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７年５月　第１９卷　第５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Ｍａｙ２０１７　Ｖｏｌ１９　Ｎｏ５

·基础研究·

△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自然基金项目 （Ｈ２０１４６４）
 ［通信作者］　苑光军，副教授，研究方向：中草药药效物质；Ｔｅｌ：（０５５４）６１０３８６８，Ｅｍａｉｌ：ｙｕａｎｇｕａｎｇｊｕｎ＠ｓｉｎａｃｏｍ

连翘中具有抗菌活性的苯乙醇苷类化学成分研究
△

姜醒，鲁丽敏，张春蕾，王兴焱，孙琦，王佳天，苑光军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佳木斯学院，黑龙江　佳木斯　１５４００７）

［摘要］　目的：研究连翘中具有抗菌活性的苯乙醇苷类化合物，探讨连翘抗菌药效物质基础。方法：采用有机
溶剂提取药材，不同极性有机溶剂萃取提取液，抗菌活性跟踪结合各种色谱法，获得活性化合物。与文献报道谱学

数据对比确定化合物的结构。结果：从该药材中分离获得９个化合物，分别鉴定为６′Ｏ（顺式１，４二羟基环己乙
酰基）类叶升麻苷（１），４Ｏ鼠李糖基７Ｓ，８Ｒ７′，８′赤式蒜芥茄脂素（２），毛花球花苷 Ａ（３），黄花马缨丹苷 Ｂ
（４），石蚕苷Ｂ（５），紫茎女贞苷Ｊ（６），厚朴苷Ｆ（７），松果菊苷（８），异厚叶车前苷 （９）。化合物１、６、８对金黄
色葡萄球菌（ＡＴＣＣ３３５９１）生长具有中等强度抑制作用，ＭＩＣ值分别为８０、１６０、４０μｇ·ｍＬ－１。结论：８个苯乙醇
苷类化合物（１，３～９）和１个木脂素类化合物（２）系首次从该植物中获得。

［关键词］　连翘；苯乙醇苷类化合物；抗菌活性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ｈｅｎｙｌｅｔｈａｎｏｉｄ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ｓｆｒｏｍＦｒｕｉｔｓｏｆ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ｓｕｓｐｅｎｓａ
ＪＩＡＮＧＸｉｎｇ，ＬＵＬｉｍｉｍ，Ｚ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ｌｅｉ，ＷＡＮＧＸｉｎｇｙａｎ，ＳＵＮＱｉ，ＷＡＮＧＪｉａｔｉａｎ，ＹＵＡＮＧｕａｎｇｊｕｎ

（ｉａｍｕｓｉＣｏｌｌｅｇｅ，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ｉａｍｕｓｉ１５４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ｈｅｎｙｌｅｔｈａｎｏｉｄ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ｒｕｉｔｓｏｆ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ｓｕｓｐｅｎｓａ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ｐｌａｎ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ｗｅ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ｃｓｏｌｖｅｎｔ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ｗａ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ｏｒｇａｎｉｃｓｏｌｖｅｎｔｓａ
ｇａｉｎ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ｗｅ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ｂｙＮＭ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Ｎｉｎｅｃｏｍ
ｐｏｕｎｄｓｗｅｒｅ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ｒｕｉｔｓｏｆＦｓｕｓｐｅｎｓａ，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６′Ｏ（ｃｉｓ１，４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ａｃｅｔｙｌ）ａｃｔｅ
ｏｓｉｄｅ（１），４Ｏｒｈａｍｎｏｓｙｌ７Ｓ，８Ｒ７′，８′ｅｒｙｔｈｒｏｓｉｓｙｍｂｒｉｆｏｌｉｎ（２），ｔｒｉｃｈｏｓａｎｔｈｏｓｉｄｅＡ（３），ｆｕｃａｔｏｓｉｄｅＢ（４），ｐｏｌｉｕｍｏ
ｓｉｄｅＢ（５），ｌｉｇｕｐｕｒｐｕｒｏｓｉｄｅＪ（６），ｍａｇｎｏｌｏｓｉｄｅＦ（７），ｅｃｈｉｎａｃｏｓｉｄｅ（８），ａｎｄｉｓｏｃ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ｏｓｉｄｅ（９）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１，６，
８ｓｈｏｗｅｄ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ｇａｉｎｓｔ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ａｕｒｅｕｓｗｉｔｈＭＩＣｓｏｆ８０，１６０ａｎｄ４０μｇ·ｍＬ－１，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Ｅｉｇｈｔｐｈｅｎｙｌｅｔｈａｎｏｉｄｅ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ｓ（１，３９）ａｎｄａｎｅｏｌｉｇｎａｎ（２）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ｌａｎｔｆｉｒｓｔｌ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ｓｕｓｐｅｎｓａ；ｐｈｅｎｙｌｅｔｈａｎｏｉｄｅ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ｓ；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１３／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８９０．２０１７．５．０１０

连翘为木犀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植物连翘 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
ｓｕｓｐｅｎｓａ（Ｔｈｕｎｂ）Ｖａｈｌ的干燥成熟果实，又名落翘，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版收载［１］。连翘在全

国范围内均有种植，野生多生于河边，商品药材以

野生为主，有 “老翘”、“青翘”之分。连翘主要分

布于秦岭、太行山一带，主产于陕、晋、川等地。

其味苦，性微寒，归肺、心、小肠经，具有清热解

毒、消肿散结、疏散风热等功效，可以与金银花、

牡丹皮、栀子、大黄等多种中药配伍，如复方银翘

散、凉隔散等，多数用于疮、痈、瘰疬、热毒的治

疗，为 “疮家之圣药”。连翘中主要的成分为苯乙

烯及其苷类、黄酮类、香豆素类、酚酸类等多种成

分，具有很强的抗菌、抗炎、抗病毒等作用［２］。以

往研究表明苯乙醇苷类是连翘主要的抗菌活性成

分［３４］，已经作为先导化合物应用于寻找新药［５］。本

文继续寻找连翘中具有抗菌活性的苯乙醇苷类化合

物，结果从该植物中首次分离得到９个苯乙醇苷类
化合物并进行了抗菌活性研究。

１　仪器与材料

ＢＲＵＫＥＲＡＶ５００型核磁共振仪（德国布鲁克公
司），溶剂峰为内标；岛津 ＬＣ６ＡＤ（日本岛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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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岛津ＳｈｉｍｐａｃｋＰＲＥＰＯＤＳ制备色谱柱（２５０ｍｍ×
２５ｍｍ，日本岛津公司）；所用试剂为色谱纯或分
析纯。

金黄色葡萄球菌ＡＴＣＣ３３５９１、ＡＴＣＣ３３５９１，大
肠埃希菌（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粪肠球菌（ＡＴＣＣ２９２１２），
购于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样品于２０１３年６月购于河北省安国中药材集散
中心，经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赵喜副教授鉴定为木犀

科植物连翘 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ｓｕｓｐｅｎｓａ（Ｔｈｕｎｂ）Ｖａｈｌ的干燥
成熟果实。

２　提取、分离

甲醇作为提取溶剂进行回流提取药材（８ｋｇ），
提取物减压回收后分散于水中，先后采用石油醚、

乙酸乙酯和正丁醇进行萃取，分别得到石油醚部分

（３００ｇ）、乙酸乙酯部分（５００ｇ）、正丁醇部分（３５０ｇ）。
其中，乙酸乙酯部分在质量浓度为１００μｇ·ｍＬ－１时
显示出抗菌活性；因此，选择硅胶柱色谱法对乙酸

乙酯部分进行下一步分离，洗脱剂采用三氯甲烷甲
醇溶剂系统（１００∶１～１∶１），极性由低到高进行梯度
洗脱。在薄层色谱法的跟踪检测下，共收集到了

１０个流分（Ｆｒ１～Ｆｒ１０）。Ｆｒ３部分（１７２ｇ），先后
采用硅胶柱色谱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反相柱：流动

相为乙腈水溶剂系统）进行分离纯化，分别得到化
合物１（１０ｍｇ）和２（５ｍｇ）。Ｆｒ６部分（１５ｇ）先后
采用硅胶和高效液相柱色谱法进行分离纯化，分别

得到化合物３（１２ｍｇ）、４（８ｍｇ）、５（３ｍｇ）。Ｆｒ７
部分（２０ｇ）先后采用硅胶和高效液相柱色谱法进行
分离纯化，分别得到化合物６（３５３ｍｇ），７（２０６ｍｇ）
和８（６２ｍｇ）Ｆｒ９部分 （１０ｇ）采用中压制备色谱和
高效液相色谱法进行分离纯化，得到化合物 ９
（８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 合 物 １：白 色 粉 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７７９
［Ｍ１］－；１ＨＮＭＲ（ＣＤ３ＯＤ，５００ＭＨｚ）δ：ａｃｅｔｙｌｃｙ
ｃｌｏｈｅｘｙｌ：１８０（２Ｈ，ｍ，Ｈ２，６），１５４（２Ｈ，ｍ，
Ｈ２，６），１６８（４Ｈ，ｍ，Ｈ３，５），３５３（１Ｈ，ｍ，
Ｈ４），２４９（２Ｈ，ｓ，Ｈ７）；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４４３（１Ｈ，
ｄ，Ｊ＝８３Ｈｚ，Ｈ１′），３４４（１Ｈ，ｍ，Ｈ２′），３８６
（１Ｈ，ｔ，Ｊ＝９０Ｈｚ，Ｈ３′），５０３（１Ｈ，ｔ，Ｊ＝９５Ｈｚ，
Ｈ４′），３７７（１Ｈ，ｍ，Ｈ５′），４２４（１Ｈ，ｄｄ，Ｊ＝
１１７，２７Ｈｚ，Ｈ６′ａ），４１５（１Ｈ，ｄｄ，Ｊ＝１１７，

５１Ｈｚ，Ｈ６′ｂ）；ａｇｌｙｃｏｎｅ：６７１（１Ｈ，ｄ，Ｊ＝
２４Ｈｚ，Ｈ２″），６７０（１Ｈ，ｄ，Ｊ＝８３Ｈｚ，Ｈ５″），
６６０（１Ｈ，ｄｄ，Ｊ＝８３，２０Ｈｚ，Ｈ６″），３９９
（１Ｈ，ｍ，Ｈαａ），３７４（１Ｈ，ｍ，Ｈαｂ），２８３
（２Ｈ，ｍ，Ｈβ）；ｃａｆｆｅｏｙｌ：７０９（１Ｈ，ｄ，Ｊ＝１９Ｈｚ，
Ｈ２），６８１（１Ｈ，ｄ，Ｊ＝８３Ｈｚ，Ｈ５），６９９
（１Ｈ，ｄｄ，Ｊ＝８３，１９Ｈｚ，Ｈ６），６３１（１Ｈ，ｄ，
Ｊ＝１６１Ｈｚ，Ｈα），７６３（１Ｈ，ｄ，Ｊ＝１５６Ｈｚ，Ｈ
β）；ｒｈａｍｎｏｓｙｌ：５２１（１Ｈ，ｄ，Ｊ＝１５Ｈｚ，Ｈ１″″），
３９４（１Ｈ，ｍ，Ｈ２″″），３５９（１Ｈ，ｍ，Ｈ３″″），
３３２（１Ｈ，ｍ，Ｈ４″″），３６１（１Ｈ，ｄ，Ｊ＝２９Ｈｚ，
Ｈ５″″），１１３（３Ｈ，ｄ，Ｊ＝６４Ｈｚ，Ｈ６″″）；１３Ｃ
ＮＭＲ（ＣＤ３ＯＤ，１２５ＭＨｚ）δ：ａｃｅｔｙｌ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ｙｌ：７０６
（Ｃ１），３６１（Ｃ２，６），３１６（Ｃ３，５），７０７（Ｃ
４），４８５（Ｃ７），１７２７（Ｃ８）；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１０４４
（Ｃ１′），７６３（Ｃ２′），８１５（Ｃ３′），７３２（Ｃ４′），
７３９（Ｃ５′），６３９（Ｃ６′）；ａｇｌｙｃｏｎｅ：１３１８（Ｃ
１″），１１７４（Ｃ２″），１４６４（Ｃ３″），１４５１（Ｃ４″），
１１６６（Ｃ５″），１２１５（Ｃ６″），３７０（Ｃ７″），７２８
（Ｃ８″）；ｃａｆｆｅｏｙｌ：１２７９（Ｃ１），１１５６（Ｃ２），１４７２
（Ｃ３），１５０３（Ｃ４），１１６８（Ｃ５），１２３５（Ｃ
６），１４８４（Ｃ７），１１４９（Ｃ８），１６８３（ＣＯ），
１０３４（Ｃ１″″），７２６（Ｃ２″″），７０８（Ｃ３″″），７４１（Ｃ
４″″），７２３（Ｃ５″″），１８８（Ｃ６″″）。以上核磁数据与
文献报道的一致［６］，所以化合物１鉴定为６′Ｏ（ｃｉｓ
１，４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ａｃｅｔｙｌ）ａｃｔｅｏｓｉｄｅ，为首次从
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化合物 ２：白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５３７［Ｍ
１］－；１ＨＮＭＲ（ＣＤ３ＯＤ，５００ＭＨｚ）δ：７０５（１Ｈ，ｄ，
Ｊ＝２０Ｈｚ，Ｈ２），７０９（１Ｈ，ｄ，Ｊ＝８３Ｈｚ，Ｈ
５），６９３（１Ｈ，ｄｄ，Ｊ＝８３，２０，Ｈ６），５６２
（１Ｈ，ｄ，Ｊ＝５９Ｈｚ，Ｈ７），３４９（１Ｈ，ｍ，Ｈ８），
３８７（１Ｈ，ｍ，Ｈ９ａ），３７９（１Ｈ，ｍ，Ｈ９ｂ），
３８１（３Ｈ，ｓ，３ＯＭｅ），６９７（１Ｈ，ｂｒｓ，Ｈ２′），
６９１（１Ｈ，ｂｒｓ，Ｈ６′），４５９（１Ｈ，ｄ，Ｊ＝５９Ｈｚ，
Ｈ７′），３６９（１Ｈ，ｍ，Ｈ８′），３５５（１Ｈ，ｄｄ，Ｊ＝
１１５，４２Ｈｚ，Ｈ９′ａ），３４０（１Ｈ，ｄｄ，Ｊ＝１１２，
６４Ｈｚ，Ｈ９′ｂ），３９１（３Ｈ，Ｓ，３′ＯＭｅ），５３６
（１Ｈ，ｄ，Ｊ＝１５Ｈｚ，Ｈ１″），４０８（１Ｈ，ｄｄ，Ｊ＝
３２，１７Ｈｚ，Ｈ２″），３８７（１Ｈ，ｍ，Ｈ３″），３４９
（１Ｈ，ｍ，Ｈ４″），３７８ （１Ｈ，ｍ，Ｈ５″），１２４
（３Ｈ，ｄ，Ｊ＝６４Ｈｚ，Ｈ６″）；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３ＯＤ，１２５
ＭＨｚ）δ：１３８９（Ｃ１），１１１６（Ｃ２），１５２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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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４６７（Ｃ４），１１９９（Ｃ５），１１９３（Ｃ６），
８９１（Ｃ７），５５８（Ｃ８），６５３（Ｃ７），５６８（３
ＯＭｅ），１３７４（Ｃ１′），１１２９（Ｃ２′），１４５６（Ｃ
３′），１４９３（Ｃ４′），１２９８（Ｃ５′），１１６９（Ｃ６′），
７５８（Ｃ７′），７７７（Ｃ８′），６４５（Ｃ９′），５７１（３′
ＯＭｅ），１０１７（Ｃ１″），７２３（Ｃ２″），７２５（Ｃ３″），
７４１（Ｃ４″），７１１（Ｃ５″），１８３（Ｃ６″）。以上核磁
数据与文献报道的一致［６］，所以化合物２鉴定为４
Ｏｒｈａｍｎｏｓｙｌ７Ｓ，８Ｒ７′，８′ｅｒｙｔｈｒｏｓｉｓｙｍｂｒｉｆｏｌｉｎ， 为
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化合物３：白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２５７［Ｍ＋
１］＋；１ＨＮＭＲ（ＣＤ３ＯＤ，５００ＭＨｚ）δ：ａｇｌｙｃｏｎ：６７２
（１Ｈ，ｄ，Ｊ＝２０Ｈｚ，Ｈ２），６７１（１Ｈ，ｄ，Ｊ＝８０Ｈｚ，
Ｈ５），６５９（１Ｈ，ｄｄ，Ｊ＝８０，２０Ｈｚ，Ｈ６），
４０７（１Ｈ，ｍ，Ｈαａ），３７４（１Ｈ，ｍ，Ｈαｂ），
２８２（１Ｈ，ｍ，Ｈβ）；ｇｌｕｃｏｓｙｌ：４４１（１Ｈ，ｄ，Ｊ＝
７９Ｈｚ，Ｈ１′），３４３（１Ｈ，ｄｄ，Ｊ＝７９，９１Ｈｚ，
Ｈ２′），３８７（１Ｈ，ｔ，Ｊ＝９１Ｈｚ，Ｈ３′），４９５
（１Ｈ，ｔ，Ｊ＝９５Ｈｚ，Ｈ４′），３５５（１Ｈ，ｍ，Ｈ
５′），３７０（１Ｈ，Ｈ６′ａ），３６３（１Ｈ，Ｈ６′ｂ）；ｒｈ
ａｍｎｏｓｙｌ：５２７（１Ｈ，ｄ，Ｊ＝１７Ｈｚ，Ｈ１″），３９６
（１Ｈ，ｄｄ，Ｊ＝１７，３２Ｈｚ，Ｈ２″），３７９（１Ｈ，ｄｄ，
Ｊ＝３２，９５Ｈｚ，Ｈ３″），３４８（１Ｈ，ｔ，Ｊ＝９５Ｈｚ，
Ｈ４″），３６６（１Ｈ，Ｈ５″），１１８（３Ｈ，ｄ，Ｊ＝６２Ｈｚ，
Ｈ６″）；ｘｙｌｏｐｅｎｔａｏｓｅ：４４１（１Ｈ，ｄ，Ｊ＝７７Ｈｚ，Ｈ
１），３０４ （１Ｈ，ｄｄ，Ｊ＝７７，９０Ｈｚ，Ｈ２），
３２６（１Ｈ，ｔ，Ｊ＝９０Ｈｚ，Ｈ３），３３９（１Ｈ，ｍ，
Ｈ４），３７５（１Ｈ，Ｈ５ａ），３１０（１Ｈ，ｄｄ，Ｊ＝
１１２，１０４Ｈｚ，Ｈ５ｂ）；ｃａｆｆｅｏｙｌ：７０９（１Ｈ，ｄ，
Ｊ＝２０Ｈｚ，Ｈ２″″），６８２（１Ｈ，ｄ，Ｊ＝８３Ｈｚ，Ｈ
５″″），６９８（１Ｈ，ｄｄ，Ｊ＝８３，２０Ｈｚ，Ｈ６″″），
６２８（１Ｈ，ｄ，Ｊ＝１５９Ｈｚ，Ｈα′），７６０（１Ｈ，ｄ，
Ｊ＝１５９Ｈｚ，Ｈβ′）；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３ＯＤ，１２５ＭＨｚ）
δ：ａｇｌｙｃｏｎ：１３１４２（Ｃ１），１１７０９（Ｃ２），１４６１０
（Ｃ３），１４４６４（Ｃ４），１１６２９（Ｃ５），１２１２５（Ｃ
５），７２２０（Ｃα），３６５４（Ｃβ）；ｇｌｕｃｏｓｙｌ：１０４１５
（Ｃ１′），７６３１（Ｃ２′），８０６４（Ｃ３′），７０４３（Ｃ
４′），７５９２ （Ｃ５′），６２２８ （Ｃ６′）；ｒｈａｍｎｏｓｙｌ：
１０２３５ （Ｃ１″），７２１０ （Ｃ２″），７２２７ （Ｃ３″），
８３６４（Ｃ４″），６８７０（Ｃ５″），１８４１（Ｃ６″）；ｘｙｌｏ
ｐｅｎｔａｏｓｅ：１０６５２（Ｃ１），７５７１（Ｃ２），７８０３
（Ｃ３），７０９６（Ｃ４），６７０５（Ｃ５）；ｃａｆｆｅｏｙｌ：
１２７６５（Ｃ１″″），１１５３６（Ｃ２″″），１４６７５（Ｃ３″″），

１４９７６（Ｃ４″″），１１６５２（Ｃ５″″），１２３３７（Ｃ６″″），
１１４５５（Ｃα′），１４８２０（Ｃβ′），１６８１４（Ｃ＝Ｏ）。
以上核磁数据与文献报道的一致［７］，所以化合物３
鉴定为 ｔｒｉｃｈｏｓａｎｔｈｏｓｉｄｅＡ，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
得到。

化合物 ４：白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７４１［Ｍ
１］－；１ＨＮＭＲ （ＣＤ３ＯＤ，５００ＭＨｚ）δ：ａｇｌｙｃｏｎｅ：
６７４（１Ｈ，ｄ，Ｊ＝１７Ｈｚ，Ｈ２），６７２（１Ｈ，ｄ，
Ｊ＝７９Ｈｚ，Ｈ５），６６２（１Ｈ，ｄｄ，Ｊ＝７９，１７Ｈｚ，
Ｈ６），４０９（１Ｈ，ｍ，Ｈαａ），３７５（１Ｈ，ｍ，Ｈ
αｂ），２８３（２Ｈ，ｍ，Ｈβ）；ｇｌｕｃｏｓｙｌ：４５５（１Ｈ，
ｄ，Ｊ＝７６Ｈｚ，Ｈ１′），３６８（１Ｈ，ｄｄ，Ｊ＝７６，
９４Ｈｚ，Ｈ２′），３９３（１Ｈ，ｔ，Ｊ＝９４Ｈｚ，Ｈ３′），
４９４（１Ｈ，ｔ，Ｊ＝９４Ｈｚ，Ｈ４′），３６０（１Ｈ，ｍ，
Ｈ５′），３６１（１Ｈ，ｄｄ，Ｊ＝１２０，５０Ｈｚ，Ｈ６′ａ），
３７５（１Ｈ，ｄｄ，Ｊ＝１２０，３８Ｈｚ，Ｈ６′ｂ）；ｘｙｌｏ
ｐｅｎｔａｏｓｅ：４６４（１Ｈ，ｄ，Ｊ＝７４Ｈｚ，Ｈ１″），３２６
（１Ｈ，ｄｄ，Ｊ＝７４，８９Ｈｚ，Ｈ２″），３３７（１Ｈ，ｄｄ，
Ｊ＝８９，８９Ｈｚ，Ｈ３″），３５８（１Ｈ，ｍ，Ｈ４″），
３２０（１Ｈ，ｄｄ，Ｊ＝１１０，２５Ｈｚ，Ｈ５″ａ），３９１
（１Ｈ，ｄｄ，Ｊ＝１１０，５０Ｈｚ，Ｈ５″ｂ）；ａｐｉｏｓｙｌ：
５３４（１Ｈ，ｄ，Ｊ＝３２Ｈｚ，Ｈ１），３９９（１Ｈ，ｄ，
Ｊ＝３２Ｈｚ，Ｈ２），３７７（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
４ａ），４１４（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４ｂ），３５３
（２Ｈ，ｂｒｓ，Ｈ５）；ｃａｆｆｅｏｙｌ：７０８（１Ｈ，ｄ，Ｊ＝
２０Ｈｚ，Ｈ２″″），６８２（１Ｈ，ｄ，Ｊ＝８２Ｈｚ，Ｈ
５″″），６９８（１Ｈ，ｄｄ，Ｊ＝８２，２０Ｈｚ，Ｈ６″″），
６３１（１Ｈ，ｄ，Ｊ＝１５９Ｈｚ，Ｈα″″），７６３（１Ｈ，ｄ，
Ｊ＝１５９Ｈｚ，Ｈβ″″）；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３ＯＤ，１２５ＭＨｚ）
δ：ａｇｌｙｃｏｎｅ：１３２９（Ｃ１），１１７５（Ｃ２），１４７５
（Ｃ３），１４５８（Ｃ４），１１７２（Ｃ５），１２２１（Ｃ６），
７２３（Ｃα），３６２（Ｃβ）；ｇｌｕｃｏｓｙｌ：１０３５（Ｃ１′），
８２７（Ｃ２′），８３６（Ｃ３′），７１３（Ｃ４′），７６０（Ｃ
５′），６２８ （Ｃ６′）；ｘｙｌｏｐｅｎｔａｏｓｅ：１０５９ （Ｃ１″），
７６２（Ｃ２″），７７９（Ｃ３″），７１５（Ｃ４″），６７５（Ｃ
５″）；ａｐｉｏｓｙｌ：１１２３（Ｃ１），７８８（Ｃ２），８１８
（Ｃ３），７５２ （Ｃ４），６５６ （Ｃ５）；ｃａｆｆｅｏｙｌ：
１２４１（Ｃ１″″），１１５６（Ｃ２″″），１４９９（Ｃ３″″），
１４７６ （Ｃ４″″），１１７１（Ｃ５″″），１２３２ （Ｃ６″″），
１１６１（Ｃα″″），１４８５（Ｃβ″″），１６９２（Ｃ＝Ｏ）。以
上核磁数据与文献报道的一致［８］，所以化合物４鉴
定为ｆｕｃａｔｏｓｉｄｅＢ，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化合物 ５：白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９２５［Ｍ＋
·４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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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１ＨＮＭＲ（ＣＤ３ＯＤ，５００ＭＨｚ）δ：ｃａｆｆｅｏｙｌ：
７０６（１Ｈ，ｓ，Ｈ２），６７９（１Ｈ，ｄ，Ｊ＝８１Ｈｚ，Ｈ
５），６９６（１Ｈ，ｄｄ，Ｊ＝８１，１２Ｈｚ，Ｈ６），７６５
（１Ｈ，ｄ，Ｊ＝１５７Ｈｚ，Ｈ７），６２９（１Ｈ，ｄ，Ｊ＝
１５７Ｈｚ，Ｈ８）；ｐｈｅｎｙｌｅｔｈ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６７２（１Ｈ，ｓ，
Ｈ２），６６８（１Ｈ，ｄ，Ｊ＝８０Ｈｚ，Ｈ５），６５８
（１Ｈ，ｄｄ，Ｊ＝１２，８０Ｈｚ，Ｈ６），３９９（１Ｈ，ｍ，
Ｈαａ），３７５（１Ｈ，ｍ，Ｈαｂ），２８１（２Ｈ，ｍ，Ｈ
β）：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４３９（１Ｈ，ｄ，Ｊ＝７９Ｈｚ，Ｈ１′），
３３９（１Ｈ，Ｈ２′），３７７（１Ｈ，Ｈ３′），５０１（１Ｈ，
ｔ，Ｊ＝９９Ｈｚ，Ｈ４′），３７０（１Ｈ，ｍ，Ｈ５′），３４９
（１Ｈ，ｄｄ，Ｊ＝１１４，５６Ｈｚ，Ｈ６′ａ），３７７（１Ｈ，
Ｈ６′ｂ）；ｒｈａｍｎｏｓｙｌＩ：４６３（１Ｈ，ｄ，Ｊ＝１４Ｈｚ，Ｈ
１″），３８５（１Ｈ，Ｈ２″），３６９（１Ｈ，Ｈ３″），３３７
（１Ｈ，Ｈ４″），３６１（１Ｈ，Ｈ５″），１２２（３Ｈ，ｄ，
Ｊ＝６１Ｈｚ，Ｈ６″）；ｒｈａｍｎｏｓｙｌＩＩ：５４９（１Ｈ，ｄ，
Ｊ＝１４Ｈｚ，Ｈ１），３９６（１Ｈ，ｄｄ，Ｊ＝１４，３２Ｈｚ，
Ｈ２），３６６ （１Ｈ，Ｈ３），３２９ （１Ｈ，ｔ，Ｊ＝
８６Ｈｚ，Ｈ４），３５５（１Ｈ，Ｈ５），１０８（３Ｈ，ｄ，
Ｊ＝６１Ｈｚ，Ｈ６）；ａｒａｂｉｎｏｓｙｌ：４３１（１Ｈ，ｄ，Ｊ＝
７３Ｈｚ，Ｈ１″″），３６０（１Ｈ，Ｈ２″″），３５１（１Ｈ，Ｈ
３″″），３７９（１Ｈ，Ｈ４″″），３５５（１Ｈ，Ｈ５″″ａ），
３８７（１Ｈ，Ｈ５″″ｂ）；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３ＯＤ，１２５ＭＨｚ）
δ：ｃａｆｆｅｏｙｌ：１２７７（Ｃ１），１１５１（Ｃ２），１４７２（Ｃ
３），１５０１（Ｃ４），１１６４（Ｃ５），１２３１（Ｃ６），
１４７９（Ｃ７），１１４５（Ｃ８），１６７７（Ｃ９）；ｐｈｅｎｙｌｅ
ｔｈ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１３１３（Ｃ１），１１７０（Ｃ２），１４７１（Ｃ
３），１４４９（Ｃ４），１１６３（Ｃ５），１２１１（Ｃ６），
７２８（Ｃα），３６５（Ｃβ）；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１０４２（Ｃ１′），
７５９（Ｃ２′），８２２（Ｃ３′），７０１（Ｃ４′），７４５（Ｃ
５′），６７４（Ｃ６′）；ｒｈａｍｎｏｓｙｌＩ：１０２０ （Ｃ１″），
７１８（Ｃ２″），７１９（Ｃ３″），７３９（Ｃ４″），６９９（Ｃ
５″），１７９（Ｃ６″）；ｒｈａｍｎｏｓｙｌＩＩ：１０１８（Ｃ１），
８２８（Ｃ２），７２１（Ｃ３），７３９（Ｃ４），７０３
（Ｃ５），１８５（Ｃ６），ａｒａｂｉｎｏｓｙｌ１０７３（Ｃ１″″），
７２６（Ｃ２″″），７４２（Ｃ３″″），６９８（Ｃ４″″），６７３
（Ｃ５″″）。以上核磁数据与文献报道的一致［９］，所以

化合物５鉴定为 ｐｏｌｉｕｍｏｓｉｄｅＢ，为首次从该植物中
分离得到。

化合物６：白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７９３［Ｍ＋
Ｎａ］＋；１ＨＮＭＲ（ＭｅＯＤ，５００ＭＨｚ）δ：６６８（１Ｈ，
ｄ，Ｊ＝２０Ｈｚ，Ｈ２），６６３（１Ｈ，ｄ，Ｊ＝８０Ｈｚ，
Ｈ５），６５５（１Ｈ，ｄｄ，Ｊ＝８０，２０Ｈｚ，Ｈ６），

２７９（２Ｈ，ｔ，Ｊ＝７４Ｈｚ，Ｈ７），３９６（１Ｈ，ｍ，Ｈ
８ａ），３７４（１Ｈ，ｍ，Ｈ８ｂ），４３４（１Ｈ，ｄ，Ｊ＝８０Ｈｚ，
Ｈ１′），３３２（１Ｈ，ｍ，Ｈ２′），３５１（１Ｈ，ｍ，Ｈ
３′），３４２（１Ｈ，ｍ，Ｊ＝９９Ｈｚ，Ｈ４′），３５５（１Ｈ，
ｍ，Ｈ５′），４５０（１Ｈ，ｄｄ，Ｊ＝１１９，１７Ｈｚ，Ｈ６′ａ），
４３４（１Ｈ，Ｊ＝１１９，６２Ｈｚ，Ｈ６′ｂ），５１９（１Ｈ，
ｓ，Ｈ１″），３９８（１Ｈ，ｍ，Ｈ２″），３８７（１Ｈ，ｍ，
Ｈ３″），３５３（１Ｈ，ｍ，Ｈ４″），４１２（１Ｈ，ｄｄ，Ｊ＝
９５，６２Ｈｚ，Ｈ５″），１２５（３Ｈ，ｄ，Ｊ＝６２Ｈｚ，
Ｈ６″），５１９（１Ｈ，ｓ，Ｈ１），３８８（１Ｈ，ｍ，Ｈ
２），３５９（１Ｈ，ｍ，Ｈ３），３４１（１Ｈ，ｍ，Ｈ
４），３７２（１Ｈ，ｍ，Ｈ５），１２９（３Ｈ，ｄ，Ｊ＝
６２Ｈｚ，Ｈ６），７０４（１Ｈ，ｄ，Ｊ＝１９Ｈｚ，Ｈ
２″″），６７９（１Ｈ，ｄ，Ｊ＝８３Ｈｚ，Ｈ５″″），６８９
（１Ｈ，ｄｄ，Ｊ＝８３，１９Ｈｚ，Ｈ６″″），７５７（１Ｈ，ｄ，
Ｊ＝１５９Ｈｚ，Ｈ７″″），６２９（１Ｈ，ｄ，Ｊ＝１５９Ｈｚ，Ｈ
８″″）；１３ＣＮＭＲ（ＭｅＯＤ，１２５ＭＨｚ）δ：１３１４（Ｃ１），
１１７３（Ｃ２），１４４７（Ｃ３），１４６４（Ｃ４），１１６７
（Ｃ５），１２１３（Ｃ６），３６８（Ｃ７），７２６（Ｃ８），
１０４７（Ｃ１′），７５９（Ｃ２′），８３６（Ｃ３′），７０６
（Ｃ４′），７５５（Ｃ５′），６４９（Ｃ６′），１０３３（Ｃ１″），
７２６（Ｃ２″），７３１（Ｃ３″），８１３（Ｃ４″），６８５（Ｃ
５″），１８８（Ｃ６″），１０２５（Ｃ１），７３２（Ｃ２），
７２５（Ｃ３），７３９（Ｃ４），７０６（Ｃ５），１７９
（Ｃ６），１２７９（Ｃ１″″），１１５４（Ｃ２″″），１４６９（Ｃ
３″″），１４９８（Ｃ４″″），１１６４（Ｃ５″″），１２３５（Ｃ
６″″），１４７４（Ｃ７″″），１１５０（Ｃ８″″），１６９３（Ｃ
９″″）。以上核磁数据与文献报道的一致［１０］，所以化

合物６鉴定为 ｌｉｇｕｐｕｒｐｕｒｏｓｉｄｅＪ，为首次从该植物中
分离得到。

化合物 ７：白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７８５［Ｍ
１］－；１ＨＮＭＲ（ＣＤ３ＯＤ，５００ＭＨｚ）δ：７３１（１Ｈ，ｄ，
Ｊ＝１８Ｈｚ，Ｈ２），７２１（１Ｈ，ｏｖｅｒｌａｐ，Ｈ５），６８２
（１Ｈ，ｄｄ，Ｊ＝７８，１２Ｈｚ，Ｈ６），３０６（２Ｈ，ｔ，
Ｊ＝７２Ｈｚ，Ｈβ），４３９（１Ｈ，ｍ，Ｈαａ），３８２
（１Ｈ，ｄｔ，Ｊ＝９６，７８Ｈｚ，Ｈαｂ），５４６（１Ｈ，ｄ，
Ｊ＝７８Ｈｚ，Ｈ１′），４２０（１Ｈ，ｄｄ，Ｊ＝７８，２４Ｈｚ，
Ｈ２′），５１９（１Ｈ，ｔ，Ｊ＝２４Ｈｚ，Ｈ３′），５５１（１Ｈ，
ｄｄ，Ｊ＝９６，２４Ｈｚ，Ｈ４′），４８６（１Ｈ，ｄｄｄ，Ｊ＝
９６，５４，１８Ｈｚ，Ｈ５′），４５９（１Ｈ，ｏｖｅｒｌａｐ，Ｈ６′ａ），
４１２（１Ｈ，ｄｄ，Ｊ＝１１４，５４Ｈｚ，Ｈ６′ｂ）；ｇｌｕ
ｃｏｓｙｌ：４９８（１Ｈ，ｄ，Ｊ＝７８Ｈｚ，Ｈ１″），４０６
（１Ｈ，ｄｄ，Ｊ＝８４，７８Ｈｚ，Ｈ２″），４２５（１Ｈ，ｄ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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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９６，８４Ｈｚ，Ｈ３″），４２７（１Ｈ，ｄｄ，Ｊ＝９６，
９０Ｈｚ，Ｈ４″），３９４（１Ｈ，ｍ，Ｈ５″），４５３（１Ｈ，
ｄｄ，Ｊ＝１１４，１８Ｈｚ，Ｈ６″ａ），４３８（１Ｈ，ｏｖｅｒｌａｐ，
Ｈ６″ｂ）；ｒｈａｍｎｏｓｙｌ：５６８（１Ｈ，ｂｒｓ，Ｈ１），４５７
（１Ｈ，ｏｖｅｒｌａｐ，Ｈ２），４６９（１Ｈ，ｄｄ，Ｊ＝９６，
３０Ｈｚ，Ｈ３），４３３（１Ｈ，ｔ，Ｊ＝９６Ｈｚ，Ｈ４），
４７８（１Ｈ，ｍ，Ｈ５），１７０（３Ｈ，ｄ，Ｊ＝６０Ｈｚ，
Ｈ６），７５４（１Ｈ，ｄ，Ｊ＝１２Ｈｚ，Ｈ２″″），７２１
（１Ｈ，ｏｖｅｒｌａｐ，Ｈ５″″），７１１（１Ｈ，ｄｄ，Ｊ＝８４，
１２Ｈｚ，Ｈ６″″），７９７（１Ｈ，ｄ，Ｊ＝１５６Ｈｚ，Ｈ７″″），
６５８（１Ｈ，ｄ，Ｊ＝１５６Ｈｚ，Ｈ８″″）；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３
ＯＤ，１２５ＭＨｚ）δ：１３０９（Ｃ１），１１７８（Ｃ２），
１４７８（Ｃ３），１４５９（Ｃ４），１１６８（Ｃ５），１２０８
（Ｃ６），３６６（Ｃβ），７１８（Ｃα）；ｇｌｕｃｏｓｙｌ：１００５
（Ｃ１′），７４１（Ｃ２′），６５６（Ｃ３′），７０９（Ｃ４′），
７２１（Ｃ５′），６９６（Ｃ６′），１０５８（Ｃ１″），７５４
（Ｃ２″），７８４（Ｃ３″），７１７（Ｃ４″），７８６（Ｃ５″），
６２９（Ｃ６″）；ｒｈａｍｎｏｓｙｌ：９７８（Ｃ１），７２６（Ｃ
２），７２８（Ｃ３），７４３（Ｃ４），６９９（Ｃ５），
１８８（Ｃ６），１２６９（Ｃ１″″），１１６１（Ｃ２″″），１４７０
（Ｃ３″″），１５０８（Ｃ４″″），１１６８（Ｃ５″″），１２２３（Ｃ
６″″），１４６７（Ｃ７″″），１１４８（Ｃ８″″），１６６９（Ｃ
９″″）。以上核磁数据与文献报道的一致［１１］，所以化

合物７被鉴定为 ｍａｇｎｏｌｏｓｉｄｅＦ，为首次从该植物中
分离得到。

化合物 ８：白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７８５［Ｍ
１］－；１ＨＮＭＲ （ＣＤ３ＯＤ，５００ＭＨｚ）δ：ａｇｌｙｃｏｎｅ：
６７３（１Ｈ，ｄ，Ｊ＝２１Ｈｚ，Ｈ２），６６９（１Ｈ，ｄ，
Ｊ＝８０Ｈｚ，Ｈ５），６５８（１Ｈ，ｄｄ，Ｊ＝８０，２０Ｈｚ，
Ｈ６），２８１（２Ｈ，ｔ，Ｊ＝７４Ｈｚ，Ｈ７），４０４（１Ｈ，
ｍ，Ｈ８ａ），３７５（１Ｈ，ｍ，Ｈ８ｂ）；ｇｌｕｃｏｓｙｌ（ｇｌｃ）：
４４０（１Ｈ，ｄ，Ｊ＝７９Ｈｚ，Ｈ１′），３４１（１Ｈ，ｄｄ，
Ｊ＝７９，９２Ｈｚ，Ｈ２′），３８３（１Ｈ，ｔ，Ｊ＝９２Ｈｚ，
Ｈ３′），５０１（１Ｈ，ｄｄ，Ｊ＝９９，９３Ｈｚ，Ｈ４′），
３７８（１Ｈ，ｍ，Ｈ５′），３９２（１Ｈ，ｄｄ，Ｊ＝１１５，
２５Ｈｚ，Ｈ６′ａ），３６６（１Ｈ，ｍ，Ｈ６′ｂ）；ｒｈａｍｎｏ
ｓｙｌ：５１９（１Ｈ，ｄ，Ｊ＝１８Ｈｚ，Ｈ１″），３９３（１Ｈ，
ｄｄ，Ｊ＝３３，１８Ｈｚ，Ｈ２″），３５７（１Ｈ，ｄｄ，Ｊ＝
９６，３３Ｈｚ，Ｈ３″），３３０（１Ｈ，ｍ，Ｈ４″），３５７
（１Ｈ，ｍ，Ｈ５″），１０９（３Ｈ，ｄ，Ｊ＝６２Ｈｚ，Ｈ
６″）；ｃａｆｆｅｏｙｌ：６２８（１Ｈ，ｄ，Ｊ＝１５９Ｈｚ，Ｈα），
７６１（１Ｈ，ｄ，Ｊ＝１５９Ｈｚ，Ｈβ），７０７（１Ｈ，ｄ，
Ｊ＝２１Ｈｚ，Ｈ２），６７９（１Ｈ，ｄ，Ｊ＝８２Ｈｚ，Ｈ

５），６９８（１Ｈ，ｄｄ，Ｊ＝８３，２１Ｈｚ，Ｈ６）；６′
Ｏｇｌｃ：４３４（１Ｈ，ｄ，Ｊ＝７７Ｈｚ，Ｈ１″″），３２６
（１Ｈ，ｄｄ，Ｊ＝９０，７８Ｈｚ，Ｈ２″″），３４８（１Ｈ，
ｍ，Ｈ３″″），３５５（１Ｈ，ｍ，Ｈ４″″），３３４（１Ｈ，ｍ，
Ｈ５″″），３８４ （２Ｈ，ｍ，Ｈ６″″）；４ＧｌｃＯ６′Ｏｇｌｃ：
４３７（１Ｈ，ｄ，Ｊ＝７９Ｈｚ，Ｈ１″″′），３２３（１Ｈ，ｄｄ，
Ｊ＝８９，７９Ｈｚ，Ｈ２″″′），３３８（１Ｈ，ｍ，Ｈ３″″′），
３３５（１Ｈ，ｍ，Ｈ４″″′），３３４（１Ｈ，ｍ，Ｈ５″″′），
３８６（１Ｈ，ｍ，Ｈ６″″′ａ），３６８（１Ｈ，ｍ，Ｈ６″″′ｂ）；
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３ＯＤ，１２５ＭＨｚ）δ：ａｇｌｙｃｏｎｅ：１３１８
（Ｃ１），１１７５（Ｃ２），１４６４（Ｃ３），１４４９（Ｃ４），
１１６７（Ｃ５），１２１６（Ｃ６），３６９（Ｃ７），７２７（Ｃ
８）；ｇｌｕｃｏｓｙｌ：１０４５（Ｃ１′），７６４（Ｃ２′），８１９
（Ｃ３′），７１１（Ｃ４′），７５０（Ｃ５′），６９８（Ｃ６′）；
ｒｈａｍｎｏｓｙｌ：１０３３（Ｃ１″），７２６（Ｃ２″），７２３（Ｃ
３″），７４１（Ｃ４″），７０７（Ｃ５″），１８６（Ｃ６″）；ｃａｆ
ｆｅｏｙｌ：１１４９（Ｃα），１４８５（Ｃβ），１６８８（Ｃ＝
Ｏ），１２７９（Ｃ１），１１５７（Ｃ２），１４７１（Ｃ３），
１５０２（Ｃ４），１１６９（Ｃ５），１２３５（Ｃ６）；６′
ＯＧｌｃ：１０４６（Ｃ１″″），７５２（Ｃ２″″），７６４（Ｃ
３″″），８０７（Ｃ４″″），７６８（Ｃ５″″），６２１（Ｃ６″″）；
４ＧｌｃＯ６′ＯＧｌｃ：１０４８ （Ｃ１″″′），７５１ （Ｃ２″″′），
７８１（Ｃ３″″′），７１５（Ｃ４″″′），７８４（Ｃ５″″′），６２６
（Ｃ６″″′）。以上核磁数据与文献报道的一致［１２］，所

以化合物８被鉴定为 ｅｃｈｉｎａｃｏｓｉｄｅ，为首次从该植物
中分离得到。

化合物 ９：白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７６９［Ｍ
１］－；１ＨＮＭＲ （ＣＤ３ＯＤ，５００ＭＨｚ）δ：ａｇｌｙｃｏｎｅ：
６６９（１Ｈ，ｄ，Ｊ＝１９，Ｈ２），６６４（１Ｈ，ｄ，Ｊ＝
８１Ｈｚ，Ｈ５），６５５（１Ｈ，ｄｄ，Ｊ＝８１，１９Ｈｚ，
Ｈ６），２８１（２Ｈ，ｍ，Ｈ７），３９６（１Ｈ，ｍ，Ｈ
８ａ），３７３（１Ｈ，ｍ，Ｈ８ｂ）；ｃａｆｆｅｏｙｌ：７０４（１Ｈ，
ｄ，Ｊ＝１９Ｈｚ，Ｈ２′），６７９（１Ｈ，ｄ，Ｊ＝８２Ｈｚ，
Ｈ５′），６８８（１Ｈ，ｄｄ，Ｊ＝８２，１９Ｈｚ，Ｈ６′），
７５８（１Ｈ，ｄ，Ｊ＝１５９Ｈｚ，Ｈ７′），６２９（１Ｈ，ｄ，
Ｊ＝１５９Ｈｚ，Ｈ８′）；ｇｌｕｃｏｓｙｌ：４４６（１Ｈ，ｄ，Ｊ＝
７７Ｈｚ，Ｈ１″），３４７（１Ｈ，ｄｄ，Ｊ＝８９，７７Ｈｚ，
Ｈ２″），３６２（１Ｈ，ｄｄ，Ｊ＝８９，８９Ｈｚ，Ｈ３″），
３４６（１Ｈ，Ｈ４″），３５４（１Ｈ，Ｈ５″），４５２（１Ｈ，
ｄｄ，Ｊ＝１１７，１７Ｈｚ，Ｈ６″ａ），４３６（１Ｈ，ｄｄ，
Ｊ＝１１７，５９Ｈｚ，Ｈ６″ｂ）；ｒｈａｍｎｏｓｙｌＩ：４９５（１Ｈ，
ｂｒｓ，Ｈ１），３９１（１Ｈ，Ｈ２），３７３（１Ｈ，Ｈ
３），３４３（１Ｈ，Ｈ４），３９９（１Ｈ，Ｈ５），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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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Ｈ，ｄ，Ｊ＝６０Ｈｚ，Ｈ６）；ｒｈａｍｎｏｓｙｌＩＩ：４９９
（１Ｈ，ｂｒｓ，Ｈ１″″），３９１（１Ｈ，Ｈ２″″），３７４（１Ｈ，
Ｈ３″″），３４４（１Ｈ，Ｈ４″″），３９９（１Ｈ，Ｈ５″″），
１２４（３Ｈ，ｄ，Ｊ＝６０Ｈｚ，Ｈ６″″）；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３
ＯＤ，１２５ＭＨｚ）δ：ａｇｌｙｃｏｎｅ：１３１３（Ｃ１），１１７３
（Ｃ２），１４６２（Ｃ３），１４４９（Ｃ４），１１６８（Ｃ５），
１２１５（Ｃ６），３６８（Ｃ７），７２６（Ｃ８）；ｃａｆｆｅｏｙｌ：
１２７８（Ｃ１′），１１５４（Ｃ２′），１４６９（Ｃ３′），１４９７
（Ｃ４′），１１６８（Ｃ５′），１２３４（Ｃ６′），１４７５（Ｃ
７′），１１５１（Ｃ８′），１６９３（Ｃ９′）；ｇｌｕｃｏｓｙｌ：１０２９
（Ｃ１″），８０３（Ｃ２″），８７４（Ｃ３″），７０８（Ｃ４″），
７５４（Ｃ５″），６４７（Ｃ６″）；ｒｈａｍｎｏｓｙｌＩ：１０３９（Ｃ
１），７２６（Ｃ２），７２５（Ｃ３），７４１（Ｃ４），
７０９（Ｃ５），１８０（Ｃ６）；ｒｈａｍｎｏｓｙｌＩＩ：１０３１
（Ｃ１″″），７２６（Ｃ２″″），７２４（Ｃ３″″），７３７（Ｃ
４″″），７０３（Ｃ５″″），１８２（Ｃ６″″）。以上核磁数据
与文献报道的一致［１３］，所以化合物 ９被鉴定为
ｉｓｏｃ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ｏｓｉｄｅ，为首次从该植物分离得到。

４　活性测定

采用二倍稀释法（将待测样品分别设定为 ６４、
３２、１６０、４０、２０μｇ·ｍＬ－１）对分离到的化合物
分别进行金黄色葡萄球菌 ＡＴＣＣ３３５９１、ＡＴＣＣ
３３５９１，大肠埃希菌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粪肠球菌
（ＡＴＣＣ２９２１２）抑菌活性测试。结果表明化合物 １、
６、８对金黄色葡萄球菌（ＡＴＣＣ３３５９１）生长具有中等
强度 抑 制 作 用，ＭＩＣ 值 分 别 为 ８０、１６０、
４０μｇ·ｍＬ－１。

５　讨论

本文报道从连翘干燥果实中分离鉴定了９个化
合物，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并发现其中

的 ３个化合物具有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ＡＴＣＣ
３３５９１）生长的作用。连翘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已
经制成包括双黄连在内的多种制剂。本文的研究成

果进一步明确了连翘清热解毒的药效物质，为该药

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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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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