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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瓣树枝叶甲醇提取物的化学成分(Ⅱ)
付　 云ꎬ 江　 霞ꎬ 张　 敉ꎬ 袁　 承ꎬ 秦　 谊ꎬ 戴伟锋①

(昆明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ꎬ 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要: 运用多种方法对木瓣树(Ｘｙｌｏｐｉａ ｖｉｅｌａｎａ Ｐｉｅｒｒｅ)枝叶甲醇提取物的化学成分进行分离和鉴定ꎮ 结果显示:共
分离鉴定出 １２ 个化合物ꎬ分别为 ｖｉｅｌａｎｉｎｏｒ Ｎ(１)、ｘｙｌｏｐｉｄｉｍｅｒ Ｄ(２)、( －) －４βꎬ１０β－香木兰烷二醇(３)、( －) －４αꎬ
１０α－香木兰烷二醇(４)、４βꎬ１０α－香木兰烷二醇(５)、(＋) －松脂素(６)、原儿茶酸(７)、尿嘧啶(８)、(３Ｓꎬ５Ｒꎬ６Ｓꎬ７Ｅꎬ
９Ｒ)－３ꎬ６－二羟基－５ꎬ６－二氢－β－紫罗兰醇(９)、(１Ｒꎬ４Ｓꎬ１０Ｒ) －１０ꎬ１１－二甲基－二环己烷－５(６) －烯－１ꎬ４－二醇－７－
酮(１０)、３－羟基－１－(４－羟基－３ꎬ５－二甲氧基苯基)－１－丙酮(１１)、２ꎬ４－二羰基六氢－１ꎬ３－二氮杂 (１２)ꎮ 其中ꎬ化
合物 １０ 和 １１ 首次从番荔枝科(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分离获得ꎬ化合物 ６、９ 和 １２ 首次从木瓣树属(Ｘｙｌｏｐｉａ Ｌｉｎｎ.)分离获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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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瓣树(Ｘｙｌｏｐｉａ ｖｉｅｌａｎａ Ｐｉｅｒｒｅ)主要分布于越南、柬埔寨及

中国广西南部的山林中[１] ꎬ富含多种化学成分ꎬ其中的萜类和

生物碱类化合物具有抗炎和抗肿瘤活性[２－３] ꎮ 然而ꎬ木瓣树的

药用历史较短ꎬ临床用药记载较少ꎬ不同部位化学成分的功能

存在差异[４] ꎬ因此ꎬ明确木瓣树的化学成分对于其药用价值开

发具有重要意义[５－６] ꎮ
为了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木瓣树的药用价值ꎬ在课题组前

期研究[７－９]的基础上ꎬ对木瓣树枝叶甲醇提取物的化学成分进

行分离和鉴定ꎬ以期为木瓣树的药用成分活性研究奠定基础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材料

实验用木瓣树枝叶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采自广西防城港乌头村

附近的野生植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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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效液相色谱仪和 Ａｇｉｌｅｎｔ
ＺＯＲＢＡＸ ＳＢ－Ｃ１８柱(４.６ ｍｍ×２５０ ｍｍꎬ５ μｍ)(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 公
司)ꎬＬＣ－５２ 型半制备液相色谱仪(北京赛谱锐思科技有限公

司)ꎬＹＭＣ－Ｐａｃｋ ＯＤＳ－Ｃ１８ 柱(２５０ ｍｍ× １０ ｍｍꎬ５ μｍ) (日本

ＹＭＣ 公司)ꎬＢｒｕｋｅｒ ＨＤ ６００Ｍ 核磁共振波谱仪(瑞士 Ｂｒｕｋｅｒ
ＢｉｏＳｐｉｎ 公司)ꎬＡｇｉｌｅｎｔ Ｑ－ＴＯＦ－ＭＳ(６５３０Ｂ)高分辨质谱仪(美
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 公司)ꎬＡＵＷ１２０Ｄ 电子天平(日本 Ｓｈｉｍａｄｚｕ 公司)ꎮ

主要试剂:甲醇和乙腈(上海星可高纯溶剂有限公司)均
为色谱纯ꎬ氘代氯仿和氘代甲醇(美国 ＣＩＬ 公司)纯度均为

９９.８％ꎬ石油醚、乙酸乙酯、二氯甲烷、甲醇和正丁醇(天津致远

试剂有限公司)均为化学纯ꎮ 柱层析硅胶(１００ ~ ２００ 目ꎬ２００ ~
３００ 目)和 ＨＳＧＦ２５４薄层层析硅胶板由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ꎬ
ＭＣＩ ｇｅｌ ＣＨＰ ２０Ｐ 柱填料(７５ ~ １５０ μｍ)由日本 ＭＣＨ 公司生

产ꎬＯＤＳ－Ｃ１８填料(４０~６３ μｍ)由日本 ＦＵＪＩ 公司生产ꎬ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填料(２０~１００ μｍ)由美国 ＧＥ 公司生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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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对前期研究中木瓣树枝叶甲醇提取物的石油醚部分

(７８.０ ｇ)、乙酸乙酯部分(１０３.６ ｇ)和正丁醇部分(３２.５ ｇ) [９] 进

行化学成分分析和鉴定ꎮ 乙酸乙酯部分经硅胶柱层析后用石

油醚－乙酸乙酯混合液进行梯度洗脱(体积比依次为 １ ∶ ０、
１０ ∶ １、５ ∶ １、２ ∶ １、１ ∶ １、１ ∶ ２、１ ∶ ５、０ ∶ １)ꎬ得到 Ｆｒ.Ａ 至 Ｆｒ.Ｄꎮ
Ｆｒ.Ｃ 经 ＭＣＩ 柱层析(流动相为体积分数 ３０％ ~９０％甲醇溶液)
得到 Ｆｒ.Ｃ－１ 至 Ｆｒ.Ｃ－６ꎬＦｒ.Ｃ－３ 经 ＯＤＳ－Ｃ１８柱层析(流动相为

体积分数 ３０％~９０％甲醇溶液)得到 Ｆｒ.Ｃ－３－１ 至 Ｆｒ.Ｃ－３－３ꎬ
Ｆｒ.Ｃ－ ３ － ２ 经制备薄层色谱 〔流动相为 Ｖ (二氯甲烷) ∶
Ｖ(甲醇)＝ ４０ ∶ １〕、半制备液相色谱 (流动相为体积分数 ４５％
乙腈溶液)得到化合物 １(１.５ ｍｇ)ꎻＦｒ.Ｃ－３－１ 经硅胶柱〔流动

相为 Ｖ(二氯甲烷) ∶ Ｖ(甲醇) ＝ １００ ∶ １〕、凝胶柱〔流动相为

Ｖ(二氯甲烷) ∶ Ｖ(甲醇)＝ １ ∶ １〕得到化合物 ３(３.２ ｍｇ)和化

合物 ４(２.２ ｍｇ)ꎻＦｒ.Ｃ－４ 经 ＯＤＳ－Ｃ１８柱层析(流动相为体积分

数 ３０％~９０％甲醇溶液)、凝胶柱(流动相为体积分数 １００％甲

醇)、制备薄层板〔流动相为 Ｖ(二氯甲烷) ∶ Ｖ(甲醇)＝ ４０ ∶ １〕
得到化合物 ５(２.７ ｍｇ)和化合物 ２(５.０ ｍｇ)ꎻＦｒ.Ｃ－５ 经 ＯＤＳ－
Ｃ１８柱层析(流动相为体积分数 ３０％ ~ ９０％甲醇溶液)、半制备

液相色谱(流动相为体积分数 ４５％甲醇溶液)得到化合物 ７
(１.０ ｍｇ)ꎻＦｒ.Ｃ－１ 经凝胶柱(流动相为体积分数 １００％甲醇)、
半制备液相色谱(流动相为体积分数 １２％甲醇溶液)得到化合

物 ８(２０.０ ｍｇ)ꎮ 石油醚部分经硅胶柱层析后用石油醚－乙酸

乙酯混合液(体积比依次为 １ ∶ ０、１０ ∶ １、５ ∶ １、２ ∶ １、１ ∶ １、
１ ∶ ２、１ ∶ ５、０ ∶ １)进行梯度洗脱ꎬ得到 Ｆｒ.Ｅ 至 Ｆｒ.Ｈꎮ Ｆｒ.Ｈ 经

ＭＣＩ 柱层析(流动相为体积分数 ３０％ ~ ９０％甲醇溶液)得到

Ｆｒ.Ｈ－１ 至 Ｆｒ.Ｈ－５ꎬＦｒ.Ｈ－３ 经 ＯＤＳ－Ｃ１８柱层析(流动相为体积

分数 ５０％~９０％甲醇溶液)、半制备液相色谱(流动相为体积

分数 ３５％甲醇溶液)得到化合物 ６(１.１ ｍｇ)ꎻＦｒ.Ｈ－１ 经 ＯＤＳ－
Ｃ１８柱层析 (流动相为体积分数 ３０％ ~ ５０％甲醇溶液) 得到

Ｆｒ.Ｈ－１－１ 至 Ｆｒ.Ｈ－１－４ꎬＦｒ.Ｈ－１－２ 经半制备液相色谱和凝胶

柱(流动相为体积分数 １００％甲醇)得到化合物 １０(３.２ ｍｇ)ꎻ
Ｆｒ.Ｈ－２ 经 ＯＤＳ－Ｃ１８柱层析(流动相为体积分数 ３０％ ~ ７０％甲

醇溶液)、半制备液相色谱得到化合物 １１(１.５ ｍｇꎬ流动相为体

积分数 ２０％甲醇溶液)和化合物 １２(１.２ ｍｇꎬ流动相为体积分

数 ２８％甲醇溶液)ꎮ 正丁醇部分经 ＯＤＳ－Ｃ１８柱层析(流动相为

体积分数 ３０％~９０％甲醇溶液)、硅胶柱层析〔流动相为 Ｖ(石
油醚) ∶ Ｖ(乙酸乙酯) ＝ ３ ∶ １〕、凝胶柱(流动相为体积分数

１００％甲醇)得到化合物 ９(１.７ ｍｇ)ꎮ 将１Ｈ、１３Ｃ 核磁数据和质

谱数据与相关文献对比ꎬ确定化合物ꎮ

２　 结果和分析

化合物 １:白色粉末ꎻＥＳＩ－ＭＳ ｍ / ｚ:５０３[Ｍ＋Ｎａ] ＋ꎬ分子式

Ｃ３０Ｈ４０Ｏ５ꎮ１ 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ꎬ６００ ＭＨｚ) δ:７. ０５(１ＨꎬｓꎬＨ－ ６)ꎬ
３.９９(１ＨꎬｄｄꎬＪ＝ １２.０ꎬ１.７ ＨｚꎬＨ－２′)ꎬ３.１６(１ＨꎬｄｄꎬＪ ＝ １４.１ꎬ６.７

ＨｚꎬＨ－９ａ)ꎬ３.０６(１ＨꎬｍꎬＨ－１０′)ꎬ２.８０~ ２.７１(２ＨꎬｍꎬＨ－３′ꎬＨ－
９′ａ)ꎬ２.６４(１ＨꎬｄｔꎬＪ ＝ １０.２ꎬ７.８ ＨｚꎬＨ－７′)ꎬ２.５８(１ＨꎬｄｄꎬＪ ＝
１４.１ꎬ５.３ ＨｚꎬＨ－９ｂ)ꎬ２.５３(１ＨꎬｓꎬＨ－２)ꎬ２.４０~ ２.３４(１ＨꎬｍꎬＨ－
１０)ꎬ２.２９(１ＨꎬｄｄꎬＪ ＝ １４.８ꎬ４.０ ＨｚꎬＨ－９′ｂ)ꎬ２.１８(１ＨꎬｄｄꎬＪ ＝
１５.５ꎬ８.３ ＨｚꎬＨ－６′ａ)ꎬ１.９１~ １.７８(２ＨꎬｍꎬＨ－６′ｂꎬＨ－１１′)ꎬ１.７６
(３ＨꎬｓꎬＨ－１５)ꎬ１.５０(３ＨꎬｓꎬＨ－１２)ꎬ１.４８(３ＨꎬｓꎬＨ－１３)ꎬ１.４６
(３ＨꎬｄꎬＪ ＝ １.９ ＨｚꎬＨ－１５′)ꎬ１.１９(３ＨꎬｄꎬＪ ＝ ６.８ ＨｚꎬＨ－１４′)ꎬ
０.９６(３ＨꎬｄꎬＪ＝ ７.０ ＨｚꎬＨ－１４)ꎬ０.８９(３ＨꎬｄꎬＪ＝ ６.６ ＨｚꎬＨ－１３′)ꎬ
０.８０(３ＨꎬｄꎬＪ＝ ６.５ ＨｚꎬＨ－１２′)ꎻ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ꎬ１５０ ＭＨｚ) δ:
２１５.３(Ｃ－８′)ꎬ２０７.３(Ｃ－３)ꎬ２０６.４(Ｃ－８)ꎬ１６１.５(Ｃ－５)ꎬ１５２.７
(Ｃ－７)ꎬ１４５.６(Ｃ－４)ꎬ１３６.９(Ｃ－４′)ꎬ１３２.９(Ｃ－５′)ꎬ１２６.５(Ｃ－
６)ꎬ８５.８(Ｃ－２′)ꎬ７３.５(Ｃ－１１)ꎬ６６.６(Ｃ－１′)ꎬ６０.３(Ｃ－３′)ꎬ５８.４
(Ｃ－１)ꎬ５５.０(Ｃ－７′)ꎬ５４.６(Ｃ－２)ꎬ５１.８(Ｃ－９)ꎬ５０.２(Ｃ－９′)ꎬ
３４.５(Ｃ－１０)ꎬ２９.８(Ｃ－１２)ꎬ２９.４(Ｃ－１３)ꎬ２９.０(Ｃ－１１′)ꎬ２８.５
(Ｃ－１０′)ꎬ２７.０(Ｃ－６′)ꎬ２１.６(Ｃ－１２′)ꎬ１９.８(Ｃ－１３′)ꎬ１９.１(Ｃ－
１４)ꎬ１６.６(Ｃ－１４′)ꎬ１４.７(Ｃ－１５′)ꎬ９.０(Ｃ－１５)ꎮ 以上数据与文

献[１０]相关数据一致ꎬ故鉴定该化合物为 ｖｉｅｌａｎｉｎｏｒ Ｎꎮ
化合物 ２:白色粉末ꎻＥＳＩ－ＭＳ ｍ / ｚ:４８７[Ｍ＋Ｎａ] ＋ꎬ分子式

Ｃ３０Ｈ４０Ｏ４ꎮ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ꎬ６００ ＭＨｚ)δ:３.１０(２ＨꎬｍꎬＨ－１１ꎬＨ－
１１′)ꎬ２.７０(２ＨꎬｄｄꎬＪ ＝ １０.９ꎬ７.９ ＨｚꎬＨ－９ｂꎬ９′ｂ)ꎬ２.５９(２Ｈꎬｄｄꎬ
Ｊ＝ １０.９ꎬ５.４ ＨｚꎬＨ－６ｂꎬ６′ｂ)ꎬ２.５０(４ＨꎬｍꎬＨ－６ａꎬ６′ａꎬ９ａꎬ９′ａ)ꎬ
２.４５(２ＨꎬｍꎬＨ－７ꎬ７′)ꎬ２.１９(２ＨꎬｓꎬＨ－３ꎬ３′)ꎬ２.１３(２ＨꎬｍꎬＨ－
１０ꎬ１０′)ꎬ１.１５(６ＨꎬｓꎬＨ－１３ꎬ１３′)ꎬ１.０７(６ＨꎬｄꎬＪ ＝ ７.０ ＨｚꎬＨ－
１２ꎬ１２′)ꎬ１.０３(６ＨꎬｄꎬＪ＝ ６.７ ＨｚꎬＨ－１５ꎬ１５′)ꎬ０.９７(６ＨꎬｄꎬＪ＝ ６.７
ＨｚꎬＨ－１４ꎬ１４′)ꎻ１３ 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ꎬ１５０ ＭＨｚ) δ:２１２. ０( Ｃ－ ８ꎬ
８′)ꎬ２０５.３(Ｃ－２ꎬ２′)ꎬ１７１.６(Ｃ－５ꎬ５′)ꎬ１４６.９(Ｃ－１ꎬ１′)ꎬ５７. ７
(Ｃ－７ꎬ７′)ꎬ５５.５(Ｃ－４ꎬ４′)ꎬ４７.８(Ｃ－３ꎬ３′)ꎬ４７.０(Ｃ－９ꎬ９′)ꎬ２９.９
(Ｃ－１０ꎬ１０′)ꎬ２８.６(Ｃ－１１ꎬ１１′)ꎬ２８.５(Ｃ－６ꎬ６′)ꎬ２１.４(Ｃ－１４ꎬ
１４′)ꎬ２０.２(Ｃ－１５ꎬ１５′)ꎬ１９.８(Ｃ－１３ꎬ１３′)ꎬ１９.５(Ｃ－１２ꎬ１２′)ꎮ 以

上数据与文献 [ １１] 相关数据一致ꎬ 故鉴定该化合物为

ｘｙｌｏｐｉｄｉｍｅｒ Ｄꎮ
化合物 ３:白色粉末ꎻＥＳＩ－ＭＳ ｍ / ｚ:２６１[Ｍ＋Ｎａ] ＋ꎬ分子式

Ｃ１５Ｈ２６Ｏ２ꎮ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ꎬ６００ ＭＨｚ) δ:１.５５~ １.８０(８ＨꎬｍꎬＨ－
１ꎬ２ꎬ３ꎬ８ａꎬ９)ꎬ１.２４(３ＨꎬｓꎬＨ－１４)ꎬ１.２０(４ＨꎬｄꎬＪ ＝ １０.６ ＨｚꎬＨ－
５ꎬ１５)ꎬ１.１０(３ＨꎬｓꎬＨ－１２)ꎬ１.０２(３ＨꎬｓꎬＨ－１３)ꎬ０.８４(１Ｈꎬｍꎬ
Ｈ－８ｂ)ꎬ０.５８(１ＨꎬｍꎬＨ－７)ꎬ０.３７(１ＨꎬｔꎬＪ＝ １０.０ ＨｚꎬＨ－６)ꎻ１３Ｃ－
ＮＭＲ(ＣＤＣｌ３ꎬ１５０ ＭＨｚ) δ:８０.５(Ｃ－４)ꎬ７２.０(Ｃ－１０)ꎬ５６.０(Ｃ－
１)ꎬ４７.４(Ｃ－５)ꎬ４２.８(Ｃ－９)ꎬ４１.３(Ｃ－３)ꎬ３０.７(Ｃ－１２)ꎬ２９.５
(Ｃ－６)ꎬ２８.９(Ｃ－７)ꎬ２７.０(Ｃ－１４)ꎬ２５.１(Ｃ－２)ꎬ２４.３(Ｃ－１５)ꎬ
２１.１(Ｃ－８)ꎬ１９.３(Ｃ－１１)ꎬ１６.７(Ｃ－１３)ꎮ 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２]
相关数据一致ꎬ故鉴定该化合物为(－) －４βꎬ１０β－香木兰烷二

醇〔(－)￣４βꎬ１０β￣ａｒｏｍａｄｅｎｄｒａｎｅｄｉｏｌ〕ꎮ
化合物 ４:白色粉末ꎻＥＳＩ－ＭＳ ｍ / ｚ:２６１[Ｍ＋Ｎａ] ＋ꎬ分子式

Ｃ１５Ｈ２６Ｏ２ꎮ１Ｈ－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ꎬ６００ ＭＨｚ) δ:２.４８(１ＨꎬｍꎬＨ－１)ꎬ
１.８６(１ＨꎬｄｄｄꎬＪ＝ １３.７ꎬ１０.９ꎬ２.６ ＨｚꎬＨ－３ａ)ꎬ１.７４(２ＨꎬｄｄｄꎬＪ ＝
１３.９ꎬ１０.０ꎬ５.８ ＨｚꎬＨ－２ａꎬ５)ꎬ１.７０ ~ １.６６(２ＨꎬｍꎬＨ－３ｂꎬ９ａ)ꎬ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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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３ＨꎬｄｄｔꎬＪ ＝ １３.６ꎬ１１.１ꎬ６.８ ＨｚꎬＨ－２ｂꎬ８ａꎬ９ｂ)ꎬ１.４０(１Ｈꎬ
ｍꎬＨ－８ｂ)ꎬ１.３４(３ＨꎬｓꎬＨ－１５)ꎬ１.２０(３ＨꎬｓꎬＨ－１４)ꎬ１.０４(３Ｈꎬｓꎬ
Ｈ－１３)ꎬ１.０３(３ＨꎬｓꎬＨ－１２)ꎬ０.６３(１ＨꎬｄｄｄꎬＪ＝ １１.７ꎬ９.５ꎬ５.６ Ｈｚꎬ
Ｈ－７)ꎬ－０.０１(１ＨꎬｄꎬＪ ＝ ２.５ ＨｚꎬＨ－６)ꎻ１３ 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ꎬ１５０
ＭＨｚ)δ:８２.３(Ｃ－４)ꎬ７４.５(Ｃ－１０)ꎬ５４.２(Ｃ－１)ꎬ４８.０(Ｃ－５)ꎬ３８.１
(Ｃ－９)ꎬ３７.５(Ｃ－３)ꎬ２５.３(Ｃ－１５)ꎬ２８.９(Ｃ－７)ꎬ２８.７(Ｃ－１２)ꎬ
２５.８(Ｃ－６)ꎬ２５.４(Ｃ－２)ꎬ３２.４(Ｃ－１４)ꎬ１８.９(Ｃ－８)ꎬ１８.８(Ｃ－
１１)ꎬ１６.４(Ｃ－１３)ꎮ 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３]相关数据一致ꎬ故鉴

定该化合物为( －) － ４αꎬ１０α －香木兰烷二醇 〔( －)￣４αꎬ１０α￣
ａｌｌｏａｒｏｍａｄｅｎｄｒａｎｅｄｉｏｌ〕ꎮ

化合物 ５:白色粉末ꎻＥＳＩ－ＭＳ ｍ / ｚ:２６１[Ｍ＋Ｎａ] ＋ꎬ分子式

Ｃ１５Ｈ２６Ｏ２ꎮ１ 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ꎬ６００ ＭＨｚ) δ:２.０６(１ＨꎬｍꎬＨ－１)ꎬ
１.８３(１ＨꎬｍꎬＨ－８ａ)ꎬ１.７４(１ＨꎬｍꎬＨ－９ａ)ꎬ１.７３(１ＨꎬｍꎬＨ－２ａ)ꎬ
１.６７(１ＨꎬｍꎬＨ－３ａ)ꎬ１.６４(１ＨꎬｍꎬＨ－２ｂ)ꎬ１.５６(１ＨꎬｍꎬＨ－９ｂ)ꎬ
１.５０(１ＨꎬｍꎬＨ－３ｂ)ꎬ１.２７(１ＨꎬｍꎬＨ－５)ꎬ１.２５(３ＨꎬｓꎬＨ－１４)ꎬ
１.１７(３ＨꎬｓꎬＨ－１５)ꎬ１.０３(６ＨꎬｓꎬＨ－１２ꎬ１３)ꎬ１.００(１ＨꎬｍꎬＨ－
８ｂ)ꎬ０.６４(１ＨꎬｍꎬＨ－７)ꎬ０.４２(１ＨꎬｔꎬＪ ＝ １０.２ ＨｚꎬＨ－６)ꎻ１３ Ｃ－
ＮＭＲ(ＣＤＣｌ３ꎬ１５０ ＭＨｚ) δ:８０.５(Ｃ－４)ꎬ７５.２(Ｃ－１０)ꎬ５６.４(Ｃ－
１)ꎬ４８.５(Ｃ－５)ꎬ４４.６(Ｃ－９)ꎬ４１.２(Ｃ－３)ꎬ２８.８(Ｃ－１２)ꎬ２８.３
(Ｃ－６)ꎬ２６.７(Ｃ－７)ꎬ２４.６(Ｃ－１４)ꎬ２３.９(Ｃ－２)ꎬ２０.５(Ｃ－８)ꎬ
２０.３(Ｃ－１５)ꎬ１９. ７(Ｃ－ １１)ꎬ１６. ６(Ｃ－ １３)ꎮ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４]相关数据一致ꎬ故鉴定该化合物为 ４βꎬ１０α－香木兰烷二

醇(４βꎬ１０α￣ａｒｏｍａｄｅｎｄｒａｎｅｄｉｏｌ)ꎮ
化合物 ６:无色油状ꎻＥＳＩ－ＭＳ ｍ / ｚ:３５９[Ｍ＋Ｈ] ＋ꎬ分子式

Ｃ２０Ｈ２２Ｏ６ꎮ１Ｈ－ＮＭＲ(ＭｅＯＤꎬ６００ ＭＨｚ)δ:６.９５(２ＨꎬｄꎬＪ＝ ２.０ Ｈｚꎬ
Ｈ－２ꎬ２′)ꎬ６.８２(２ＨꎬｄｄꎬＪ ＝ ８.４ꎬ２.０ ＨｚꎬＨ－６ꎬ６′)ꎬ６.７７(２Ｈꎬｄꎬ
Ｊ＝ ８.４ ＨｚꎬＨ－ ５ꎬ５′)ꎬ４. ７１(２ＨꎬｄꎬＪ ＝ ４. ４ ＨｚꎬＨ－ ７ꎬ７′)ꎬ４. ２３
(２ＨꎬｄｄꎬＪ＝ ９.２ꎬ６.８ ＨｚꎬＨ－９ａꎬ９′ａ)ꎬ３.８６(６Ｈꎬｓꎬ－ＯＣＨ３ ×２)ꎬ
３.８３(２ＨꎬｄｄꎬＪ ＝ ９.２ꎬ３.６ ＨｚꎬＨ－９ｂꎬ９′ｂ)ꎬ３.１５(２ＨꎬｍꎬＨ－８ꎬ
８′)ꎻ１３Ｃ－ＮＭＲ(ＭｅＯＤꎬ１５０ ＭＨｚ) δ:１４９.１(Ｃ－３ꎬ３′)ꎬ１４７.３(Ｃ－
４ꎬ４′)ꎬ１３３.７(Ｃ－１ꎬ１′)ꎬ１２０.１(Ｃ－６ꎬ６′)ꎬ１１６.０(Ｃ－５ꎬ５′)ꎬ１１０.９
(Ｃ－２ꎬ２′)ꎬ８７.５(Ｃ－７ꎬ７′)ꎬ７２.６(Ｃ－９ꎬ９′)ꎬ５６.３(－ＯＣＨ３ ×２)ꎬ５５.４
(Ｃ－８ꎬ８′)ꎮ 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５]相关数据一致ꎬ故鉴定该化

合物为(＋)－松脂素〔(＋)￣ｐｉｎｏｒｅｓｉｎｏｌ〕ꎮ
化合物 ７:白色粉末ꎻＥＳＩ－ＭＳ ｍ / ｚ:１７７[Ｍ＋Ｎａ] ＋ꎬ分子式

Ｃ７Ｈ６ Ｏ４ꎮ１ Ｈ－ＮＭＲ(ＭｅＯＤꎬ６００ ＭＨｚ) δ:７.４４(１ＨꎬｄｄꎬＪ ＝ ８.０ꎬ
２.３ ＨｚꎬＨ－６)ꎬ７.４２(１ＨꎬｄꎬＪ＝ ２.０ ＨｚꎬＨ－２)ꎬ６.８０(１ＨꎬｄꎬＪ＝ ８.１
ＨｚꎬＨ－ ５)ꎻ１３ Ｃ－ＮＭＲ(ＭｅＯＤꎬ１５０ ＭＨｚ) δ:１７０. ６ ( － ＣＯＯＨ)ꎬ
１５１.４(Ｃ－４)ꎬ１４６.０(Ｃ－３)ꎬ１２３.８(Ｃ－６)ꎬ１２３.４(Ｃ－１)ꎬ１１７.７
(Ｃ－２)ꎬ１１５.７(Ｃ－５)ꎮ 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６]相关数据一致ꎬ故
鉴定该化合物为原儿茶酸(ｐｒｏｔｏｃａｔｅｃｈｕｉｃ ａｃｉｄ)ꎮ

化合物 ８:白色粉末ꎻＥＳＩ－ＭＳ ｍ / ｚ:１１３[Ｍ＋Ｈ] ＋ꎬ分子式

Ｃ４Ｈ４Ｎ２Ｏ２ꎮ１Ｈ－ＮＭＲ(ＭｅＯＤꎬ６００ ＭＨｚ) δ:７. ４０(１ＨꎬｄꎬＪ ＝ ７. ６
ＨｚꎬＨ－６)ꎬ５.６１(１ＨꎬｄꎬＪ＝ ７.７ ＨｚꎬＨ－５)ꎻ１３Ｃ－ＮＭＲ(ＭｅＯＤꎬ１５０
ＭＨｚ)δ:１６７.４(Ｃ－４)ꎬ１５３.６(Ｃ－２)ꎬ１４４.４(Ｃ－６)ꎬ１０１.７(Ｃ－５)ꎮ
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７]相关数据一致ꎬ故鉴定该化合物为尿嘧

啶(ｕｒａｃｉｌ)ꎮ
化合物 ９:无色油状ꎻＥＳＩ－ＭＳ ｍ / ｚ:２５１[Ｍ＋Ｎａ] ＋ꎬ分子式

Ｃ１３Ｈ２４Ｏ３ꎮ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ꎬ６００ ＭＨｚ) δ:５.７５(１ＨꎬｄｄꎬＪ ＝ １５.７ꎬ
６.０ ＨｚꎬＨ－ ８)ꎬ５. ５８(１ＨꎬｄｄꎬＪ ＝ １５. ７ꎬ１. ３ ＨｚꎬＨ－ ７)ꎬ４. ４０ ~
４.３７(１ＨꎬｍꎬＨ－９)ꎬ３.８６(１ＨꎬｔｄꎬＪ ＝ １１.６ꎬ５.４ ＨｚꎬＨ－３)ꎬ１. ９３
(１ＨꎬｍꎬＨ－５)ꎬ１.７８(１ＨꎬｍꎬＨ－４ｂ)ꎬ１.６１(１ＨꎬｄꎬＪ ＝ １１.９ Ｈｚꎬ
Ｈ－２ａ)ꎬ１.５４~１.５０(１ＨꎬｍꎬＨ－２ｂ)ꎬ１.４０~ １.３３(１ＨꎬｍꎬＨ－４ａ)ꎬ
１.３０~１.２８(３ＨꎬｍꎬＨ－１０)ꎬ０.９７(３ＨꎬｓꎬＨ－１１)ꎬ０.８８(３ＨꎬｓꎬＨ－
１２)ꎬ０.７９( ３Ｈꎬｄꎬ Ｊ ＝ ６. ８ ＨｚꎬＨ － １３)ꎻ１３ Ｃ －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ꎬ１５０
ＭＨｚ)δ:１３４.５(Ｃ－８)ꎬ１３３.１(Ｃ－７)ꎬ７７.４(Ｃ－６)ꎬ６８.７(Ｃ－９)ꎬ
６６.９(Ｃ－３)ꎬ４５.４(Ｃ－２)ꎬ３９.６(Ｃ－１)ꎬ３９.３(Ｃ－４)ꎬ３４.２(Ｃ－５)ꎬ
２５.２(Ｃ－１１)ꎬ２４.７(Ｃ－１２)ꎬ２４.０(Ｃ－１０)ꎬ１６.０(Ｃ－１３)ꎮ 以上数

据与文献[１８]相关数据一致ꎬ故鉴定该化合物为(３Ｓꎬ５Ｒꎬ６Ｓꎬ
７Ｅꎬ９Ｒ)－３ꎬ６－二羟基－５ꎬ６－二氢－β－紫罗兰醇〔(３Ｓꎬ５Ｒꎬ６Ｓꎬ
７Ｅꎬ９Ｒ)￣３ꎬ６￣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５ꎬ６￣ｄｉｈｙｄｒｏ￣β￣ｉｏｎｏｌ〕ꎮ

化合物 １０:黄色粉末ꎻＥＳＩ－ＭＳ ｍ / ｚ:２１１[Ｍ＋Ｈ] ＋ꎬ分子式

Ｃ１２Ｈ１８Ｏ３ꎮ１ Ｈ－ＮＭＲ(ＭｅＯＤꎬ６００ ＭＨｚ) δ:５. ９５(１ＨꎬｓꎬＨ－ ６)ꎬ
３.２８(１ＨꎬｓꎬＨ－１)ꎬ２.５０(１ＨꎬｍꎬＨ－８ｂ)ꎬ２.２９(１ＨꎬｍꎬＨ－８ａ)ꎬ
２.１５(１ＨꎬｍꎬＨ－９ｂ)ꎬ２.０７(１ＨꎬｍꎬＨ－２ｂ)ꎬ１.８３(１ＨꎬｍꎬＨ－３ｂ)ꎬ
１.７１(１ＨꎬｍꎬＨ－９ａ)ꎬ１.５７(１ＨꎬｍꎬＨ－２ａ)ꎬ１.５０(１ＨꎬｍꎬＨ－３ａ)ꎬ
１.３３(３ＨꎬｓꎬＨ－１１)ꎬ１.２９(３ＨꎬｓꎬＨ－１２)ꎻ１３Ｃ－ＮＭＲ(ＭｅＯＤꎬ１５０
ＭＨｚ)δ:２０３.５(Ｃ－７)ꎬ１７１.７(Ｃ－５)ꎬ１２５.１(Ｃ－６)ꎬ７９.２(Ｃ－１)ꎬ
７１.２(Ｃ－４)ꎬ４２.７(Ｃ－１０)ꎬ３８.４(Ｃ－３)ꎬ３７.６(Ｃ－９)ꎬ３４.４(Ｃ－
８)ꎬ２８.６(Ｃ－１２)ꎬ２６.７(Ｃ－２)ꎬ１７.９(Ｃ－１１)ꎮ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９]相关数据一致ꎬ故鉴定该化合物为(１Ｒꎬ４Ｓꎬ１０Ｒ)－１０ꎬ１１－
二甲基－二环己烷－５(６)－烯－１ꎬ４－二醇－７－酮〔(１Ｒꎬ４Ｓꎬ１０Ｒ)￣
１０ꎬ１１￣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ｄｉ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５(６)￣ｅｎ￣１ꎬ４￣ｄｉｏｌ￣７￣ｏｎｅ〕ꎮ

化合物 １１:无色油状ꎻＥＳＩ－ＭＳ ｍ / ｚ:２４９[Ｍ＋Ｎａ] ＋ꎬ分子式

Ｃ１１Ｈ１４Ｏ５ꎮ１Ｈ－ＮＭＲ(ＭｅＯＤꎬ６００ ＭＨｚ) δ:７.２５(２ＨꎬｓꎬＨ－２ꎬ６)ꎬ
３.８８(２ＨꎬｔꎬＨ－９)ꎬ３.８３(６Ｈꎬｓꎬ－ＯＣＨ３×２)ꎬ３.１４~ ３.０７(２Ｈꎬｍꎬ
Ｈ－８)ꎻ１３Ｃ－ＮＭＲ(ＭｅＯＤꎬ１５０ ＭＨｚ)δ:１９９.５(Ｃ－７)ꎬ１４９.３(Ｃ－２ꎬ
６)ꎬ１４４.４(Ｃ－４)ꎬ１２８.２(Ｃ－１)ꎬ１０７.３(Ｃ－３ꎬ５)ꎬ５９.０(Ｃ－９)ꎬ
５６.７(－ＯＣＨ３×２)ꎬ４１.６(Ｃ－８)ꎮ 以上数据与文献[２０]相关数

据一致ꎬ故鉴定该化合物为 ３－羟基－１－(４－羟基－３ꎬ５－二甲氧

基苯基) －１－丙酮〔３￣ｈｙｄｒｏｘｙ￣１￣(４￣ｈｙｄｒｏｘｙ￣３ꎬ５￣ｄｉｍｅｔｈｏｘｙｐｈｅｎｙｌ)￣
１￣ｐｒｏｐａｎｏｎｅ〕ꎮ 　

化合物 １２:白色粉末ꎻＥＳＩ－ＭＳ ｍ / ｚ:１５１[Ｍ＋Ｎａ] ＋ꎬ分子式

Ｃ５Ｈ８ Ｏ２ Ｎ２ꎮ１ Ｈ－ＮＭＲ(ＭｅＯＤꎬ６００ ＭＨｚ) δ:３.７３(２ＨꎬｔꎬＪ ＝ ７. ０
ＨｚꎬＨ－７)ꎬ２.５５(２ＨꎬｔꎬＪ ＝ ８.０ ＨｚꎬＨ－５)ꎬ１.９８(２ＨꎬｍꎬＨ－６)ꎻ
１３Ｃ－ＮＭＲ(ＭｅＯＤꎬ１５０ ＭＨｚ) δ: １７９. １ ( Ｃ － ４)ꎬ １５５. ９ ( Ｃ － ２)ꎬ
４６.６(Ｃ－７)ꎬ３３.９(Ｃ－５)ꎬ１７.８(Ｃ－６)ꎮ 以上数据与文献[２１]相
关数据一致ꎬ故鉴定该化合物为 ２ꎬ４－二羰基六氢－１ꎬ３－二氮

杂 (２ꎬ４￣ｄｉｃａｒｂｏｎｙｌ ｈｅｘａｈｙｄｒｏ￣１ꎬ３￣ｄｉａｚｅｐｉｎｅ)ꎮ
本研究从木瓣树枝叶甲醇提取物中共分离鉴定出 １２ 个

化合物ꎬ其中ꎬ化合物 １、２、３、４、５、９ 和 １０ 为萜类及其二聚体ꎬ
化合物 ８ 和 １２ 为生物碱类ꎬ化合物 ７ 和 １１ 为苯环衍生物类ꎬ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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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６ 为木质素类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化合物 １０ 和 １１ 首次从

番荔枝科(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中分离获得ꎬ化合物 ６、９ 和 １２ 首次从

木瓣树属(Ｘｙｌｏｐｉａ Ｌｉｎｎ.)中分离获得ꎮ 另外ꎬ虽然化合物 １ 和

２ 均为简单愈创木烷型[２２] ꎬ但均具有多个羟基和羰基ꎬ具有高

度氧化特性ꎬ极有可能经脱水形成愈创木烷内酯ꎬ而后者通常

能够抑制 ＮＦ－κＢ 的激活[２３] ꎻ化合物 ３、４ 和 ５ 为香木兰烷型倍

半萜ꎬ在自然界较为少见ꎬ这类化合物具有抗菌、杀虫、抗肿瘤

等生物活性[２４] ꎬ因此ꎬ这 ５ 个化合物有望开发成抗菌、抗炎、抗
肿瘤药物的先导化合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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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宣传: 世界森林日

世界森林日(Ｗｏｒｌ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Ｄａｙ)ꎬ又名“世界林业节”ꎬ为每年的 ３ 月 ２１ 日ꎮ 该纪念日于 １９７１ 年在欧洲农业联盟的特内里弗

岛大会上ꎬ由西班牙提出倡议并得到一致通过ꎮ 同年 １１ 月ꎬ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正式予以确认ꎮ
森林与人类生存和生活息息相关ꎬ在环境安全、消除贫困、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等方面蕴藏着巨大潜力ꎮ 设立世界森林日主要

是为了引起各国对人类的绿色保护神———森林资源的重视ꎬ通过协调人类与森林的关系ꎬ实现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ꎮ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为首个世界森林日ꎻ２０２４ 年世界森林日的主题为“森林与创新———创新型解决方案ꎬ创造更美好世界”ꎮ

９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