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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南蛇藤 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 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的化学成分。 方法　 乙醇提取物用硅胶柱、 半制备型高效液相等色谱方

法进行分离纯化， 根据理化性质及波谱数据鉴定所得化合物的结构。 结果　 从中共分离得到 ８ 个化合物， 分别为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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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除湿、 活血、 解毒、 消肿等功效。 其含有的化

学成分主要有倍半萜、 二萜、 三萜、 黄酮等。 现代

药理研究表明， 南蛇藤具有抗肿瘤［１⁃３］、 免疫调

节［４］、 抗风湿［５］等活性。 本研究对南蛇藤茎乙醇

提取物进行了分离和结构鉴定， 得到 ８ 个化合物，
分别为 ７⁃ｈｙｄｒｏｘｙ⁃３⁃ ［ （４⁃ｍｅｔｈｏｘｙｐｈｅｎｙｌ） ｍｅｔｈｏｘｙ］ ⁃
４Ｈ⁃１⁃ｂｅｎｚｏｐｙｒａｎ⁃４⁃ｏｎｅ （１）、 桦木酸 （２）、 ｐｌａｔａｎｉｃ
ａｃｉｄ （３）、 金色酰胺醇酯 （４）、 ３⁃去氧苏木查尔酮

（５）、 异甘草素 （６）、 ｂｏｎｄｕｃｅｌｉｎ （７）、 ７⁃羟基⁃３
（４⁃羟基亚苄基） 色满⁃４⁃酮 （８）。 其中化合物 １ 为

新化合物， 结构见图 １。

图 １　 化合物 １ 的化学结构

Ｆｉｇ 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１

１　 材料

ＡＢ ＳＣＩＥＸ Ｔｒｉｐｌｅ ＴＯＦＴＭ ５６００ 高分辨质谱仪

（美国 ＡＢ 公司）； Ｂｒｕｋｅｒ ＡＳＲ⁃５００ 核磁共振仪 （德
国 Ｂｒｕｋｅｒ 公司）； Ｗａｔｅｒｓ ｅ２６９５ 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 Ｗａｔｅｒｓ 公司）； ＥＬＳＤ ６０００ 蒸发光散射检测

器 （美国奥特公司）； 旋转蒸发仪 （瑞士 ＢＵＣＨＩ
公司）； ＳＫ８２００Ｈ 型超声清洗器 （上海科导超声仪

器有限公司）； 柱色谱硅胶 （１００ ～ ２００ 目， 青岛海

洋化工有限公司）； 乙腈 （色谱纯， 美国 Ｔｅｄｉａ 公

司）； 甲醇 （色谱纯， 江苏汉邦科技有限公司）；
Ｍｉｌｌｉ⁃Ｑ 超纯水机 （德国默克公司）。

南蛇藤 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 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Ｔｈｕｎｂ． 茎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采购自广州至信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由中国

药科大学秦民坚教授鉴定为正品， 凭证标本

（２０１００８８１） 保存于扬州大学医学院。
２　 提取与分离

１０ ｋｇ 南蛇藤茎， 粉碎成粗粉， 无水乙醇渗漉

提取， 提取液 ４０ ℃ 减压回收， 浓缩， 得浸膏

１５０ ｇ， 浸膏用硅胶 （１ ｋｇ） 柱色谱分离， 用石油

醚⁃乙酸乙酯 （１００ ∶ ０ ～ ５０ ∶ ５０） 梯度洗脱。 洗脱

液 ４０ ℃ 减压浓缩， ＨＰＬＣ 检测， 合并相似流份，
得到 Ｆｒ １～ Ｆｒ １４， 然后用正相半制备液相和反向

半制备液相进行分离纯化。 正相半制备液相以 Ｄｉｏｌ
柱 （１０ ｍｍ×２５０ ｍｍ） 为色谱柱， 流动相石油醚⁃
乙酸乙酯； 反向半制备液相以 ＣＹＡＮＯ 柱 （１０ ｍｍ×
２５０ ｍｍ） 为色谱柱， 流动相甲醇⁃乙腈⁃水。 Ｆｒ １３
用正相半制备液相 （石油醚 ∶ 乙酸乙酯 ＝ ６３ ∶ ３７，
检测波长 ２５４ ｎｍ） 分离制备得到化合物 １ （１５ ｍｇ，
ｔＲ ＝ ２７ ２ ｍｉｎ） 和 Ｆｒ １３Ａ （ ｔＲ ＝ ２３ ８ ｍｉｎ）。 Ｆｒ ６ 以

乙酸乙酯溶解， 重结晶， 得到化合物 ２ （ １ ｇ）。
Ｆｒ １０ 用反相半制备液相 （乙腈 ∶ 水 ＝ ４０ ∶ ６０） 分

离制备得到化合物 ３ （ ２０ ｍｇ， ｔＲ ＝ １４ ３ ｍｉｎ）。
Ｆｒ １１ 用正相半制备液相 （石油醚 ∶ 乙酸乙酯 ＝
６３ ∶ ３７） 分离制备得到化合物 ４ （ ３０ ｍｇ， ｔＲ ＝
１３ ９ ｍｉｎ） 和 Ｆｒ １１Ａ （ ｔＲ ＝ １６ ５ ｍｉｎ）。 Ｆｒ １４ 用正

相半制备液相 （石油醚 ∶ 乙酸乙酯＝ ６５ ∶ ３５，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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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长 ２５４ ｎｍ） 分离制备得到化合物 ５ （１４ ｍｇ， ｔＲ ＝
２９ ８ ｍｉｎ）。 Ｆｒ １１Ａ 用反相半制备液相 （甲醇 ∶ 水＝
４８ ∶ ５２， 检测波长 ２５４ ｎｍ） 分离制备得到化合物 ６
（１７ ｍｇ， ｔＲ ＝ １６ ８ ｍｉｎ）。 Ｆｒ ８ 用正相半制备液相

（石油醚 ∶ 乙酸乙酯＝ ７０ ∶ ３０， 检测波长 ２５４ ｎｍ），
分离制备得到化合物 ７ （２７ ｍｇ， ｔＲ ＝ ２２ ２ ｍｉｎ）。
Ｆｒ １３Ａ 用反相半制备液相 （甲醇 ∶ 水 ＝ ４８ ∶ ５２，
检测波长 ２５４ ｎｍ） 分离制备得到化合物 ８ （１０ ｍｇ，
ｔＲ ＝ １２ ２ ｍｉｎ）。
３　 结构鉴定

化 合 物 １： 白 色 粉 末，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２９７ ０７７ ２ ［Ｍ⁃Ｈ］ －， 其分子式为 Ｃ１７Ｈ１４Ｏ５， 不饱和

度为 １１。１Ｈ⁃ＮＭＲ 谱显示有个 １， ２， ４⁃三取代苯环

质子信号 ［ δ： ７ ８３ （ １Ｈ， ｄ， Ｊ ＝ ８ ９ Ｈｚ， Ｈ⁃５），
６ ８９ （１Ｈ， ｄｄ， Ｊ＝ ８ ９， ２ ０ Ｈｚ， Ｈ⁃６）， ６ ８５ （１Ｈ，
ｄ， Ｊ＝ ２ ０ Ｈｚ， Ｈ⁃８） ］， 在１Ｈ⁃１Ｈ ＣＯＳＹ 中， Ｈ⁃５ 和

Ｈ⁃６ 有相关， 进一步证实了这个结构片段。 ７ ３２
（２Ｈ， ｄ， Ｊ＝ ８ ５ Ｈｚ） 和 ６ ８４ （２Ｈ， ｄ， Ｊ ＝ ８ ５ Ｈｚ）
表明有个 １， ４⁃二取代苯环， 在１Ｈ⁃１Ｈ ＣＯＳＹ 中， Ｈ⁃
２′和 Ｈ⁃３′有相关， 进一步证实了这个结构片段。 化

合物 １ 的１３ Ｃ⁃ＮＭＲ 中， 显示有 １ 个羰基碳 （ δＣ

１７５ ０）， ２ 个连氧 ｓｐ３ 碳 （ δＣ ６７ ２、 ５５ ５）， 以及

１４ 个 ｓｐ２ 碳。 化合物 １ 的１Ｈ⁃ＮＭＲ 谱和１３Ｃ⁃ＮＭＲ 谱

数据见表 １。 在 ＨＭＢＣ （图 ２） 中， Ｈ⁃５ 和 Ｃ⁃４ 有

相关， 表明 Ｃ⁃４ 连在 ４ａ 位上； Ｈ⁃２ 和 Ｃ⁃３、 Ｃ⁃４、
Ｃ⁃８ａ 相关， 推测该化合物有色原酮结构； Ｈ⁃２′和
ＯＣＨ２ 存在相关， ＯＣＨ２ 的 Ｈ 和 Ｃ⁃３、 Ｃ⁃１′相关， 推

测出化合物 １ 的结构。
表 １　 化合物 １ 的１Ｈ 和１３Ｃ⁃ＮＭＲ 数据 （５００ ／ １２５ ＭＨｚ， 氘

代二甲亚砜）
Ｔａｂ １　 １Ｈ ａｎｄ １３Ｃ⁃ＮＭＲ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１ （ ５００ ／ １２５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位置 δＨ δＣ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４ａ
８ａ
１′

２′， ６′
３′， ５′
４′

ＯＣＨ２

ＯＣＨ３

８ ２１ （１Ｈ， ｓ）
－
－

７ ８３ （１Ｈ， ｄ， Ｊ＝ ８ ９ Ｈｚ）
６ ８９ （１Ｈ， ｄｄ， Ｊ＝ ８ ９， ２ ０ Ｈｚ）

－
６ ８５ （１Ｈ， ｄ， Ｊ＝ ２ ０ Ｈｚ）

－
－
－

７ ３２ （２Ｈ， ｄ， Ｊ＝ ８ ５ Ｈｚ）
６ ８４ （２Ｈ， ｄ， Ｊ＝ ８ ５ Ｈｚ）

－
５ ７１（２Ｈ，ｍ）
３ ７１（３Ｈ，ｓ）

１５３ ２
１２７ ５
１７５ ０
１２７ ２
１１５ ５
１６３ ０
１０２ ６
１１６ ７
１５８ １
１３６ ３
１２８ ４
１１３ ７
１５８ ８
６７ ２
５５ ５

　 　 化 合 物 ２： 白 色 粉 末，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图 ２　 化合物 １ 的关键 ＨＭＢＣ （Ｈ→Ｃ） 相关信号

Ｆｉｇ ２　 Ｋｅｙ ＨＭＢＣ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Ｃ）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１

４５５ ３４４ １ ［Ｍ⁃Ｈ］ －， 分子式为 Ｃ３０ Ｈ４８ Ｏ３。１Ｈ⁃ＮＭＲ
（Ｃ５Ｄ５Ｎ， ５００ ＭＨｚ） δ： ４ ９３ （ １Ｈ， ｂｒｓ， Ｈ⁃２９），
４ ７６ （ １Ｈ， ｂｒｓ， Ｈ⁃２９）， ３ ５１ （ １Ｈ， ｍ， Ｈ⁃１８），
３ ４４ （１Ｈ， ｍ， Ｈ⁃３）， ２ ７３ （１Ｈ， ｔ， Ｈ⁃１３）， ２ ６２
（１Ｈ， ｄ， Ｈ⁃１６）， １ ７８， １ ２１， １ ０６， １ ０５， １ ００，
０ ８１ （６×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 （Ｃ５Ｄ５Ｎ， １２５ ＭＨｚ） δ：
１７８ ６ （ Ｃ⁃２８ ）， １５１ １ （ Ｃ⁃２０ ）， １０９ ７ （ Ｃ⁃２９ ），
７７ ９ （ Ｃ⁃３）， ５６ ４ （ Ｃ⁃１７ ）， ５５ ７ （ Ｃ⁃５）， ５０ ７
（Ｃ⁃９）， ４９ ５ （ Ｃ⁃１９）， ４７ ５ （ Ｃ⁃１８）， ４２ ６ （ Ｃ⁃
１４）， ４０ ９ （Ｃ⁃８）， ３９ ３ （Ｃ⁃１）， ３９ ０ （Ｃ⁃４）， ３８ ３
（Ｃ⁃１３）， ３７ ４ （ Ｃ⁃１０）， ３７ ３ （ Ｃ⁃２２）， ３４ ６ （ Ｃ⁃
７）， ３２ ６ （ Ｃ⁃１６）， ３０ ９ （ Ｃ⁃１５）， ３０ ０ （ Ｃ⁃２１），
２８ ４ （ Ｃ⁃２３）， ２８ １ （ Ｃ⁃２）， ２５ ９ （ Ｃ⁃１２）， ２１ ０
（Ｃ⁃１１）， １９ ２ （ Ｃ⁃３０）， １８ ５ （ Ｃ⁃６）， １６ ２ （ Ｃ⁃
２４）， １６ ２ （Ｃ⁃２５）， １６ １ （Ｃ⁃２６）， １４ ７ （Ｃ⁃２７）。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６］ 报道基本一致， 故鉴定化合

物 ２ 为桦木酸。
化 合 物 ３： 白 色 粉 末，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４５７ ３２９ ６ ［Ｍ⁃Ｈ］ －， 分子式为 Ｃ２ ９Ｈ４ ６Ｏ４。１Ｈ⁃ＮＭＲ
（Ｃ５Ｄ５Ｎ， ５００ ＭＨｚ） δ： ３ ４３ （１Ｈ， ｔ， Ｈ⁃３）， ３ ６７
（１Ｈ， ｍ， Ｃ⁃１８）， ２ ２１， １ ２０， １ ０７， １ ００， ０ ９９，
０ ７９ （６×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 （Ｃ５Ｄ５Ｎ， １２５ ＭＨｚ） δ：
２１１ ４ （Ｃ⁃２０）， １７８ ５ （Ｃ⁃２８）， ７７ ８ （Ｃ⁃３）， ５６ ３
（Ｃ⁃１７）， ５５ ６ （Ｃ⁃５）， ５０ ６ （Ｃ⁃９）， ５１ ８ （Ｃ⁃１８），
４９ ５ （ Ｃ⁃１９）， ４２ ４ （ Ｃ⁃１４）， ４０ ８ （ Ｃ⁃８）， ３９ ３
（Ｃ⁃４）， ３９ ０ （Ｃ⁃１）， ３７ ５ （Ｃ⁃１３）， ３７ ３ （Ｃ⁃１０），
３７ ２ （ Ｃ⁃２２）， ３４ ５ （ Ｃ⁃７）， ３２ １ （ Ｃ⁃１６）， ３０ ０
（Ｃ⁃１５）， ２８ ５ （ Ｃ⁃２１）， ２９ ４ （ Ｃ⁃２９）， ２８ ４ （ Ｃ⁃
２３）， ２８ １ （ Ｃ⁃２）， ２７ ５ （ Ｃ⁃１２）， ２１ ０ （ Ｃ⁃１１），
１８ ５ （ Ｃ⁃６）， １６ ２ （ Ｃ⁃２４）， １６ １ （ Ｃ⁃２５）， １６ １
（Ｃ⁃２６）， １４ ７ （Ｃ⁃２７）。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７］ 报

道基本一致， 故鉴定化合物 ３ 为 ｐｌａｔａｎｉｃ ａｃｉｄ。
化合物 ４： 白色针状结晶，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４４３ １９３ １ ［Ｍ⁃Ｈ］ －， 分子式为 Ｃ２７Ｈ２８Ｎ２Ｏ４。１Ｈ⁃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 ５００ ＭＨｚ） δ： ７ ７２ （２Ｈ， ｄ， Ｊ ＝ ７ ７ Ｈｚ，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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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ｊ′）， ７ ５３ （１Ｈ， ｔ， Ｊ＝ ７ ７ Ｈｚ， Ｈ⁃ｌ）， ７ ４５ （２Ｈ，
ｔ， Ｊ ＝ ７ ７ Ｈｚ， Ｈ⁃ｋ， ｋ′）， ７ ２９ （ １Ｈ， ｍ， Ｈ⁃ｈ），
７ ２７ （２Ｈ， ｍ， Ｈ⁃ｇ， ｇ′）， ７ ２４ （２Ｈ， ｍ， Ｈ⁃ｆ， ｆ′），
７ １７ （Ｈ， ｍ， Ｈ⁃ｄ）， ７ １５ （２Ｈ， ｔ， Ｊ ＝ ８ ２ Ｈｚ， Ｈ⁃
ｃ， ｃ′）， ７ ０８ （２Ｈ， ｄ， Ｊ＝ ７ ８ Ｈｚ， Ｈ⁃ｂ， ｂ′）， ６ ８３，
６ １０ （２×ＮＨ）， ４ ８１ （１Ｈ， ｄｄ， Ｊ ＝ １４ ８， ７ ５ Ｈｚ，
Ｈ⁃２′）， ４ ３７ （１Ｈ， ｍ， Ｈ⁃２）， ３ ９５ （１Ｈ， ｄｄ， Ｊ ＝
１１ ５， ５ ０ Ｈｚ， Ｈ⁃１）， ３ ８５ （１Ｈ， ｄｄ， Ｊ＝ １１ ５， ５ ０
Ｈｚ， Ｈ⁃１）， ３ ２４ （１Ｈ， ｄｄ， Ｊ ＝ １２ ５， ６ ２ Ｈｚ， Ｈ⁃
３′）， ３ ０９ （１Ｈ， ｄｄ， Ｊ＝ １２ ５， ６ ２ Ｈｚ， Ｈ⁃３）， ２ ７７
（２Ｈ， ｍ， Ｈ⁃３）， ２ ０４ （ ３Ｈ， ｓ， ＣＨ３ ）； １３Ｃ⁃ＮＭＲ
（ ＣＤＣｌ３， １２５ ＭＨｚ ） δ： １７０ ８ （ Ｃ⁃１′）， １７０ ３
（ＣＯＣＨ３ ）， １６７ １ （ Ｃ⁃ｍ）， １３６ ７ （ Ｃ⁃ａ ）， １３６ ６
（Ｃ⁃ｅ）， １３３ ７ （Ｃ⁃ｉ）， １３１ ９ （Ｃ⁃ｌ）， １２９ ３ （Ｃ⁃ｇ，
ｇ′）， １２９ １ （ Ｃ⁃ｂ， ｂ′）， １２８ ７ （ Ｃ⁃ｆ， ｆ′）， １２８ ６
（Ｃ⁃ｋ， ｋ′）， １２８ ６ （Ｃ⁃ｃ， ｃ′）， １２７ １ （Ｃ⁃ｈ）， １２７ １
（ ｊ， ｊ′）， １２６ ７ （Ｃ⁃ｄ）， ６４ ５ （Ｃ⁃１）， ５５ ０ （Ｃ⁃２′），
４９ ４ （ Ｃ⁃２）， ３８ ４ （ Ｃ⁃３′）， ３７ ４ （ Ｃ⁃３ ）， ２０ ８
（ＣＨ３）。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８］ 报道基本一致， 故

鉴定化合物 ４ 为金色酰胺醇酯。
化 合 物 ５： 黄 色 粉 末，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２６９ ０８０ ０ ［Ｍ⁃Ｈ］ －， 分子式为 Ｃ１６ Ｈ１４ Ｏ４。１Ｈ⁃ＮＭＲ
（ＣＤ３ＣＯＣＤ３， ５００ ＭＨｚ） δ： ７ ６３ （１Ｈ， ｄ， Ｊ ＝ ８ ０
Ｈｚ， Ｈ⁃６′）， ７ ５９ （２Ｈ， ｄ， Ｊ ＝ ８ ５ Ｈｚ， Ｈ⁃２， ６），
７ ５８ （１Ｈ， ｄ， Ｊ ＝ １６ ０ Ｈｚ， Ｈ⁃β）， ７ ５０ （１Ｈ， ｄ，
Ｊ＝ １６ ０ Ｈｚ， Ｈ⁃α）， ６ ９２ （２Ｈ， ｄ， Ｊ＝ ８ ５ Ｈｚ， Ｈ⁃３，
５）， ６ ６０ （１Ｈ， ｄ， Ｊ ＝ ２ ０ Ｈｚ， Ｈ⁃３′）， ６ ５４ （１Ｈ，
ｄｄ， Ｊ＝ ８ ５， ２ ０ Ｈｚ， Ｈ⁃５′）， ３ ９３ （３Ｈ， ｓ， Ｏ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 （ＣＤ３ＣＯＣＤ３， １２５ ＭＨｚ） δ： １８９ ０ （ Ｃ ＝
Ｏ）， １６２ ３ （Ｃ⁃４′）， １６０ ８ （Ｃ⁃２′）， １５９ ４ （Ｃ⁃４），
１４１ ０ （ Ｃ⁃β）， １３２ ５ （ Ｃ⁃６′）， １３０ １ （ Ｃ⁃２， ６），
１２７ ２ （ Ｃ⁃１′）， １２４ ５ （ Ｃ⁃α ）， １２１ ４ （ Ｃ⁃１ ），
１１５ ８ （ Ｃ⁃３， ５ ）， １０７ ７ （ Ｃ⁃５′）， ９９ １ （ Ｃ⁃３′），
５５ ２ （ＯＣＨ３）。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９］ 报道基本一

致， 故鉴定化合物 ５ 为 ３⁃去氧苏木查尔酮。
化 合 物 ６： 黄 色 粉 末，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２５５ ０６４ ５ ［Ｍ⁃Ｈ］ －， 分子式为 Ｃ１５ Ｈ１２ Ｏ４。１Ｈ⁃ＮＭＲ
（ＣＤ３ＣＯＣＤ３， ５００ ＭＨｚ） δ： ８ １３ （１Ｈ， ｄ， Ｊ ＝ ９ ０
Ｈｚ， Ｈ⁃６′）， ７ ８５ （１Ｈ， ｄ， Ｊ＝ １５ ３ Ｈｚ， Ｈ⁃β）， ７ ７７
（１Ｈ， ｄ， Ｊ＝ １５ ３ Ｈｚ， Ｈ⁃α）， ７ ７５ （２Ｈ， ｄ， Ｊ ＝ ８ ５
Ｈｚ， Ｈ⁃２， ６）， ６ ９５ （２Ｈ， ｄ， Ｊ ＝ ８ ５ Ｈｚ， Ｈ⁃３， ５），
６ ４９ （ １Ｈ， ｄｄ， Ｊ ＝ ８ ５， ２ ５ Ｈｚ， Ｈ⁃５′）， ６ ３９
（１Ｈ， ｄ， Ｊ＝ ２ ５ Ｈｚ， 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 （ＣＤ３ＣＯＣＤ３，
１２５ ＭＨｚ） δ： １９２ ０ （Ｃ＝Ｏ）， １６６ ７ （Ｃ⁃２′）， １６４ ７

（Ｃ⁃４′）， １６０ １ （Ｃ⁃４）， １４４ ３ （Ｃ⁃β）， １３２ ４ （Ｃ⁃
６′）， １３０ ９ （ Ｃ⁃２， ６）， １２６ ７ （ Ｃ⁃１）， １１７ ４ （ Ｃ⁃
α）， １１５ ９ （Ｃ⁃３， ５）， １１３ ６ （ Ｃ⁃１′）， １０７ ８ （ Ｃ⁃
５′）， １０２ ９ （Ｃ⁃３′）。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０］ 报道

基本一致， 故鉴定化合物 ６ 为异甘草素。
化 合 物 ７： 黄 色 粉 末，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２８１ ０７９ ８ ［Ｍ⁃Ｈ］ －， 分子式为 Ｃ１７ Ｈ１４ Ｏ４。１Ｈ⁃ＮＭＲ
（ＤＭＳＯ⁃ｄ６， ５００ ＭＨｚ） δ： ７ ７５ （１Ｈ， ｄ， Ｊ＝ ８ ５ Ｈｚ，
Ｈ⁃５）， ７ ６４ （１Ｈ， ｓ， Ｈ⁃９）， ７ ４０ （２Ｈ， ｄ， Ｊ ＝ ８ ５
Ｈｚ， Ｃ⁃２′， ６′）， ７ ０４ （ ２Ｈ， ｄ， Ｊ ＝ ８ ５ Ｈｚ， Ｃ⁃３′，
５′）， ６ ５６ （１Ｈ， ｄｄ， Ｊ ＝ ８ ５， ２ ０ Ｈｚ， Ｈ⁃６）， ６ ３３
（１Ｈ， ｄ， Ｊ ＝ ２ ０ Ｈｚ， Ｈ⁃８）， ５ ３６ （２Ｈ， ｄ， Ｊ ＝ １ ５
Ｈｚ， Ｈ⁃２ ）， ３ ８２ （ ３Ｈ， ｓ， ＯＣＨ３ ）； １３Ｃ⁃ＮＭＲ
（ＤＭＳＯ⁃ｄ６， １２５ ＭＨｚ） δ： １８０ ０ （Ｃ⁃４）， １６５ １ （Ｃ⁃
７）， １６２ ９ （Ｃ⁃８ａ）， １６０ ７ （Ｃ⁃４′）， １３５ ７ （Ｃ⁃９），
１３２ ７ （ Ｃ⁃２′， ６′）， １２９ ９ （ Ｃ⁃５）， １２９ ３ （ Ｃ⁃３），
１２６ ９ （Ｃ⁃１′）， １１４ ８ （Ｃ⁃３′， ５′）， １１４ ７ （Ｃ⁃４ａ），
１１１ ６ （ Ｃ⁃６）， １０２ ９ （ Ｃ⁃８）， ６８ ０ （ Ｃ⁃２）， ５５ ８
（ＯＣＨ３）。 ＮＯＥＳＹ 谱中， Ｈ⁃２ 和 Ｈ⁃６′相关， 说明 Ｃ⁃
３ ／ Ｃ⁃９ 位的双键为 Ｅ 构型。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１］
报道基本一致， 故鉴定化合物 ７ 为 ｂｏｎｄｕｃｅｌｉｎ。

化 合 物 ８： 黄 色 粉 末，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２６９ ０８１ ４ ［Ｍ＋Ｈ］ ＋， 分子式为 Ｃ１６Ｈ１２Ｏ４。１Ｈ⁃ＮＭＲ
（ＣＤ３ＣＯＣＤ３， ５００ ＭＨｚ） δ： ７ ８４ （１Ｈ， ｄ， Ｊ ＝ ８ ５
Ｈｚ， Ｈ⁃５）， ７ ７０ （１Ｈ， ｓ， Ｈ⁃９）， ７ ３４ （２Ｈ， ｄ， Ｊ ＝
８ ５ Ｈｚ， Ｃ⁃２′， ６′）， ６ ９８ （２Ｈ， ｄ， Ｊ ＝ ８ ５ Ｈｚ， Ｃ⁃
３′， ５′）， ６ ６２ （１Ｈ， ｄｄ， Ｊ ＝ ８ ５， ２ ０ Ｈｚ， Ｈ⁃６），
６ ４０ （１Ｈ， ｄ， Ｊ＝ ２ ０ Ｈｚ， Ｈ⁃８）， ５ ４２ （２Ｈ， ｄ， Ｊ＝
１ ５ Ｈｚ， Ｈ⁃２）； １３Ｃ⁃ＮＭＲ （ＣＤ３ＣＯＣＤ３， １２５ ＭＨｚ）
δ： １７９ ７ （ Ｃ⁃４）， １６４ ２ （ Ｃ⁃７）， １６３ ０ （ Ｃ⁃８ａ），
１５８ ８ （Ｃ⁃４′）， １３５ ７ （ Ｃ⁃９）， １３２ ３ （ Ｃ⁃２′， ６′），
１２９ ５ （Ｃ⁃５）， １２８ ７ （Ｃ⁃３）， １２６ １ （Ｃ⁃１′）， １１５ ７
（Ｃ⁃３′， ５′）， １１５ ２ （Ｃ⁃４ａ）， １１０ ８ （ Ｃ⁃６）， １０２ ６
（Ｃ⁃８）， ６７ ９ （Ｃ⁃２）。 ＮＯＥＳＹ 谱中， Ｈ⁃２ 和 Ｈ⁃６′相
关， 说明 Ｃ⁃３ ／ Ｃ⁃９ 位的双键为 Ｅ 构型。 以上数据与

文献 ［１２］ 报道基本一致， 故鉴定化合物 ８ 为 ７⁃
羟基⁃３ （４⁃羟基亚苄基） 色满⁃４⁃酮。
４　 讨论

对南蛇藤茎化学成分进行研究， 共分离得到 ８
个化合物， 包括 ２ 个三萜类化合物 （化合物 ２ 和

３）， １ 个酰胺类化合物 （化合物 ４） 及 ５ 个黄酮类

化合物 （化合物 １、 ５～８）。 其中， 化合物 １ 为新化

合物， 化合物 ２、 ３、 ５～８ 均为首次从南蛇藤属植物

中分离得到， 进一步丰富了南蛇藤的化学成分。
６１５３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第 ４４ 卷　 第 １１ 期

中 成 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１１



参考文献：

［ １ ］ 　 Ｙａｎｇ Ｌ， Ｌｉｕ Ｙ Ｑ， Ｗａｎｇ Ｍ， ｅｔ ａｌ． 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 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ｔｒｉｇｇｅｒ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ｖｉａ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 ｍＴＯＲ ｉｎ
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Ｊ］ ． Ｏｎｃｏｌ Ｌｅｔｔ， ２０１６，
１２（５）： ３７７１⁃３７７８．

［ ２ ］ 　 Ｚｈｕ Ｙ Ｄ， Ｌｉｕ Ｙ Ｑ， Ｑｉａｎ Ｙ Ｙ， 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ｉ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 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ｂｙ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Ｆ⁃κＢ ／ Ｓｎａｉｌ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 Ｊ］ ． Ｉｎｔｅｇｒ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ｈｅｒ， ２０１５， １４ （ ３ ）：
２７１⁃２８１．

［ ３ ］ 　 Ｇｕ Ｈ， Ｊｉｎ Ｆ， Ｗａｎｇ Ｈ Ｂ， ｅｔ ａｌ． 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 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ｇｌｉ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ｖｉｔｒｏ［Ｊ］ ． ＢＭＣ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ｌｔｅｒｎ Ｍｅｄ， ２０１６， １６（１）： ３８７．

［ ４ ］ 　 杨蒙蒙， 佟　 丽． 南蛇藤乙醇提取物的免疫调节作用研究

［Ｊ］ ． 中国药房， ２０１０， ２１（３１）： ２８８４⁃２８８５．
［ ５ ］ 　 郑雪霞， 王　 强， 林昌松， 等． 林昌松治疗类风湿关节炎

经验［Ｊ］ ． 广州中医药学学报， ２０２０， ３７（５）： ９６５⁃９６９．
［ ６ ］ 　 Ｅｄｅｒ Ｂ， Ｗａｌｍｉｒ Ｇ， Ｌｉｄｉｌｈｏｎｅ Ｈ， 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ｐｅｎｔａｃｙｃｌｉｃ

ｔｒｉｔｅｒｐｅｎ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Ｃｏｍｂｒｅｔｕｍ ｌａｘｕｍ［ Ｊ］ ．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

２００８， １３（１１）： ２７１７⁃２７２８．
［ ７ ］ 　 Ｇｅｎｅｔ Ｃ， Ｓｔｒｅｈｌｅ Ａ，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Ｃ， ｅｔ 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ｂｅｔｕｌｉ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ａ ｎｏｖｅｌ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ＴＧＲ５

ａｇｏｎｉｓ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Ｊ］ ． Ｊ Ｍｅｄ Ｃｈｅｍ， ２０１０， ５３（１）： １７８⁃１９０．

［ ８ ］ 　 Ｔａｎｇ Ｊ， Ｓｕｐｉｎｙａ Ｔ， Ｗａｎｇ Ｚ Ｔ， ｅｔ ａｌ． Ａｕｒａｎｔｉａｍｉｄｅ ａｃｅｔ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Ｄｉｓｓｉｔｕｍ Ｈｅｍｓｌｅｙ［Ｊ］ ． Ｊ Ｃｈｉｎ Ｐｈａｒｍ Ｓｃｉ，

２００３， １２（４）： ２３１⁃２３３．

［ ９ ］ 　 Ｓｈｏｊｉ Ｙ， Ｔｅｔｓｕ Ｏ， Ｒｅｉｋｏ Ｓ， ｅｔ ａｌ． Ｉｓｏｆｌａｖａ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ｆｒｏｍ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ｏｄｏｒｉｆｅｒａ． Ｉ［ Ｊ］ ． Ｃｈｅｍ Ｐｈａｒｍ Ｂｕｌｌ，

１９８９， ３７（４）： ９７９⁃９８７．

［１０］ 　 Ｖｅｉｔｃｈ Ｎ Ｃ， Ｓｕｔｔｏｎ Ｐ Ｓ Ｅ， Ｋｉｔｅ Ｇ Ｃ， ｅｔ ａｌ． Ｓｉｘ ｎｅｗ ｉｓｏｆｌａｖ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ａ ５⁃ｄｅｏｘｙｆｌａｖｏｎｏｌ 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Ａｔｅｌｅｉａ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ｍｉｔｈｉｉ［Ｊ］ ． Ｊ Ｎａｔ Ｐｒｏｄ， ２００３， ６６（２）： ２１０⁃２１６．

［１１］ 　 Ｓｉｄｄａｉａｈ Ｖ， Ｒａｏ Ｃ Ｖ， 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ｗａｒｌｕ Ｓ， ｅｔ 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ｓｔｅｒ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ｈｏｍｏｉｓｏ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 Ｊ ］ ． Ｂｉｏｏｒｇ Ｍｅｄ Ｃｈｅｍ， ２００６， １４ （ ８ ）：

２５４５⁃２５５１．

［１２］ 　 马瑞婧， 杨巡纭， 王吉华， 等． 喙荚云实酚性成分研究

［Ｊ］ ． 中国中药杂志， ２０１３， ３８（７）： １０１４⁃１０１７．

杓唇石斛化学成分研究

杨宗玉， 　 张　 瑜， 　 杨　 进， 　 罗婉丽， 　 张茂生， 　 王　 刚， 　 孙成新， 　 董敏健， 　 肖世基∗

（遵义医科大学药学院， 贵州 遵义 ５６３０００）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０２⁃２０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２０６０７０６）； 贵州省科技厅科技计划项目 （黔科合基础 ［２０２０］ １Ｙ４０２）； 遵义市科技局人才团队项目

（遵市科人才 ［２０２０］ １０）
作者简介： 杨宗玉 （１９９８—）， 女， 硕士生， 研究方向为天然药物化学。 Ｔｅｌ： １３９９００４８２０３， Ｅ⁃ｍａｉｌ： １３５８０３４１４０＠ ｑｑ．ｃｏｍ
∗通信作者： 肖世基 （１９８３—）， 男，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天然药物化学。 Ｔｅｌ： （０８５１） ８２６６０４１， Ｅ⁃ｍａｉｌ： ｓｊｘｉａｏ＠ ｚｍｕ ｅｄｕ ｃｎ

摘要： 目的　 研究杓唇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ｍｏｓｃｈａｔｕｍ （Ｂｕｃｈ． ⁃Ｈａｍ．） Ｓｗ． 的化学成分。 方法　 杓唇石斛 ９０％ 甲醇提取物

运用各种柱色谱和制备液相色谱分离纯化， 根据理化性质及波谱数据鉴定所得化合物的结构。 结果　 从中分离纯化得

到 １１ 个化合物， 分别为香豆素 （ １）、 ２， ５⁃二羟基⁃４⁃甲氧基⁃９， １０⁃二氢菲 （ ２）、 ４⁃甲氧基菲⁃２， ５⁃二醇 （ ３）、
ｏｚｏｒｏａｌｉｄｅ （４）、 （９Ｚ， １１Ｅ） ⁃１３⁃羟基⁃９， １１⁃十八碳二烯酸 （５）、 ５⁃羟基⁃３⁃甲氧基⁃联苄 （６）、 ４， ４′⁃二羟基⁃３， ３′， ５⁃
三甲氧基联苄 （７）、 山药素Ⅲ （８）、 邻羟基苯丙酸甲酯 （９）、 邻羟基苯丙酸乙酯 （１０）、 ２⁃乙酰氧基苯丙酸甲酯

（１１）。 结论　 化合物 ２～１１ 为首次从杓唇石斛中分离得到， 其中化合物 ４、 ５、 ９、 １０ 为首次从兰科植物中分离得到，
化合物 １１ 为新的天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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