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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绒毛栗色鼠尾草 Salvia castanea f． tomentosa Stib． 根的化学成分。方法 绒毛栗色鼠尾草根 70% 乙

醇提取物采用硅胶、H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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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分离得到 11

个化合物，分别鉴定为弥罗松酚 ( 1) 、柳杉酚 ( 2) 、新丹参内酯 ( 3) 、6，7-dehydrosempervirol ( 4) 、16，17-二氢睾

酮 A ( 5) 、△1 -丹参酮ⅡA ( 6) 、1，2-二氢丹参酮Ⅰ ( 7) 、丹参酮ⅡA ( 8) 、丹参内酯 A ( 9) 、隐丹参酮 ( 10) 、15，

16-二氢丹参酮Ⅰ ( 11) 。结论 化合物 4 ～ 6、9、11 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关键词: 绒毛栗色鼠尾草; 根; 化学成分; 分离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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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constituents from the roots of Salvia castanea

CAO Gui-yun1， WANG Xiu-xiu1， ZHANG Liang-cong1， ZHAO Ai-hong2， LI Ke-ke3， SHEN Li4*

( 1． Jiangsu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Experimental ＆ Translational Non-coding RNA Research，Medical Department，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1，China; 2．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Lanzhou 730050，China; 3． Medical Department，Dalian

University，Dalian 116622，China; 4． Medical Department，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1，China)

ABSTRACT: AIM To study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from the roots of Salvia castanea f． tomentosa Stib． ．
METHODS The 70% ethanol extract from the roots of S． castanea was isolated and purified by silica and HPLC，

then the structures of obtained compounds were identified by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spectral data．
RESULTS Eleven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and identified as ferruginol ( 1 ) ，sugiol ( 2 ) ，neo-tanshinlactone

4122

2018 年 10 月
第 40 卷 第 10 期

中 成 药
Chinese Traditional Patent Medicine

October 2018
Vol． 40 No． 10



( 3) ，6，7-dehydrosempervirol ( 4) ，16，17-dinorpisferal A ( 5) ，△1-dehydromiltirone ⅡA ( 6) ，1，2-dihydro-
tanshinone Ⅰ ( 7) ，tanshinone ⅡA ( 8) ，tanshinlactone A ( 9) ，cryptotanshinone ( 10) ，15，16-dihydrotanshi-
none Ⅰ ( 11) ． CONCLUSION Compounds 4 －6，9 and 11 are isolated from this plant for the first time．
KEY WORDS: Salvia castanea f． tomentosa Stibs． ; roots; chemical constituents;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绒毛栗色鼠尾草为唇形科鼠尾草属植物，主产

于西南地区［1］，药 用 历 史 悠 久，具 有 活 血 化 瘀、
通经止痛、清心除烦之功效，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

心悸、关节疼痛、月经不调等症。国内外学者对该

属植物进行了广泛的研究［2-3］，目前从中分离得到

了许多结构新颖的化学成分，主要有萜类、酚酸类

及其他化合物，其生物活性广泛，为临床应用奠定

基础，其中萜类化合物又分为倍半萜类、二萜类、
二倍半萜类、三萜类等，具有抗氧化［4］、抗炎［5］、
抗菌［6］、抗肿瘤［7］等功能。本实验对绒毛栗色鼠

尾草中萜类化学成分进行研究，从中分离得到 11
个化合物，其中化合物 4 ～ 6、9、11 为首次从该植

物中分离得到。
1 仪器与材料

Agilent 1260 高效液相色谱仪 ( 美国 Agilent 公

司) ; AVANCE 型 核 磁 共 振 仪 ( 600 MHz，德 国

Bruker 公 司 ) ; maXis 超 高 分 辨 飞 行 时 间 质 谱 仪

( 德国 Bruker 公司) 。柱色谱硅胶 ( 200 ～ 300 目，

青岛海洋化工有限公司) 。正己烷、石油醚、乙酸

乙酯、正丁醇 ( 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

公司) ; 甲醇 ( 色谱纯，美国 Sigma 公司) ; 水为

纯净水 ( 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
植物样品于 2014 年 11 月采于西藏林芝，由北

京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生药学专业张友波老师鉴定

为 绒 毛 栗 色 鼠 尾 草 Salvia castanea f． tomentosa
Stib． ，标本 ( CGY20141120 ) 存放于扬州大学医

学院药学系标本馆。
2 提取与分离

10 kg 绒毛栗色鼠尾草干燥的根和根茎粉碎后，

用 70%乙醇提取 8 次，回收溶剂，减压蒸馏得到

浸膏 812 g，将其混悬于水中，分别用石油醚、乙

酸乙酯、正丁醇萃取，得到石油醚部位 ( 32 g ) 、
乙酸乙酯部位 ( 350 g) ，合并 2 个部位，经硅胶柱

色谱分离，正己烷-乙酸乙酯 ( 30 ∶ 1 ～ 1 ∶ 1 ) 、乙

酸乙酯、乙酸乙酯-甲醇 ( 5 ∶ 1 ～ 1 ∶ 1) 梯度洗脱，

得到 17 个流份 ( Fr. 1 ～ Fr. 17) 。Fr. 7 ～ Fr. 15 经反

复硅 胶 柱 色 谱 及 半 制 备 液 相，分 离 得 到 化 合 物

1 ( 8 684. 7 mg) 、2 ( 105. 5 mg ) 、3 ( 63. 2 mg ) 、
4 ( 104. 9 mg ) 、5 ( 31. 0 mg ) 、6 ( 22. 3 mg ) 、

7 ( 2 459. 6 mg) 、8 ( 974. 2 mg ) 、 9 ( 1 873. 2
mg) 、10 ( 2 043. 9 mg) 、11 ( 48. 8 mg) 。
3 结构鉴定

化 合 物 1: 白 色 固 体，ESI-MS m/z: 287. 2
［M + H］+ ，分子式 C20 H30 O。

1H-NMR ( 600 MHz，
CDCl3 ) δ: 6. 83 ( 1H，s，H-14) ，6. 61 ( 1H，s，H-
11) ，3. 14 ( 1H，sept，J = 6. 6 Hz，H-15 ) ，2. 84
( 1H，m，H-7β ) ，2. 77 ( 1H，m，H-7α ) ，2. 09
( 1H，m) ，1. 84 ( 1H，m) ，1. 67 ( 2H，m) ，1. 56
( 1H，m) ，1. 46 ( 1H，m) ，1. 32 ( 2H，m) ，1. 23
( 3H，d，J = 6. 6 Hz，Me-17) ，1. 22 ( 3H，d，J = 6. 6
Hz，Me-16) ，1. 14 ( 3H，s，Me-20) ，0. 94 ( 3H，s，
Me-19 ) ，0. 91 ( 3H， s，Me-18 ) 。13 C-NMR ( 150
MHz，CDCl3 ) δ: 150. 7 ( C-12 ) ，148. 7 ( C-9 ) ，

131. 6 ( C-13) ，127. 3 ( C-8) ，126. 4 ( C-14) ，111. 1
( C-11 ) ，50. 4 ( C-5 ) ，41. 8 ( C-3 ) ，38. 9 ( C-1 ) ，

37. 5 ( C-10) ，33. 5 ( C-4) ，33. 4 ( C-18) ，29. 8 ( C-
7) ，26. 8 ( C-15 ) ，24. 8 ( C-20 ) ，22. 9 ( C-17 ) ，

22. 7 ( C-16) ，21. 7 ( C-19) ，19. 4 ( C-2) ，19. 3 ( C-
6) 。以上数据与文献 ［8］ 基本一致，故鉴定为弥

罗松酚。
化合物 2: 无色针晶 ( MeOH) ，ESI-MS m/z:

301. 2 ［M + H］+ ，分子式 C20H28O2。
1H-NMR ( 600

MHz，DMSO-d6 ) δ: 7. 65 ( 1H，s，H-14 ) ，6. 79
( 1H，s，H-11) ，3. 13 ( 1H，m，H-15) ，2. 52 ( 1H，

m，H-2α ) ，1. 20-2. 47 ( 8H，m，H-1α，H-1β，H-
2β，H-3α，H-3β，H-5，H-6α，H-6β) ，1. 16 ( 3H，

s，Me-20 ) ，1. 12-1. 14 ( 6H，m，Me-16，Me-17 ) ，

0. 94 ( 3H，s，Me-19 ) ，0. 88 ( 3H，s，Me-18 ) 。13 C-
NMR ( 150 MHz，DMSO-d6 ) δ: 196. 4 ( C-7) ，160. 1
( C-12) ，155. 8 ( C-9 ) ，132. 5 ( C-13 ) ，124. 9 ( C-
14) ，122. 5 ( C-8 ) ，109. 3 ( C-11 ) ，49. 1 ( C-5 ) ，

40. 8 ( C-3) ，39. 9 ( C-10 ) ，37. 4 ( C-1 ) ，35. 5 ( C-
6) ，32. 8 ( C-4) ，32. 3 ( C-18) ，26. 0 ( C-15) ，23. 0
( C-16 ) ，22. 3 ( C-20 ) ，22. 2 ( C-17 ) ，21. 1 ( C-
19) ，18. 4 ( C-2 ) 。以上数据与文献 ［9］ 基本一

致，故鉴定为柳杉酚。
化 合 物 3: 白 色 固 体，ESI-MS m/z: 265. 1

［M + H］+ ，分子式 C17 H12 O3。
1H-NMR ( 600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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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l3 ) δ: 8. 49 ( 1H，d，J = 8. 4 Hz，H-1 ) ，7. 91
( 1H，d，J = 9. 0 Hz，H-6 ) ，7. 87 ( 1H，d，J = 9. 0
Hz，H-7) ，7. 54 ( 1H，t，J = 8. 4 Hz，H-2 ) ，7. 46
( 1H，d，J = 8. 4 Hz，H-3 ) ，7. 44 ( 1H，d，J = 1. 2
Hz，H-14) ，2. 73 ( 3H，s，Me-17 ) ，2. 41 ( 3H，d，

J = 1. 2 Hz，Me-16 ) 。13 C-NMR ( 150 MHz，CDCl3 )

δ: 158. 8 ( C-11，C-13 ) ，149. 7 ( C-9 ) ，141. 2 ( C-
14) ，134. 6 ( C-4 ) ，133. 3 ( C-5 ) ，129. 0 ( C-3 ) ，

127. 0 ( C-2) ，123. 5 ( C-10 ) ，120. 9 ( C-6 ) ，120. 8
( C-1) ，120. 4 ( C-15 ) ，116. 7 ( C-7 ) ，110. 3 ( C-
12) ，108. 1 ( C-8) ，19. 7 ( C-17) ，8. 7 ( C-16) 。以

上数据与文献 ［10］ 基本一致，故鉴定为新丹参

内酯。
化合物 4: 淡黄色油状物，ESI-MS m/z: 285. 2

［M + H］+ ，分子式 C20 H28 O。
1H-NMR ( 600 MHz，

CDCl3 ) δ: 6. 99 ( 1H，s，H-11) ，6. 47 ( 1H，s，H-
14) ，6. 44 ( 1H，dd，J = 3. 0，9. 6 Hz，H-7 ) ，5. 98
( 1H，dd，J = 3. 0，9. 6 Hz，H-6) ，4. 63 ( 1H，brs，
OH-Ar) ，3. 18 ( 1H，hept，J = 7. 2 Hz，H-15) ，2. 18
( 1H，m，H-l) ，2. 11 ( 1H，t，J = 3. 0 Hz，H-5 ) ，

1. 50 ～ 1. 80 ( 5H，m，H-1α，H-2α，H-2，H-3α，H-
3) ，1. 25 ( 6H，d，J = 7. 2 Hz，Me-16，Me-17 ) ，

0. 96，1. 02，1. 04 ( each 3H，s，Me-18，Me-19，Me-
20) 。13 C-NMR ( 150 MHz，CDCl3 ) δ: 149. 9 ( C-
13) ，140. 7 ( C-9 ) ，132. 6 ( C-8 ) ，131. 0 ( C-6 ) ，

129. 8 ( C-14) ，126. 4 ( C-7) ，119. 5 ( C-11) ，112. 6
( C-12) ，51. 0 ( C-5 ) ，40. 6 ( C-3 ) ，37. 2 ( C-10 ) ，

35. 8 ( C-1) ，32. 3 ( C-4 ) ，32. 1 ( C-20 ) ，26. 9 ( C-
15) ，22. 3 ( C-19 ) ，22. 0 ( C-17 ) ，22. 0 ( C-16 ) ，

20. 1 ( C-18) ，18. 5 ( C-2) 。以上数据与文献 ［11］
基本一致，故鉴定为 6，7-dehydrosempervirol。

化 合 物 5: 黄 色 粉 末，ESI-MS m/z: 295. 2
［M + Na］+ ，分子式 C18H24O2。

1H-NMR ( 600 MHz，
CDCl3 ) δ: 9. 88 ( 1H，s，H-20) ，6. 87 ( 1H，s，H-
14) ，6. 62 ( 1H，s，H-11) ，2. 90 ( 2H，m，H2-7 ) ，

2. 87 ( 1H，m，H-1α) ，2. 17 ( 3H，s，Me-15) ，2. 02
( 2H，m，H2-6) ，1. 68 ( 1H，m，H-2 ) ，1. 65 ( 1H，

m，H-5) ，1. 63 ( 1H，m，H-2α) ，1. 46 ( 1H，m，H-
3α) ，1. 28 ( 1H，m，H-3 ) ，1. 18 ( 1H，m，H-1 ) ，

0. 99 ( 3H，s，Me-18 ) ，0. 81 ( 3H，s，Me-19 ) 。13 C-
NMR ( 150 MHz， CDCl3 ) δ: 201. 20 ( C-20 ) ，

152. 71 ( C-12 ) ，133. 63 ( C-9 ) ，131. 71 ( C-14 ) ，

130. 09 ( C-8 ) ，123. 88 ( C-13 ) ，113. 40 ( C-11 ) ，

53. 23 ( C-10) ，51. 80 ( C-5 ) ，41. 27 ( C-3 ) ，33. 86

( C-1) ，32. 67 ( C-18 ) ，31. 52 ( C-4 ) ，29. 85 ( C-
7) ，20. 57 ( C-19 ) ，19. 59 ( C-2 ) ，18. 29 ( C-6 ) ，

15. 40 ( C-15) 。以上数据与文献 ［12］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16，17-二氢睾酮 A。
化合 物 6: 暗 红 色 针 晶，ESI-MS m/z: 293. 1

［M + H］+ ，分子式 C19 H16 O3。
1H-NMR ( 600 MHz，

CDCl3 ) δ: 7. 85 ( 1H，d，J = 10. 2 Hz，H-1 ) ，7. 54
( 1H，d，J = 7. 8 Hz，H-7 ) ，7. 53 ( 1H，d，J = 7. 8
Hz，H-6) ，7. 22 ( 1H，m，H-15) ，6. 32 ( 1H，m，H-
2) ，2. 28 ( 2H，dd，J = 1. 8，4. 8 Hz，H2-3 ) ，2. 26
( 3H，d，J = 1. 2 Hz，Me-17) ，1. 30 ( 6H，s，Me-18，

Me-19) 。13C-NMR ( 150 MHz，CDCl3 ) δ: 184. 3 ( C-
11) ，175. 8 ( C-12) ，161. 5 ( C-14) ，148. 4 ( C-5) ，

141. 3 ( C-15) ，137. 3 ( C-10) ，134. 0 ( C-6) ，130. 3
( C-1) ，127. 2 ( C-8) ，124. 4 ( C-9) ，123. 0 ( C-2) ，

121. 5 ( C-7) ，121. 1 ( C-13 ) ，119. 9 ( C-16 ) ，37. 8
( C-3) ，34. 1 ( C-4) ，28. 4 ( C-18，C-19) ，8. 8 ( C-
17) 。以上数据与文献 ［13］ 基本一致，故鉴定为

△1-丹参酮ⅡA。
化 合 物 7: 红 色 粉 末，ESI-MS m/z: 279. 1

［M + H］+ ，分子式 C18 H14 O3。
1H-NMR ( 600 MHz，

CDCl3 ) δ: 7. 56 ( 1H，d，J = 8. 4 Hz，H-6 ) ，7. 42
( 1H，d，J = 8. 4 Hz，H-7) ，7. 22 ( 1H，m，H-15) ，

6. 05 ( 1H，m，H-3) ，3. 36 ( 2H，t，J = 7. 8 Hz，H2-
1) ，2. 27 ( 3H，d，J = 1. 8 Hz，Me-18) ，2. 25 ( 2H，

m，H2-2) ，2. 06 ( 3H，d，J = 1. 8 Hz，Me-17 ) 。13 C-
NMR ( 150 MHz，CDCl3 ) δ: 184. 3 ( C-11 ) ，176. 2
( C-12) ，161. 6 ( C-14) ，144. 4 ( C-10 ) ，141. 3 ( C-
15) ，139. 0 ( C-5 ) ，131. 0 ( C-4 ) ，128. 6 ( C-3 ) ，

128. 2 ( C-6 ) ，127. 3 ( C-8 ) ，126. 2 ( C-9 ) ，121. 2
( C-16) ，120. 7 ( C-7 ) ，120. 1 ( C-13 ) ，24. 9 ( C-
1) ，22. 5 ( C-2) ，19. 8 ( C-18) ，8. 8 ( C-17) 。以上

数据与文献 ［14］ 基本一致，故鉴定为 1，2-二氢

丹参酮Ⅰ。
化 合 物 8: 红 色 粉 末，ESI-MS m/z: 295. 1

［M + H］+ ，分子式 C19 H18 O3。
1H-NMR ( 600 MHz，

CDCl3 ) δ: 7. 63 ( 1H，d，J = 7. 8 Hz，H-6 ) ，7. 54
( 1H，d，J = 7. 8 Hz，H-7 ) ，7. 22 ( 1H，s，H-15 ) ，

3. 18 ( 2H，m，H2-3) ，2. 26 ( 3H，s，Me-17) ，1. 79
( 2H，m，H2-1) ，1. 66 ( 2H，m，H2-2) ，1. 31 ( 6H，

s，Me-18，Me-19) 。13C-NMR ( 150 MHz，CDCl3 ) δ:

183. 6 ( C-11 ) ，175. 8 ( C-12 ) ，161. 7 ( C-14 ) ，

150. 1 ( C-5) ，144. 5 ( C-10) ，141. 3 ( C-15) ，133. 5
( C-6 ) ，127. 4 ( C-8 ) ，126. 5 ( C-9 ) ，121. 1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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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20. 2 ( C-7 ) ，119. 9 ( C-16 ) ，37. 8 ( C-3 ) ，

34. 7 ( C-4 ) ，31. 8 ( C-18，C-19 ) ，29. 9 ( C-1 ) ，

19. 1 ( C-2 ) ，8. 8 ( C-17 ) 。以上数据与文献 ［15］

基本一致，故鉴定为丹参酮ⅡA。
化合 物 9: 淡 黄 色 粉 末，ESI-MS m/z: 269. 1

［M + H］+ ，分子式 C16 H12 O4。
1H-NMR ( 600 MHz，

CDCl3 ) δ: 8. 48 ( 1H，d，J = 8. 4 Hz，H-1 ) ，7. 90
( 1H，d，J = 9. 0 Hz，H-6 ) ，7. 86 ( 1H，d，J = 9. 0
Hz，H-7) ，7. 53 ( 1H，dd，J = 6. 6，8. 4 Hz，H-2) ，

7. 45 ( 1H，d，J = 6. 6 Hz，H-3 ) ，7. 43 ( 1H，s，
OH) ，2. 73 ( 3H，s，Me-15 ) ，2. 40 ( 3H，s，Me-
16) 。13 C-NMR ( 150 MHz，CDCl3 ) δ: 205. 9 ( C-
14) ，179. 0 ( C-13) ，160. 2 ( C-11) ，153. 7 ( C-9) ，

136. 3 ( C-5 ) ，134. 8 ( C-4 ) ，131. 3 ( C-3 ) ，127. 2
( C-2) ，122. 8 ( C-10 ) ，121. 6 ( C-1 ) ，120. 8 ( C-
6) ，119. 1 ( C-7 ) ，110. 1 ( C-8 ) ，101. 1 ( C-12 ) ，

30. 2 ( Me-15 ) ，19. 6 ( Me-16 ) 。以上数据与文献

［16］ 基本一致，故鉴定为丹参内酯 A。
化合物 10: 橘黄色粉末，ESI-MS m/z: 297. 1

［M + H］+ ，分子式 C19 H20 O3。
1H-NMR ( 600 MHz，

CDCl3 ) δ: 7. 64 ( 1H，d，J = 7. 8 Hz，H-6 ) ，7. 49
( 1H，d，J = 7. 8 Hz，H-7 ) ，4. 89 ( 1H，t，J = 9. 0
Hz，H-15 ) ，4. 37 ( 1H，dd，J = 6. 6，9. 0 Hz，H-
15α) ，3. 60 ( 1H，m，H-16) ，3. 21 ( 2H，t，J = 6. 6
Hz，H2-1) ，1. 79 ( 2H，m，H2-2 ) ，1. 66 ( 2H，m，

H2-3) ，1. 36 ( 3H，d，J = 6. 6 Hz，Me-17 ) ，1. 31
( 3H，s，Me-18 ) ，1. 31 ( 3H，s，Me-19 ) 。13 C-NMR
( 150 MHz，CDCl3 ) δ: 184. 2 ( C-11 ) ，175. 7 ( C-
12) ，170. 8 ( C-14) ，152. 4 ( C-5) ，143. 7 ( C-10) ，

132. 6 ( C-6 ) ，128. 3 ( C-9 ) ，126. 2 ( C-8 ) ，122. 5
( C-7) ，118. 3 ( C-13) ，81. 5 ( C-15) ，37. 8 ( C-3) ，

34. 8 ( C-4 ) ，34. 6 ( C-16 ) ，31. 9 ( C-18，C-19 ) ，

29. 7 ( C-1) ，19. 1 ( C-2) ，18. 8 ( C-17) 。以上数据

与文献 ［17］ 基本一致，故鉴定为隐丹参酮。
化合 物 11: 红 色 粉 末，ESI-MS m/z: 279. 1

［M + H］+ ，分子式 C18 H14 O3。
1H-NMR ( 600 MHz，

CDCl3 ) δ: 9. 15 ( 1H，d，J = 9. 0 Hz，H-6 ) ，8. 10
( 1H，d，J = 9. 0 Hz，H-7 ) ，7. 57 ( 1H，d，J = 8. 4
Hz，H-1) ，7. 47 ( 1H，dd，J = 6. 6，8. 4 Hz，H-2) ，

7. 31 ( 1H，d，J = 6. 6 Hz，H-3) ，4. 94 ( 1H，t，J =
9. 0 Hz，H-15 ) ，4. 39 ( 1H，dd，J = 6. 0，9. 0 Hz，
H-15α) ，3. 60 ( 1H，m，H-16) ，2. 60 ( 3H，s，Me-
18) ，1. 39 ( 3H，d，J = 6. 6 Hz，Me-17 ) 。13 C-NMR
( 150 MHz，CDCl3 ) δ: 184. 0 ( C-11 ) ，175. 5 ( C-

12) ，170. 6 ( C-14) ，134. 9 ( C-4) ，134. 6 ( C-10) ，

131. 9 ( C-5 ) ，131. 8 ( C-6 ) ，130. 3 ( C-2 ) ，128. 8
( C-3) ，128. 1 ( C-8) ，125. 8 ( C-9) ，124. 9 ( C-1) ，

120. 2 ( C-7 ) ，118. 3 ( C-13 ) ，81. 7 ( C-15 ) ，34. 7
( C-16) ，19. 8 ( C-18) ，18. 8 ( C-17 ) 。以上数据与

文献 ［18］ 基本一致，故鉴定为 15，16-二氢丹参

酮Ⅰ。
4 讨论

本实验采用硅胶柱色谱、HPLC 柱色谱等方法

对绒毛栗色鼠尾草中萜类成分进行研究，并从中分

离得到 11 个化合物，其中 5 个为首次从该植物中

分离得到。化合物 3 ～ 11 目前仅从鼠尾草属植物中

分离得到; 化合物 1 主要分布在唇型科鼠尾草属，

另外在唇型科香茶菜属和玄参科婆婆纳属某些植物

中也有分布; 化合物 2 主要分布在唇型科鼠尾草

属，另外在玄参科玄参属、菊科千里光属、红豆杉

科红豆杉属某些植物中也有分布，表明该类化合物

具有较强的种属特异性。药理研究发现，化合物

1 ～ 3、5、7 ～ 11 具有良好的抗肿瘤活性［19-24］，化

合物 6、11 具有抑制血小板凝集活性［13，25］，化合

物 1、2、8、10 具有抗氧化、抗炎、抗心血管疾

病、抗代谢紊乱等活性［26-28］，可为绒毛栗色鼠尾

草进一步开发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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