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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香草化学成分研究 
 

帕丽达·阿不力孜，丛媛媛，朱焱，热娜·卡斯木*
(新疆医科大学药学院，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目的  研究神香草 Hyssopus cuspidatus Boriss.的化学成分。方法  采用硅胶、Sephadex LH-20 柱分离纯化，通过

理化常数和光谱数据鉴定化合物的结构。结果  从神香草乙醇提取物的乙酸乙酯和正丁醇部分分离得到 7 个化合物，经

理化常数和波谱数据分析，分别鉴定为白杨素( )Ⅰ 、二十四亚甲基环阿尔廷醇( )Ⅱ 、齐墩果酸( )Ⅲ 、正十六烷醇( )Ⅳ 、蜡醇

( )Ⅴ 、β-谷甾醇( )Ⅵ 、胡萝卜苷( )Ⅶ 。结论  化合物Ⅰ，Ⅱ，Ⅳ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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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Chemical Constituents from Hyssopus Cuspidatus Boriss. 
 
PALIDA Abulizi, CONG Yuanyuan, ZHU Yan, RENA Kasimu*(College of Pharmacy,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Hyssopus cuspidatus Boriss.. METHODS  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were carried out by silica gel and Sephadex LH-20 column chromatographies. Compounds were identified by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spectral analysis. RESULTS  Seven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plant. Their structures 
were identified as chrysin( ), 24Ⅰ -methylenecycloartanol( ), oleanolic acid( ), Ⅱ Ⅲ n-hexadecanol( ), hexacosylⅣ  alcohol( )Ⅴ , 
β-sitosterol( ), daucosterol( ), respectively.Ⅵ Ⅶ  CONCLUSION  CompoundsⅠ,  and  Ⅱ Ⅳ are isolated from the plant for the 
firs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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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香草(Hyssopus cuspidatus Boriss.)为唇形科

植物，药用全草，是维吾尔族民间习用药。维吾

尔名为“祖帕”，被维医广泛用于治疗咳嗽、气喘、

支气管炎、外伤和风湿等症。《维吾尔药志》中记

载：药用全草，全株主要含挥发油，具有清除异

常黏液质、促进机体自然随和、止咳化痰、平喘

利肺的功效。笔者在前期工作中采用水蒸气蒸馏

的方法对其挥发油部分进行了提取、分离与鉴定，

并通过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从神香草挥发油

部分分离鉴定出 36 个成分[1]。在此基础上，对其

非挥发油部分采用回流提取法进行提取，从 95%

乙醇提取物的乙酸乙酯和正丁醇部位中分离得到

7 个化合物，经理化常数和波谱数据分析，分别鉴

定为：白杨素( )Ⅰ 、二十四亚甲基环阿尔廷醇( )Ⅱ 、

齐墩果酸( )Ⅲ 、正十六烷醇( )Ⅳ 、蜡醇( )Ⅴ 、β-谷甾

醇( )Ⅵ 、胡萝卜苷( )Ⅶ 。其中化合物Ⅰ，Ⅱ，Ⅳ为

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1  仪器与材料 

X-4 型显微熔点测定仪(温度计未校正，北京

泰克仪器有限公司)；Unity-Inova600 型核磁共振

仪(美国 Varian 公司)；柱色谱用硅胶(青岛海洋化

工厂)；薄层色谱预制板(烟台化学工业研究所)；

Sephadex LH-20 和 C18填料(美国 Pharmacia 公司)；

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药材采自新疆伊犁塔城县，经新疆医科大学

药学院马兴华教授鉴定为硬尖神香草 Hyssopus 

cuspidatus Boriss.。 

2  提取与分离 

取干燥的神香草地上部分约 10 kg，用 5 倍量

95%乙醇加热回流提取 3 次(每次 3 h)，提取液合

并，减压浓缩得浸膏约 1.8 kg。将 1.8 kg 浸膏加水

混悬，依次用石油醚、乙酸乙酯和正丁醇进行萃

取。萃取得到石油醚部位(约 145 g)、乙酸乙酯部

位(约 210 g)和正丁醇部位(约 300 g)，经硅胶、

Sephadex LH-20 和 C18 柱分离纯化，从乙酸乙酯部

分得到蜡醇( )Ⅴ 、β-谷甾醇(Ⅵ，890 mg)、二十四

亚甲基环阿尔廷醇(Ⅱ，34 mg)、齐墩果酸(Ⅲ，98 

mg)、正十六烷醇(Ⅳ，240 mg)，从正丁醇部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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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得到白杨素(Ⅰ，27 mg)、胡萝卜苷(Ⅶ，45 mg)。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Ⅰ：黄色针状结晶(乙醇)，mp：275~ 

278 (℃ 乙醇)，盐酸-镁粉反应呈阳性。1H-NMR 

(600 Hz，DMSO-d6) δ：12.87(1H，s，5-OH)，10.41 

(1H，s，7-OH)，7.94(2H，m，H-2′，6′)，6.94(3H，

m，H-3′，4′，5′)，6.80(1H，s，H-3)，6.49( 1H，

d，J=2.0 Hz，H-8)，6.20(1H，d，J=2.0 Hz，H-6)。
13C-NMR(150 Hz，DMSO-d6) δ：163.7(C-2)，

102.8(C-3)，161.2(C-5)，98.8(C-6)，164.2(C-7)，

94.0(C-8)，157.3(C-9)，104.6(C-10)，121.1(C-1′)，

128.5(C-2′，6′)，127.8(C-3′，5′)，141.1(C-4′)。以

上 1H-NMR和 13C-NMR数据与文献[2]报道的基本

一致，由此可确定为白杨素(chrysin)。 

化合物Ⅱ：白色无定形粉末 (氯仿 )，mp：

122.0~123 ℃。FAB-MS m/z：441[M+H]+。1H-NMR 

(600 MHz，CDCl3) δ：0.33，0.55(各 1H，d，J= 

4.2 Hz，H2-19)，0.81(3H，s，H3-30)，0.90(3H，s，

H3-28)，0.90(3H，d，J=6.5 Hz，H3-21)，0.97(6H，

s，H3-18，29)，1.02(3H，d，J=6.9 Hz，H3-27)，

1.03(3H，J=6.9 Hz，H3-26)，4.62，4.67(各 1H，

br s，H2-31)。13C-NMR(150 MHz，CDCl3) δ：

32.0(C-1) ， 30.40(C-2) ， 78.9(C-3) ， 40.5(C-4) ，

47.1(C-5) ， 21.1(C-6) ， 28.1(C-7) ， 48.0(C-8) ，

20.0(C-9)，26.0(C-10)，26.0(C-11)，35.6(C-12)，

45.3(C-13)，48.4(C-14)，32.9(C-15)，26.5(C-16)，

52.3(C-17)，18.0(C-18)，29.9(C-19)，36.1(C-20)，

18.3(C-21)，35.0(C-22)，31.3(C-23)，156.99(C-24)，

33.8(C-25)，21.9(C-26)，22.0(C-27)，19.3(C-28)，

25.4(C-29)，14.0(C-30)，105.9(C-31)。以上 1H-NMR

和 13C-NMR 数据与文献[3]报道一致，由此可确定

其为二十四亚甲基环阿尔廷醇(24-methylenecyc- 

loartanol)。 

化合物Ⅲ：白色针状结晶，mp：303~305 ℃。

Liebermann-Burchard 反应阳性，溴甲酚蓝原位薄

层反应阳性，Molish 反应呈阴性。EI-MS(m/z)：

456[M]+，438，248，208，203，189，133。1H-NMR 

(600 MHz，DMSO-d6) δ：5.15(1H，t，J=4 Hz，

H-12)，3.30(1H，dd，J=5.0，11.0 Hz，H-3)，2.75(1H，

dd，J=4 Hz，H-18)，1.09，1.05，0.89，0.87，0.85，

0.72，0.67(各 3H，s，7×CH3)。
13C-NMR(150 MHz，

DMSO-d6) δ：178.6(C-28)，143.8(C-13)，121.5(C-12)，

76.8(C-3)，54.8(C-5)，47.1(C-18)，47.1(C-9)，

45.7(C-17)，45.4(C-19)，41.3(C-14)，40.8(C-8)，

39.9(C-4)，36.0(C-10)，33.3(C-21)，32.9(C-1)，

33.3(C-7)，33.2(C-22)，33.1(C-29)，31.1(C-20)，

28.7(C-23)，28.5(C-2)，27.5(C-15)，26.3(C-27)，

23.8(C-30)，23.5(C-16)，23.0(C-11)，18.6(C-6)，

18.3(C-26)，16.0(C-24)，15.1(C-25)。以上 1H-NMR

和 13C-NMR 数据与文献[3]报道一致，由此可确定

其为齐墩果酸(oleanolic acid)。 

化合物Ⅳ：白色片状结晶(氯仿)，mp：303~ 

305 ℃，C16H34O。1H-NMR(600 MHz，CDCl3)中

0.86~1.29 范围共有 34 个氢的信号，δ：0.88(3H，

t，H-16 )，1.28(2H，m，H-2 )，3.40(1H，t，H-1)。

EI-MS(m/z)：224[M-H2O]+，196[M-H2O-C2H4]
+，

并有一系列脱 CH2 峰，完全符合长链伯醇裂解规

律。以上 1H-NMR 数据与文献[4]报道一致，由此

可确定其为正十六烷醇(n-hexadecanol)。 

 化合物Ⅴ：白色无定形结晶(氯仿)。1H-NMR 

(600 MHz，CDCl3) δ：0.88(3H，t，J=6.8 Hz， CH3)

为与亚甲基相连的甲基质子信号，1.28(44H，m)

为一系列亚甲基质子信号，1.54(2H，m，J=6.8 Hz)

为羟基 γ位的亚甲基质子信号，1.72(2H，m，J=6.8 

Hz)为羟基 β 位的亚甲基质子信号，3.65(3H，t，

J=6.0 Hz)为羟基 α位的亚甲基质子信号。13C-NMR 

(150 MHz，CDCl3) δ：63.11 为直接与羟基相连的

亚甲基碳信号，32.81 为羟基 β位的亚甲基碳信号，

31.93~22.70 为一系列亚甲基碳信号，14.13 为末端

甲基碳信号。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报道[5]一致，

由此可确定为蜡醇 (hexacosyl alcohol)。EI-MS 

(m/z)：[M＋-H2O]364，并有一系列脱 CH2 峰，完全

符合脂肪醇裂解规律。 

化合物Ⅵ：白色针状结晶(石油醚)，mp：135~ 

136 ℃，易溶于氯仿，乙酸乙酯。Liebermann- 

Burchard 反应阳性，提示为甾体母核化合物，

Molish 反应呈阴性。经 TLC 与 β-谷甾醇标准品作

对照，3 种不同溶剂系统下展开，Rf 值均一致，且

均显紫红色斑点，样品与标准品的混合熔点不下

降，由此可确定为 β-谷甾醇(β-sitosterol)。 

化合物Ⅶ：白色粉末(甲醇)，mp：278~281 ℃。

可溶于吡啶，不溶于氯仿，甲醇等有机溶剂。

Liebermann-Burchard 反应显紫黑色，经 TLC 与胡

萝卜苷标准品作对照，3 种不同溶剂系统下展开，

Rf值均一致，样品与标准品的混合熔点不下降，由

此可确定为胡萝卜苷(β-sitosterol-3-O-gluco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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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产连钱草挥发油化学成分的分析 
 

周子晔，林观样，林迦勒，王陈翔(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 温州 325000) 

 
摘要：目的  研究浙产连钱草挥发油的化学成分。方法  水蒸气蒸馏法提取挥发油，应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GC-MS)

进行定性分析，按峰面积归一化法，求出挥发油中化学成分的百分含量。结果  挥发油鉴定出 33 个化合物，主要成分为

石竹烯及其氧化物(25.14%)、早熟素Ⅰ和Ⅱ(12.58%)、喇叭烯(10.6%)、异松蒎酮(10.5%)、β-荜澄茄油烯(6.34%)，且油中

含有一定量的反式斯巴醇(4.53%)、γ-榄香烯(4.68%)、β-榄香烯(1.45%)和 D-柠檬烯(0.39%)。结论  浙产连钱草挥发油含

有丰富的药用活性成分。 

关键词：连钱草；挥发油；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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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Volatile Oils from Glechome Longituba (Nakai) Kupr. in Zhejiang 
Province 
 
ZHOU Ziye, LIN Guanyang, LIN Jiale, WANG Chenxiang(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College, 

Wenzhou 325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volatile oils from Glechome longituba (Nakai) Kupr. in 
Zhejiang province. METHODS  The volatile oils were extracted by steam-stilling and were identified by GC-MS. Calculated 
the percentage composition of the volatile oils according to peak area normalization method. RESULTS  Thirty-three 
compounds were identified. The major constituents of volatile oils were caryophyllene and caryophyllene oxide(25.14%), 
prococene Ⅰ and (12.58%)Ⅱ , viridiflorene(10.6%), isopinocamphone(10.5%), β-cubebene(6.34%), and (−)spathulenol(4.53%), 
γ-elemene(4.68%), β-elemene(1.45%) and D-limonene(0.39%) could also be found in volatile oils. CONCLUSION  The 
volatile oils of Glechome longituba (Nakai) Kugr. groun in Zhejiang province contained abundant active medicinal ingredients. 
KEY WORDS: Glechome longituba (Nakai) Kupr.; volatile oil; GC-MS; chemical constituent 

  

连钱草 Glechome longituba (Nakai) Kupr.系

唇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俗名为金钱草，活血丹、

透骨消，主产于浙江省与江苏省一带。以植物地

上部分入药，味辛、微苦，性微寒，入肝、肾、

膀胱经，用于利湿通淋、清热解毒、散瘀消肿，

适用于热淋、石淋、湿热黄疸、疮痈肿痛等症。

近几年来多篇文献均对连钱草三萜酸类及黄酮类

成分进行分析与研究[1-3]，而对于其挥发油成分却

鲜有报导。本试验采用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

(GC-MS)分析连钱草挥发油成分，以更全面地分析

连钱草的化学成分。 

1  仪器和材料 

1.1  仪器 

旋转蒸发仪(上海申胜生物技术公司)；Agilent 

6890N 型气相与 Agilent 5975B 型质谱仪(美国

Agilent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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