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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中药肉桂（Ｃｉｎｍ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ｓｓｉａＰｒｅｓｌ）的化学成分进行研究。方法：采用正、反相硅胶柱色谱、凝胶柱色谱及
半制备液相色谱等方法进行分离纯化，利用波谱解析结合理化性质鉴定化合物结构。结果：分别鉴定为１）：（－）开环异
落叶松脂醇，２）：（－）异落叶松脂素，３）：Ｅｒｙｔｈｒｏ１Ｃｓｙｒｉｎｇｙｌｇｌｙｃｅｒｏｌ，４）：２甲基３，５羟基色酮，５）：浙贝素，６）：松柏醛，７）：
肉桂酸。结论：其中１～３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化合物４～５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关键词　肉桂；化学成分；结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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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肉桂为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樟属（Ｃｉｎｎａｍｏ
ｍｕｍ）植物肉桂（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ｓｓｉａＰｒｅｓｌ）的干燥树
皮［１］。具有温中补肾、散寒止痛功能，可用于治疗腰

膝冷痛，虚寒胃痛，慢性消化不良，腹痛吐泻，受寒经

闭［２］。其水提或醇提物具有多种活性［３１４］。

为深入研究肉桂中化学成分进行，阐明肉桂化

学成分，为其深入开发利用奠定物质基础。本实验

对肉桂化学成分进行了初步研究，从肉桂甲醇提取

物的乙酸乙酯部位分离得到了７个化合物，分别鉴
定为１）：（－）开环异落叶松脂醇，２）：（－）异落叶
松脂素，３）：Ｅｒｙｔｈｒｏ１Ｃｓｙｒｉｎｇｙｌｇｌｙｃｅｒｏｌ，４）：２甲基
３，５羟基色酮，５）：浙贝素，６）：松柏醛，７）：肉桂酸，

其中１～３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化合物４～５
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１　材料
１１　仪器　Ａｇｉｌｅｎｔ１２６０分析型高效液相色谱仪（四
元泵，在线脱气，自动进样，二极管阵列，可变波长紫

外检测器）；Ａｇｉｌｅｎｔ１２００高效液相色谱仪（制备型，
二极管阵列）；磁共振成像仪；高分辨质谱联用仪

（ＬＴＱＯｒｂｉｔｒａｐｘｌ，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ＥＹＥＬＡＲＥ２０００Ａ
型旋转蒸发仪（东京理化ＥＹＥＬＡ公司）；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超
纯水机；旋转蒸发仪（瑞士 ＢＵＣＨＩ公司）；粉碎仪
（ＲＴ０４，屹立工具有限公司）；电子天平（北京赛多
利斯仪器系统有限公司）；ＴＬＣ薄层板在紫外灯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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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ｍ或３６５ｎｍ下观察，通过１０％乙醇浓硫酸加热显
色检测。

１２　材料　柱色谱硅胶（８０～１００目、１００～２００目、
２００～３００目，青岛海洋化工厂）、薄层硅胶 ＧＦ２５４
（青岛海洋化工厂）；氘代试剂（ＣＤＣｌ３，ＣＤ３ＯＤ，ＤＭ
ＳＯｄ６）（宁波旋光公司）；实验中所用分析纯试剂
（天津市富宇试剂公司），色谱级甲醇、乙腈（默克股

份两合公司）；实验用制备柱为 ＣＯＳＭＯＳＩＬ５Ｃ１８ＭＳ
Ⅱ色谱柱（２０ｃｍ×２５０ｍｍ，５μｍ）；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ＴＭ ＬＨ
２０（Ｇ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ｗｅｄｅｎ）；ＭＣＩＧＥＬ
（三菱化学株式会社）。

１３　植物来源与鉴定　实验用肉桂（广东省康美药
业，批号：１４１２１１２７１，产地广西），于２０１５年２月购
自广东省中医院，经广东省中医院陈文良副主任药

师鉴定为樟科樟属植物肉桂的干燥树皮。

图１　肉桂（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ｓｓｉａ）中分离得到的７个化合物

２　提取与分离
将肉桂药材（１０ｋｇ）粉碎至粗粉，用８倍量９５％

甲醇冷浸４次，每次７ｄ；浓缩合并每次的浸提液，浓
缩至稠膏状。将浓缩液加入适量水分散，分别用乙

酸乙酯、水饱和正丁醇萃取，收集萃取液，减压回收

萃取溶剂，最终得乙酸乙酯萃取物（２５６ｇ）。将乙酸
乙酯部位样品拌样后，经硅胶柱色谱（１００～２００目）
进行分离，二氯甲烷甲醇（１∶０，５０∶１→０∶１）梯度洗
脱，经 ＴＬＣ检视，合并相同洗脱馏分，得 ６个部分
Ｆｒ１～６，其中Ｆｒ３、Ｆｒ４经高效液相检识所含有成分
较多，因此重点对Ｆｒ３和Ｆｒ４进行分离。

Ｆｒ３（５６３ｇ）经反相 ＭＣＩ柱色谱（甲醇水，２０
∶８０→８０∶２０）进行分离后，得到 ８个组分 Ｆｒ３１
Ｆｒ３８。Ｆｒ３１经制备液相ＨＰＬＣ（甲醇水，１０∶９０）
分离，进一步纯化后得到化合物３（６ｍｇ）。Ｆｒ３４
（７７ｇ）经过硅胶柱色谱（石油醚丙酮，８∶１→０∶１）
梯度洗脱，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凝胶柱色谱，二氯甲

烷∶甲醇（１∶１）洗脱，再经半制备液相纯化（甲醇∶水
６５∶３５）得到化合物 ５（７ｍｇ），化合物 ２（３０ｍｇ）。
Ｆｒ３５经过硅胶柱色谱（２００～３００目）进行分离，石
油醚∶丙酮（８∶１→０∶１）梯度洗脱，得到 Ｆｒ３５１
Ｆｒ３５８，Ｆｒ３５１经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二氯甲烷甲
醇，１∶１），硅胶柱色谱（石油醚二氯甲烷丙酮）梯度
洗脱，再经半制备液相得到化合物 ４（１１ｍｇ）。
Ｆｒ３５２经过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凝胶柱色谱（二氯甲
烷甲醇，１∶１）洗脱，经制备液相得到化合物 ６（３３
ｍｇ）。Ｆｒ３５６经过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凝胶柱色谱
（二氯甲烷甲醇，１∶１）洗脱，析出大量结晶，经过滤
结晶，重结晶后过滤得到化合物７（１７０ｍｇ）。

Ｆｒ４（３５８ｇ）经反相 ＭＣＩ柱色谱（甲醇水，
２０％→８０％）梯度洗脱，得到 Ｆｒ４１Ｆｒ４８，Ｆｒ４６
经过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凝胶柱色谱，二氯甲烷∶甲醇（１
∶１）洗脱，得到 Ｆｒ４６１Ｆｒ４６７。Ｆｒ４６６经过
半制备液相（甲醇∶水４０∶６０）纯化后得到化合物１
（８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合物１：无色油状物，能溶于甲醇，ＥＳＩＭＳｍ／
ｚ为３６１［ＭＨ］，提示该化合物的分子量为３６２。分
子式为Ｃ２０Ｈ２６Ｏ６。１

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ＭｅＯＤ）δ：６６６
（２Ｈ，ｄ，Ｊ＝７９Ｈｚ，Ｈ５，Ｈ５′），６５９（２Ｈ，ｓ，Ｈ２，Ｈ
２′），６５５（２Ｈ，ｄｄ，Ｊ＝８０，１８Ｈｚ，Ｈ６，Ｈ６′），３７４
（６Ｈ，ｓ，ＣＨ３Ｏ３，ＣＨ３Ｏ３′），３６４３５４（ｍ，４Ｈ，９Ｈ，
Ｈ９′），２６７（２Ｈ，ｄｄ，Ｊ＝１３７，６９Ｈｚ，Ｈβ７，Ｈβ７′），
２５６（２Ｈ，ｄｄ，Ｊ＝１３７，７７Ｈｚ，Ｈ７，Ｈ７′），１９５
１８７（２Ｈ，ｍ，Ｈ８，Ｈ８′）。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ＭｅＯＤ）
δ：１４８８１（２Ｃ，Ｃ３，Ｃ３′），１４５４７（２Ｃ，Ｃ４，Ｃ４′），
１３３８９（２Ｃ，Ｃ１，Ｃ１′），１２２７２（２Ｃ，Ｃ６，Ｃ６′），
１１５７８（２Ｃ，Ｃ５，Ｃ５′），１１３４０（２Ｃ，Ｃ２，Ｃ２′），
６２１３（２Ｃ，Ｃ９，Ｃ９′），５６２０（３ＣＨ３Ｏ，３′ＯＣＨ３′），
４４１３（２Ｃ，Ｃ８，Ｃ８′），３６０６（２Ｃ，Ｃ７，Ｃ７′）。以上
信息与文献报道的数据一致［１５］，故鉴定化合物１为
（－）开环异落叶松脂醇［（－）ｓｅｃｏｉｓｏｌａｒｉｃｉｒｅｓｉｎｏｌ］。

化合物２：白色无定型粉末（甲醇、氯仿），ＥＳＩ
ＭＳｍ／ｚ为３５９［ＭＨ］，提示该化合物的分子量为
３６０，分子式为Ｃ２０Ｈ２４Ｏ６。１

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ＭｅＯＤ）
δ：６７３（１Ｈ，ｄ，Ｊ＝８０Ｈｚ，Ｈ５），６６６（１Ｈ，ｄ，Ｊ＝１８
Ｈｚ，Ｈ２），６６４（１Ｈ，ｓ，Ｈ５′），６６０（１Ｈ，ｄｄ，Ｊ＝８０，
１９Ｈｚ，Ｈ６），６１７（１Ｈ，ｓ，Ｈ２′），３７９（３Ｈ，ｓ，３
ＯＣＨ３），３７６（３Ｈ，ｓ，３′ＯＣＨ３），３７０３６６（２Ｈ，ｍ，Ｈ
９′），３６６３６１（１Ｈ，ｍ，Ｈα９），３３９（１Ｈ，ｄｄ，Ｊ＝
１１２，４０Ｈｚ，Ｈβ９），２７６（２Ｈ，ｄ，Ｊ＝７７Ｈｚ，Ｈ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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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５１９３（１Ｈ，ｍ，Ｈ８′），１８１１６９（１Ｈ，ｍ，Ｈ８）；１３

ＣＮＭＲ（１２６ＭＨｚ，ＭｅＯＤ）δ：１４９０３（Ｃ３′），１４７２１
（Ｃ３），１４５９５（Ｃ４′），１４５２９（Ｃ４），１３８６３（Ｃ６′），
１３４１８（Ｃ１），１２９０２（Ｃ１′），１２３２１（Ｃ６），１１７３６
（Ｃ５′），１１５９９（Ｃ５），１１３８２（Ｃ２），１１２４０（Ｃ２′），
６５９７（Ｃ９′），６２２６（Ｃ９），５６３８（３′ＯＣＨ３），４８０４
（Ｃ７，Ｃ８），４００２（Ｃ８′），３３５８（Ｃ７′）。以上信息
与文献报道的数据一致［１６］，故鉴定化合物２为（－）
异落叶松脂素［（－）ｉｓｏｌａｒｉｃｉｒｅｓｉｎｏｌ］。

化合物３：白色无定型粉末（甲醇、氯仿），易溶
于甲醇，ＥＳＩＭＳｍ／ｚ为２６７［Ｍ＋Ｎａ］＋，提示该化合
物的分子量为 ２４４。分子式为 Ｃ１１Ｈ１６Ｏ６。１

Ｈ ＮＭＲ
（４００ＭＨｚ，ＭｅＯＤ）δ：６６９（２Ｈ，ｓ，Ｈ２，Ｈ６），４５３
（１Ｈ，ｄ，Ｊ＝６１Ｈｚ，Ｈ７），３８５（６Ｈ，ｓ，３ＯＣＨ３，５
ＯＣＨ３），３６７（１Ｈ，ｔｄ，Ｊ＝６２，４０Ｈｚ，Ｈ８），３５０
（１Ｈ，ｄｄ，Ｊ＝１１３，４０Ｈｚ，Ｈα９），３３７（１Ｈ，ｄｄ，Ｊ＝
１１３，６３Ｈｚ，Ｈβ９）；

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１ＭＨｚ，ＭｅＯＤ）δ：
１４９１０（Ｃ３，Ｃ５），１３５９９（Ｃ４），１３４０５（Ｃ１），
１０５１９（Ｃ２，Ｃ６），７７５４（Ｃ８），７５６０（Ｃ７），６４２４
（Ｃ９），５６７４（３ＯＣＨ３，５ＯＣＨ３）。以上信息与文
献［１７］报道的数据一致，故鉴定化合物３为Ｅｒｙｔｈｒｏ１
Ｃｓｙｒｉｎｇｙｌ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化合物４：无色油状液体（甲醇），ＥＳＩＭＳｍ／ｚ为
１９５［Ｍ＋Ｈ］＋，提示该化合物的分子量为１９４，分子
式为Ｃ１０Ｈ１０Ｏ４。１

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ＭｅＯＤ）δ：７６０
７５３（１Ｈ，ｍ，Ｈ７），７０８（１Ｈ，ｄ，Ｊ＝７５Ｈｚ，Ｈ８），
６９３（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６），４５５（２Ｈ，ｄ，Ｊ＝４５
Ｈｚ，Ｈ２，Ｈ３），１４７（３Ｈ，ｄｄ，Ｊ＝４５，１７Ｈｚ，ＣＨ３
２）；１３ＣＮＭＲ（１２６ＭＨｚ，ＭｅＯＤ）δ：１７０１８（Ｃ４），
１６２８８（Ｃ５），１４４１２（Ｃａ８），１３７７９（Ｃ７），１１７７５
（Ｃ６，Ｃ８），１０８０１（Ｃα４），８１６１（Ｃ２），６９５２（Ｃ
３），１８１６（Ｃα２）。以上信息与文献报道的数据一
致［１８］，故鉴定化合物 ４为 ２甲基３，５羟基色酮
［（－）ｇｙｎｕｒａｏｎｅ］。

化合物５：白色结晶（甲醇、氯仿），ＥＳＩＭＳｍ／ｚ
为１９２［ＭＨ］，提示该化合物的分子量为１９３，分子
式为Ｃ１４Ｈ１６Ｏ６。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δ：８３５
（１Ｈ，ｓ，Ｈ４′），６６３（２Ｈ，ｓ，Ｈ２′，Ｈ６′），４６３（１Ｈ，ｄ，
Ｊ＝６４Ｈｚ，Ｈ２），４４８（１Ｈ，ｄｄ，Ｊ＝９４，６９Ｈｚ，Ｈβ
８），４３５（１Ｈ，ｄ，Ｊ＝９５Ｈｚ，Ｈα８），４２１（１Ｈ，ｔ，Ｊ＝
８６Ｈｚ，Ｈβ４），３９３（１Ｈ，ｓ，Ｈα４），３７５（６Ｈ，ｓ，３′
ＯＣＨ３，５′ＯＣＨ３），３６２３５５（１Ｈ，ｍ，Ｈ５），３１２
（１Ｈ，ｄｄ，Ｊ＝１４０，６９Ｈｚ，Ｈ１）；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１ＭＨｚ，
ＤＭＳＯ）δ：１７８７９（Ｃ６），１４７９７（Ｃ３′，Ｃ５′），１３５１４

（Ｃ４′），１３０００（Ｃ１′），１０３６６（Ｃ２′，Ｃ６′），８５７１
（Ｃ２），７０２３（Ｃ８），６９４７（Ｃ４），５６０３（３′ＯＣＨ３，
５′ＯＣＨ３），４７６６（Ｃ５），４５８４（Ｃ１）。以上信息与
文献报道的数据一致［１９］，故鉴定化合物５为浙贝素
（ｚｈｅｂｅｉｒｅｓｉｎｏｌ）。

化合物６：Ｃ１０Ｈ１０Ｏ３，黄色固体（甲醇、氯仿），易
溶于甲醇，ＥＳＩＭＳｍ／ｚ为１７７［ＭＨ］，提示该化合
物的分子量为 １７８。分子式为 Ｃ１０Ｈ１０Ｏ３。１

Ｈ ＮＭＲ
（４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９６４（１Ｈ，ｄ，Ｊ＝７８Ｈｚ，Ｈ９），
７４０（１Ｈ，ｄ，Ｊ＝１５８Ｈｚ，Ｈ７），７１２（ｄｄ，Ｊ＝８２，１９
Ｈｚ，Ｈ６），７０６（１Ｈ，ｄ，Ｊ＝１８Ｈｚ，Ｈ２），６９６（１Ｈ，
ｄ，Ｊ＝８２Ｈｚ，Ｈ５），６５９（１Ｈ，ｄｄ，Ｊ＝１５８，７８Ｈｚ，
Ｈ７），６１１（１Ｈ，Ｈ８），３９４（３Ｈ，ｓ，３ＯＣＨ３）；

１３Ｃ
ＮＭＲ（１２６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９３７７（Ｃ９），１５３２５（Ｃ
８），１４９１０（Ｃ４），１４７１１（Ｃ３），１２６７８（Ｃ１），
１２６５４（Ｃ７），１２４１９（Ｃ６），１１５０８（Ｃ５），１０９６３
（Ｃ２），５６１４（３ＣＨ３Ｏ）。以上信息与文献报道的数
据一致［２０］，故鉴定化合物２为松柏醛（ｃｏｎｉｆｅｒｙｌａｌｄｅ
ｈｙｄｅ）。

化合物７：白色针晶（氯仿），ＥＳＩＭＳｍ／ｚ为１４７
［ＭＨ］，提示该化合物的分子量为 １４８。１Ｈ ＮＭＲ
（４００ＭＨｚ，ＭｅＯＤ）δ：７６７（１Ｈ，ｄ，Ｊ＝１６０Ｈｚ，Ｈβ
７），７６２７５５（２Ｈ，ｍ，Ｈ２，Ｈ６），７４３７３７（３Ｈ，ｍ，
Ｈ３，Ｈ４，Ｈ５），６４８（１Ｈ，ｄ，Ｊ＝１６０Ｈｚ，Ｈα８）；

１３Ｃ
ＮＭＲ（１２６ＭＨｚ，ＭｅＯＤ）δ：１７０３１（Ｃ９），１４６３１（１
Ｃ），１３５８４（Ｃ４），１３１３８（Ｃ７），１２９９９（Ｃ３，Ｃ５），
１２９１６（Ｃ２，Ｃ６），１１９３５（Ｃ８）。以上信息与文献
报道的数据一致［２１］，故鉴定化合物７为肉桂酸（ｃｉｎ
ｎａｍｉｃａｃ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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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ＬｅｅＨＪ，ＫｈａｎＭ，ＫａｎｇＨＹ，ｅｔａｌ．Ｒａｒ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ｗｏｏｄｏｆ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Ｊ］．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２０１０，４６（２）：２８９２９０．

［１８］张瑶，陶美华，陈玉婵，等．白木香内生真菌 Ｂｏｔｒｙｏｓｐｈａｅｒｉａｒｈｏｄｉ

ｎａＡ１３固体发酵产物的分离鉴定［Ｊ］．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２０１５，２７（５）：７９９８０３．

［１９］金向群，徐东铭，徐亚娟等．浙贝素的结构测定［Ｊ］．药学学报，

１９９３，２８（３）：２１２２１５．

［２０］张雪，高昊，王乃利，等．金钗石斛中的酚性成分［Ｊ］．中草药，

２００６，３７（５）：６５２６５４．

［２１］马学敏，王力生，郭亚健，等．活血益气汤中１个新的异黄酮类化

合物［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０５，３０（１５）：１１５９１１６２．

（２０１６－０７－１５收稿　责任编辑：张文婷）

“国风养心杯”有奖征文通知

　　为了更好的交流养心氏片临床使用经验，为临床医生提
供一个交流学术平台，《世界中医药》编辑委员会与上海医药

集团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６年 ５月 １日
起，共同举办“国风养心杯”有奖征文活动，征文具体要求如

下：

征文内容：１．养心氏片临床疗效观察：
例如：养心氏片在改善稳定性冠心病及ＰＣＩ术后心功能

不全体征及症状，心律失常、糖尿病等相关并发症，围绝经期

综合征，躯体症状障碍等临床疗效观察。

２．同类产品对比应用的研究总结。
征文要求：１．论文具有创新性和科学性，论点鲜明、论证

充分、逻辑严谨、结果真实可靠，５０００字以内为宜，未公开发
表及未在全国性会议上交流过。

２．论文请按“题目、姓名、作者单位、邮编、摘要、关键词
（以上中英文），正文、参考文献”的顺序排列。如多名作者，

请在姓名右上角标明第一作者、第二作者及第三作者的数字

序号，每篇论文作者一般不超过５人。
３．论文摘要为３００～４００字，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结

果、结论”四部分简要内容。

４．论文后可附参考文献，书写格式如：

①（书）作者姓名、书名、出版社名、出版年月、页码；
②（期刊）作者姓名、文章名、期刊名、年份、卷（期）、页

码。

５．论文标题下请注明作者姓名、职称、工作单位、联系方
式、邮箱及邮编。参选者请保留底稿。

稿件评审：本次活动的所有征文均由《世界中医药》杂志

编辑部组织专家进行审阅并评选出优秀论文，获奖者均可获

得一定的奖励。获奖文章将在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世界中医药》
杂志正式发表，刊发前将专函通知获奖论文的第一作者，如

有其他发表需求请电函。上海医药集团青岛国风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将保留上述活动的解释权利，并拥有对来稿的处理

权和各种媒体的使用权。

投稿方式：所有论文请以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Ｗｏｒｄ电子文件形式，
发至ｇｒｏｗｆｕｌｍｋｔ＠１６３．ｃｏｍ，并注明“养心氏片有奖征文”字
样；或致电：０５３２－８６０５８９７２，１８６６０２２２８５８，联系人：刘先生。

截至时间：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以电子邮箱收到日期为
准）；所有征文恕不退稿，请自留底稿。

凡参加本项活动的第一作者均可获得上海医药集团青

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赠送的精美纪念品。

欢迎广大临床医生踊跃参加本项活动！

·８８７２·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