ （ Ｃ⁃３）， １５４ ９ （ Ｃ⁃５）， １４７ ７
（Ｃ⁃３′， ５′）， １４７ ０ （ Ｃ⁃１）， １４５ ２ （ Ｃ⁃１１）， １４４ ６
（Ｃ⁃１２）， １３６ ０ （ Ｃ⁃９）， １３３ ７ （ Ｃ⁃２）， １３３ ５ （ Ｃ⁃
１′）， １２１ １ （Ｃ⁃４′）， １１７ １ （Ｃ⁃１４）， １１５ ４ （Ｃ⁃１３），
１１３ ７ （Ｃ⁃１０）， １０４ ７ （Ｃ⁃２′， ６′）， １０１ ６ （Ｃ⁃４， ６），
８６ ９ （Ｃ⁃８）， ７３ ２ （Ｃ⁃９′）， ５８ １ （Ｃ⁃７）， ５４ ３ （Ｃ⁃
８′）， ５０ １ （Ｃ⁃７′）。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４］ 基本一

致， 故鉴定为 ｍａａｋｏｌｉｎｅ。
化合物 ４： 淡棕色粉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４５１ １

［Ｍ⁃Ｈ］ －， 分子式 Ｃ２５ Ｈ２４ Ｏ８。１Ｈ⁃ＮＭＲ （ ３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６ ８４ （１Ｈ， ｄ， Ｊ＝ １ ７ Ｈｚ， Ｈ⁃１０）， ６ ７５
（２Ｈ， ｍ， Ｈ⁃１３， １４）， ６ ３１ （ ２Ｈ， ｓ， Ｈ⁃２′， ６′），
６ ２４ （１Ｈ， ｂｒｓ， Ｈ⁃６）， ６ １９ （１Ｈ， ｂｒｓ， Ｈ⁃４）， ４ ６５
（１Ｈ， ｄ， Ｊ ＝ ４ ６ Ｈｚ， Ｈ⁃８）， ４ ４７ （１Ｈ， ｔ， Ｊ ＝ ８ ４
Ｈｚ， Ｈ⁃９′α）， ４ １３ （１Ｈ， ｓ， Ｈ⁃７′）， ３ ７７ （１Ｈ， ｄｄ，
Ｊ ＝ ８ ６， ４ ６ Ｈｚ， Ｈ⁃７）， ３ ７２ （ ６Ｈ， ｓ， ３′， ５′⁃
ＯＣＨ３）， ３ ５５ （１Ｈ， ｔ， Ｊ ＝ ８ ４ Ｈｚ， Ｈ⁃９′β）， ３ ０４
（１Ｈ， ｍ， Ｈ⁃８′）；１３ Ｃ⁃ＮＭＲ （７５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６０ ０ （ Ｃ⁃５）， １５６ ３ （ Ｃ⁃３）， １４９ １ （ Ｃ⁃３′， ５′），
１４８ ６ （Ｃ⁃１）， １４６ ５ （Ｃ⁃１２）， １４６ ０ （Ｃ⁃１１）， １３７ ９
（Ｃ⁃１′）， １３５ ２ （ Ｃ⁃９）， １３４ ６ （ Ｃ⁃４′）， １２３ ０ （ Ｃ⁃
２）， １１９ １ （Ｃ⁃１４）， １１６ ３ （Ｃ⁃１３）， １１４ ５ （Ｃ⁃１０），
１０５ ４ （ Ｃ⁃２′， ６′）， １０３ ２ （ Ｃ⁃６）， １０２ ８ （ Ｃ⁃４），
８９ ３ （Ｃ⁃８）， ７４ ９ （Ｃ⁃９′）， ５９ ８ （Ｃ⁃７）， ５６ ６ （３′，
５′⁃ＯＣＨ３）， ５６ ５ （Ｃ⁃８′）， ５２ １ （Ｃ⁃７′）。 以上数据

与文献 ［５］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ｋｏｍｐａｓｉｎｏｌ Ａ。

化合 物 ５： 无 色 油 状，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５７９ ２
［Ｍ⁃Ｈ］ －， 分子式 Ｃ２８ Ｈ３６ Ｏ１３。１Ｈ⁃ＮＭＲ （３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６ ６７ （２Ｈ， ｓ， Ｈ⁃２′， ６′）， ６ ６１ （２Ｈ， ｓ，
Ｈ⁃２， ６）， ４ ８１ （１Ｈ， ｄ， Ｊ ＝ ３ ８ Ｈｚ， Ｈ⁃１″）， ４ ７１
（１Ｈ， ｄ， Ｊ ＝ ３ ８ Ｈｚ， Ｈ⁃７′）， ４ ６７ （１Ｈ， ｄ， Ｊ ＝ ３ ８
Ｈｚ， Ｈ⁃７）， ４ ２３ （２Ｈ， ｍ， Ｈｂ⁃９， ９′）， ３ ８１ （６Ｈ， ｓ，
３′， ５′⁃ＯＣＨ３）， ３ ７９ （６Ｈ， ｓ， ３， ５⁃ＯＣＨ３）；１３Ｃ⁃ＮＭＲ
（７５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５４ ４ （Ｃ⁃３′， ５′）， １４９ ３ （Ｃ⁃
３， ５）， １３９ ５ （Ｃ⁃４′）， １３５ ５ （Ｃ⁃４）， １３５ ０ （Ｃ⁃１′），
１３３ ０ （ Ｃ⁃１）， １０５ ３ （ Ｃ⁃１″）， １０４ ８ （ Ｃ⁃２′， ６′），
１０４ ４ （Ｃ⁃２， ６）， ８７ ５ （Ｃ⁃７）， ８７ １ （Ｃ⁃７′）， ７８ ３
（Ｃ⁃５″）， ７７ ８ （ Ｃ⁃３″）， ７５ ６ （ Ｃ⁃２″）， ７２ ９ （ Ｃ⁃９，
９′）， ７１ ２ （ Ｃ⁃４″）， ６２ ５ （ Ｃ⁃６″）， ５７ ０ （ ３， ５⁃
ＯＣＨ３）， ５６ ８ （３′， ５′⁃ＯＣＨ３）， ５５ ７ （Ｃ⁃８）， ５５ ５
（Ｃ⁃８′）。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６］ 基本一致， 故鉴定

为丁香树脂酚葡萄糖苷。
化合物 ６： 灰白色粉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７４１ ３

［Ｍ⁃Ｈ］ －， 分子式 Ｃ３４ Ｈ４６ Ｏ１８。１Ｈ⁃ＮＭＲ （３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６ ６０ （４Ｈ， ｓ， Ｈ⁃２， ６， ２′， ６′）， ４ ９１
（２Ｈ， ｄ， Ｊ＝ ４ ６ Ｈｚ， Ｈ⁃１″， １‴）， ４ ８０ （１Ｈ， ｄ， Ｊ ＝
２ ９ Ｈｚ， Ｈ⁃７）， ４ ６１ （１Ｈ， ｄ， Ｊ ＝ ２ ９ Ｈｚ， Ｈ⁃７′），
４ ２７ （２Ｈ， ｍ， Ｈ⁃９， ９′）， ３ ７０ （１２Ｈ， ｓ， ３， ５， ３′，
５′⁃ＯＣＨ３）， ３ １０ （２Ｈ， ｍ， Ｈ⁃８， ８′）；１３ Ｃ⁃ＮＭＲ （７５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１５２ ７ （Ｃ⁃３， ５， ３′， ５′）， １３７ ２
（Ｃ⁃４， ４′）， １３３ ７ （Ｃ⁃１， １′）， １０４ ２ （Ｃ⁃２， ６， ２′，
６′）， １０２ ７ （Ｃ⁃１″， １‴）， ８５ １ （Ｃ⁃７， ７′）， ７７ ３ （Ｃ⁃
３″， ３‴）， ７６ ５ （Ｃ⁃２″， ２‴）， ７４ ２ （Ｃ⁃５″， ５‴）， ７１ ４
（Ｃ⁃４″， ４‴）， ７０ ０ （ Ｃ⁃９， ９′）， ６０ ９ （ Ｃ⁃６″， ６‴），
５６ ５ （３， ５， ３′， ５′⁃ＯＣＨ３）。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７］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双环氧木脂素。

化合物 ７： 黄色无定型粉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４１９ ２ ［Ｍ⁃Ｈ］ －， 分子式 Ｃ２２ Ｈ２８ Ｏ８。１Ｈ⁃ＮＭＲ （３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 δ： ６ ５８ （ １Ｈ， ｓ， Ｈ⁃６）， ６ ３８
（２Ｈ， ｓ， Ｈ⁃２′， ６′）， ４ ３１ （１Ｈ， ｄ， Ｊ ＝ ５ ７ Ｈｚ， Ｈ⁃
７′）， ３ ８５ （３Ｈ， ｓ， ５⁃ＯＣＨ３）， ３ ７３ （６Ｈ， ｓ， ３′， ５′⁃
ＯＣＨ３）， ３ ６１ （２Ｈ， ｍ， Ｈ⁃９ｂ， ９ｂ′）， ３ ５１ （２Ｈ， ｍ，
Ｈ⁃９ａ， ９ａ′）， ３ ３７ （３Ｈ， ｓ， ３⁃ＯＣＨ３ ）， ２ ６８ （ １Ｈ，
ｍ， Ｈ⁃７ｂ）， ２ ６１ （１Ｈ， ｍ， Ｈ⁃７ａ）， １ ９７ （１Ｈ， ｍ，
Ｈ⁃８′）， １ ６２ （ １Ｈ， ｍ， Ｈ⁃８）；１３ Ｃ⁃ＮＭＲ （７５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１４８ ９ （ Ｃ⁃３′， ５′）， １４８ ６ （ Ｃ⁃５），
１４７ ７ （Ｃ⁃３）， １３９ ３ （Ｃ⁃１′）， １３８ ８ （Ｃ⁃４）， １３４ ５
（Ｃ⁃４′）， １３０ １ （Ｃ⁃１）， １２６ ２ （Ｃ⁃２）， １０７ ７ （Ｃ⁃６），
１０６ ８ （Ｃ⁃２′， ６′）， ６６ ７ （Ｃ⁃９）， ６４ １ （Ｃ⁃９′）， ６０ １
（３⁃ＯＣＨ３）， ５６ ７ （３′， ５′⁃ＯＣＨ３）， ５６ ６ （５⁃ＯＣＨ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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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０ （Ｃ⁃８′）， ４２ ３ （Ｃ⁃７′）， ４０ ８ （Ｃ⁃８）， ３３ ５ （Ｃ⁃
７）。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８］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南

烛木树脂酚。
化合物 ８： 黄色无定形粉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２８５ ０ ［Ｍ⁃Ｈ］ －， 分子式 Ｃ１５ Ｈ１０ Ｏ６。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８ １０ （２Ｈ， ｄ， Ｊ＝ ８ ２ Ｈｚ， Ｈ⁃２′，
６′）， ６ ９８ （２Ｈ， ｄ， Ｊ ＝ ８ ２ Ｈｚ， Ｈ⁃３′， ５′）， ６ ４９
（１Ｈ， ｂｒｓ， Ｈ⁃８）， ６ ２５ （１Ｈ， ｂｒｓ， Ｈ⁃６）；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１７５ ９ （Ｃ⁃４）， １６４ ０ （Ｃ⁃
７）， １５９ ２ （Ｃ⁃５， ４′）， １５６ ３ （Ｃ⁃９）， １４６ ８ （Ｃ⁃２），
１３５ ９ （ Ｃ⁃３）， １２９ ５ （ Ｃ⁃２′， ６′）， １２１ ８ （ Ｃ⁃１′），
１１５ ４ （ Ｃ⁃３′， ５′）， １０３ １ （ Ｃ⁃１０）， ９８ ３ （ Ｃ⁃６），
９３ ５ （Ｃ⁃８）。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９］ 基本一致， 故

鉴定为山柰酚。
化合 物 ９： 黄 色 粉 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６０９ １

［Ｍ⁃Ｈ］ －， 分子式 Ｃ２７ Ｈ３０ Ｏ１６。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７ ５６ （ １Ｈ， ｄ， Ｊ ＝ ９ ０ Ｈｚ， Ｈ⁃６′），
７ ５４ （１Ｈ， ｓ， Ｈ⁃２′）， ６ ８３ （１Ｈ， ｄ， Ｊ ＝ ９ ０ Ｈｚ， Ｈ⁃
５′）， ６ ３８ （１Ｈ， ｂｒｓ， Ｈ⁃８）， ６ １８ （１Ｈ， ｂｒｓ， Ｈ⁃６），
１ ００ （３Ｈ， ｄ， Ｊ ＝ ５ ９ Ｈｚ， ⁃ＣＨ３ ）；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 δ： １７７ ２ （ Ｃ⁃４）， １６４ ４ （ Ｃ⁃７），
１６１ １ （Ｃ⁃５）， １５６ ４ （Ｃ⁃２）， １５６ ３ （Ｃ⁃９）， １４８ ４
（Ｃ⁃４′）， １４４ ９ （ Ｃ⁃３′）， １３３ ２ （ Ｃ⁃３）， １２１ ５ （ Ｃ⁃
６′）， １２１ ０ （Ｃ⁃１′）， １１６ １ （Ｃ⁃５′）， １１５ ２ （Ｃ⁃２′），
１０３ ７ （Ｃ⁃１０）， １０１ １ （Ｃ⁃１″）， １００ ６ （Ｃ⁃１‴）， ９８ ７
（Ｃ⁃６）， ９３ ５ （Ｃ⁃８）， ７６ ３ （Ｃ⁃３″）， ７５ ８ （Ｃ⁃５″），
７４ ０ （ Ｃ⁃２″）， ７１ ７ （ Ｃ⁃４‴）， ７０ ４ （ Ｃ⁃３‴）， ７０ ３
（Ｃ⁃２‴）， ６９ ９ （Ｃ⁃４″）， ６８ １ （Ｃ⁃５‴）， ６６ ９ （Ｃ⁃６″），
１７ ６ （Ｃ⁃６‴）。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０］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芦丁。

化合物 １０： 黄色颗粒状粉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４４７ １ ［Ｍ⁃Ｈ］ －， 分子式 Ｃ２２ Ｈ２４ Ｏ１０。１Ｈ⁃ＮＭＲ （３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１２ ６７ （１Ｈ， ｓ， ５⁃ＯＨ）， １０ ３３
（１Ｈ， ｓ， ４′⁃ＯＨ）， ７ ９７ （２Ｈ， ｄ， Ｊ ＝ ８ ８ Ｈｚ， Ｈ⁃２′，
６′）， ６ ９７ （２Ｈ， ｄ， Ｊ ＝ ８ ８ Ｈｚ， Ｈ⁃３′， ５′）， ６ ８０
（１Ｈ， ｄ， Ｊ ＝ ２ ２ Ｈｚ， Ｈ⁃８）， ６ ４４ （１Ｈ， ｄ， Ｊ ＝ ２ ２
Ｈｚ， Ｈ⁃６）， ５ ４２ （１Ｈ， ｄ， Ｊ ＝ ４ ５ Ｈｚ， Ｈ⁃１″）， ３ ８０
（３Ｈ， ｓ， ３⁃ＯＣＨ３ ）；１３ Ｃ⁃ＮＭＲ （７５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
δ： １７８ １ （ Ｃ⁃４）， １６２ ９ （ Ｃ⁃７）， １６０ ９ （ Ｃ⁃９），
１６０ ３ （Ｃ⁃２）， １５６ ２ （Ｃ⁃５）， １５６ ０ （Ｃ⁃４′）， １３７ ９
（Ｃ⁃３）， １３０ ３ （ Ｃ⁃２′， ６′）， １２０ ４ （ Ｃ⁃１′）， １１５ ７
（Ｃ⁃３′， ５′）， １０５ ９ （Ｃ⁃１０）， ９９ ９ （Ｃ⁃１″）， ９９ ２ （Ｃ⁃
６）， ９４ ６ （Ｃ⁃８）， ７７ ２ （Ｃ⁃３″）， ７６ ４ （Ｃ⁃５″）， ７３ １
（Ｃ⁃２″）， ６９ ６ （ Ｃ⁃４″）， ６０ ６ （ Ｃ⁃６″）， ５９ ７ （ ３⁃

ＯＣＨ３）。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１］ 基本一致， 故鉴

定为异山奈素⁃７⁃Ｏ⁃β⁃Ｄ⁃葡萄吡喃糖苷。
化合 物 １１： 淡 黄 色 油 状 物，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１４７ ０ ［ Ｍ⁃Ｈ ］ －， 分 子 式 Ｃ９Ｈ８Ｏ２。１Ｈ⁃ＮＭＲ （ ４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７ ６９ （１Ｈ， ｄ， Ｊ ＝ ３ ５ Ｈｚ， Ｈ⁃
２）， ７ ６７ （１Ｈ， ｄ， Ｊ＝ ２ ２ Ｈｚ， Ｈ⁃６）， ７ ５９ （１Ｈ， ｄ，
Ｊ＝ １６ ０ Ｈｚ， Ｈ⁃７）， ７ ４２ （１Ｈ， ｓ， Ｈ⁃４）， ７ ４１ （２Ｈ，
ｓ， Ｈ⁃３， ５）， ６ ５３ （１Ｈ， ｄ， Ｊ ＝ １６ ０ Ｈｚ， Ｈ⁃８）；１３Ｃ⁃
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１６７ ６ （Ｃ⁃９）， １４３ ９
（Ｃ⁃７）， １３４ ３ （Ｃ⁃１）， １３０ ３ （Ｃ⁃４）， １２８ ９ （Ｃ⁃３，
５）， １２８ ２ （Ｃ⁃２， ６）， １１９ ３ （Ｃ⁃８）。 以上数据与文

献 ［１２］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桂皮酸。
化合物 １２： 白色粉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１６３ ０

［Ｍ⁃Ｈ ］ －， 分 子 式 Ｃ９Ｈ８Ｏ３。１Ｈ⁃ＮＭＲ （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７ ６０ （１Ｈ， ｄ， Ｊ＝ １５ ９ Ｈｚ， Ｈ⁃７）， ７ ４４
（２Ｈ， ｄ， Ｊ＝ ８ ６ Ｈｚ， Ｈ⁃２， ６）， ６ ８０ （２Ｈ， ｄ， Ｊ＝ ８ ６
Ｈｚ， Ｈ⁃３， ５）， ６ ２８ （１Ｈ， ｄ， Ｊ＝ １５ ９ Ｈｚ， Ｈ⁃８）；１３Ｃ⁃
ＮＭＲ （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７１ ３ （⁃ＣＯＯＨ），
１６１ ２ （ Ｃ⁃４）， １４６ ７ （ Ｃ⁃７）， １３１ ３ （ Ｃ⁃２， ６ ），
１２７ ３ （Ｃ⁃１）， １１７ ０ （Ｃ⁃３， ５）， １１５ ７ （Ｃ⁃８）。 以上

数据与文献 ［１３］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对羟基桂

皮酸。
化合物 １３： 白色结晶，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１３７ ０

［Ｍ⁃Ｈ ］ －， 分 子 式 Ｃ７Ｈ６Ｏ３。１Ｈ⁃ＮＭＲ （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７ ８７ （２Ｈ， ｄ， Ｊ ＝ ８ １ Ｈｚ， Ｈ⁃２， ６），
６ ８１ （２Ｈ， ｄ， Ｊ ＝ ８ １ Ｈｚ， Ｈ⁃３， ５）；１３Ｃ⁃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６３ ５ （⁃ＣＯＯＨ）， １５９ ４ （Ｃ⁃４），
１３３ ２ （Ｃ⁃２， ６）， １２３ ２ （Ｃ⁃１）， １１６ １ （Ｃ⁃３， ５）。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４］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对羟

基苯甲酸。
化合物 １４： 白色粉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３５９ １

［Ｍ⁃Ｈ］ －， 分子式 Ｃ１５ Ｈ２０ Ｏ１０。１Ｈ⁃ＮＭＲ （３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７ ３５ （２Ｈ， ｓ， Ｈ⁃２， ６）， ５ ０６ （１Ｈ， ｄ，
Ｊ ＝ ７ ３ Ｈｚ， Ｈ⁃１′）， ３ ８８ （ ６Ｈ， ｓ， ３， ５⁃ＯＣＨ３ ），
３ ７５ （１Ｈ， ｍ， Ｈ⁃６′ａ）， ３ ６５ （１Ｈ， ｍ， Ｈ⁃６′ｂ）；１３Ｃ⁃
ＮＭＲ （７５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６９ ５ （Ｃ⁃７）， １５４ １
（Ｃ⁃３， ５）， １３９ ８ （Ｃ⁃４）， １３０ １ （Ｃ⁃１）， １０８ ６ （Ｃ⁃
２， ６）， １０４ ５ （Ｃ⁃１′）， ７８ ５ （Ｃ⁃５′）， ７７ ９ （Ｃ⁃３′），
７５ ７ （Ｃ⁃２′）， ７１ ３ （Ｃ⁃４′）， ６２ ５ （Ｃ⁃６′）， ５７ ０ （３，
５⁃ＯＣＨ３）。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５］ 基本一致， 故鉴

定为丁香酸吡喃葡萄糖苷。
化合物 １５： 白色结晶，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１３７ ［Ｍ⁃

Ｈ］ －， 分子式 Ｃ７Ｈ６Ｏ３。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９ ６４ （１Ｈ， ｓ， ⁃ＣＨＯ）， ７ ２２ （１Ｈ， ｂｒｄ， Ｊ ＝ ６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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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ｚ， Ｈ⁃６）， ７ １８ （１Ｈ， ｓ， Ｈ⁃２）， ６ ８３ （１Ｈ， ｄ， Ｊ ＝
６ ０ Ｈｚ， Ｈ⁃５）；１３ Ｃ⁃ＮＭＲ （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９１ ０ （⁃ＣＨＯ）， １５２ ９ （Ｃ⁃４）， １４５ ７ （Ｃ⁃３）， １３０ ９
（Ｃ⁃１）， １２５ １ （Ｃ⁃６）， １１７ ７ （Ｃ⁃５）， １１６ ８ （Ｃ⁃２）。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６］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原儿

茶醛。
化合物 １６： 白色粉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２９８ １

［Ｍ⁃Ｈ］ －， 分子式 Ｃ１７ Ｈ１７ ＮＯ４。１Ｈ⁃ＮＭＲ （３００ ＭＨｚ，
ＣＨ３ＯＤ） δ： ７ ３６ （１Ｈ， ｄ， Ｊ＝ １５ ７ Ｈｚ， Ｈ⁃７）， ７ ０３
（２Ｈ， ｄ， Ｊ ＝ ８ ３ Ｈｚ， Ｈ⁃２′， ６′）， ６ ９７ （１Ｈ， ｄ， Ｊ ＝
１ ８ Ｈｚ， Ｈ⁃２）， ６ ８８ （１Ｈ， ｄｄ， Ｊ＝ ８ ３， １ ８ Ｈｚ， Ｈ⁃
６）， ６ ７４ （１Ｈ， ｄ， Ｊ＝ ８ ３ Ｈｚ， Ｈ⁃５）， ６ ７０ （２Ｈ， ｄ，
Ｊ＝ ８ ３ Ｈｚ， Ｈ⁃３′， ５′）， ６ ３１ （１Ｈ， ｄ， Ｊ ＝ １５ ７ Ｈｚ，
Ｈ⁃８）， ３ ４３ （２Ｈ， ｔ， Ｊ＝ ７ ６ Ｈｚ， Ｈ⁃８′）， ２ ４３ （２Ｈ，
ｔ， Ｊ＝ ７ ６ Ｈｚ， Ｈ⁃７′）；１３Ｃ⁃ＮＭＲ （７５ ＭＨｚ， ＣＨ３ＯＤ）
δ： １６９ ３ （ Ｃ⁃９）， １５６ ９ （ Ｃ⁃４′）， １４８ ８ （ Ｃ⁃４），
１４６ ７ （Ｃ⁃３）， １４２ ２ （Ｃ⁃７）， １３１ ３ （Ｃ⁃１′）， １３０ ７
（Ｃ⁃２′， ６′）， １２８ ３ （Ｃ⁃１）， １２２ １ （Ｃ⁃６）， １１８ ４ （Ｃ⁃
８）， １１６ ５ （Ｃ⁃５）， １１６ ３ （Ｃ⁃３′， ５′）， １１５ ０ （Ｃ⁃２），
４２ ６ （Ｃ⁃８′）， ３５ ８ （Ｃ⁃７′）。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７］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反式⁃咖啡酰酪胺。

化合物 １７： 白色粉末， 溶于 ＣＨ２Ｃｌ２、 ＣＨ３ＯＨ
混合溶剂， 硫酸乙醇显紫红色。 与胡萝卜苷对照品

进行共薄层检查， 鉴定为胡萝卜苷。
４　 讨论

本实验从吐鲁番锦鸡儿地上部分乙酸乙酯和正

丁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 １７ 个化合物， 其中二苯乙

烯 ４ 个 （１ ～ ４）， 木脂素 ３ 个 （５ ～ ７）， 黄酮 ３ 个

（８～１０）， 有机酸 ５ 个 （１１ ～ １４）， 醛 （１５）， 生物

碱 （１６） 和甾体 （１７） 各 １ 个； 化合物 ３、 １０ 为

首次从该属中分离得到， ４、 ６ ～ ９、 １３、 １６ 为首次

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前期实验发现， 吐鲁番锦鸡儿中含有大量的黄

酮类化合物， 具有抗炎、 抗肿瘤、 抗溃疡等作

用［１８］。 化合物 ９ 是植物中一种重要的次生代谢产

物， 具有免疫调节、 抗炎、 抗病毒等作用［１９］； 化

合物 ８ 具有抗肿瘤、 抗氧化、 抗骨质疏松的作

用［２０］； 二苯乙烯在锦鸡儿属植物中大量存在， 为

该属植物特征性成分， 在抗肿瘤、 抗炎镇痛、 抗氧

化、 抗 ＨＩＶ、 雌激素样作用等方面都具有较好活

性［２１］。 因此， 推测吐鲁番锦鸡儿中上述成分可能

与这些药理活性相关， 具体的药效物质基础及作用

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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