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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瓣树(Ｘｙｌｏｐｉａ ｖｉｅｌａｎａ Ｐｉｅｒｒｅ)为木瓣树属(Ｘｙｌｏｐｉａ Ｌｉｎｎ.)
高大乔木ꎬ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１] ꎮ 在中国民间ꎬ木瓣树

树皮可用于制作通经剂ꎬ叶可用于治疗风湿病和疼痛ꎻ在越南

南部ꎬ木瓣树还可用于治疗疟疾[２] ꎮ 从木瓣树根及叶中已发

现 ６４ 个化合物ꎬ包括倍半萜二聚体类、生物碱类及苯环衍生

物ꎬ其中ꎬ倍半萜二聚体类及生物碱类化合物具有一定的抗炎

和抗肿瘤活性[３－４] ꎮ 为深入了解木瓣树化学成分ꎬ丰富该属植

物化合物库ꎬ本研究首次对木瓣树枝叶进行了化学成分分离

和鉴定ꎬ以期为该植物后续活性研究提供物质基础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材料

野生木瓣树枝叶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采自广西防城港乌头村附

近ꎬ由昆明植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张君鉴定ꎮ
主要仪器: Ａｇｉｌｅｎｔ １２００ Ｓｅｒｉｅｓ 液相色谱仪 和 Ａｇｉｌｅｎｔ

Ｅｃｌｉｐｓｅ ＸＤＢ－Ｃ１８(４. ６ ｍｍ× ２５０ ｍｍꎬ５ μｍ) (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 公

司)ꎬＬＣ３０００ 型半制备液相色谱仪(北京创新通恒科技有限公

司)ꎬＡＵＷ１２０Ｄ 电子天平(日本岛津公司)ꎬＢｒｕｋｅｒ ＨＤ ６００Ｍ
核磁共振波谱仪(瑞士 Ｂｒｕｋｅｒ ＢｉｏＳｐｉｎ 公司)ꎮ

主要试剂:柱层析硅胶(１００ ~ ２００ 目ꎬ２００ ~ ３００ 目) (青岛

海洋化工有限公司)ꎬ反相 Ｃ１８硅胶(４０ ~ ６３ μｍ)、甲醇(色谱

纯)和乙腈(色谱纯)(德国 Ｍｅｒｃｋ 公司)ꎬＭＣＩ ｇｅｌ ＣＨＰ ２０Ｐ 柱

填料(７５ ~ １５０ μｍ) (日本三菱化学公司)ꎬ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 ２０
(２０~１００ μｍ)(美国 ＧＥ 公司)ꎬＨＳＧＦ２５４薄层层析硅胶板(烟
台市化学工业研究所)ꎮ
１.２　 方法

将经通风干燥的木瓣树枝叶(６.４６ ｋｇ)粉碎后用 ２０ Ｌ 甲

醇在室温下浸提 ８ 次ꎬ每次 ２４ ｈꎻ合并甲醇提取液ꎬ减压浓缩

后得到总浸膏 ６００ ｇꎻ用 ２ Ｌ 去离子水将总浸膏混悬ꎬ依次用等

体积的石油醚、乙酸乙酯和正丁醇萃取ꎬ萃取液分别减压浓缩

得到石油醚部分 ７８.０ ｇ、乙酸乙酯部分 １０３.６ ｇ 及正丁醇部

分３２.５ ｇꎮ
石油醚部分经硅胶柱层析ꎬ用石油醚－乙酸乙酯溶液(体

积比 １ ∶ ０ 至 ０ ∶ １)进行梯度洗脱ꎬ得到 Ｆｒ.Ａ 至 Ｆｒ.Ｈ 共 ８ 个部

分ꎬ其中ꎬＦｒ.Ｂ 经 ＯＤＳ 柱(体积分数 ４０％ ~ １００％的甲醇－水溶

液)、ＭＣＩ 柱(体积分数 ６０％~８０％的甲醇－水溶液)、制备薄层

色谱〔石油醚－乙酸乙酯溶液(体积比 １ ∶ ２)〕和半制备液相色

谱(体积分数 ６０％甲醇－水溶液)分离得到化合物 ９(２.０ ｍｇ)
和化合物 ６(１.５ ｍｇ)ꎮ 乙酸乙酯部分经硅胶柱层析ꎬ用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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醚－乙酸乙酯溶液(体积比 １ ∶ ０ 至 ０ ∶ １)进行梯度洗脱ꎬ得到

Ｆｒ.Ｉ 至 Ｆｒ.Ｌ 共 ４ 部分ꎬ其中ꎬＦｒ.Ｉ 经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柱〔甲醇－
二氯甲烷溶液(体积比 １ ∶ １)〕、ＯＤＳ 柱(体积分数 ３０％ ~ ９０％
的甲醇－水溶液)和 ＭＣＩ 柱(体积分数 ５５％~８５％的甲醇－水溶

液)分离得到化合物 ４(１.０ ｍｇ)和化合物 ７(１.４ ｍｇ)ꎬＦｒ.Ｋ 经

ＭＣＩ 柱(体积分数 １０％ ~ ８０％ 的甲醇 －水溶液) 洗脱得到

Ｆｒ.Ｋ－１至 Ｆｒ.Ｋ－３ꎬ其中ꎬＦｒ.Ｋ－１ 用 ＯＤＳ 柱(体积分数 ５０％ ~
１００％的甲醇－水溶液)和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柱〔甲醇－二氯甲烷

溶液(体积比 １ ∶ １)〕纯化后经半制备液相色谱柱得到化合物

１(８.３ ｍｇꎬ流动相为体积分数 ４０％乙腈－水溶液)、化合物 ２
(３.２ ｍｇꎬ流动相为体积分数 ２５％乙腈－水溶液)和化合物 ３
(２.７ ｍｇꎬ流动相为体积分数 ２５％乙腈－水溶液)ꎬＦｒ. Ｋ－ ３ 经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柱〔甲醇－二氯甲烷溶液(体积比 １ ∶ １)〕得到

Ｆｒ.Ｋ－３－１ 至 Ｆｒ.Ｋ－３－４ꎬＦｒ.Ｋ－３－４ 用 ＯＤＳ 柱(体积分数 ２５％~
４０％的甲醇－水溶液)纯化后经半制备液相色谱柱(体积分数

３５％甲醇－水溶液)得到化合物 ５(４.３ ｍｇ)ꎮ 正丁醇部分经

ＭＣＩ 柱(体积分数 １０％ ~ １００％的甲醇－水溶液)得到 Ｆｒ.Ｍ 至

Ｆｒ.Ｑ 共 ５ 个部分ꎬ其中ꎬＦｒ.Ｐ 经 ＯＤＳ 柱(体积分数 ３３％ ~ ６８％
的甲醇－水溶液)得到 Ｆｒ.Ｐ－１ 至 Ｆｒ.Ｐ－１２ꎬＦｒ.Ｐ－３ 用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柱〔甲醇－二氯甲烷溶液(体积比 １ ∶ １)〕和 ＯＤＳ 柱(体
积分数 ３０％~４２％的甲醇－水溶液)纯化后经半制备液相色谱

(体积分数 ３５％甲醇－水溶液)得到化合物 ８(１.１ ｍｇ)ꎮ 以上

分离得到的 ９ 个化合物经 １Ｄ ＮＭＲ 核磁分析及与相关文献比

对确定其结构ꎮ

２　 结　 　 果

化合物 １:白色粉末ꎻＣ１８Ｈ１９ＮＯ４ꎻ薄层层析(ＴＬＣ)经体积

分数 １０％硫酸－乙醇混合液喷雾显色为亮黄色斑点ꎻ１Ｈ－ＮＭＲ
(ＣＤ３ＯＤꎬ６００ ＭＨｚ) δ:７. ４４(１ＨꎬｄꎬＪ ＝ １５. ６ ＨｚꎬＨ－ ７′)ꎬ７. １１
(１ＨꎬｍꎬＨ－ ２′)ꎬ７. ０５(２ＨꎬｄｄꎬＪ ＝ ８. ３ꎬ１. ６ ＨｚꎬＨ－ ２ꎬ６)ꎬ７. ０１
(１ＨꎬｍꎬＨ－６′)ꎬ６.７９(１ＨꎬｄꎬＪ＝ ８.２ ＨｚꎬＨ－５′)ꎬ６.７２(２ＨꎬｍꎬＨ－
３ꎬ５)ꎬ６.４０(１ＨꎬｄꎬＪ＝ １５.７ ＨｚꎬＨ－８′)ꎬ３.８７(３ＨꎬｍꎬＯＣＨ３)ꎬ３.４６
(２ＨꎬｔꎬＪ ＝ ７.４ ＨｚꎬＨ－８)ꎬ２.７５(２ＨꎬｄꎬＪ ＝ ７.４ ＨｚꎬＨ－７)ꎻ１３Ｃ－
ＮＭＲ(ＣＤ３ＯＨꎬ１５０ ＭＨｚ) δ:１６９.２(Ｃ－９′)ꎬ１５６.９(Ｃ－４)ꎬ１４９.９
(Ｃ－４′)ꎬ１４９.３(Ｃ－３′)ꎬ１４２.１(Ｃ－７′)ꎬ１３１.２(Ｃ－１)ꎬ１３０.７(Ｃ－
２)ꎬ１３０.７(Ｃ－６)ꎬ１２８.１(Ｃ－１′)ꎬ１２３.２(Ｃ－６′)ꎬ１１８.６(Ｃ－８′)ꎬ
１１６.４(Ｃ－５′)ꎬ１１６.２(Ｃ－３)ꎬ１１６.２(Ｃ－５)ꎬ１１１.４(Ｃ－２′)ꎬ５６.３
(ＯＣＨ３)ꎬ４２.６(Ｃ－８)ꎬ３５.８(Ｃ－７)ꎮ 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５]
相关数据一致ꎬ 鉴定其为 Ｎ － 反式阿魏酰酪胺 ( Ｎ￣ｔｒａｎｓ￣
ｆｅｒｕｌｏｙｌｔｙｒａｍｉｎｅ)ꎮ

化合物 ２:白色粉末ꎻＣ１８Ｈ１９ＮＯ４ꎻＴＬＣ 经体积分数 １０％硫

酸－乙醇混合液喷雾显色为亮黄色斑点ꎻ１ Ｈ－ＮＭＲ(ＣＤ３ ＯＤꎬ
６００ ＭＨｚ) δ:７.３２(１ＨꎬｄꎬＪ ＝ ２.２ ＨｚꎬＨ－２′)ꎬ６.９５(２ＨꎬｄｄꎬＪ ＝
８.８ꎬ２.８ ＨｚꎬＨ－２ꎬ６)ꎬ６.８８(１ＨꎬｄｄꎬＪ ＝ ８.４ꎬ２.４ ＨｚꎬＨ－６′)ꎬ６.６９
(１ＨꎬｄｄꎬＪ＝ ８.２ꎬ２.５ ＨｚꎬＨ－５′)ꎬ６.６４(１ＨꎬｄꎬＪ ＝ ８.７ꎬ２.５ ＨｚꎬＨ－

５)ꎬ６.５６(１ＨꎬｄｄꎬＪ＝ １２.５ꎬ３.０ ＨｚꎬＨ－７′)ꎬ５.７６(１ＨꎬｄｄꎬＪ＝ １２.７ꎬ
２.６ ＨｚꎬＨ－８′)ꎬ３.７８(３ＨꎬｄꎬＪ ＝ ２.７ ＨｚꎬＯＣＨ３)ꎬ３.３５(２ＨꎬｔꎬＪ ＝

７.５ Ｈｚꎬ Ｈ － ８)ꎬ ２. ６５ ( ２Ｈꎬ ｔꎬ Ｊ ＝ ７. ５ Ｈｚꎬ Ｈ － ７)ꎻ１３ Ｃ － ＮＭＲ
(ＣＤ３ＯＨꎬ１５０ ＭＨｚ) δ:１７０.３(Ｃ－９′)ꎬ１５６.９(Ｃ－４)ꎬ１４８.６(Ｃ－
３′)ꎬ１４８.５(Ｃ－４′)ꎬ１３８.４(Ｃ－７′)ꎬ１３１.２(Ｃ－１)ꎬ１３０.７(Ｃ－２)ꎬ
１３０.７(Ｃ－６)ꎬ１２８.５(Ｃ－１′)ꎬ１２４.９(Ｃ－６′)ꎬ１２１.５(Ｃ－８′)ꎬ１１６.２
(Ｃ－ ３)ꎬ １１６. ２ ( Ｃ － ５)ꎬ １１５. ８ ( Ｃ － ５′)ꎬ １１３. ９ ( Ｃ － ２′)ꎬ ５６. ３
(ＯＣＨ３)ꎬ４２.４(Ｃ－８)ꎬ３５.６(Ｃ－７)ꎮ 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５]
相关 数 据 一 致ꎬ 鉴 定 其 为 Ｎ － 顺 式 阿 魏 酰 酪 胺 ( Ｎ￣ｃｉｓ￣
ｆｅｒｕｌｏｙｌｔｙｒａｍｉｎｅ)ꎮ

化合物 ３:白色粉末ꎻＣ３８Ｈ４０Ｎ２Ｏ１０ꎻＴＬＣ 经体积分数 １０％硫

酸－乙醇混合液喷雾显色为亮黄色斑点ꎻ１ Ｈ－ＮＭＲ(ＣＤ３ ＯＤꎬ
６００ ＭＨｚ) δ:７.２５(１ＨꎬｓꎬＨ－４)ꎬ６.９０(２ＨꎬｄꎬＪ ＝ ８.５ ＨｚꎬＨ－２‴ꎬ
６‴)ꎬ６.７９(２ＨꎬｄꎬＪ＝ ８.４ ＨｚꎬＨ－２″ꎬ６″)ꎬ６.７４(１ＨꎬｓꎬＨ－５)ꎬ６.６０
(４ＨꎬｔꎬＪ＝ ８.７ ＨｚꎬＨ－３″ꎬ５″ꎬ３‴ꎬ５‴)ꎬ６.２９(２ＨꎬｓꎬＨ－２′ꎬ６′)ꎬ４.８１
(１ＨꎬｄꎬＪ＝ １.２ ＨｚꎬＨ－１)ꎬ３.８８(３ＨꎬｓꎬＨ－６－ＯＣＨ３)ꎬ３.６６(７Ｈꎬ
ｓꎬＨ－３′ꎬ５′－ＯＣＨ３ꎬＨ－２)ꎬ３.５３(３ＨꎬｓꎬＨ－８－ＯＣＨ３)ꎬ３.３６(２Ｈꎬ
ｄｔꎬＪ＝ １３.９ꎬ７.１ ＨｚꎬＨ－α)ꎬ３.３０(２ＨꎬｍꎬＨ－α′)ꎬ２.６４(２ＨꎬｔꎬＪ ＝
７.２ ＨｚꎬＨ－β)ꎬ２.５０(２ＨꎬｔｄꎬＪ ＝ ６.８ꎬ３.８ ＨｚꎬＨ－β′)ꎻ１３ Ｃ－ＮＭＲ
(ＣＤ３ＯＨꎬ１５０ ＭＨｚ) δ:１７４.０(Ｃ－２ａ)ꎬ１７０.０(Ｃ－３ａ)ꎬ１５６.８(Ｃ－
４" ꎬ４‴)ꎬ１４９.２(Ｃ－６)ꎬ１４９.０(Ｃ－５′)ꎬ１４９.０(Ｃ－３′)ꎬ１４６.９(Ｃ－
８)ꎬ１４３.１(Ｃ－７)ꎬ１３５.３(Ｃ－１′)ꎬ１３５.３(Ｃ－４′)ꎬ１３５.１(Ｃ－４)ꎬ
１３１.１(Ｃ－１″ꎬ１‴)ꎬ１３０.８(Ｃ－２″ꎬ２‴)ꎬ１３０.８(Ｃ－ ６″ꎬ６‴)ꎬ１２７. １
(Ｃ－３)ꎬ１２５.１(Ｃ－８ａ)ꎬ１２４.３(Ｃ－４ａ)ꎬ１１６.２(Ｃ－３″ꎬ３‴)ꎬ１１６.２
(Ｃ－５″ꎬ５‴)ꎬ１０９.０(Ｃ－５)ꎬ１０５.９(Ｃ－ ２′)ꎬ１０５. ９(Ｃ－ ６′)ꎬ６０. ８
(Ｃ－８－ＯＣＨ３)ꎬ５６.７(Ｃ－６－ＯＣＨ３)ꎬ５６.６(Ｃ－３′ꎬ５′－ＯＣＨ３)ꎬ５０.２
(Ｃ－２)ꎬ４２.８(Ｃ－α′)ꎬ４２.５(Ｃ－α)ꎬ４１.６(Ｃ－１)ꎬ３５.６(Ｃ－β′)ꎬ
３５.５(Ｃ－β)ꎮ 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６]相关数据一致ꎬ鉴定其

为 １ꎬ２－二氢－６ꎬ８－二甲氧基－７－羟基－１－(３ꎬ５－二甲氧基－４－
羟基苯基)－Ｎ１ꎬＮ２－双－[２－(４－羟基苯基)乙基]－２ꎬ３－萘二甲

酰 〔 １ꎬ ２￣ｄｉｈｙｄｒｏ￣６ꎬ ８￣ｄｉｍｅｔｈｏｘｙ￣７￣ｈｙｄｒｏｘｙ￣１￣( ３ꎬ ５￣ｄｉｍｅｔｈｏｘｙ￣４￣
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ｈｅｎｙｌ)￣Ｎ１ꎬ Ｎ２ ￣ｂｉｓ￣[ ２￣( ４￣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ｈｅｎｙｌ ) ｅｔｈｙｌ ]￣２ꎬ ３￣
ｎａｐｈｔｈａｌｅｎｅ ｄｉｃａｒｂｏｘａｍｉｄｅ〕ꎮ

化合物 ４:无色油状物ꎻＣ１０Ｈ１２Ｏ４ꎻＴＬＣ 经体积分数 １０％硫

酸－乙醇混合液喷雾显色为浅棕色斑点ꎻ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ꎬ６００
ＭＨｚ) δ:１２.００(１ＨꎬｓꎬＯＨ－２)ꎬ６.２１(１ＨꎬｓꎬＨ－５)ꎬ５.１６(１Ｈꎬｓꎬ
ＯＨ－４)ꎬ３.９２(３ＨꎬｓꎬＯＣＨ３)ꎬ２.４６(３ＨꎬｓꎬＣＨ３－６)ꎬ２.１０(３Ｈꎬｓꎬ
ＣＨ３－３)ꎻ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ꎬ１５０ ＭＨｚ) δ:１７２.７(Ｃ ＝ Ｏ)ꎬ１６３.３
(Ｃ－４)ꎬ１５８.１(Ｃ－２)ꎬ１４０.３(Ｃ－６)ꎬ１１０.７(Ｃ－５)ꎬ１０８.６(Ｃ－３)ꎬ
１０５.３(Ｃ－１)ꎬ５２.０(ＯＣＨ３)ꎬ２４.３(ＣＨ３－６)ꎬ７.８(ＣＨ３－３)ꎮ 以上

波谱数据与文献[７]相关数据一致ꎬ鉴定其为 ２ꎬ４－二羟基－３ꎬ
６ － 二 甲 基 苯 甲 酸 甲 酯 ( ｍｅｔｈｙｌ ２ꎬ ４￣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３ꎬ ６￣
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ｂｅｎｚｏａｔｅ)ꎮ

化合物 ５:白色无定形粉末ꎻＣ８ Ｈ８ Ｏ４ꎻＴＬＣ 经体积分数

１０％硫酸 －乙醇混合液喷雾显色为淡紫色斑点ꎻ１ Ｈ － 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ꎬ６００ ＭＨｚ) δ:７.３３(２ＨꎬｍꎬＨ－２ꎬ６)ꎬ６.７２(１ＨꎬｄꎬＪ ＝ ８.７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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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ｚꎬＨ－５)ꎬ３.７５(３ＨꎬｓꎬＯＣＨ３)ꎻ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ꎬ１５０ ＭＨｚ) δ:
１６８.８(Ｃ－７)ꎬ１５１.８(Ｃ－４)ꎬ１４６.２(Ｃ－３)ꎬ１２３.６(Ｃ－６)ꎬ１２２.５
(Ｃ－１)ꎬ１１７.３(Ｃ－５)ꎬ１１５.８(Ｃ－２)ꎬ５２.３(ＯＣＨ３)ꎮ 以上波谱数

据与文献[８]相关数据一致ꎬ鉴定其为 ３ꎬ４－二羟基苯甲酸甲

酯(ｍｅｔｈｙｌ ３ꎬ４￣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ｂｅｎｚｏａｔｅ)ꎮ
化合物 ６:无色油状物ꎻＣ１９Ｈ３２Ｏ２ꎻＴＬＣ 经体积分数 １０％硫

酸－乙醇混合液喷雾显色为深紫色斑点ꎻ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ꎬ６００
ＭＨｚ) δ:５.７９(１ＨꎬｄｔꎬＪ ＝ １０.７ꎬ７.４ ＨｚꎬＨ－７)ꎬ５.４４(１ＨꎬｄꎬＪ ＝
１０.７ ＨｚꎬＨ－８)ꎬ３.４９(３ＨꎬｓꎬＨ－ＯＣＨ３)ꎬ２.３３(２ＨꎬｍꎬＨ－６)ꎬ２.３０
(２ＨꎬｍꎬＨ－２)ꎬ２.２７(２ＨꎬｄｄꎬＪ ＝ ７.４ꎬ１.４ ＨｚꎬＨ－１１)ꎬ１.５２(２Ｈꎬ
ｍꎬＨ－１２)ꎬ１.４１(２ＨꎬｍꎬＨ－３)ꎬ１.３１－１.２５(１ＨꎬｍꎬＨ－１５)ꎬ１.２４－
１.１８(４ＨꎬｍꎬＨ－５)ꎬ０.８７(３ＨꎬｔꎬＪ ＝ ６.８ ＨｚꎬＨ－１８)ꎻ１３ Ｃ－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ꎬ１５０ ＭＨｚ) δ:１７４.４(Ｃ－１)ꎬ１４２.３(Ｃ－７)ꎬ１０９.７(Ｃ－８)ꎬ
９４.８(Ｃ－１０)ꎬ７７.３(Ｃ－９)ꎬ５１.６(Ｃ－ＯＣＨ３)ꎬ３４.２(Ｃ－２)ꎬ３１.０
(Ｃ－１６)ꎬ２９.９(Ｃ－６)ꎬ２９.４(Ｃ－５)ꎬ２９.３(Ｃ－４)ꎬ２９.１(Ｃ－１５)ꎬ
２９.０(Ｃ－１２)ꎬ２８.８(Ｃ－１３)ꎬ２８.７(Ｃ－１４)ꎬ２４.９(Ｃ－３)ꎬ２２.８(Ｃ－
１７)ꎬ１９.７(Ｃ－１１)ꎬ１４.３(Ｃ－１８)ꎮ 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９]相
关数据一致ꎬ鉴定其为(Ｚ) －７－十八烯－９－炔酸甲酯〔(Ｚ)￣７￣
ｏｃｔａｄｅｃｅｎ￣９￣ｙ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ｍｅｔｈｙｌ ｅｓｔｅｒ〕ꎮ

化合物 ７:白色无定形粉末ꎻＣ２２ Ｈ２６ Ｏ８ꎻＴＬＣ 经体积分数

１０％硫酸 － 乙醇混合液喷雾显色为紫色斑点ꎻ１ Ｈ － ＮＭＲ
(ＣＤ３ＯＤꎬ６００ ＭＨｚ) δ:６.６３(４ＨꎬｄꎬＪ ＝ ３.４ ＨｚꎬＨ－２ꎬ６ꎬ２′ꎬ６′)ꎬ
４.８３(１ＨꎬｄꎬＪ＝ ６.１ ＨｚꎬＨ－７)ꎬ４.３９(１ＨꎬｄꎬＪ ＝ ６.９ ＨｚꎬＨ－７′)ꎬ
４.１０(１ＨꎬｄꎬＪ ＝ ９. ４ ＨｚꎬＨ－ ９′ａ)ꎬ３. ８３( １ＨꎬｍꎬＨ－ ９′ｂ)ꎬ３. ８１
(１２ＨꎬｄꎬＪ＝ ２.１ ＨｚꎬＨ－３ꎬ３′ꎬ５ꎬ５′－ＯＣＨ３)ꎬ３.７７(１ＨꎬｄꎬＪ ＝ ８.７
ＨｚꎬＨ－９ａ)ꎬ３.３７(１ＨꎬｍꎬＨ－ ８)ꎬ３. ２９(１ＨꎬｄꎬＪ ＝ １０. ７ ＨｚꎬＨ－
９ｂ)ꎬ２. ９０(１ＨꎬｑꎬＪ ＝ ７. ０ ＨｚꎬＨ－ ８′)ꎻ１３ Ｃ－ＮＭＲ(ＣＤ３ ＯＨꎬ１５０
ＭＨｚ) δ:１４９.３(Ｃ－３′ꎬ５′)ꎬ１４９.２(Ｃ－３ꎬ５)ꎬ１３６.２(Ｃ－４′)ꎬ１３５.５
(Ｃ－４)ꎬ１３３.２(Ｃ－１′)ꎬ１３０.６(Ｃ－１)ꎬ１０４.４(Ｃ－ ２′ꎬ６′)ꎬ１０３. ９
(Ｃ－２ꎬ６)ꎬ８９.６(Ｃ－７′)ꎬ８３.６(Ｃ－７)ꎬ７２.０(Ｃ－９′)ꎬ７０.７(Ｃ－９)ꎬ
５６.７(Ｃ－３ꎬ５ꎬ３′ꎬ５′－ＯＣＨ３)ꎬ５５.８(Ｃ－８′)ꎬ５１.２(Ｃ－８)ꎮ 以上波

谱数据与文献[１０]相关数据一致ꎬ鉴定其为(－)－表丁香树脂

醇〔(－)￣ｅｐｉ￣ｓｙｒｉｎｇａｒｅｓｉｎｏｌ〕ꎮ
化合物 ８:白色无定形粉末ꎻＣ２２ Ｈ２６ Ｏ８ꎻＴＬＣ 经体积分数

１０％硫酸－乙醇混合液喷雾显色为紫色斑点ꎻ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ꎬ
６００ ＭＨｚ) δ:６.５８(４ＨꎬｓꎬＨ－２′ꎬ６′)ꎬ４.７３(２ＨꎬｄꎬＪ ＝ ４.１ ＨｚꎬＨ－
１′)ꎬ４.２８(２ＨꎬｄｄｄꎬＪ＝ ９.２ꎬ４.５ꎬ２.１ ＨｚꎬＨ－４ａꎬ８ａ)ꎬ３.９０(１２Ｈꎬｓꎬ
Ｈ－３′ꎬ５′－ＯＣＨ３)ꎬ３.８９(２ＨꎬｓꎬＨ－４ｂꎬ８ｂ)ꎬ３.０９(２ＨꎬｍꎬＨ－１ꎬ
５)ꎻ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ꎬ１５０ ＭＨｚ) δ:１４７.２(Ｃ－３′ꎬ５′)ꎬ１３４.３(Ｃ－
４′)ꎬ１３２.２(Ｃ－１′)ꎬ１０２.７(Ｃ－２′ꎬ６′)ꎬ８６.２(Ｃ－２ꎬ６)ꎬ７１.９(Ｃ－４ꎬ
８)ꎬ５６.５(Ｃ－３′ꎬ５′－ＯＣＨ３)ꎬ５４.５(Ｃ－１ꎬ５)ꎮ 以上波谱数据与文

献[１１]相关数据一致ꎬ鉴定其为 ( －) －丁香树脂醇 〔( －)￣
ｓｙｒｉｎｇａｒｅｓｉｎｏｌ〕ꎮ

化合物 ９:白色无定形粉末ꎻＣ１３Ｈ６Ｃｌ４Ｏ２ꎻＴＬＣ 经体积分数

１０％硫酸 －乙醇混合液喷雾显色为深紫色斑点ꎻ１ Ｈ － 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ꎬ６００ ＭＨｚ) δ:８.１２(１ＨꎬｄꎬＪ ＝ ８.６ ＨｚꎬＨ－６)ꎬ７.５７(１Ｈꎬ

ｄꎬＪ＝ ２.３ ＨｚꎬＨ－３)ꎬ７.５１(１ＨꎬｄꎬＪ ＝ ２.７ ＨｚꎬＨ－３′)ꎬ７.４１(１Ｈꎬ
ｄｄꎬＪ＝ ８.５ꎬ２.２ ＨｚꎬＨ－５)ꎬ７.３３(１ＨꎬｄｄꎬＪ ＝ ８.７ꎬ２.６ ＨｚꎬＨ－５′)ꎬ
７.２３(１ＨꎬｓꎬＨ－６′)ꎻ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ꎬ１５０ ＭＨｚ) δ:１６１.７(Ｃ－
７)ꎬ１４５.４(Ｃ－１′)ꎬ１３９.７(Ｃ－２)ꎬ１３６.１(Ｃ－４)ꎬ１３３.３(Ｃ－５)ꎬ
１３２.４(Ｃ－４′)ꎬ１３１.５(Ｃ－３)ꎬ１３０.３(Ｃ－３′)ꎬ１２８.１(Ｃ－６′)ꎬ１２７.８
(Ｃ－２′)ꎬ１２７.３(Ｃ－６)ꎬ１２６.２(Ｃ－１)ꎬ１２４.６(Ｃ－５′)ꎮ 以上波谱

数据与文献[１２]相关数据一致ꎬ鉴定其为 ２ꎬ４－二氯苯基 ２ꎬ４－
二氯苯甲酸酯(２ꎬ４￣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ｅｎｙｌ ２ꎬ４￣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ｂｅｎｚｏａｔｅ)ꎮ

本研究从木瓣树枝叶甲醇提取物中分离鉴定出 ９ 个已知

化合物ꎬ包括 ３ 个酰胺类(化合物 １、２ 和 ３)、３ 个酯类(化合物

４、５ 和 ６)、２ 个木脂素类(化合物 ７ 和 ８)以及 １ 个苯甲酸类

(化合物 ９)ꎮ 以上化合物均首次从木瓣树中发现ꎬ为木瓣树

进一步的活性研究提供物质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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