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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药睡莲花中的黄酮醇苷类成分分析

赵军 闫明 贺金华 黄毅 赵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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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维药睡莲花的黄酮醇苷类成分进行研究 ∀方法  采用硅胶 !聚酰胺和 ≥ ¬ 2 柱进行分离 利用理化

性质和波谱学方法鉴定化合物的结构 ∀结果  分得六个黄酮醇苷类化合物 分别为黄芪苷 !槲皮素 2Ο2甲基 2 χ2Ο2Β2∆2

吡喃木糖苷 !槲皮素 χ2Ο2Β2∆2吡喃木糖苷 !异槲皮苷 !山萘酚 2Ο2Β2∆2芸香糖苷 ∏ !芦丁 √ ∀结论  化合

物 ! !√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其中化合物 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

关键词 睡莲花 黄酮苷类化合物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ΦλαϖονολΓ λψχοσιδεσφροµ τηε ΦλοωερσοφΝψµ πηαεα Χανδιδα

∏ ≠ ∞ 2 ∏ ≠ ≠∏
3
( 1∆επαρτµ εντ οφ ΤραδιτιοναλΧηινεσε µ εδιχινε ανδ

Νατυραλ∆ρυγ Ρεσεαρχη, Χολλεγε οφΠηαρµ αχευτιχαλΣχιενχεσ, Ζηεϕιανγ Υνιϖερσιτψ, Ηανγζηου , Χηινα; 1Ξινϕιανγ ΚεψΛαβορατορψ

φορΡεσεαρχη ανδ ∆εϖελοπµ εντ οφ υιγηυρΜεδιχινεσ; Ξινϕιανγ Ινστιτυτε οφΜατερια Μεδιχα; Υρυµ θι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 ΟΒϑΕΧΤΙς Ε  × ∏ Νψµ πηαεα χανδιδα ° ΜΕΤΗΟ∆Σ  ≥ ¬ 2

∏ ∏ ¬ ∏ × ∏ ∏

Ρ ΕΣΥΛΤΣ  × ∏ ∏ ∏ ∏ 2 χ2Ο2Β2∆2¬

∏ χ2Ο2Β2∆2¬ ∏ 2 2Ο2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ΚΕΨ Ω ΟΡ ∆Σ: Νψµ πηαεα χανδιδα ° √

  睡莲花为睡莲科睡莲属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雪白睡莲

Νψµ πηαεα χανδιδα ° 的干燥花蕾 具有清热解毒 !镇静

安神之功效 收载于 5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维吾

尔药分册 6 是维吾尔医常用的单方或复方抗病毒药中的主

要成分 ≈ ∀该药材在维吾尔医中用药历史久远 主要用于热

症引起的头痛 !热感咳嗽及小儿急 !慢惊风等病症的治疗 ≈ ∀

国内外未见有关该植物化学成分的研究报道 因此 我们对

睡莲花的甲醇提取物进行了化学成分的研究 笔者报道了从

中分离得到的六个黄酮苷类化合物 根据波谱数据及理化性

质 分别鉴定为黄芪苷 !槲皮素 2Ο2甲基 2 χ2Ο2Β2∆2吡喃

木糖苷 !槲皮素 χ2Ο2Β2∆2吡喃木糖苷 !异槲皮苷

!山萘酚 2Ο2Β2∆2芸香糖苷 ∏ !芦丁 √ 其中黄芪

苷 !异槲皮苷 !芦丁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异槲皮苷为

睡莲属植物首次报道 ∀

1  仪器和材料

• ≥ 数字显示熔点测定仪 温度未经校正 2

√ 型超导核磁共振仪 ƒ ≤型三用紫外分析仪 柱层析

用聚酰胺 ∗ 目 !聚酰胺薄膜为浙江台州路桥四青生

化材料厂生产 柱色谱及薄层色谱用硅胶为青岛海洋化工厂

生产 凝胶 ≥ ¬ 为瑞典 ° 2

公司出品 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

药材于 年 月购自新疆维吾尔医院 由新疆药物

研究所张彦福研究员鉴定为 Νψµ πηαεα χανδιδα ° 的干燥

花蕾 ∀

2  提取分离

睡莲花干燥花蕾 甲醇回流提取两次 每次 提

取液合并浓缩至浸膏 水混悬后 分别以石油醚 !乙酸乙酯 !

饱和正丁醇萃取 减压浓缩至浸膏 ∀取其中乙酸乙酯部位部

分浸膏 上聚酰胺柱 不同浓度乙醇梯度洗脱 ≥ ¬

2 甲醇 反复纯化 得到化合物 正丁醇部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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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浸膏 上聚酰胺柱 不同浓度乙醇梯度洗脱 ≥ ¬

2 甲醇 反复纯化 得到化合物 ∏ √ ∀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淡黄色针状结晶 甲醇 ∗ ε

≥ 乙醇溶液显色呈黄色 2 ≤ 和 反应阳

性 ∀ 2 ⁄ ≥ 2 ∆ 1 2

1 2 1 χ2 1

1 2 χ χ 1 ϑ 1 2 χ χ

1 ϑ 1 2 1 ϑ 1 2

1 ϑ 1 2 δ ∀ ≤ 2 ⁄ ≥ 2

∆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χ 1 ≤ 2 χ χ 1 ≤ 2 χ

χ 1 ≤ 2 χ 1 ≤ 2 δ 1 ≤ 2 δ 1 ≤ 2 δ

1 ≤ 2 δ 1 ≤ 2 δ 1 ≤ 2 δ ∀与黄芪苷的波谱数

据 ≈ 一致 故推断该化合物为黄芪苷 ∀

化合物 淡黄色针状结晶 甲醇 ∗ ε

≥ 乙醇溶液显色呈黄色 2 ≤ 和 反应阳

性 ∀ 2 ⁄ ≥ 2 ∆ 1 ϑ 1

2 1 ϑ 1 2 1 ϑ

1 2 χ 1 ϑ 1 1 2 χ

1 ϑ 1 2 χ 1 2 ≤

1 ϑ 1 2 δ ∀ ≤ 2 ⁄ ≥ 2

∆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χ 1 ≤ 2 χ 1 ≤ 2 χ

1 ≤ 2 χ 1 ≤ 2 χ 1 ≤ 2 χ 1 ≤ 2 δ

1 ≤ 2 δ 1 ≤ 2 δ 1 ≤ 2 δ 1 ≤ 2 δ ∀以上

数据与文献 ≈ 报道一致 故推断该化合物槲皮素 2Ο2甲基 2

χ2Ο2Β2∆2吡喃木糖苷 ∀

化合物 淡黄色针状结晶 甲醇 ∗ ε

≥ 乙醇溶液显色呈黄色 2 ≤ 和 反应阳

性 ∀ 2 ⁄ ≥ 2 ∆ 1 ϑ 1

2 1 ϑ 1 2 1 ϑ

1 2 χ 1 ϑ 1 1 2 χ 1

ϑ 1 2 χ 1 ϑ 1 2

δ ∀ ≤ 2 ⁄ ≥ 2 ∆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χ

1 ≤ 2 χ 1 ≤ 2 χ 1 ≤ 2 χ 1 ≤ 2 χ

1 ≤ 2 χ 1 ≤ 2 δ 1 ≤ 2 δ 1 ≤ 2 δ

1 ≤ 2 δ 1 ≤ 2 δ ∀以上数据与文献 ≈ 报道一致 故

推断该化合物槲皮素 χ2Ο2Β2∆2吡喃木糖苷 ∀

化合物 淡黄色针状结晶 甲醇 ∗ ε

≥ 乙醇溶液显色呈黄色 2 ≤ 和 反应阳

性 ∀ 2 ⁄ ≥ 2 ∆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ϑ 1 2 δ ∀ ≤ 2 ⁄ ≥ 2

∆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χ 1 ≤ 2 χ 1 ≤ 2 χ 1

≤ 2 χ 1 ≤ 2 χ 1 ≤ 2 χ 1 ≤ 2 δ 1

≤ 2 δ 1 ≤ 2 δ 1 ≤ 2 δ 1 ≤ 2 δ 1 ≤ 2

δ ∀以上数据与文献 ≈ 报道一致 故推断该化合物为异槲

皮苷 ∀

化合物 ∏ 淡黄色粉末 甲醇 ∗ ε

≥ 乙醇溶液显色呈黄色 2 ≤ 和 反应阳性 2

⁄ ≥ 2 ∆ 1 2 1

2 1 χ2 1 ϑ 1

2 χ χ 1 ϑ 1 2 χ χ 1

ϑ 1 2 1 ϑ 1 2

1 ϑ 1 ∏端基 1 ϑ 1

端基 1 2≤ ∀ ≤ 2 ⁄ ≥ 2

∆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χ 1 ≤ 2 χ χ 1

≤ 2 χ χ 1 ≤ 2 χ 1 ≤ 2 δ2 ∏ 1 ≤ 2 δ

1 ≤ 2 δ 1 ≤ 2 δ 1 ≤ 2 δ 1 ≤ 2 δ 1

≤ 2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以上数据与文献 ≈ 报道的山萘酚 2

Ο2Β2∆2芸香糖苷一致 ∀

化合物 √ 淡黄色粉末 甲醇 ∗ ε

≥ 乙醇溶液显色呈黄色 2 ≤ 和 反应阳性 ∀ 2

⁄ ≥ 2 ∆ 1 2 1

2 1 χ2 1 χ2

1 χ2 1 ϑ 1 χ2

1 ϑ 1 χ2 1 ϑ 1 2

1 ϑ 1 2 1 ϑ 1

∏端基 1 端基 1

ϑ 1 2≤ ∀ ≤ 2 ⁄ ≥ 2 ∆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χ 1 ≤ 2 χ 1 ≤ 2 χ 1 ≤ 2

χ 1 ≤ 2 χ 1 ≤ 2 χ 1 ≤ 2 δ2 ∏ 1

≤ 2 δ 1 ≤ 2 δ 1 ≤ 2 δ 1 ≤ 2 δ 1 ≤ 2

δ 1 ≤ 2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与芦丁的波谱数据 ≈ 一

致 故推断该化合物为芦丁 ∀

致谢 核磁共振波谱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药物

分析测试中心贺文义老师代测 ∀

Ρ ΕΦΕΡ ΕΝΧΕΣ

≈1 ≤ ° ≤ ≥ ° 2

. ∏ ≤ ≤ ° ∏ ° 2

ƒ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维吾尔

药分册 ≈ ÷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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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 ∏ 维吾尔药志上

册 ≈ ∏ ∏ ÷ ≥ ×

°∏ ∏

≈3 ± ≥ ≠ ≠ ⁄ ετ αλ. ≥ ∏ 2

√ ∞∏ ∏ ∏ ≈ ≤ ≤

中国中药杂志

≈4 × ≥ ƒ ≥ ƒ ± ≠ ∂ ⁄ 2

ψ ÷ ≈ ° 2

≈5 ≠ ÷ ≥ ÷ ετ αλ. ≥ ∏ ≤ ≤ 2

∏ √ ≤ ∏∏ ≈ ≤ ≤

中国中药杂志

≈6 ≠ ≠ ≠ ≤ ∞ ≥ ∏ ∏

∏ ∏ ≈ ≤ × ⁄ ∏ 中草药

≈7 × ≤ ≠ ∞ • ⁄ ετ αλ. ≥ ∏ 2

∏ ≥ ∏ ∏ ≈ ≤ ° 中国药学

杂志

收稿日期 2 2

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厅项目 项目编号

作者简介 陈丹 女 博士 教授   ×   ∞2 ≥≤⁄

代代叶 !花与果挥发油中化学成分的 ≤2 ≥分析

陈丹 刘永静 曾绍炼 黄剑钧 包国荣 福建中医学院药学系 福州

摘要 目的  通过对闽产代代叶 !花 !果挥发油中主要化学成分的研究 分析比较其中化学成分组成及其含量的差别 ∀方法  

采用水蒸气蒸馏法分别从闽产代代的新鲜叶 !花及果中提取挥发油 运用气相色谱 2质谱联用法 分析比较其中化学成分的组

成差别 并用归一法测定各组分的相对含量 ∀结果  代代叶油中分离出 个组分 代代花油中分离出 个组分 而代代果皮

挥发油中分离出 个组分 ∀结论  闽产代代叶 !花 !果挥发油中主要化学成分的组成及其含量显示出差异 化学成分的研究

为充分利用和综合开发其药用价值提供了实验依据 ∀

关键词 代代 挥发油 化学成分 气相色谱 2质谱联用法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Στυδιεδ ον Χηεµ ιχαλΧονστιτυεντσοφτηε ΕσσεντιαλΟιλφροµ τηε Λεαϖεσ, Φλοωερ, ανδ ΠεελσοφΧιτρυσαυραντι2
υµ Λ. ϖαρ δαιδαι Τανακα ιν Φυϕιαν Προϖινχε βψ Γ Χ2ΜΣ

≤ ∞ ⁄ ≠ 2 ∞ ≥ 2 2∏ ∏ 2 ( ∆επαρτµ εντ οφ Πηαρµ αχψ, Φυϕιαν Υνι2

ϖερσιτψ οφ ΤΧΜ, Φυζηου Φυϕιαν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Χιτρυσ

αυραντιυµ √ δαιδαι × ƒ∏ √ ΜΕΤΗΟ∆Σ × ¬2

√ Χιτρυσ αυραντιυµ √ δαιδαι × ƒ∏ √ ×

∏ ≤ 2 ≥ Ρ ΕΣΥΛΤΣ  × ≤ 2 ≥

∏ √ Χιτρυσ αυραντιυµ √

δαιδαι × ⁄ ×

∏ √ Χιτ2

ρυσαυραντιυµ √ δαιδαι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ƒ∏ √ × ∏ ¬ √ ∏ 2

∏ ¬ Χιτρυσαυραντιυµ √ δαιδαι ƒ∏

ΚΕΨ Ω ΟΡ ∆Σ: Χιτρυσαυραντιυµ √ δαιδαι × ∏ ≤2 ≥

  代代 Χιτρυσαυραντιυµ √ δαιδαι × 是芸香科柑

桔亚属植物 在我国福建 !四川 !浙江等地都有栽培 ∀其成熟

果呈橙红色 留于树上至次年夏变为污绿色 状如回生 故其

果又名回青橙 回春橙 ∀ /代代 0即谓其可回生续代 ∀药用植

物代代性微寒 味苦 !酸 具有行气宽中 !消食 !化痰的功能

具有疏肝和胃 !理气止痛的功效 ∀其枝叶 !花 !果皮都含有挥

发油 挥发油类成分含量均高于其他同属植物 为酸橙中较

好的一种 ≈ 2 ∀代代除有文献报道对其干花的挥发油进行过

研究外 ≈ 有关新鲜的代代各部位挥发油中化学成分的比较

研究尚未见报道 ∀本研究运用气相色谱 2质谱联用 对福建

闽北地区栽培的新鲜药用植物代代花 !叶和果 分别以水蒸

气蒸馏法提取挥发油后 进行其中化学成分的比较分析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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