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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吻枝叶乙醇提取物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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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钩吻〔Ｇｅｌｓｅｍｉｕｍ ｅｌｅｇａｎｓ (Ｇａｒｄｎ. ｅｔ Ｃｈａｍｐ.) Ｂｅｎｔｈ.〕枝叶乙醇提取物中共分离鉴定出 ６ 个化合物ꎬ分别为

熊果酸、２７－Ｏ－对－(Ｅ)－香豆酰基－乌索酸、２７－Ｏ－对－(Ｚ)－香豆酰基－乌索酸、１６－表伏康树卡平碱、(Ｚ)－阿枯米定

碱、Ｎ( ａ) －去甲基嘌呤ꎮ 其中ꎬ１６－表伏康树卡平碱首次从钩吻中分离获得ꎬ其余 ５ 个化合物首次从钩吻属

(Ｇｅｌｓｅｍｉｕｍ Ｊｕｓｓ.)中分离获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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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ｘ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ｗｅｒ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Ｇｅｌｓｅｍｉｕｍ
ｅｌｅｇａｎｓ (Ｇａｒｄｎ. ｅｔ Ｃｈａｍｐ.) Ｂｅｎｔｈ.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ｕｒｓ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ꎬ ２７￣Ｏ￣ｐ￣(Ｅ)￣ｃｏｕｍａｒｏｙｌ￣ｕｒｓ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ꎬ ２７￣Ｏ￣ｐ￣(Ｚ)￣ｃｏｕｍａｒｏｙｌ￣
ｕｒｓ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ꎬ １６￣ｅｐｉ￣ｖｏａｃａｒｐｉｎｅꎬ １９￣(Ｚ)￣ａｋｕａｍｍｉｄｉｎｅꎬ Ｎ(ａ)￣ｄｅｍｅｔｈｙｌａｃｃｅｄｉｎ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ꎬ １６￣ｅｐｉ￣ｖｏａｃａｒｐｉｎｅ ｉ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Ｇ. ｅｌｅｇａ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ｆ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ａｒ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Ｇｅｌｓｅｍｉｕｍ Ｊｕｓ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ｅｌｓｅｍｉｕｍ ｅｌｅｇａｎｓ (Ｇａｒｄｎ. ｅｔ Ｃｈａｍｐ.) Ｂｅｎｔｈ.ꎻ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ꎻ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ꎻ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钩吻〔Ｇｅｌｓｅｍｉｕｍ ｅｌｅｇａｎｓ (Ｇａｒｄｎ. ｅｔ Ｃｈａｍｐ.) Ｂｅｎｔｈ.〕为马

钱科(Ｌｏｇａｎｉａｃｅａｅ)钩吻属(Ｇｅｌｓｅｍｉｕｍ Ｊｕｓｓ.)常绿木质藤本植

物ꎬ主要分布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浙江、湖南、海南

及台湾等省(自治区) [１－２] ꎮ 钩吻的根、茎、叶均可供药用ꎬ具
有消肿止痛、拔毒杀虫的功效[３－４] ꎻ该种还能用作兽药ꎬ具有杀

虫、健胃、杀孳止痒、拔毒生肌和止喘的效果[５] ꎮ 研究发现ꎬ钩
吻的主要化学成分有生物碱、三萜和甾体类化合物[６－１０] ꎬ其总

生物碱具有镇痛、抗炎、抗肿瘤、降低心率、促免疫等作用[１１] ꎮ
明确钩吻的化学成分组成对于开发其药用价值至关重要ꎬ为
此ꎬ本研究对钩吻枝叶乙醇提取物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分离和

鉴定ꎬ为钩吻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基础数据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材料

于 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ꎬ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采集钩

吻野生植株的健康枝叶ꎬ由王志伟副教授鉴定ꎮ 将采集的枝

叶晒干后存放于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中药分析研究所ꎬ样品

编号 ２０１９１００９－００３ꎮ
１.２　 主要仪器和试剂

实验使用的主要仪器有 Ａｇｉｌｅｎｔ １１００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 公司)、Ｂｒｕｋｅｒ Ａｖａｎｃｅ Ⅲ ４００ ＮＭＲ 型核磁共振

仪(德国 Ｂｒｕｋｅｒ 公司)、Ａｇｉｌ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６５２０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Ｍａｓｓ
Ｑ－ＴＯＦ 型质谱仪(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公司)、清博华制备液相色谱仪

(北京清博华科技有限公司)ꎻ使用的主要试剂有分析级甲醇

(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ꎬ生产批号 ２０１９１２０４)、色谱

级甲醇(瑞典欧森巴克化学公司ꎬ生产批号 １７１１０６０９Ｇ１０４)、
分析级二氯甲烷(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ꎬ生产批号

２０１９０５１３)、体积分数 ９５％乙醇(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ꎬ
生产批号 ２０１９０１２０)ꎮ
１.３　 方法

取钩吻枝叶干燥样品 ２０ ｋｇꎬ粉碎后ꎬ按照料液比 １ ∶ １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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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ꎬ使用体积分数 ９５％乙醇连续回流提取 ３ 次ꎬ每次２ ｈꎻ合
并提取液ꎬ减压蒸馏除去有机溶剂ꎬ得到粗提物浸膏ꎮ 用去离

子水溶解粗提物浸膏ꎬ加入质量分数 １０％的 ＨＣｌ 溶液调节酸

碱度至 ｐＨ ３.０ꎻ用等体积的二氯甲烷反复萃取至二氯甲烷层

近无色ꎬ用浓度 ０.１ ｍｏｌＬ－１ ＮａＯＨ 溶液将水层酸碱度调至

ｐＨ １０.０ꎬ用等体积二氯甲烷再次萃取 ５ 次ꎻ取二氯甲烷层ꎬ减
压蒸馏除去有机溶剂ꎬ得到生物碱部分 １００ ｇꎮ

将生物碱部分进行硅胶柱层析ꎬ用二氯甲烷－甲醇溶液

(体积比 １ ∶ ０~ １ ∶ １)进行梯度洗脱ꎮ 用 Ａｇｉｌｅｎｔ １１００ 型高效

液相色谱仪检测后合并相同组分ꎬ共得到 １３ 个部分ꎬ依次编

号 Ｆｒ.Ｇａ 至 Ｆｒ. Ｇｍꎮ Ｆｒ. Ｇａ(１００ ｍｇ)即化合物 １ꎻＦｒ. Ｇｄ(１００
ｍｇ)用体积分数 ６６.５％甲醇进行制备液相色谱洗脱(流速 １０
ｍＬｍｉｎ－１)ꎬ得到化合物 ２(１６ ｍｇ)和化合物 ３(１３ ｍｇ)ꎻＦｒ.Ｇｅ
(２００ ｍｇ)用体积分数 ５５.０％甲醇进行制备液相色谱洗脱(流
速 １０ ｍＬｍｉｎ－１)ꎬ得到化合物 ４(２０ ｍｇ)和化合物 ５(１０ ｍｇ)ꎻ
Ｆｒ.Ｇｇ(８００ ｍｇ)用体积分数 ４３.０％甲醇进行制备液相色谱洗

脱ꎬ得到化合物 ６(１８ ｍｇ)ꎮ
将分离到的 ６个化合物进行高分辨质谱及一维核磁共振

波谱分析ꎬ并结合相关文献比对确定其结构ꎮ

２　 结果和分析

化合物 １:白色无定形粉末ꎬＥＳＩ－Ｍ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ｍ / ｚ:４５５
[Ｍ－Ｈ] －ꎬ分子式为 Ｃ３０Ｈ４８Ｏ３ꎬ相对分子质量为 ４５６ꎮ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ꎬＣ５Ｄ５Ｎ)δ:５.２９(１Ｈꎬ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ｅｄꎬＨ－１２)ꎬ１.０５(３Ｈꎬｓꎬ
Ｈ－２７)ꎬ１.０３(２ＨꎬｍꎬＨ－１５)ꎬ０.８６(３ＨꎬｄꎬＪ ＝ ６.８ ＨｚꎬＨ－３０)ꎬ
０.８２(３ＨꎬｓꎬＨ－２３)ꎬ０.８１(３ＨꎬｓꎬＨ－２５)ꎬ０.７９(３ＨꎬｄꎬＪ＝ ５.９ Ｈｚꎬ
Ｈ－２９)ꎬ０.７６(３ＨꎬｓꎬＨ－２６)ꎬ０.７４(３ＨꎬｓꎬＨ－２４)ꎬ０.６９(１Ｈꎬｓꎬ
Ｈ－５)ꎻ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 ＭＨｚꎬＣ５Ｄ５Ｎ)δ:１７８.２(Ｃ－２８)ꎬ１３８.１(Ｃ－
１３)ꎬ１２４.５(Ｃ－１２)ꎬ７６.８(Ｃ－３)ꎬ５４.７(Ｃ－５)ꎬ５２.３(Ｃ－１８)ꎬ４７.０
(Ｃ－９)ꎬ４６.８(Ｃ－１６)ꎬ４１.６(Ｃ－１４)ꎬ３９.０(Ｃ－８)ꎬ３８.４(Ｃ－２０)ꎬ
３８.４(Ｃ－１９)ꎬ３８.３(Ｃ－４)ꎬ３８.２(Ｃ－１)ꎬ３６.５(Ｃ－１０)ꎬ３６.２(Ｃ－
２２)ꎬ３２.６(Ｃ－１５)ꎬ３０.７(Ｃ－７)ꎬ２８.２(Ｃ－２３)ꎬ２７.５(Ｃ－２１)ꎬ２６.７
(Ｃ－２)ꎬ２３.８(Ｃ－１１)ꎬ２３.２(Ｃ－２７)ꎬ２２.８(Ｃ－１６)ꎬ２１.１(Ｃ－３０)ꎬ
１７.９(Ｃ－６)ꎬ１６.９(Ｃ－２９)ꎬ１６.９(Ｃ－２４)ꎬ１６.０(Ｃ－２５)ꎬ１５.１(Ｃ－
２６)ꎮ 上述 ＮＭＲ数据与文献[１２]基本一致ꎬ故确定化合物 １
为熊果酸(ｕｒｓ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ꎮ

化合物 ２:淡黄色无定形粉末ꎬＥＳＩ－Ｍ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ｍ / ｚ:６１７
[Ｍ－Ｈ] －ꎬ分子式为 Ｃ３９Ｈ５４Ｏ６ꎬ相对分子质量为 ６１８ꎮ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ꎬＣＤ３ ＯＤ) δ:７. ５７(１ＨꎬｄꎬＪ ＝ １６. ０ ＨｚꎬＨ－ ７′)ꎬ７. ４２
(２ＨꎬｄꎬＪ＝ ８.０ ＨｚꎬＨ－２′ꎬ６′)ꎬ６.８２(２ＨꎬｄꎬＪ ＝ ８.４ ＨｚꎬＨ－ ３′ꎬ
５′)ꎬ６. ２５(１ＨꎬｍꎬＨ－ ８′)ꎬ５. ５６(１Ｈꎬ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ｅｄꎬＨ－ １２)ꎻ１３ Ｃ－
ＮＭＲ(１００ ＭＨｚꎬＣＤ３ＯＤ)δ:１８０.０(Ｃ－２８)ꎬ１６７.５(Ｃ－９′)ꎬ１６０.０
(Ｃ－４′)ꎬ１４５.１(Ｃ－７′)ꎬ１３３.４(Ｃ－１３)ꎬ１３０.０(Ｃ－１２)ꎬ１２９.７(Ｃ－
２′ꎬ６′)ꎬ１２５.６(Ｃ－１′)ꎬ１１５.５(Ｃ－３′ꎬ５′)ꎬ１１４.０(Ｃ－８′)ꎬ７８.２(Ｃ－
３)ꎬ６５.６(Ｃ－２７)ꎬ５５.４(Ｃ－５)ꎬ５２.７(Ｃ－１８)ꎬ４８.４(Ｃ－９)ꎬ４７.７

(Ｃ－１７)ꎬ４５.６(Ｃ－１４)ꎬ４０.０(Ｃ－８)ꎬ３９.２(Ｃ－２０)ꎬ３６.９(Ｃ－１)ꎬ
３６.７(Ｃ－４)ꎬ３３.５(Ｃ－７)ꎬ３０.１(Ｃ－２１)ꎬ２７.３(Ｃ－２３)ꎬ２６.４(Ｃ－
２)ꎬ２４.１(Ｃ－１５)ꎬ２３.４(Ｃ－１１)ꎬ２０.１(Ｃ－３０)ꎬ１８.０(Ｃ－２９)ꎬ１７.５
(Ｃ－２６)ꎬ１６.８(Ｃ－２５)ꎬ１５.０(Ｃ－２４)ꎮ 上述 ＮＭＲ 数据与文献

[１３]基本一致ꎬ故确定化合物 ２为 ２７－Ｏ－对－(Ｅ)－香豆酰基－
乌索酸〔２７￣Ｏ￣ｐ￣(Ｅ)￣ｃｏｕｍａｒｏｙｌ￣ｕｒｓ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ꎮ

化合物 ３:淡黄色无定形粉末ꎬＥＳＩ－Ｍ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ｍ / ｚ:６１７
[Ｍ－Ｈ] －ꎬ分子式为 Ｃ３９Ｈ５４Ｏ６ꎬ相对分子质量为 ６１８ꎮ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ꎬＣＤ３ＯＤ) δ:７.６３(２ＨꎬｄꎬＪ ＝ ８.０ ＨｚꎬＨ－２′ꎬ６′)ꎬ６.８４
(１ＨꎬｄꎬＪ＝ １２.４ ＨｚꎬＨ－７′)ꎬ６.７５(２ＨꎬｄꎬＪ ＝ ８.４ ＨｚꎬＨ－３′ꎬ５′)ꎬ
５.７１(１ＨꎬｍꎬＨ－８′)ꎬ５.５１(１ＨꎬｍꎬＨ－１２)ꎻ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 ＭＨｚꎬ
ＣＤ３ＯＤ)δ:１８０.８(Ｃ－２８)ꎬ１６６.９(Ｃ－９′)ꎬ１５８.７(Ｃ－４′)ꎬ１４３.１
(Ｃ－７′)ꎬ１３３.２(Ｃ－１３)ꎬ１３２.２(Ｃ－２′ꎬ６′)ꎬ１３０.１(Ｃ－１２)ꎬ１２６.２
(Ｃ－１′)ꎬ１１５.４(Ｃ－８′)ꎬ１１４.５(Ｃ－３′ꎬ５′)ꎬ７８.０(Ｃ－３)ꎬ６５.３(Ｃ－
２７)ꎬ５５.２(Ｃ－５)ꎬ５２.６(Ｃ－１８)ꎬ４８.３(Ｃ－９)ꎬ４７.５(Ｃ－１７)ꎬ４５.４
(Ｃ－１４)ꎬ４０.０(Ｃ－８)ꎬ３９.１(Ｃ－２０)ꎬ３６.８(Ｃ－１)ꎬ３６.７(Ｃ－４)ꎬ
３３.４(Ｃ－７)ꎬ３０.０(Ｃ－２１)ꎬ２７.２(Ｃ－２３)ꎬ２６.４(Ｃ－２)ꎬ２４.０(Ｃ－
１５)ꎬ２３.３(Ｃ－１１)ꎬ２０.１(Ｃ－３０)ꎬ１８.０(Ｃ－２９)ꎬ１７.４(Ｃ－２６)ꎬ
１６.７(Ｃ－２５)ꎬ１４.９(Ｃ－２４)ꎮ 上述 ＮＭＲ 数据与文献[１３]基本

一致ꎬ故确定化合物 ３ 为 ２７－Ｏ－对－(Ｚ) －香豆酰基－乌索酸

〔２７￣Ｏ￣ｐ￣(Ｚ)￣ｃｏｕｍａｒｏｙｌ￣ｕｒｓ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ꎮ
化合物 ４:白色无定形粉末ꎬＥＳＩ－Ｍ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 / ｚ:３６９

[Ｍ＋Ｈ] ＋ꎬ分子式为 Ｃ２１Ｈ２４ Ｎ２ Ｏ４ꎬ相对分子质量为 ３６８ꎮ１ Ｈ－
ＮＭＲ(４００ ＭＨｚꎬＣＤ３ＯＤ)δ:７.３８(１ＨꎬｄꎬＪ＝ ８.０ ＨｚꎬＨ－１１)ꎬ７.３１
(１ＨꎬｄꎬＪ＝ ８.０ ＨｚꎬＨ－１０)ꎬ７.０６(１ＨꎬｔꎬＪ ＝ ７.２ ＨｚꎬＨ－１２)ꎬ６.９６
(１ＨꎬｔꎬＪ＝ ７.２ ＨｚꎬＨ－ ９)ꎬ５. ２５ ( １ＨꎬｍꎬＨ－ １９)ꎬ３. ６６ ( ３Ｈꎬｓꎬ
ＣＯ２ＣＨ３)ꎬ１.６２(３ＨꎬｄꎬＪ＝ ６.８ ＨｚꎬＨ－１８)ꎻ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 ＭＨｚꎬ
ＣＤ３ＯＤ)δ:１７５.８０(Ｃ ＝ Ｏ)ꎬ１３７.６(Ｃ－２)ꎬ１３７.１(Ｃ－１３)ꎬ１３６.３
(Ｃ－２０)ꎬ１２５.９(Ｃ－８)ꎬ１２１.１(Ｃ－１１)ꎬ１１８.４(Ｃ－９)ꎬ１１８.０(Ｃ－
１９)ꎬ１１４.８(Ｃ－１０)ꎬ１１０.８(Ｃ－１２)ꎬ１０６.７(Ｃ－７)ꎬ８０.１(Ｃ－３)ꎬ
６３.０(Ｃ－１７)ꎬ５７.９(Ｃ－ ５)ꎬ５３. ４(Ｃ－ １６)ꎬ５０. ９( －ＯＣＨ３ )ꎬ４７. ８
(Ｃ－２１)ꎬ３６.５(Ｃ－１４)ꎬ３４.２(Ｃ－１５)ꎬ２１.４(Ｃ－６)ꎬ１１.７(Ｃ－１８)ꎮ
上述 ＮＭＲ数据与文献[１４]基本一致ꎬ故确定化合物 ４ 为 １６－
表伏康树卡平碱(１６￣ｅｐｉ￣ｖｏａｃａｒｐｉｎｅ)ꎮ

化合物 ５:白色无定形粉末ꎬＥＳＩ－Ｍ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 / ｚ:３６９
[Ｍ＋Ｈ] ＋ꎬ分子式为 Ｃ２１Ｈ２４ Ｎ２ Ｏ４ꎬ相对分子质量为 ３６８ꎮ１ Ｈ－
ＮＭＲ(４００ ＭＨｚꎬＣＤ３ＯＤ)δ:７.３６(１ＨꎬｄꎬＪ＝ ８.０ ＨｚꎬＨ－１１)ꎬ７.２５
(１ＨꎬｄꎬＪ＝ ８.０ ＨｚꎬＨ－１０)ꎬ７.０３(１ＨꎬｔꎬＪ ＝ ７.２ ＨｚꎬＨ－１２)ꎬ６.９５
(１ＨꎬｔꎬＪ＝ ７.２ ＨｚꎬＨ－ ９)ꎬ５. ４４ ( １ＨꎬｍꎬＨ－ １９)ꎬ３. ７１ ( ３Ｈꎬｓꎬ
ＣＯ２ＣＨ３)ꎬ１.６２(３ＨꎬｄꎬＪ＝ ６.８ ＨｚꎬＨ－１８)ꎻ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 ＭＨｚꎬ
ＣＤ３ＯＤ)δ:１７３.２(Ｃ＝Ｏ)ꎬ１３７.５(Ｃ－２)ꎬ１３７.３(Ｃ－１３)ꎬ１３７.０(Ｃ－
２０)ꎬ１２６.５(Ｃ－８)ꎬ１２０.６(Ｃ－１１)ꎬ１１８.２(Ｃ－９)ꎬ１１７.１(Ｃ－１９)ꎬ
１１６.８(Ｃ－１０)ꎬ１１０.５(Ｃ－１２)ꎬ１０４.４(Ｃ－７)ꎬ６７.４(Ｃ－１７)ꎬ５７.８
(Ｃ－５)ꎬ５２.４(Ｃ－２１)ꎬ５１.６(Ｃ－１６)ꎬ５０.２(Ｃ－３)ꎬ５０.１(－ＯＣＨ３)ꎬ
３５.６(Ｃ－１５)ꎬ２９.８(Ｃ－１４)ꎬ２３.５(Ｃ－６)ꎬ１１.１(Ｃ－１８)ꎮ 上述

ＮＭＲ数据与文献[１５]基本一致ꎬ故确定化合物 ５为 １９－(Ｚ)－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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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枯米定碱〔１９￣(Ｚ)￣ａｋｕａｍｍｉｄｉｎｅ〕ꎮ
化合物 ６:白色无定形粉末ꎬＥＳＩ－Ｍ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 / ｚ:３１１

[Ｍ＋Ｈ] ＋ꎬ分子式为 Ｃ１９Ｈ２２ Ｎ２ Ｏ２ꎬ相对分子质量为 ３１０ꎮ１ Ｈ－
ＮＭＲ(４００ ＭＨｚꎬＣＤ３ＯＤ) δ:７.３４(１ＨꎬｍꎬＨ－１１)ꎬ７.３１(１Ｈꎬｍꎬ
Ｈ－１０)ꎬ７.０５(１ＨꎬｄꎬＪ＝ ７.５ ＨｚꎬＨ－１２)ꎬ６.９５(１ＨꎬｄꎬＪ ＝ ７.５ Ｈｚꎬ
Ｈ－９)ꎬ５.３３(１ＨꎬｍꎬＨ－１９)ꎬ１.５９(３ＨꎬｄꎬＪ ＝ ７. ０ ＨｚꎬＨ－ １８)ꎻ
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 ＭＨｚꎬＣＤ３ＯＤ) δ:１４１.３(Ｃ－２０)ꎬ１３７.７(Ｃ－２)ꎬ
１３７.１(Ｃ－１３)ꎬ１２５.７(Ｃ－８)ꎬ１２１.１(Ｃ－１１)ꎬ１１８.４(Ｃ－１０)ꎬ１１７.８
(Ｃ－９)ꎬ１１２.９(Ｃ－１９)ꎬ１１０.８(Ｃ－１２)ꎬ１０６.８(Ｃ－７)ꎬ８１.０(Ｃ－
３)ꎬ５９.８(Ｃ－１７)ꎬ５６.５(Ｃ－５)ꎬ４７.２(Ｃ－２１)ꎬ４６.３(Ｃ－１６)ꎬ４２.３
(Ｃ－１４)ꎬ３６.９(Ｃ－１５)ꎬ２１.６(Ｃ－６)ꎬ１１.１(Ｃ－１８)ꎮ 上述 ＮＭＲ
数据与文献[１６]基本一致ꎬ故确定化合物 ６ 为 Ｎ(ａ) －去甲基

嘌呤〔Ｎ(ａ)￣ｄｅｍｅｔｈｙｌａｃｃｅｄｉｎｅ〕ꎮ

３　 讨　 　 论

本研究在钩吻枝叶乙醇提取物中共分离鉴定出 ６ 个化合

物ꎬ其中ꎬ熊果酸、２７－Ｏ－对－(Ｅ) －香豆酰基－乌索酸、２７－Ｏ－
对－(Ｚ) －香豆酰基－乌索酸为天然三萜羧酸类化合物ꎻ而
(Ｚ)－阿枯米定碱是钩吻的代表性生物碱之一[１７] ꎮ 现代药理

研究表明:钩吻中的三萜类化合物及生物碱等不但具有抗菌、
抗炎、保肝等药理活性ꎬ而且对肿瘤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ꎬ同
时还对神经具有较强的镇痛作用[１８－２０] ꎬ在临床上具有较大的

开发应用价值ꎮ 然而ꎬ钩吻的毒性较强ꎬ在临床应用上受到较

大限制ꎮ 后续应开展钩吻药理及毒理机制方面的研究ꎬ以实

现其临床应用价值ꎮ
另外ꎬ值得一提的是ꎬ熊果酸、２７－Ｏ－对－(Ｅ) －香豆酰基－

乌索酸、２７－Ｏ－对－(Ｚ)－香豆酰基－乌索酸、１９－(Ｚ)－阿枯米定

碱、Ｎ(ａ)－去甲基嘌呤均首次从钩吻属植物中分离获得ꎬ１６－
表伏康树卡平碱首次从钩吻中分离获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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