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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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杓唇石斛； 化学成分； 结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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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斛为 “药食同源” 的常用名贵中药材之一，
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 具有增强脾胃、 活津止

渴、 清热等功能， 在我国拥有 ２ ０００ 多年的用药历

史， 民间广泛应用于治疗热病津伤、 口干烦渴、 病

后虚热等多种病症。 石斛所含化学成分复杂， 石斛

属植物富含糖类、 生物碱类、 联苄类、 菲类、 香豆

素类、 茐酮类、 甾体皂苷、 二萜类等化学成分［１］。
杓唇 石 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ｍｏｓｃｈａｔｕｍ （ Ｂｕｃｈ． ⁃Ｈａｍ．）
Ｓｗ． 通常被用作园艺观赏植物， 主要分布于中国云

南省南部到西部地区， 并生长在海拔 １ ３００ ｍ 的树

干上。 杓唇石斛新鲜花序和叶片富含精油［２⁃３］。 从

杓唇石斛中分离出的联苄衍生物杓唇石斛素， 具有

抗肿瘤［４⁃７］、 抑制血管新生［８］、 抗炎［９］ 等功能， 其

结构简单， 药理活性广， 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 但

现今对该植物化学成分的研究报道很少， 本文以杓

唇石斛全株为研究对象， 运用各种色谱分离技术对

其甲醇提取部分的化学成分进行分离， 利用波谱技

术对化合物进行化学结构鉴定。
１　 材料

ＬＣ⁃３０００ 型半制备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北京创

新通恒科技有限公司）； 分析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大连依利特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Ｓｅｐａｃｏｒｅ 型中压

制备系统 （瑞士 Ｂｕｃｈｉ 公司）； ＲＥ⁃２０００Ａ 型旋转蒸

发仪 （上海亚荣仪器生化仪器厂）； ＺＦ⁃７ 型暗箱三

用紫外线分析仪 （上海嘉鹏科技有限公司）； ＫＱ⁃
５００ＤＥ 数控超声波清洗器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

公司）； ＳＨＢ⁃ⅢＡ 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 （郑州长城

科工贸有限公司）； 半制备 Ｃ１８ 柱 （日本 ＹＭＣ 公

司）； Ｆｉｎｎｉｇａｎ ＬＣＱＤＥＣＡ 型质谱仪 （德国 Ｂｒｕｋｅｒ 公

司）； 分析 Ｃ１８柱、 Ａｇｉｌｅｎｔ ＤＤ２４００⁃ＭＲ 型核磁共振

仪 （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 公司）； ＦＡ２００４Ｎ 电子天平 （上

海菁海仪器有限公司）； 硅胶 （青岛鼎康硅胶有限

公司）。 甲醇、 乙腈 （色谱纯， 成都市科龙化工试

剂厂）。
杓唇石斛全草， 采摘于云南保山， 经由遵义医

科大学吴发明教授鉴定为兰科植物杓唇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ｍｏｓｃｈａｔｕｍ （ Ｂｕｃｈ． ⁃Ｈａｍ．） Ｓｗ．， 保存

于遵义医科大学药学院。
２　 提取与分离

将 ２２ ０ ｋｇ 新鲜的杓唇石斛切段， 阳光下曝晒

后粉碎， 干粉重 ４ ５ ｋｇ， 室温下用 １０ 倍体积的

９０％ 甲醇超声提取 ３０ ｍｉｎ， 共提 ３ 次， 合并提取

液， 用滤纸过滤， 滤液经 ＭＣＩ 柱， 甲醇⁃水 （９０ ∶
１０） 洗脱， 除掉叶绿素， 减压浓缩得甲醇浸膏

２１３ ８ ｇ； 将甲醇浸膏转移至烧杯中， 加入蒸馏水

使其分散， 分别用乙酸乙酯、 正丁醇各萃取 ３ 次，
减压浓缩， 得到乙酸乙酯浸膏 ３０ ０ ｇ、 正丁醇浸膏

５０ ０ ｇ。
将正丁醇部分浸膏经硅胶柱色谱， 石油醚⁃乙

酸乙酯⁃甲醇 （１ ∶ １ ∶ ０～０ ∶ １ ∶ １） 梯度洗脱， 得 ３
个组分， 分别将这 ３ 个组分减压浓缩， 得到乙酸乙

酯⁃石油醚 （ １ ∶ １） 浸膏 ２ １ ｇ、 乙酸乙酯浸膏

１ ９ ｇ、 乙酸乙酯⁃甲醇 （１ ∶ １） 浸膏 ２５ ７ ｇ； 经分

析型高效液相色谱仪分析由正丁醇部分得到的这 ３
个部分的浸膏， 与乙酸乙酯浸膏对比分析后发现乙

酸乙酯浸膏 （正丁醇部分）、 石油醚⁃乙酸乙酯

（１ ∶ １） 浸膏 （正丁醇部分） 与乙酸乙酯浸膏有较

多相似的成分， 将这 ３ 部分合 并， 得 到 浸 膏

（３４ ０ ｇ）。 将浸膏 （３４ ０ ｇ） 经中压硅胶柱色谱，
石油醚⁃乙酸乙酯 （２０ ∶ １ ～ ０ ∶ １） 梯度洗脱及 ＴＬＣ
检测分析合并后， 共得到 Ｆｒ １～ Ｆｒ １１。

Ｆｒ ７ 经梯度洗脱， 经 ＴＬＣ 检测后合并， 减压

８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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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后， 加入甲醇溶解， 加入 ＭＣＩ 填料拌样经反

相制备 ＨＰＬＣ， 甲醇⁃水 （３０ ∶ ７０～１００ ∶ ０） 进行梯

度洗脱， 减压浓缩， ＴＬＣ 检测分析后合并得到

Ｆｒ ７ １～ Ｆｒ ７ ２１。 Ｆｒ ７ １０ 经反相制备 ＨＰＬＣ， 甲

醇⁃水 （６１ ∶ ３９） 洗脱得到化合物 ２ （１２ ０ ｍｇ）；
Ｆｒ ７ １４ 经反相制备 ＨＰＬＣ， 甲醇⁃水 （７４ ∶ ２６） 洗

脱得到化合物 ４ （１１ ０ ｍｇ）； Ｆｒ ７ １９ 经反相制备

ＨＰＬＣ， 甲醇⁃水 （ ８５ ∶ １５） 洗脱得到化合物 ５
（７ ８ ｍｇ）。

Ｆｒ ５ 梯度洗脱合并， 减压浓缩， 加入甲醇溶

解， 加入 ＭＣＩ 填料拌样经反相制备 ＨＰＬＣ， 甲醇⁃
水 （１０ ∶ ９０～ １００ ∶ ０） 进行梯度洗脱， 减压浓缩，
ＴＬＣ 检测分析后合并得到 Ｆｒ ５ １ ～ Ｆｒ ５ １４， 溶剂

挥发后， Ｆｒ ５ ３ 呈白色结晶状， 反复重结晶后得

到化 合 物 １ （ １４ ５ ｍｇ ）。 Ｆｒ ５ ７ 经 反 相 制 备

ＨＰＬＣ， 甲醇⁃水 （ ８６ ∶ １４） 洗脱得到化合物 ６
（２ ０ ｍｇ）； 取 Ｆｒ ５ ４ 经反相制备 ＨＰＬＣ， 甲醇⁃水
（８６ ∶ １４） 洗脱得到化合物 ９ （１８ ６ ｍｇ）。

Ｆｒ ９ 梯度洗脱合并， 减压浓缩， 加入甲醇溶

解， 加入 ＭＣＩ 填料拌样经经反相制备 ＨＰＬＣ， 甲醇⁃
水 （３０ ∶ ７０～１００ ∶ ０） 进行梯度洗脱， ＴＬＣ 检测观

察分析后合并得到 Ｆｒ ９ １ ～ Ｆｒ ９ １５， 溶剂挥发后，
样品 Ｆｒ ９ １０ 呈砖红色粉末状， 加甲醇多次润洗后

得到化合物 ３ （ ３５ ６ ｍｇ）。 Ｆｒ ９ ７ 经反相制备

ＨＰＬＣ， 乙腈⁃水 （ ３９ ∶ ６１） 洗脱得到化合物 ７
（３５ ０ ｍｇ ）、 化 合 物 ８ （ ５ ０ ｍｇ ）、 化 合 物 １０
（７ ０ ｍｇ）。 Ｆｒ ９ １ 经反相制备 ＨＰＬＣ， 乙腈⁃水
（３９ ∶ ６１） 洗脱得到化合物 １１ （１６ ４ 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合物 １： 无色片晶体。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 δ： ７ ６５ （ １Ｈ， ｄ， Ｊ ＝ ９ ５ Ｈｚ， Ｈ⁃３ ），
７ ５１～７ ３９ （２Ｈ， ｍ， Ｈ⁃７， ８）， ７ ３０～７ １８ （２Ｈ，
ｍ， Ｈ⁃５， ６）， ６ ３５ （１Ｈ， ｄ， Ｊ ＝ ７ １ Ｈｚ， Ｈ⁃４）。
经波谱数据和文献 ［１０］ 对照鉴定化合物 １ 为香

豆素。
化合物 ２： 无色针状结晶， 分子式 Ｃ１５Ｈ１４Ｏ３，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２４１ １ ［Ｍ⁃Ｈ］ －。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７ ０５ （ １Ｈ， ｔ， Ｊ ＝ ７ ７ Ｈｚ， Ｈ⁃７ ），
６ ８１ （２Ｈ， ｄ， Ｊ ＝ ７ ７ Ｈｚ， Ｈ⁃６， ８）， ６ ５４ （１Ｈ，
ｄ， Ｊ＝ ２ １ Ｈｚ， Ｈ⁃３）， ６ ４９ （１Ｈ， ｄ， Ｊ ＝ ２ １ Ｈｚ，
Ｈ⁃１）， ３ ９３ （ ３Ｈ， ｓ， ４⁃ＯＣＨ３ ）， ２ ６２ （ ４Ｈ， ｄ，
Ｊ＝６ ２ Ｈｚ， Ｈ⁃９， １０）；１３Ｃ⁃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５７ ５ （ｓ， Ｃ⁃２）， １５５ ４ （ｓ， Ｃ⁃４）， １５３ ０ （ ｓ，
Ｃ⁃５）， １４３ ２ （ ｓ， Ｃ⁃１０ａ ）， １４０ ４ （ ｓ， Ｃ⁃８ａ ），

１２６ ９ （ｓ， Ｃ⁃７）， １２０ ６ （ ｍ， Ｃ⁃４ｂ）， １１９ ２ （ ｓ，
Ｃ⁃８）， １１６ ８ （ｓ， Ｃ⁃６）， １１３ ６ （ｓ， Ｃ⁃４ａ）， １０８ ６
（ｓ， Ｃ⁃１）， ９８ ７ （ ｓ， Ｃ⁃３）， ５６ １ （ ｓ， ４⁃ＯＣＨ３ ），
３０ ９ （ｓ， Ｃ⁃９）， ３０ ６ （ ｓ， Ｃ⁃１０）。 经波谱数据和

文献 ［１１］ 对照鉴定化合物 ２ 为 ２， ５⁃二羟基⁃４⁃甲
氧基⁃９， １０⁃二氢菲。

化合物 ３： 无色针状结晶。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ＣＯＣＤ３ ） δ： ９ ５１ （ １Ｈ， ｓ， ＯＨ⁃５ ）， ８ ９６
（１Ｈ， ｓ， ＯＨ⁃２）， ７ ６１ （ １Ｈ， ｔ， Ｊ ＝ ９ １ Ｈｚ， Ｈ⁃
９）， ７ ５０ （ １Ｈ， ｄ， Ｊ ＝ ８ ８ Ｈｚ， Ｈ⁃１０ ）， ７ ４３
（１Ｈ， ｑ， Ｊ ＝ ３ ７ Ｈｚ， Ｈ⁃７）， ７ ４０ （１Ｈ， ｄｄ， Ｊ ＝
７ ８， ２ ２ Ｈｚ， Ｈ⁃８）， ７ １１ （ １Ｈ， ｄｄ， Ｊ ＝ ７ ０，
２ ２ Ｈｚ， Ｈ⁃６）， ７ ０７ （１Ｈ， ｄ， Ｊ ＝ ２ ５ Ｈｚ， Ｈ⁃１），
６ ９９ （１Ｈ， ｄ， Ｊ ＝ ２ ５ Ｈｚ， Ｈ⁃３）， ４ １４ （３Ｈ， ｓ，
４⁃ＯＣＨ３ ）；１３ Ｃ⁃ＮＭＲ （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ＣＯＣＤ３ ） δ：
１５６ ４ （ｓ， Ｃ⁃２）， １５５ ５ （ｓ， Ｃ⁃４）， １５４ ３ （ｓ， Ｃ⁃
５）， １３６ ２ （ｓ， Ｃ⁃８ａ）， １３４ １ （ｓ， Ｃ⁃１０ａ）， １２８ ９
（ｓ， Ｃ⁃９）， １２６ ６ （ ｓ， Ｃ⁃７）， １２６ １ （ ｓ， Ｃ⁃１０），
１２０ ２ （ ｓ， Ｃ⁃８）， １１８ ９ （ ｓ， Ｃ⁃４ｂ）， １１６ １ （ ｓ，
Ｃ⁃６）， １１３ ０ （ｓ， Ｃ⁃４ａ）， １０６ ９ （ｓ， Ｃ⁃１）， １０１ ５
（ｓ， Ｃ⁃３）， ５７ ６ （ ｓ， ４⁃ＯＣＨ３）。 经波谱数据和文

献 ［１２］ 对照鉴定化合物 ３ 为 ４⁃甲氧基菲⁃２， ５⁃
二醇。

化合物 ４： 浅黄色固体。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ＣＯＣＤ３ ） δ： ６ ３１ （ １Ｈ， ｓ， Ｈ⁃１２ ）， ６ ２９
（１Ｈ， ｓ， Ｈ⁃１４ ）， ５ １０ （ １Ｈ， ｔｄ， Ｊ ＝ ６ ４， ３ １
Ｈｚ， Ｈ⁃３）， ３ ７３ （３Ｈ， ｓ， １３⁃ＯＣＨ３）， ２ ８６ （１Ｈ，
ｓ， Ｈ⁃１０ａ）， ２ ７１ ～ ２ ６２ （１Ｈ， ｍ， Ｈ⁃１０ｂ）， ２ ４３
（１Ｈ， ｄｄ， Ｊ ＝ ６ ４， ３ １ Ｈｚ， Ｈ⁃４ａ）， １ ８９ （ １Ｈ，
ｄｄ， Ｊ ＝ ９ １， ６ ４ Ｈｚ， Ｈ⁃５ａ）， １ ５９ （４Ｈ， ｄ， Ｊ ＝
５ ６ Ｈｚ， Ｈ⁃４ｂ， ５ｂ， ６ａ， ９ａ）， １ ３９ （３Ｈ， ｓ， Ｈ⁃
１７）， １ ２５ （４Ｈ， ｄ， Ｊ＝ ６ ４ Ｈｚ， Ｈ⁃７， ８）， １ ２１～
１ １３ （ ２Ｈ， ｍ， Ｈ⁃６ｂ， ９ｂ）；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ＣＯＣＤ３） δ： １６８ ７ （ ｓ， Ｃ⁃１）， １６０ ０ （ ｓ， Ｃ⁃
１５）， １５８ ９ （ｓ， Ｃ⁃１３）， １４３ ３ （ｓ， Ｃ⁃１１）， １１８ １
（ｓ， Ｃ⁃１６）， １０８ ８ （ ｓ， Ｃ⁃１２）， ９７ ４ （ ｓ， Ｃ⁃１４），
７２ ０ （ ｓ， Ｃ⁃３）， ５６ １ （ ｓ， １３⁃ＯＣＨ３ ）， ３３ ２ （ ｓ，
Ｃ⁃４）， ３１ ０ （ ｓ， Ｃ⁃１０ ）， ３０ ６ （ ｓ， Ｃ⁃９）， ２７ ５
（ｓ， Ｃ⁃８）， ２５ ９ （ｓ， Ｃ⁃７）， ２５ ３ （ｓ， Ｃ⁃６）， ２１ ６
（ｓ， Ｃ⁃５）， １９ ９ （ ｓ， Ｃ⁃１７）。 经波谱数据和文献

［１３］ 对照化合物鉴定化合物 ４ 为 ｏｚｏｒｏａｌｉｄｅ。
化合物 ５： 浅黄色油状物， 分子式 Ｃ１８Ｈ３２Ｏ３，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２９５ ２ ［Ｍ⁃Ｈ］ －。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ＣＯＣＤ３） δ： ６ ５０ （ １Ｈ， ｄｄ， Ｊ ＝ １５ ０， １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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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ｚ， Ｈ⁃１１）， ５ ９６ （１Ｈ， ｔ， Ｊ ＝ １１ ０ Ｈｚ， Ｈ⁃１０），
５ ６５ （１Ｈ， ｄｄ， Ｊ ＝ １５ １， ６ ３ Ｈｚ， Ｈ⁃１２）， ５ ３６
（１Ｈ， ｄｄ， Ｊ ＝ １８ ４， ７ ９ Ｈｚ， Ｈ⁃９）， ４ １２ ～ ４ ０５
（１Ｈ， ｍ， Ｈ⁃１３）， ２ ２５ （ ２Ｈ， ｔ， Ｊ ＝ ７ ２ Ｈｚ， Ｈ⁃
２）， ２ １６ （ ２Ｈ， ｄｄ， Ｊ ＝ １３ ７， ６ ８ Ｈｚ， Ｈ⁃８），
１ ６３ ～ １ １５ （ １８Ｈ， ｍ， Ｈ⁃３， ７， １４ ～ １７）， ０ ８５
（３Ｈ， ｔ， Ｊ ＝ ６ ４ Ｈｚ， Ｈ⁃１８）；１３Ｃ⁃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ＣＯＣＤ３） δ： １７４ ９ （ ｓ， Ｃ⁃１）， １３８ ６ （ ｓ， Ｃ⁃
１２）， １３２ ０ （ ｓ， Ｃ⁃９）， １２９ ４ （ ｓ， Ｃ⁃１１）， １２５ ２
（ｓ， Ｃ⁃１０）， ７２ ４ （ ｓ， Ｃ⁃１３）， ３８ ５ （ ｓ， Ｃ⁃１４），
３４ ３ （ ｓ， Ｃ⁃２）， ３２ ７ （ ｓ， Ｃ⁃１６）， ３０ ４ （ ｓ， Ｃ⁃
７）， ２９ ９ （ ｓ， Ｃ⁃６）， ２９ ８ （ ｓ， Ｃ⁃５）， ２８ ３ （ ｓ，
Ｃ⁃４）， ２８ １ （ ｓ， Ｃ⁃８）， ２６ ０ （ ｓ， Ｃ⁃１５ ）， ２５ ７
（ｓ， Ｃ⁃３）， ２３ ４ （ ｓ， Ｃ⁃１７ ）， １４ ４ （ ｓ， Ｃ⁃１８ ）。
经波谱数据和文献 ［１４］ 对照鉴定化合物 ５ 为

（９Ｚ， １１Ｅ） ⁃１３⁃羟基⁃９， １１⁃十八碳二烯酸。
化合物 ６： 白色块状结晶。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ＣＯＣＤ３） δ： ７ ２６ （ ４Ｈ， ｄｄｄ， Ｊ ＝ １６ ２， ７ ９，
４ １ Ｈｚ， Ｈ⁃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７ １９ ～ ７ １５ （ １Ｈ，
ｍ， Ｈ⁃１０ ）， ６ ３３ （ １Ｈ， ｄ， Ｊ ＝ １ ６ Ｈｚ， Ｈ⁃６），
６ ３１ （１Ｈ， ｄ， Ｊ ＝ １ ９ Ｈｚ， Ｈ⁃２）， ６ ２４ （１Ｈ， ｔ，
Ｊ＝ ２ ２ Ｈｚ， Ｈ⁃４）， ３ ７１ （３Ｈ， ｓ， ３⁃ＯＣＨ３）， ２ ８９
（ ２Ｈ， ｄｄ， Ｊ ＝ ９ ８， ６ １ Ｈｚ， Ｈ⁃８）， ２ ８０ （ ２Ｈ，
ｄｄ， Ｊ ＝ ９ ８， ６ １ Ｈｚ， Ｈ⁃７）。 经波谱数据和文献

［１５］ 对照鉴定化合物 ６ 为 ５⁃羟基 ３⁃甲氧基联苄。
化合物 ７： 红色胶状物， 分子式 Ｃ１７ Ｈ２０ Ｏ５，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３０３ １ ［Ｍ⁃Ｈ］ －。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 δ： ６ ８３ （ １Ｈ， ｄ， Ｊ ＝ ８ ０ Ｈｚ， Ｈ⁃５′），
６ ６７ （ １Ｈ， ｄｄ， Ｊ ＝ ８ ０， １ ９ Ｈｚ， Ｈ⁃６′）， ６ ６０
（１Ｈ， ｄ， Ｊ ＝ １ ８ Ｈｚ， Ｈ⁃２′）， ６ ３５ （２Ｈ， ｓ， Ｈ⁃２，
６）， ３ ８２ （ ６Ｈ， ｓ， ３， ５⁃ＯＣＨ３ ）， ３ ８２ （ ３Ｈ， ｓ，
３′⁃ＯＣＨ３）， ２ ８０ （ ４Ｈ， ｓ， Ｈ⁃α， α′）。 经波谱数

据和文献 ［１６］ 对照鉴定化合物 ７ 为 ４， ４′⁃二羟

基⁃３， ３′， ５⁃三甲氧基联苄。
化合 物 ８： 白 色 粉 末。１Ｈ⁃ＮＭＲ （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 δ： ７ １２ （ １Ｈ， ｔ， Ｊ ＝ ７ ７ Ｈｚ， Ｈ⁃５′），
６ ７３ （１Ｈ， ｄ， Ｊ＝ ７ ５ Ｈｚ， Ｈ⁃６′）， ６ ６６ （１Ｈ， ｄ，
Ｊ＝ ２ ４ Ｈｚ， Ｈ⁃４′）， ６ ６３ （１Ｈ， ｄ， Ｊ ＝ ３ ３ Ｈｚ， Ｈ⁃
２′）， ６ ３０ （１Ｈ， ｓ， Ｈ⁃６）， ６ ２４ （２Ｈ， ｄ， Ｊ ＝ １ ５
Ｈｚ， Ｈ⁃２， ４）， ３ ７２ （ ３Ｈ， ｓ， ５⁃ＯＣＨ３ ）， ２ ８３ ～
２ ７５ （ ４Ｈ， ｍ， ⁃ＣＨ２ＣＨ２⁃）。 经波谱数据和文献

［１７］ 对照鉴定化合物 ８ 为山药素Ⅲ。
化合 物 ９： 白 色 粉 末。１Ｈ⁃ＮＭＲ （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ＣＯＣＤ３ ） δ： ８ ３２ （ １Ｈ， ｓ， ＯＨ⁃２ ）， ７ ０９

（１Ｈ， ｄ， Ｊ＝ ７ ４ Ｈｚ， Ｈ⁃５）， ７ ０４～６ ９８ （１Ｈ， ｍ，
Ｈ⁃３）， ６ ８１ （ １Ｈ， ｄ， Ｊ ＝ ８ ０ Ｈｚ， Ｈ⁃６）， ６ ７３
（１Ｈ， ｔ， Ｊ ＝ ７ ４ Ｈｚ， Ｈ⁃４）， ３ ５９ （ ３Ｈ， ｓ， ３′⁃
ＯＣＨ３）， ２ ８８ （２Ｈ， ｔ， Ｊ ＝ ７ ７ Ｈｚ， Ｈ⁃１′）， ２ ５８
（２Ｈ， ｔ， Ｊ ＝ ７ ７ Ｈｚ， Ｈ⁃２′）；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ＣＯＣＤ３） δ： １７３ ０ （ ｓ， Ｃ⁃３′）， １５５ ０ （ ｓ， Ｃ⁃
２）， １３０ ０ （ ｓ， Ｃ⁃１）， １２７ ３ （ ｓ， Ｃ⁃５）， １２６ ９
（ｓ， Ｃ⁃３）， １１９ ５ （ ｓ， Ｃ⁃６）， １１５ ０ （ ｓ， Ｃ⁃４），
５０ ６ （ｓ， ３′⁃ＯＣＨ３′）， ３３ ５ （ ｓ， Ｃ⁃１′）， ２５ ７ （ ｓ，
Ｃ⁃２′）。 经波谱数据和文献 ［１８］ 对照鉴定化合物

９ 为邻羟基苯丙酸甲酯。
化合物 １０： 黄褐色固体。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７ １０ （ １Ｈ， ｄ， Ｊ ＝ ７ ５ Ｈｚ， Ｈ⁃５），
７ ０１ （ １Ｈ， ｔｔ， Ｊ ＝ ６ ８， ３ ４ Ｈｚ， Ｈ⁃３ ）， ６ ８１
（１Ｈ， ｄ， Ｊ ＝ ８ ０ Ｈｚ， Ｈ⁃６）， ６ ７４ （ １Ｈ， ｔ， Ｊ ＝
７ ４ Ｈｚ， Ｈ⁃４）， ４ ０６ （２Ｈ， ｑ， Ｊ＝ ７ １ Ｈｚ， Ｈ⁃４′），
２ ９０～２ ８４ （２Ｈ， ｍ， Ｈ⁃１′）， ２ ５８ （２Ｈ， ｄｄ， Ｊ ＝
９ ３， ６ １ Ｈｚ， Ｈ⁃２′）， １ １７ （３Ｈ， ｔ， Ｊ ＝ ７ １ Ｈｚ，
Ｈ⁃５′）。 经波谱数据和文献 ［１９］ 对照鉴定化合物

１０ 为邻羟基苯丙酸乙酯。
化合物 １１： 黄色油状。１Ｈ⁃ＮＭＲ （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 δ： ７ １０ ～ ７ ００ （ ２Ｈ， ｍ， Ｈ⁃３， ４ ），
６ ８７～ ６ ７６ （ ２Ｈ， ｍ， Ｈ⁃５， ６ ）， ３ ６５ （ ３Ｈ， ｓ，
３′⁃ＯＣＨ３ ）， ２ ８９ （ ２Ｈ， ｔ， Ｊ ＝ ７ ０ Ｈｚ， Ｈ⁃１′），
２ ６７ （２Ｈ， ｔ， Ｊ ＝ ７ ０ Ｈｚ， Ｈ⁃２′）， １ ９８ （３Ｈ， ｓ，
２⁃ＯＣＯＣＨ３ ）；１３ Ｃ⁃ＮＭＲ （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 δ：
１７５ ６ （ ｓ， Ｃ⁃３′）， １７３ ４ （ ｓ， ２⁃ＯＣＯＣＨ３）， １５４ ８
（ｓ， Ｃ⁃２）， １３０ ５ （ ｓ， Ｃ⁃６）， １２８ ０ （ ｓ， Ｃ⁃４），
１２７ ３ （ｓ， Ｃ⁃５）， １２０ ５ （ｓ， Ｃ⁃１）， １１６ ６ （ｓ， Ｃ⁃
３）， ５２ ２ （ ｓ， ３′⁃ＯＣＨ３）， ３４ ８ （ ｓ， Ｃ⁃２′）， ２５ ４
（ｓ， Ｃ⁃１′）， ２２ ８ （ｓ， ２⁃ＯＣＯＣＨ３）。 经波谱数据和

文献 ［２０］ 对照鉴定化合物 １１ 为 ２⁃乙酰氧基苯丙

酸甲酯。
４　 结论

从兰科石斛属植物杓唇石斛中分离鉴定出 １１
个化合物， 化合物类型包括联苄、 大环内酯、 苯丙

素、 脂肪酸、 菲、 香豆素类等， 其中联苄类、 菲

类、 香豆素类为石斛属植物的主要化学成分。 此次

分离得到的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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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实验

提供该植物丰富的化学信息， 揭示杓唇石斛与其它

种石斛药效物质基础上存在一定的区别， 为更好的

开发利用该植物提供一定的理论数据。
０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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