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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刺萆根茎石油醚部化学成分。方法：运用色谱法进行分离纯化，利用理化性质和波普技术鉴定化合物
结构。结果：从刺萆根茎石油醚萃取物中分离得到７个化合物，分别为β谷甾醇（１），２４乙基４胆甾烯３，６二酮（２），
多花二醌Ｃ（３），胡萝卜苷（４），原儿茶酸甲酯（５），Ｏ对香豆酰基甘油酯（６），丁香酸（７）。结论：化合物１～７均为首次从
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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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萆（ＳｍｉｌａｘｆｅｒｏｘＷａｌｌＥｘＫｕｎｔｈ）为百合科
菝葜属植物刺萆的干燥根茎，又名长托菝葜［１］，主

要产于四川、湖北、广东、广西、贵州和云南等地，其

味涩、微苦，性平，具有祛风利湿，解疮毒等功效，临

床上主要用于风湿筋骨疼痛、淋浊、梅毒、皮肤过敏、

湿疹等疾病［２］。刺萆根茎的外形与菝葜药材非常

相似，且功效比较接近，常作为菝葜药材的一个重要

习用品种。对于菝葜药材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

究已经非常广泛和透彻，而对于刺萆的研究鲜有

报道，目前国内仅报道有落新妇苷、黄杞苷、二氢山

柰酚、山柰酚、反式白藜芦醇、β谷甾醇等几种成
分［３］。为了进一步寻找刺萆中有效成分，更好地

保护和合理利用药用资源，本文对刺萆石油醚部

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从中分离鉴定出７种化合
物，均为首次从刺萆中得到。

１　材料
１１　药材　刺萆根茎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采自秦岭
太白山，阴干，粉碎后过筛（２０目）。
１２　试剂　ＧＦ２５４硅胶薄层色谱板（烟台江友硅胶

开发有限公司）；８０～１００目、１００～２００目、２００～３００
目柱层析硅胶（青岛海洋化工厂）；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
羟丙基葡聚糖凝胶（ｓｉｇｍａ公司）；ＭＣＩＧｅｌ（７５～１５０
μｍ）（三菱化学商贸有限公司：中国）。所用试剂均
为分析纯。

１３　仪器　ＬＣＱＤＥＣＡＸＰ质谱仪（美国Ｔｈｒｅｍｏ公
司）；ＳＨＢＩＩＩＡ循环水真空泵（莫吉娜仪器制造有限
公司）；Ｒ２０６Ｄ旋转蒸发仪（上海申生科技有限公
司）；ＤＲＸ４００、５００型超导核磁共振仪（美国 Ｂｒｕｋｅｒ
公司，ＴＭＳ内标）；ＺＦ７三用紫外分析仪（郑州市煜
城仪器有限公司）；ＡＵＷ３２０电子天平（日本岛津）。
２　提取与分离
２１　提取　取刺萆根茎干粉１０ｋｇ，用６０％乙醇
连续热回流提取，提取液减压浓缩得到乙醇浸膏，将

乙醇浸膏悬浮于水，用石油醚萃取 ３次，合并萃取
液，减压浓缩得到刺萆根茎石油醚浸膏５４５７ｇ。
２２　分离　取石油醚浸膏干法上样，经硅胶柱层析
（石油醚丙酮 １０∶１１∶１）粗分级，ＴＬＣ检测合并得到
１０个组分 Ｆｒ１～Ｆｒ１０。Ｆｒ２（５６ｇ）经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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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Ｈ２０柱色谱（甲醇）纯化得到化合物１（１４１ｍｇ）。
Ｆｒ５（１３６ｇ）经硅胶柱色谱层析（石油醚乙酸乙酯
８∶１３∶１）纯化得到 Ｆｒ５１～Ｆｒ５６共 ６个组分，
Ｆｒ５３放置后析出白色结晶，过滤后得到化合物 ２
（２０３ｍｇ）。Ｆｒ５５经 ＭＣＩ柱层析（甲醇）后，利用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柱色谱（甲醇）和硅胶柱层析（石油
醚乙酸乙酯 ７∶１）反复纯化得到化合物 ３（１５７
ｍｇ）。Ｆｒ７（２７４ｇ）放置后出现大量沉淀，过滤后经
乙酸乙酯反复洗涤得到化合物４（８３８ｍｇ）。Ｆｒ５６
经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柱色谱（甲醇）纯化，利用制备薄
层色谱制备得到化合物５（１２５ｍｇ）。Ｆｒ７（１６３ｇ）
依次经ＭＣＩ柱层析（甲醇）、硅胶柱层析（氯仿丙酮
５０∶１）和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柱色谱（甲醇）纯化得到化
合物６（１７５ｍｇ）。Ｆｒ９（１２０ｇ）依次经 ＭＣＩ柱层
析（甲醇）和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柱色谱（甲醇）纯化得
到化合物７（２３３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合物１：白色粉末或白色的鳞片状结晶，可溶
于氯仿。经ＴＬＣ检测，在２５４ｎｍ处无紫外吸收，５％
的硫酸乙醇加热显色稳定后呈紫色，以β谷甾醇标
准品作为对照，经 ＴＬＣ多次检测，其 Ｒｆ值与显色反
应均与样品一致［４］，确定化合物１为 β谷甾醇，分
子式Ｃ２９Ｈ５０Ｏ。

化合物２：黄绿色片状结晶，可溶于丙酮和氯
仿，Ｃ２９Ｈ４６Ｏ２；ＥＳＩＭＳ：ｍ／ｚ＝４２６９［Ｍ＋Ｈ］

＋；１Ｈ
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５００ＭＨｚ）δ：６１６（１Ｈ，ｓ，Ｈ４），２６７
（２Ｈ，ｄｄ，Ｊ＝３５，１６０Ｈｚ，Ｈ７），２５（２Ｈ，ｍ，Ｈ２），
１１６（３Ｈ，ｓ，Ｈ１），０９３（３Ｈ，ｄ，Ｊ＝６５Ｈｚ，Ｈ２１），
０８５（３Ｈ，ｄ，Ｊ＝８５Ｈｚ，Ｈ２６），０８３（３Ｈ，ｄ，Ｊ＝６０
Ｈｚ，Ｈ２９），０８１（３Ｈ，ｄ，Ｊ＝７０Ｈｚ，Ｈ２７），０７２
（３Ｈ，ｓ，Ｈ１８）１３ＣＮＭＲ数据见表１。经与文献［５］对

照，化合物２的结构鉴定为２４乙基４胆甾烯３，６
二酮。

化合物３：棕黄色油状物，易溶于丙酮和氯仿，
Ｃ３１Ｈ２４Ｏ９；ＥＳＩＭＳ：ｍ／ｚ＝５３９４［Ｍ$

Ｈ］－；１Ｈ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５００ＭＨｚ）δ：１３４２（１Ｈ，ｓ，５ＯＨ），１２３９
（１Ｈ，ｓ，８′ＯＨ），１２００（１Ｈ，ｓ，１′ＯＨ），７９６（１Ｈ，ｄ，Ｊ
＝８０Ｈｚ，Ｈ５′），７７２（１Ｈ，ｄ，Ｊ＝１５Ｈｚ，Ｈ４′），
７４４（１Ｈ，ｄ，Ｊ＝８０Ｈｚ，Ｈ６′），７１４（１Ｈ，ｂｒｓ，Ｈ２′），
６１０（１Ｈ，ｓ，Ｈ３），５１９（１Ｈ，ｑ，Ｊ＝６５Ｈｚ，Ｈ１１），
３８６（３Ｈ，ｓ，２ＯＣＨ３），３６５（１Ｈ，ｍ，Ｈ１４），２５２
（３Ｈ，ｓ，３′ＣＨ３），２３５（１Ｈ，ｄｄ，Ｊ＝１７０，１０５Ｈｚ，Ｈ
１３ａ），２１５（１Ｈ，ｄ，Ｊ＝１７０Ｈｚ，Ｈ１３ｂ），１７１（３Ｈ，ｄ，
Ｊ＝６５Ｈｚ，Ｈ１２），１２６（３Ｈ，ｄ，Ｊ＝６５Ｈｚ，Ｈ１５）１３

ＣＮＭＲ数据见表２。经与文献［６］对照，化合物３的
结构鉴定为多花二醌Ｃ。

化合物４：白色粉末，微溶于氯仿。ＴＬＣ检测在
２５４ｎｍ处无紫外吸收，５％的硫酸乙醇加热显色稳
定后呈紫色，以胡萝卜苷标准品作为对照，经 ＴＬＣ
多次检测，其 Ｒｆ值与显色反应均与样品一致，确定
化合物４为胡萝卜苷，分子式Ｃ３５Ｈ６０Ｏ６。

化合物５：黄色粉末，易溶于丙酮，Ｃ８Ｈ８Ｏ４；ＥＩＳ
ＭＳ：ｍ／ｚ＝１６７２［ＭＨ］－，３３５１［２ＭＨ］－；１ＨＮＭＲ
［（ＣＤ３）２ＣＯｄ６４００ＭＨｚ］δ：７６４（１Ｈ，ｄｄ，Ｊ＝８２
Ｈｚ，Ｈ６），７５８（１Ｈ，ｄ，Ｊ＝２Ｈｚ，Ｈ２），６９３（１Ｈ，ｄ，Ｊ
＝８Ｈｚ，Ｈ５），３９４（３Ｈ，ｓ，ＯＣＨ３）。经与文献

［７］对

照，化合物５的结构鉴定为原儿茶酸甲酯。
表１　化合物２的１３ＣＮＭＲ数据（溶剂：ＣＤＣｌ３，ＴＭＳ内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δＣ ＤＥＰ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δＣ ＤＥＰＴ

１ ３５７ ＣＨ２ １６ ２８１ ＣＨ２
２ ３４０ ＣＨ２ １７ ５６０ ＣＨ
３ １９９４ Ｃ １８ １２０ ＣＨ３
４ １２５５ ＣＨ １９ １７６ ＣＨ３
５ １６１１ Ｃ ２０ ３６１ ＣＨ
６ ２０２２ Ｃ ２１ １８８ ＣＨ３
７ ４６９ ＣＨ２ ２２ ３４０ ＣＨ２
８ ３４３ ＣＨ ２３ ２６２ ＣＨ２
９ ５１１ ＣＨ ２４ ４５９ ＣＨ
１０ ３９９ Ｃ ２５ ２９３ ＣＨ
１１ ２１０ ＣＨ２ ２６ １９１ ＣＨ３
１２ ３９２ ＣＨ２ ２７ １９９ ＣＨ３
１３ ４２６ Ｃ ２８ ２３２ ＣＨ２
１４ ５６７ ＣＨ ２９ １２０ ＣＨ３
１５ ２４０ ＣＨ２

表２　化合物３的１３ＣＮＭＲ数据（溶剂：ＣＤＣｌ３，ＴＭＳ内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δ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δＣ

１ １７９４ １′ １６２８
２ １６０８ ２′ １２４４
３ １０８６ ３′ １４９５
４ １９１３ ４′ １２１５
５ １５９０ ４′ａ １３２９
６ １３７４ ５′ １２０５
７ １４３２ ６′ １３６５
８ １２８９ ７′ １３５７
９ １２６２ ８′ １５９７
１０ １１２３ ８′ａ １１５８
１１ ７１１ ９′ １９２８
１２ ２１０ ９′ａ １１３８
１３ ３６６ １０′ １８１９
１４ ６９１ １０′ａ １３３５
１５ ２１３ ３′ＣＨ３ ２２３

２ＯＣＨ３ ５６７

　　化合物６：淡黄色油状物，溶于甲醇，Ｃ１２Ｈ１４Ｏ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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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１ＨＮＭＲ（ＣＤ３ＯＤ
ｄ４，４００ＭＨｚ）δ：４２５（１Ｈ，ｄｄ，Ｊ＝１１５，４０Ｈｚ，Ｈ
１ａ），４１５（１Ｈ，ｄｄ，Ｊ＝１１５，４０Ｈｚ，Ｈ１ｂ），３８８
（１Ｈ，ｍ，Ｈ２），３５９（２Ｈ，ｄｄ，Ｊ＝５０，３５Ｈｚ，Ｈ３），
７６４（１Ｈ，ｄ，Ｊ＝１５５Ｈｚ，Ｈ７′），６３５（１Ｈ，ｄ，Ｊ＝
１６０Ｈｚ，Ｈ８′）。经与文献［８］对照，化合物６的结构
鉴定为１Ｏ对香豆酰基甘油酯。

化合物７：白色晶体，易溶于甲醇，Ｃ９Ｈ１０Ｏ５；ＥＳＩ
ＭＳ：ｍ／ｚ＝１９９４［Ｍ＋Ｈ］＋，２２１２［Ｍ＋Ｎａ］＋；１Ｈ
ＮＭＲ（ＣＤ３ＯＤｄ４，４００ＭＨｚ）δ：７３２（２Ｈ，ｓ，Ｈ２，６），
３８８（６Ｈ，ｓ，３，５ＯＣＨ３）。经与文献

［９］对照，化合物

７结构鉴定为丁香酸。

图１　化合物结构式

４　讨论
本文通过对刺萆石油醚部化学成分进行分离

鉴定，获得７种化合物，分别为β谷甾醇，２４乙基４
胆甾烯３，６二酮，多花二醌 Ｃ，胡萝卜苷，原儿茶酸
甲酯，Ｏ对香豆酰基甘油酯，丁香酸，均为首次从该
植物中分离得到。

中药的化学成分是其药理作用的物质基础，杨

安金［３］从刺萆中分离出落新妇苷，落新妇苷具有

抗炎作用，能够抑制 ｉＮＯＳ、ＴＮＦαｍＲＮＡ炎性基因
表达和炎性反应因子 ＮＯ分泌［１０］，这与刺萆具有

祛风利湿功效可能存在联系。刺萆临床上主要适

用于风湿筋骨疼痛、淋浊、梅毒、皮肤过敏、湿疹等疾

病，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治疗这些疾病的药物多具有

抗炎、抗菌、抗病毒和抗氧化功效。本研究所发现的

７种化合物多具有抗菌和抗氧化作用。如原儿茶酸
甲酯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和抗菌作用［１１１２］，Ｏ对
香豆酰基甘油酯具有显著的抗氧化和抗衰老活

性［１３］，丁香酸具有抗菌抗病毒作用，其对内毒素的

破坏率可达到 ８３１６％，并能降低内毒素引起的发
热反应［１４］以及对枯草芽孢杆菌具有较强的抑制作

用［１５］。对于刺萆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目

前还不多，可供参考的文献也甚少，因而本文所获得

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了解刺萆化学成分奠定了基

础，也为研究其药理作用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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