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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赤雹果中的脂溶性化学成分进行研究 ∀方法  采用硅胶柱色谱法和 ≥ 等波谱法进行分离鉴定 ∀结

果  从赤雹石油醚提取部分分离得到 个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棕榈酸 !Α2菠甾醇 !Α2菠甾醇 2Ο2Β2∆2葡萄糖苷 !三

十烷醇 ! Α2菠甾醇 2 2Ο2Β2∆2葡萄糖苷 2 χ2棕榈酸酯 ∀结论  除棕榈酸以外 其他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获得 ∀

关键词 葫芦科 赤雹果 甾醇苷类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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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τυδψ ον Φατ2σολυβλε Χηεµ ιχαλΧονστιτυεντσφροµ τηε Φρυιτ οφ Τηλαδιαντηα δυβια

• ≠ 2 ∏ × 2 ⁄ ÷ ∏2 ∏ 2 3
( . Χολλεγε οφ Πηαµ αρχψ, Ηεβει Μεδιχαλ

Υνιϖερσιτψ, Σηιϕιαζηυανγ , Χηινα; . Ινστιτυτε οφ Τραδιτιοναλ Χηινεσε Ματερια Μεδιχα οφ Χηενγδε Μεδιχαλ Χολλεγε, Χηενγδε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 ΟΒϑΕΧΤΙς Ε  × ∏ 2 ∏ ∏ ∏ Τηλαδιαντηα δυβια ∏ ΜΕΤΗΟ∆ Σ

× ∏ ∏ ∏ ≥

Ρ ΕΣΥΛΤΣ ƒ √ ∏ ∏ Τηλαδιαντηα δυβια ∏ Α2

Α2 2 2Ο2Β2∆2 ∏ Α2 2 2Ο2Β2∆2 ∏ 2 χ2

ΧΟΝΧΛΥΣΙΟΝ  ∞¬ ∏

ΚΕΨ Ω ΟΡ ∆ Σ: ≤∏ ∏ ƒ ∏ Τηλαδιαντηα δυβια ∏ ≥

  赤雹为葫芦科赤雹属多年蔓生草本植物 Τηλαδιαντηα

δυβια ∏ 的干燥果实 又名气雹 !赤包 !山屎瓜等 主要分

布于华北 !东北 !内蒙等地区 ∀具有理气 !活血 !降逆 !理湿等

功效 ∀河北省承德地区民间用于治疗腰腿痛 !风湿痛 !痛经 !

软组织扭伤等 ∀药理实验表明其具有较强的抗炎和抗过敏

作用 且无明显的不良反应 是值得研究开发的抗炎镇痛

药 ≈ ∀但国内外对其化学成分研究的报道得较少 仅知其根

茎中含有赤雹苷 ≤ ⁄ ∞ ƒ
≈ 2 ∀李兰芳报道 ≈ 赤雹果

挥发油中含多种有机酸 其中以棕榈酸含量最高 占挥发油

成分的 1 ∀笔者对赤雹化学成分进行了初步研究 从

其石油醚提取部分分离得到 个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棕榈

酸 !Α2菠甾醇 !Α2菠甾醇 2Ο2Β2∆2葡萄糖苷 !三十烷醇 !Α2菠甾

醇 2 2Ο2Β2∆2葡萄糖苷 2 χ2棕榈酸酯 ∀除棕榈酸以外 其他化

合物均为首次从赤雹中分离得到 ∀

1  仪器与药品

÷ 型显微熔点测定仪 温度未校正 ≥ •

旋转薄膜蒸发仪 上海爱朗仪器有限公司 核磁共振仪

∂ ∂ 型 ≤ × ≥为

内标 ∏ 2 ∞× ƒ型质谱仪 型气

相色谱 2质谱联用仪 美国安捷伦公司 × ≥电子天平

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

赤雹果采自承德丰宁满族自治县 经河北省药检所孙葆

惠主任药师鉴定为 Τηλαδιαντηα δυβια ∏ ∀

薄层色谱用硅胶 和柱色谱用硅胶 ∗ 目 青岛

海洋化工厂 ≥ ¬ 瑞典 ° 公司 ∀其

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

2  实验方法与结果

211  提取分离

取赤雹干燥果实 粉碎后用 乙醇回流提取 提

取液减压浓缩得浸膏 将浸膏悬于 氯化钠水溶液中 依次

用石油醚 !乙醚 !乙酸乙酯 !正丁醇萃取 减压浓缩各部分萃

取液 分别得到石油醚萃取物 !乙醚萃取物 1 !

乙酸乙酯萃取物 1 !正丁醇萃取物 ∀石油醚部

分用甲醇萃取 得到甲醇不溶物 及甲醇溶解物

∀

石油醚甲醇溶解物 1 进行硅胶色谱分离 依次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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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醚 2乙酸乙酯梯度 !乙酸乙酯 !甲醇进行洗脱 共收集

份 ∀配合薄层色谱检识 香草醛 2硫酸乙醇溶液喷雾显

色 合并相同部分并浓缩 ∀ ƒ ∗ 再次进行硅胶柱色谱

分离 得白色颗粒状结晶 1 为化合物 1∀ ƒ ∗

得白色针状结晶 1 为化合物 2∀ ƒ ∗ 得白色

颗粒状结晶 1 为化合物 3∀ ƒ ∗ 进行反复

硅胶柱色谱分离 得白色颗粒状结晶 1 为化合物 4∀

ƒ ∗ 得白色片状结晶 1 为化合物 5∀

212  结构鉴定

化合物 1 白色颗粒状结晶 甲醇 1 1 ∗ 1 ε

分子式 ≤ ∀ ∞ 2 ≥ µ / ζ ≈ ≈

≈ 2 ∀ ∞ 2 ≥显示其分子

离子峰为 ≈ 各峰间相差一个或多个 ≤ 符合直链

饱和烷酸的裂解方式 ∀ Μ ¬

≤ ∀以上数据与文献报

道 ≈ 2 的棕榈酸基本一致 故化合物 鉴定为棕榈酸 ∀

化合物 2 白色针状结晶 甲醇 1 ∗ 1 ε

分子式 ≤ ∀ ∞ 2 ≥ µ / ζ ≈ ≈

∀ 2 ≤⁄≤

∆ 1 2≤ 1 2≤ 1 1 各

ϑ 1 2≤ 和 2≤ 1 ϑ 1

2≤ 1 2 1 ϑ 1

1 2 或 2 1 2 2 或 2 ∀以

上 ∞ 2 ≥和 2 数据与文献报道 ≈ 的 Α2菠甾醇基本一

致 化合物 鉴定为 Α2菠甾醇 Α2 ∀

化合物 3 白色颗粒状结晶 甲醇 ∗ 1 ε

分子式为 ≤ ∀醋酐 2浓硫酸反应紫红色性 反应

显阳性 ∀ ∞ 2 ≥ µ / ζ ≈ ≈ 2 ∏

2 ∏2≤ 2 ∏2 ∀ ∞ 2 ≥与化合

物 的 ∞ 2 ≥比较 除了分子离子峰 外 其他裂解碎片

与化合物 基本相同 ∀ 2 ≤ ⁄ ∆ 1

1 1 ϑ 1 1

ϑ 1 1 1 ϑ 1 1

ϑ 1 1 ϑ 1 1 2

1 ϑ 1 2 χ 1 ϑ 1 1

2 或 2 1 ϑ 1 1 2

或 2 2 ∀ 1 ϑ 1 2 χ为端基碳质子

信号 证明所连葡萄糖的构型为 Β2构型 ∀ ≤ 2 ≤ ⁄

∆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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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信号

与化合物 2相比较 多了 个次甲基及 个季碳信号 除 ≤ 2

由于苷化产生的位移外 苷元其他数据均与化合物 2

相似 与文献报道 ≈ 一致 ∀故鉴定为 Α2菠甾醇 2 2Ο2Β2∆2吡喃

葡萄糖苷 Α2 2 2Ο2Β2∆2 ∏ 2 ∀

化合物 4 白色颗粒状结晶 甲醇 ∗ ε ∀

Μ ¬ ∀ ∞ 2 ≥ µ /

ζ ≈ 2

符合长链脂肪醇裂解的规律 ∀ 2 ≤⁄≤

∆ 1 1 1 2 1 1

∀ ≤ 2 ≤⁄≤ ∆ 1 ≤ 2 1 ≤ 2

1 ≤ 2 1 ∗ 1 ≤ 2 ∗ ≤ 2 1 ≤ 2 1 ≤ 2

1 ≤ 2 ∀ ≤ 2 信号 ∆ 1 显示有一含氧碳原

子 ∆ 1 以上再无其他低场碳信号 2≤ 2区域多个重叠

碳信号 应为一简单直链化合物 ∀熔点 ! !质谱 !碳谱数据

与文献值 ≈ 基本一致 故鉴定化合物 4为正三十烷醇 ∀

化合物 5 白色片状晶体 甲醇 1 ∗ ε 分子

式 ≤ ∀ 香草醛 2浓硫酸溶液显紫红色 ∀ ƒ 2 ≥ µ /

ζ 1 ≈ 1 ≈ 2 1 ≈ 2 2

1 1 1 1 1 1 1 ∀ 2 和

≤ 2 与化合物 相比多出一组长链脂肪酰基质子信号

∆ 1 1 ≈ 2 ≤ 2 1

2 ≤ ≤ ∆ 1 ≤ 1 ≤ 1 1 ∗ 1

≈2 ≤ 2 1 1 1 2≤ ∀ ∏的 ≤ 2 χ较 Β2葡萄

糖甲苷的 ≤ 2 信号向低场位移 说明脂肪酰基连接在 ≤ 2 χ位

上 ∀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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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 2 1 ≤ 2

δ 1 ≤ 2 δ ∀化合物 经碱水解 ≈ 得到类白色固

体 × ≤检识为菠甾醇苷 水层经酸中和 ≤ ≤ 萃取物经

× ≤检识为棕榈酸 ∞ 2 ≥数据与化合物 一致 ∀其 2

和 ≤ 2 数据与文献 ≈ 基本一致 故化合物 鉴定为 Α2

菠甾醇 2 2Ο2Β2∆2吡喃葡萄糖苷 2 χ2棕榈酸酯 Α2 2 2

Ο2Β2∆2 ∏ 2 . 2 ∀

3  结论

国内外对赤雹果化学成分研究报道的很少 但其显著的

镇痛作用已被证实 ∀笔者经对赤雹果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初

步研究 本报道从其石油醚萃取物中分离鉴定了 个化合

物 除棕榈酸外 其余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得到 Α2菠甾醇 2 2

Ο2Β2∆2吡喃葡萄糖苷 2 χ2棕榈酸酯是在葫芦科中为首次得到

化学成分 ∀李祖强报道 ≈ 用 ≤≤∞ 2≤∞ ≥ ×三种

癌细胞进行筛选 实验表明 Α2菠甾醇 2 2Ο2Β2∆2吡喃葡萄糖苷

具有显著的抗癌作用 其 ≤ 为 Λ # 接近美国国家

抗癌药物的活性标准 ≤ Λ # ∀赤雹果中 Α2菠甾

醇 2 2Ο2Β2∆2吡喃葡萄糖苷含量较高 因此为赤雹果的药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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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提供了新的途径 ∀其余各部分的化学成分正在研究中 赤

雹的化学成分的研究为寻找赤雹的镇痛抗炎的活性成分奠

定了物质基础 ∀

Ρ ΕΦΕΡ ΕΝΧΕΣ

≈1 × ƒ ≥ ° ετ αλ ≥ ∏

∏ Τηλαδιαντηα δυβια ∏ ≈ ≤

≤ 承德医学院学报 2
≈2 × ≥ ≥ ∏ ∏

Τηλαδιαντηα δυβια ∏ × ∏ ∏ ∏

≤ ∏ ∏∏

∏ ≈ ≤ ° ∏ 2
≈3 × × ≥ ∏ ∏

Τηλαδιαντηα δυβια ∏ × ∏ ∏ ∏ ⁄ ∞

ƒ ∏ ∏ ∏

≈ ≤ ° ∏ 2
≈4 ƒ × ετ αλ ≥ ∏ ∂

Τηλαδιαντηα δυβια ∏ ≈ ≤ × ⁄ ∏ 中草

药

≈5 ≥ ÷ ≤ ± ≥ ∏ ≤ ≤ ∏

Χψχλοχαρψα παλιυρυσ ≈ ≤ ≤

中国中药杂志 2

≈6 ≤ ° ≤ ≥ ≤ 分析化

学手册 ≈ ƒ ≤ ∏ °

≈7 ÷ ≠ ≥ ⁄ • ≥ ∏ ∏

Ιµ πατιενσ πριτζελλιι √ ηυπεηενσισ≈ ≤

≤ 中国中药杂志 2
≈8 ≤ ∞ ≤ ÷ ≠ ∞ ≥ ∞ ≠ ετ αλ ≥ ∏ ∏

Σχηιµ α Ρεινω. ¬ ≈ ≠∏

云南植物研究 2
≈9 ≠ • ≠ ≥ ∏ ∏ Σαβια σωινηοει

¬ ƒ ≈ ° ≥ 药学学报

2
≈10 ÷ ± ≥ Λιναρια ϖυλγαρισ

≈ ≥ ≠ ° √ 沈阳药科大学学报

2
≈11 ⁄ ≤ ƒ ∂

Πιτηεχελλοβιυµ χαυλιφλορυµ ≈ °

2
≈12 ± ≥ ∏ 2 √

≤ ∏ Μοµ ορδλιχα διοιχα≈ ≤ × ⁄ ∏

中草药 2
收稿日期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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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叶中 2脱氧野尻霉素的纯化及含量测定

周惠燕 胡晓渝 马英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药学系 浙江 宁波

摘要 目的  提取纯化桑叶中 2脱氧野尻霉素 ⁄ 并用柱前衍生化高效液相法进行含量测定 ∀方法  桑叶加

# 盐酸溶液超声提取 提取物进行反相柱色谱纯化 纯化物用柱前衍生化 2高效液相 2荧光检测法测定 ⁄ 的含量 ∀结

果  桑叶中 ⁄ 的含量为 ∗ 纯化物中 ⁄ 的含量达到了 ⁄ 在 ∗ Λ # 内浓度与峰面积

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ρ 平均回收率为 ∀结论  运用反相色谱技术分离纯化 ⁄ 简单易行 含量测定方法

精确 重复性好 ∀

关键词 桑叶 2脱氧野尻霉素 纯化 柱前衍生化 ° ≤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Πυριφιχατιον ανδ ∆ετερµ ινατιον οφ ∆Νϑ φροµ ΛεαϖεσοφΜορυσαλβα

∏2 ÷ 2 ∏ ≠ (∆επαρτµ εντ οφ Πηαρµ αχψ, Ζηεϕιανγ Πηαρµ αχευτιχαλΧολλεγε, Νινγβο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 ΟΒϑΕΧΤΙς Ε  × ¬ ∏ 2 ¬ ⁄ √ Μορυσαλβα ∏

√ ° ≤ ⁄ ΜΕΤΗΟ∆ Σ ⁄ Μορυσαλβα √ ¬ ∏

# ≤ ∏ ∏ ¬ ∏ √ 2 ∏

∏ ∏ ° ≤ Ρ ΕΣΥΛΤΣ × √

⁄ √ ∏ ∏ × ⁄ ∏ ∏ ×

∏√ √ # ρ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Μορυσαλβα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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