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药小叶棘豆化学成分研究

彭　程
1�杨中铎2∗

（1．西北民族大学 化工学院�甘肃 兰州730030；
2．兰州理工大学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甘肃 兰州730050）

［摘要 ］　目的：研究小叶棘豆 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全草的化学成分。方法：利用多种色谱技术进行分离纯化�根据化合
物理化性质和波谱分析鉴定化合物的结构。结果：从小叶棘豆的醋酸乙酯部分分离得到 8个化合物�分别鉴定为：山柰酚
（1）�黄芩素 （2）�5－羟基－7�8�4′－三甲氧基黄酮 （3）�豆甾醇 （4）�谷甾－4－烯－3β－醇 （5）�β－谷甾醇 （6）�羽扇豆醇 （7）�
去氢木香内酯 （8）。结论：化合物1～8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化合物2�3�5�8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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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叶棘豆 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又名瘤果棘豆�
奴齐哈�为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棘豆属多年生草本�产
于我国东北西部、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是藏药达
夏的原植物之一�微苦、寒�有毒�具有清热解毒�生
肌愈创的功效�用于高热、咽喉炎、黄水疮、便血、红
白痢等症的治疗�外敷还可消肿止痛�治刀伤 ［1－2］。
近年来�中外学者对棘豆属植物的化学成分进行了
不同程度的研究�发现该属植物主要含黄酮、三萜和
生物碱等类成分 ［3］。但到目前为止�还未见对小叶
棘豆化学成分研究的报道�为了寻找新的活性成分
为藏药质量标准的制定提供依据�作者对小叶棘豆
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从醋酸乙酯部分分离鉴定了
8个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其中化
合物2�3�5�8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1　仪器和试剂

核磁共振谱用 ＢｒｏｋｅｒＡＭ－400型核磁共振仪
测定；ＥＩ－ＭＳ质谱用ＭＡＴ－7ｌｌ型质谱仪测定；熔点
用Ｂｕｃｈｉ510熔点仪测定 （温度未校正 ）。薄层色谱
及柱色谱所用硅胶 （200～300目 ）均为中国青岛海
洋化工集团公司生产；ＯＤＳ及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20为
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Ｓｗｅｄｅｎ公司生产；实验试剂均为分析纯。
豆甾醇�β－谷甾醇�羽扇豆醇标准品均由湖州荣凯
植物提取有限公司赠送。

药材采自新疆塔城�经兰州理工大学杨林副教
授鉴定为小叶棘豆Ｏ．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的全草。

2　提取分离
小叶棘豆干燥全草 （5ｋｇ）经过粉粹后�95％乙

醇回流提取3次�提取液合并减压浓缩得到浸膏
650ｇ。浸膏用水悬浮�依次用石油醚�三氯甲烷�醋
酸乙酯萃取。醋酸乙酯部分 （55ｇ）用石油醚 －丙
酮体系 （20∶1�10∶1�8∶1�6∶1�4∶1�3∶1�2∶1�1∶1梯
度洗脱 ）进行硅胶柱色谱�分段收集�得到10个部
分 （ＯＭＹ－1～ＯＭＹ－10）；ＯＭＹ－2先用硅胶柱色
谱石油醚－丙酮20∶1洗脱�然后在甲醇中重结晶得
化合物8（5ｍｇ）�ＯＭＹ－3甲醇重结晶得化合物6
（500ｍｇ）�结晶后母液用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20柱色谱
甲醇洗脱得 ＯＭＹ－3－Ａ�ＯＭＹ－3－Ｂ2个组分�
ＯＭＹ－3－Ａ硅胶柱色谱石油醚－丙酮15∶1得化合
物4（6ｍｇ）�ＯＭＹ－3－Ｂ过ＯＤＳ柱80％甲醇洗脱
得化合物5（5ｍｇ）�7（13ｍｇ）�ＯＭＹ－4硅胶柱色谱
三氯甲烷 －甲醇 30∶1洗脱得化合物 3（10ｍｇ）�
ＯＭＹ－5硅胶柱色谱三氯甲烷－甲醇20∶1洗脱得
化合物1（5ｍｇ）�2（8ｍｇ）。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1　黄色针状晶体 （甲醇 ）�ｍｐ275～277
℃。1Ｈ－ＮＭＲ（ＣＤ3ＣＯＣＤ3�400ＭＨｚ）与13Ｃ－ＮＭＲ
（Ａｃｅｔｏｎｅ－ｄ6�100ＭＨｚ）数据与文献 ［4］报道一致�
确定该化合物为山柰酚 （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

化合物2　黄色针状结晶 （三氯甲烷 －甲醇 ）�
ｍｐ273～275℃。1Ｈ－ＮＭＲ（ＤＭＳＯ－ｄ6�400ＭＨｚ）
与13Ｃ－ＮＭＲ（ＣＤ3ＣＯＣＤ3�100ＭＨｚ）数据与文献 ［5］
报道的黄芩素一致�故鉴定为黄芩素 （5�6�7－ｔｒｉ-
ｈｙｄｒｏｘｙｆｈｖｏｎｅ�ｂａｉｃａｌｅｉｎ）。

化合物3　淡黄色细针状结晶 （三氯甲烷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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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 ）�ｍｐ286～288℃。1Ｈ－ＮＭＲ（ＣＤＣ13�400ＭＨｚ）
与13Ｃ－ＮＭＲ（ＣＤＣ13�100ＭＨｚ）数据与文献报道
［6］一致�故鉴定为5－羟基－7�8�4′－三甲氧基黄
酮 （5－ｈｙｄｒｏｘｙ－7�8�4′－ｔｒｉｍｅｔｈｏｘｙｆｌａｖｏｎｅ）。

化合物4　白色羽状结晶 （丙酮 ）�ｍｐ174～176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ｎ－Ｂｕｒｃｈａｒｄ反应呈阳性�10％Ｈ2ＳＯ4
乙醇液显紫红色。经与豆甾醇标准品对照�多种溶
剂系统展开�Ｒｆ值完全一致�混合熔点不下降�故鉴
定为豆甾醇 （ｓｔｉｇｍａｓｔｅｒｏｌ）。

化合物5　无色针晶�ｍｐ124～125℃。ＥＩ－
ＭＳｍ／ｚ414［Ｍ ］＋ （100）�396［Ｍ－Ｈ2Ｏ］＋ （48）�381
［Ｍ－Ｈ2Ｏ－ＣＨ3 ］＋ （42）�329（40）�302（45）�273
（28）�255（38）�213（38）�107（36）。1Ｈ－ＮＭＲ
（ＣＤＣｌ3�400ＭＨｚ）数据与文献 ［7］报道的谷甾－4－
烯－3β－醇的数据一致。

化合物6　无色针状结晶�ｍｐ136～137℃。与
β－谷甾醇对照品对照多种溶剂展板Ｒｆ值一致�混
合熔点不下降。故鉴定为β－谷甾醇。

化合物7　白色针状结晶�ｍｐ210～212℃。1Ｈ
－ＮＭＲ（ＣＤＣｌ3�400ＭＨｚ）数据与文献 ［8］报道的羽
扇豆醇一致�与羽扇豆醇对照品对照多种溶剂系统
展开Ｒｆ值一致�故鉴定为羽扇豆醇。

化合物8　黄色油状物。1Ｈ－ＮＭＲ（ＣＤＣ13�400
ＭＨｚ）δ：6．09（1Ｈ�ｄ�Ｊ＝3．3Ｈｚ�Ｈ－13ａ）�5．4ｌ（1Ｈ�
ｄ�Ｊ＝3．3Ｈｚ�Ｈ－13ｂ）�5．08（1Ｈ�ｂｒｓ�Ｈ－15ａ）�4．
95（1Ｈ�ｂｒｓ�Ｈ－15ｂ）�4．80（1Ｈ�ｂｒｓ�Ｈ－14ａ）�4．
70（1Ｈ�ｂｒｓ�Ｈ－14ｂ）�3．85（1Ｈ�ｔ�Ｊ＝9．3Ｈｚ�Ｈ－
5）。13Ｃ－ＮＭＲ（ＣＤＣ13�100ＭＨｚ）δ：30．02（Ｃ－1）�

36．28（Ｃ－2）�149．07（Ｃ－3）�51．82（Ｃ－4）�85．24
（Ｃ－5）�47．33（Ｃ－6）�30．79（Ｃ－7）�32．51（Ｃ－
8）�139．60（Ｃ－9）�44．92（Ｃ－10）�51．28（Ｃ－11）�
170．01（Ｃ－12）�120．01（Ｃ－13）�109．32（Ｃ－14）�
112．26（Ｃ－ｌ5）。以上数据与文献 ［9］报道一致�故
鉴定为去氢木香内酯 （ｄｅｈｙｄｒｏｃｏｓｔｕｓｌａｃｔｏ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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