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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鲁桑Ｍｏｒｕｓｍｕｌｔｉｃａｕｌｉｓ叶的化学成分。方法：应用离子交换树脂、硅胶和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
柱色谱进行分离纯化，根据理化性质和波谱数据鉴定化合物的结构。结果：从鲁桑叶中分离得到１２个化合物，分
别鉴定为１脱氧野尻霉素（１），ｆａｇｏｍｉｎｅ（２），２ＯαＤｇａｌａｃｔ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１ｄｅｏｘｙｎｏｊｉｒｉｍｙｃｉｎ（３），槲皮素７ＯβＤ葡萄糖
苷（４），山柰酚（５），槲皮素（６），莨菪亭（７），Ｄ天门冬氨酸（８），Ｌ脯氨酸（９），Ｄα丙氨酸（１０），肌醇ｃ（１１），胡萝卜
苷（１２）。结论：以上１２个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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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桑叶为桑科植物鲁桑 ＭｏｒｕｓｍｕｌｔｉｃａｕｌｉｓＰｅｒｒ．
的干燥叶，可祛风清热，凉血明目，广泛分布于我国

各地。近年来，国外学者在对桑科植物白桑 Ｍｏｒｕｓ
ａｌｂａＬ．的叶及根皮的水溶性成分研究中发现了多
种多羟基生物碱类化合物［１］，其具有显著的抑制 α
葡萄糖苷酶活性的作用。作者在系统研究桑属其他

桑叶化学成分的过程中，对鲁桑叶的化学成分进行

了研究。通过多种柱色谱，分离得到１２个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１脱氧野尻霉素（１），ｆａｇｏｍｉｎｅ（２），２Ｏ
αＤｇａｌａｃｔ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１ｄｅｏｘｙｎｏｊｉｒｉｍｙｃｉｎ（３），槲皮素
７ＯβＤ葡萄糖苷（４），山柰酚（５），槲皮素（６），莨
菪亭（７），Ｄ天门冬氨酸（８），Ｌ脯氨酸（９），Ｄα丙
氨酸（１０），肌醇ｃ（１１），胡萝卜苷（１２），以上成分均
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１　仪器和试剂
Ｘ５型显微熔点测定仪（未校正）；ＪＡＳＣＯＦＴ／ＩＲ

４８０Ｐｌｕｓ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红外光谱仪（ＫＢｒ压片）；
ＪａｓｃｏＰ１０２０型全自动旋光仪；ＢｒｕｋｅｒＡＶ４００核磁
共振仪；ＦｉｎｎｉｇａｎＬＣＱ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ＭＡＸ质谱仪。柱
色谱用硅胶（青岛海洋化工厂）；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

（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公司）；离子交换树脂为７３２（Ｈ＋型）离
子交换树脂，ＨＺ－２０２强碱性离子交换树脂，ＨＤ－２
弱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均为华南理工大学上海华

震科技贸易公司），Ｄｏｗｅｘ１×２（ＯＨ－型）离子交换
树脂（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公司）；硅胶ＧＦ２５４薄层预制板（烟
台化学工业研究所）；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植物２００５年９月采自江苏镇江，储存于暨南大
学，样品（编号０５０９０２）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
所潘一乐研究员鉴定为鲁桑Ｍ．ｍｕｌｔｉｃａｕｌｉｓ的叶。
２　提取分离

干燥鲁桑叶３３ｋｇ，每次用１０Ｌ５０％乙醇回流
提取，提取３次。提取液合并浓缩至３Ｌ，加入等体
积乙醇，离心除去沉淀，上清液通过７３２（Ｈ＋型）离
子交换树脂，分别用水及０５ｍｏｌ·Ｌ－１氨水洗脱。
氨水部分，浓缩干燥得浸膏３５ｇ，浸膏经 ＨＺ－２０２
强碱性离子交换树脂柱分离，水洗脱。每２０ｍＬ为
一馏分，经过薄层检测茚三酮显色为指导合并为４
部分；每部分分别选用 ＨＤ２弱酸性阳离子交换树
脂，Ｄｏｗｅｘ１×２（ＯＨ－型）离子交换树脂，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柱色谱分离获得化合物１（５００ｍｇ），２（１２０
ｍｇ），３（２００ｍｇ），８（１０ｍｇ），９（１５ｍｇ），１０（８
ｍｇ），１１（２０ｍｇ）。水部分经醋酸乙酯、正丁醇萃
取，醋酸乙酯部位浓缩干燥得浸膏９８ｇ，浸膏通过硅
胶和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柱色谱分离纯化得到化合物
４（６ｍｇ），５（１０ｍｇ），６（４ｍｇ），７（９ｍｇ），１２（８
ｍ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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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构鉴定
化合物１　无色晶体（甲醇水），茚三酮显紫

色，ｍｐ１９６～１９８℃，ＥＳＩＭＳｍ／ｚ：１６２［Ｍ－Ｈ］－，１８６
［Ｍ＋Ｎａ］＋；１ＨＮＭＲ（Ｄ２Ｏ，４００ＭＨｚ，）δ：２３５（１Ｈ，
ｄｄ，Ｊ＝１２２，１０９Ｈｚ，Ｈ１ａ），２４４（１Ｈ，ｄｄｄ，Ｊ＝
９１，６２，２９Ｈｚ，Ｈ５），３０１（１Ｈ，ｄｄ，Ｊ＝１２２，５１
Ｈｚ，Ｈ１ｅ），３１２（１Ｈ，ｔ，Ｊ＝９１Ｈｚ，Ｈ４），３２０（１Ｈ，
ｔ，Ｊ＝９１Ｈｚ，Ｈ３），３３８（１Ｈ，ｄｄｄ，Ｊ＝１０９，９１，５１
Ｈｚ，Ｈ２），３５２（１Ｈ，ｄｄ，Ｊ＝１１７，６２Ｈｚ，Ｈ６ａ），
３７２（１Ｈ，ｄｄ，Ｊ＝１１７，２９Ｈｚ，Ｈ６ｂ）。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
ＭＨｚ，Ｄ２Ｏ）δ：４８６（Ｃ１），６０４（Ｃ５），６１３（Ｃ６），
７０８（Ｃ２），７１４（Ｃ４），７８３（Ｃ３）。以上数据与文
献［２］报道相符，故鉴定为 １脱氧野尻霉素（１ｄｅ
ｏｘｙｎｏｊｉｒｉｍｙｃｉｎ）。

化合物２　无色晶体（甲醇水），茚三酮显紫
色，ｍｐ１８５～１８８℃，ＥＳＩＭＳｍ／ｚ：１７０［Ｍ＋Ｎａ］＋，
１４８［Ｍ＋Ｈ］＋。１ＨＮＭＲ（Ｄ２Ｏ，４００ＭＨｚ）δ：１４０
（１Ｈ，ｄｄｔ，Ｊ＝１３０，１１６，４５Ｈｚ，Ｈ２ａ），１９４（１Ｈ，
ｄｄｄｄ，Ｊ＝１３０，５１，２６，２２Ｈｚ，Ｈ２ｅ），２４８（１Ｈ，
ｄｄｄ，Ｊ＝９５，６６，３０Ｈｚ，Ｈ５），２５５（１Ｈ，ｄｔ，Ｊ＝
１３０，２６Ｈｚ，Ｈ１ａ），２９５（１Ｈ，ｄｄｄ，Ｊ＝１３０，４５，
２２Ｈｚ，Ｈ１ｅ），３１２（１Ｈ，ｄｄ，Ｊ＝９５，９２Ｈｚ，Ｈ４），
３４９（１Ｈ，ｄｄｄ，Ｊ＝１１６，９２，５１Ｈｚ，Ｈ３），３５８
（１Ｈ，ｄｄ，Ｊ＝１１７，６６Ｈｚ，Ｈ６ａ），３８０（１Ｈ，ｄｄ，Ｊ＝
１１７，３０Ｈｚ，Ｈ６ｂ）。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Ｄ２Ｏ）δ：
３２６（Ｃ２），４２６（Ｃ１），６０９（Ｃ５），６１９（Ｃ６），
７３２（Ｃ３，４）。以上数据与文献［１］报道相符，故鉴
定为ｆａｇｏｍｉｎｅ。

化合物３　白色粉末（甲醇水），茚三酮显紫
色，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４８［Ｍ＋Ｎａ］＋，３２４［Ｍ－Ｈ］－。１Ｈ
ＮＭＲ（Ｄ２Ｏ，４００ＭＨｚ）δ：２４４（１Ｈ，ｄｄ，Ｊ＝１２５，１０６
Ｈｚ，Ｈ１ａ），２５５（１Ｈ，ｄｄｄ，Ｊ＝９５，６２，２９Ｈｚ，Ｈ
５），３２８（１Ｈ，ｔ，Ｊ＝９５Ｈｚ，Ｈ４），３３０（１Ｈ，ｄｄ，Ｊ＝
１２５，４８Ｈｚ，Ｈ１ｅ），３４６（１Ｈ，ｔ，Ｊ＝９５Ｈｚ，Ｈ３），
３５６（１Ｈ，ｄｄｄ，Ｊ＝１０６，９５，４８Ｈｚ，Ｈ５），３６３
（１Ｈ，ｄｄ，Ｊ＝１１７，６２Ｈｚ，Ｈ６ａ），３７３（２Ｈ，ｄ，Ｊ＝
６２Ｈｚ，Ｈ２６′），３８１（１Ｈ，ｄｄ，Ｊ＝１０２，３７Ｈｚ，Ｈ
２′），３８２（１Ｈ，ｄｄ，Ｊ＝１１７，２９Ｈｚ，Ｈ６ｂ），３８９
（１Ｈ，ｄｄ，Ｊ＝１０２，３３Ｈｚ，Ｈ３′），３９９（１Ｈ，ｂｒｄ，Ｈ
４′），４１７（１Ｈ，ｂｒｔ，Ｈ５′），５０７（１Ｈ，ｄ，Ｊ＝３７Ｈｚ，
Ｈ１′）。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Ｄ２Ｏ）δ：４５６（Ｃ１），６０５
（Ｃ５），６１０（Ｃ６′），６１４（Ｃ６），６８１（Ｃ２′），６９２

（Ｃ４′），６９３（Ｃ３′），７０８（Ｃ５′），７１５（Ｃ４），７５５
（Ｃ２），７６６（Ｃ３），９５９（Ｃ１′）。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报道相符，故鉴定为２ＯαＤｇａｌａｃｔ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１
ｄｅｏｘｙｎｏｊｉｒｉｍｙｃｉｎ。

化合物４　黄色粉末（甲醇），ｍｐ２２１～２２４℃，
ＥＳＩＭＳｍ／ｚ：４６３［Ｍ－Ｈ］－。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４００
ＭＨｚ）δ：５０６（１Ｈ，ｄ，Ｊ＝７４Ｈｚ，Ｈ１″），６４０（１Ｈ，ｄ，
Ｊ＝１８Ｈｚ，Ｈ６），６７４（１Ｈ，ｄ，Ｊ＝１８Ｈｚ，Ｈ８），
６８７（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５′），７５５（１Ｈ，ｄｄ，Ｊ＝
８４，２０Ｈｚ，Ｈ６′），７７０（１Ｈ，ｄ，Ｊ＝２０Ｈｚ，Ｈ
２′）。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６０５（Ｃ６″），
６９５（Ｃ４″），７３０（Ｃ２″），７６３（Ｃ３″），７７０（Ｃ５″），
９４１（Ｃ８），９８６（Ｃ６），９９８（Ｃ１″），１０４６（Ｃ１０），
１１５２（Ｃ５′），１１５５（Ｃ２′），１１９９（Ｃ６′），１２１６（Ｃ
１′），１３４８（Ｃ３），１４５０（Ｃ３′），１４７５（Ｃ２），１４８０
（Ｃ４′），１５５６（Ｃ９），１６０３（Ｃ５），１６２６（Ｃ７），
１７５９（Ｃ４）。以上数据与文献［３］报道一致，故鉴
定为槲皮素７ＯβＤ葡萄糖苷（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７ＯβＤ
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

化合物５　淡黄色粉末（甲醇），ｍｐ２６６～２６９
℃，ＥＳＩＭＳｍ／ｚ：２８５［Ｍ－Ｈ］－。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
４００ＭＨｚ）δ：６１８（１Ｈ，ｄ，Ｊ＝１６Ｈｚ，Ｈ６），６４２
（１Ｈ，ｄ，Ｊ＝１６Ｈｚ，Ｈ８），６９２（２Ｈ，ｄ，Ｊ＝８８Ｈｚ，Ｈ
３′，５′），８０３（２Ｈ，ｄ，Ｊ＝８８Ｈｚ，Ｈ２′，６′），１００４～
９８６（２Ｈ，ｂｒｓ，３，４′ＯＨ），１２４２（１Ｈ，ｓ，５ＯＨ）。１３Ｃ
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９３４（Ｃ８），９８２（Ｃ
６），１０２９（Ｃ１０），１１５４（Ｃ３′，５′），１２１６（Ｃ１′），
１２９４（Ｃ２′，６′），１３５６（Ｃ３），１４６７（Ｃ２），１５６１
（Ｃ５），１５９１（Ｃ４′），１６０６（Ｃ９），１６３９（Ｃ７），
１７５８（Ｃ４）。以上数据与文献［３］报道一致，故鉴
定为山柰酚。

化合物６　淡黄色粉末（甲醇），ｍｐ３１２～３１４
℃，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０１［Ｍ－Ｈ］－，３２５［Ｍ＋Ｎａ］＋。１Ｈ
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６１９（１Ｈ，ｄ，Ｊ＝１７
Ｈｚ，Ｈ６），６４２（１Ｈ，ｄ，Ｊ＝１７Ｈｚ，Ｈ８），６８８（１Ｈ，
ｄ，Ｊ＝８４Ｈｚ，Ｈ５′），７５４（１Ｈ，ｄｄ，Ｊ＝８４，２０Ｈｚ，
Ｈ６′），７６７（１Ｈ，ｄ，Ｊ＝２０Ｈｚ，Ｈ２′），９３０～９２０
（２Ｈ，ｂｒｓ，３，３′ＯＨ）。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
δ：９３３（Ｃ８），９８２（Ｃ６），１０２９（Ｃ１０），１１５０（Ｃ
２′），１１５６（Ｃ５′），１１９９（Ｃ６′），１２１９（Ｃ１′），
１３５７（Ｃ３），１４５０（Ｃ３′），１４６７（Ｃ２），１４７７（Ｃ
４′），１５６０（Ｃ５），１６０６（Ｃ９），１６４０（Ｃ７），１７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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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４）。以上数据与文献［３］报道一致，故鉴定为槲
皮素。

化合物７　白色针晶（甲醇），ｍｐ２０３～２０５℃，
ＥＳＩＭＳｍ／ｚ：１９３［Ｍ＋Ｈ］＋。１ＨＮＭＲ（ＣＤ３ＯＤ，４００
ＭＨｚ）δ：３９１（３Ｈ，ｓ，ＯＣＨ３），６２０（１Ｈ，ｄ，Ｊ＝９２
Ｈｚ，Ｈ３），６７６（１Ｈ，ｓ，Ｈ８），７１０（１Ｈ，ｓ，Ｈ５），
７８６（１Ｈ，ｄ，Ｊ＝９２Ｈｚ，Ｈ４）。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δ：５６８（ＯＣＨ３），１０４０（Ｃ８），１０９９（Ｃ５），
１１２５（Ｃ１０），１１２６（Ｃ３），１４６１（Ｃ４），１４７１（Ｃ
６），１５１４（Ｃ９），１５２９（Ｃ７），１６４０（Ｃ２）。以上数
据与文献［４］报道一致，故鉴定为莨菪亭（ｓｃｏｐｏｌｅ
ｔｉｎ）。

化合物８　无色晶体（甲醇水），茚三酮显紫
色，ｍｐ２６９～２７２℃，［α］２５Ｄ ＝－３３（ｃ０２，Ｈ２Ｏ）。
ＥＳＩＭＳｍ／ｚ：１５６［Ｍ＋Ｎａ］＋。１ＨＮＭＲ（Ｄ２Ｏ，４００
ＭＨｚ）δ：２７６（１Ｈ，ｄｄ，Ｊ＝１６９，７７Ｈｚ，Ｈ３ａ），２８６
（１Ｈ，ｄｄ，Ｊ＝１６９，４２Ｈｚ，Ｈ３ｂ），３９０（１Ｈ，ｄｄ，Ｊ＝
７７，４２Ｈｚ，Ｈ２）。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Ｄ２Ｏ）δ：３４５
（Ｃ３），５１３（Ｃ２），１７３３（Ｃ１），１７４４（Ｃ４）。以上
数据与文献［３，５，６］报道的一致，故鉴定为 Ｄ天门
冬氨酸。

化合物９　白色粉末（甲醇水），茚三酮显黄
色，ｍｐ２１９～２２１℃，［α］２５Ｄ ＝－４５（ｃ０１，Ｈ２Ｏ）。
ＥＳＩＭＳｍ／ｚ：１１６［Ｍ＋Ｈ］＋，１１４［Ｍ－Ｈ］－。１ＨＮＭＲ
（Ｄ２Ｏ，４００ＭＨｚ）δ：２０１（２Ｈ，ｍ，Ｈ２４），２０４（１Ｈ，
ｍ，Ｈ３ｂ），２３２（１Ｈ，ｍ，Ｈ３ａ），３３１（１Ｈ，ｍ，Ｈ５ｂ），
３４０（１Ｈ，ｍ，Ｈ５ａ），４０９（１Ｈ，ｄｄ，Ｊ＝８６，６５Ｈｚ，
Ｈ２）。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Ｄ２Ｏ）δ：２３８（Ｃ４），２９１
（Ｃ３），４６２（Ｃ５），６１３（Ｃ２），１７４９（Ｃ１）。以上
数据与文献［３，５，７］报道一致，故鉴定为Ｌ脯氨酸。

化合物１０　白色粉末（甲醇水），茚三酮显紫
色，ｍｐ２９６～２９８℃，［α］２５Ｄ ＝－１１１（ｃ０１，Ｈ２Ｏ）。
ＥＳＩＭＳｍ／ｚ：９０［Ｍ＋Ｈ］＋。１ＨＮＭＲ（Ｄ２Ｏ，４００ＭＨｚ）
δ：１４１（３Ｈ，ｄ，Ｊ＝７２Ｈｚ，Ｈ３３），３７１（１Ｈ，ｑ，Ｊ＝
７２Ｈｚ，Ｈ２）。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Ｄ２Ｏ）δ：１６２（Ｃ
３），５０６（Ｃ２），１７５８（Ｃ１）。以上数据与文献［３，

５，８］报道一致，故鉴定为Ｄα丙氨酸。
化合物 １１　无色晶体（甲醇），ｍｐ２２４～２２７

℃；ＩＲ（ＫＢｒ）ｃｍ－１：３３８９（ＯＨ）；ＥＳＩＭＳｍ／ｚ：２０３［Ｍ
＋Ｎａ］＋，１７９［Ｍ－Ｈ］－。１ＨＮＭＲ（Ｄ２Ｏ，４００ＭＨｚ）δ：
３１６（１Ｈ，ｔ，Ｊ＝９２Ｈｚ），３４２（２Ｈ，ｄｄ，Ｊ＝２８，９２
Ｈｚ），３５１（２Ｈ，ｔ，Ｊ＝９２Ｈｚ），３９５（１Ｈ，ｔ，Ｊ＝２８
Ｈｚ）。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Ｄ２Ｏ）δ：７１１，７２１，７２３，
７４３。以上数据与文献［３，９］报道一致，故鉴定为
肌醇ｃ（ｍｙｏｉｎｏｓｉｔｏｌ）。

化合物１２　白色粉末（氯仿甲醇），ｍｐ３０３～
３０５℃。香草醛浓硫酸反应显紫色。与胡萝卜苷
标准品共ＴＬＣ的Ｒｆ值一致，ＩＲ完全一致，且混合熔
点不下降，故鉴定化合物１２为胡萝卜苷。

［致谢］　核磁由中国药科大学李茜代测，质谱由沈阳
药科大学戴毅和唐金山代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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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叶锦鸡儿化学成分的研究

金光洙，朴惠顺

（延边大学 药学院，吉林 延吉 １３３０００）

［摘要］　目的：研究小叶锦鸡儿的化学成分。方法：用各种现代色谱方法分离小叶锦鸡儿根的化学成分，根据
理化性质及波谱手段（ＭＳ，ＮＭＲ，ＤＥＰＴ，１Ｈ１ＨＣＯＳＹ，ＨＳＱＣ）鉴定结构。结果：从小叶锦鸡儿根的醋酸乙酯部分分
离并鉴定了８个单体化合物，分别为β谷甾醇（１），７羟基３′，４′二甲氧基异黄酮，即赝靛黄素（２），阿魏酸二十五
烷醇酯（３），阿魏酸十七烷醇酯（４），阿魏酸（５），胡萝卜苷（６），高丽槐树７ＯβＤ吡喃葡萄糖苷（７），芒柄花素７
ＯβＤ吡喃葡萄糖苷（８）。结论：化合物１，３～７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其中化合物３，４，５，７首次从锦鸡儿属植
物中分离得到。

［关键词］　小叶锦鸡儿；醋酸乙酯提取物；化学成分
［中图分类号］Ｒ２８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３０２（２００７）０８０６９８０３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６０８１１

［通讯作者］　朴惠顺，Ｔｅｌ：（０４３３）２６６０６０８，Ｅｍａｉｌ：ｈｓｈｐｉａｏ＠

ｙｂｕ．ｅｄｕ．ｃｎ

　　小叶锦鸡儿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Ｌａｍ．为豆科
锦鸡儿属植物，生于山坡、岸边草地、沙丘地与干燥

坡地，广泛分布于东北、华北和内蒙古、山西、陕西、

甘肃。吉林省的长白山地区分布较广，尤其是三合、

安图、和龙、汪清、珲春等地。朝医称小叶锦鸡儿为

骨担草（治疗骨髓炎的草药），是民间常用药材。味

苦、性寒，具有祛风湿、活血、镇静、强心、利尿、消炎

等功效［１］。朝鲜族民间用于治疗骨髓炎、风湿性关

节炎、高血压、咽喉炎、妇科疾病等。《中华本草》中

记载，小叶锦鸡儿具有“清热利咽的功能，主治咽喉

肿痛”。通过小鼠Ｓ１８０肉瘤的抗肿瘤实验中发现，
小叶锦鸡儿醋酸乙酯萃取部分显示较强的抗肿瘤活

性［２］。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对小叶锦鸡儿化学成分

和活性成分的研究很少，因此，作者进行了小叶锦鸡

儿醋酸乙酯萃取部分化学成分的研究，分离鉴定了

８个单体化合物，分别为 β谷甾醇（１），７羟基３′，
４′二甲氧基异黄酮，即赝靛黄素（２），阿魏酸二十五
烷醇酯（３），阿魏酸十七烷醇酯（４），阿魏酸（５），胡
萝卜苷（６），高丽槐树７ＯβＤ吡喃葡萄糖苷（７），
芒柄花素７ＯβＤ吡喃葡萄糖苷（８）。化合物 １，
３～７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其中化合物３，４，５，
７首次从锦鸡儿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１　仪器与材料

ＸＴ５型精密显微熔点测定仪（温度计未校正），
ＶＧ７０７０Ｅ型质谱仪，ＨＰ１１００ＨＰＬＣ／ＭＳＤ型质谱仪；
ＡＶ３００型核磁共振仪；薄层色谱用硅胶青岛海洋化
工有限公司产品；其他实验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小叶锦鸡儿 ２００４年 １０月采集于和龙市龙华
·８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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