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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波罗蜜属植物猴子瘿袋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Ｐｉｔｈｅｃｏｇａｌｌｕｓ小枝的化学成分。方法：运用硅胶柱色谱、ＭＣＩｇｅｌ树脂、
ＬＨ２０葡聚糖凝胶（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柱色谱、ＨＰＬＣ、ＯＤＳ等色谱分离手段，对猴子瘿袋枝叶的９５％乙醇提取物的乙酸乙酯
部位进行分离纯化，通过其１ＨＮＭＲ和１３ＣＮＭＲ数据与文献进行对照鉴定其结构。结果：共分离了六个三萜类化合物，分
别鉴定为３，２５二羟基羊毛脂烷８，２３（Ｅ）二烯７，１１二酮（１），（２４Ｒ）环阿屯烷２５烯３β，２４二醇（２），（２４Ｒ）环阿屯烷
２４，２５二醇３酮（３），熊果酸（４），桦木酸（５），白桦脂醇（６）。结论：化合物１、５和６为首次从菠萝蜜属植物中分离获得。
关键词　波罗蜜；猴子瘿袋；化学成分；分离；三萜；结构鉴定；熊果酸；白桦脂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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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 子 瘿 袋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ｐｉｔｈｅｃｏｇａｌｌｕｓ为 桑 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波罗蜜属常绿乔木植物，主要产自我
国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生长于海拔１４００～１６３０ｍ
湿润疏林中［１］。许多波罗蜜属植物在东南亚、中国

作为传统民间用药［２３］，如在我国西南地区，白桂

木ＡｈｙｐａｒｇｙｒｅｕｓＨａｎｃｅ可用于治疗风湿、头痛和黄
疸［４］。化学研究表明，菠萝蜜属植物富含各种异戊

烯基取代的酚性化合物，这些成分多具有细胞毒活

性［５８］、抗炎［９１３］、抗真菌［１４］、抗氧化［１５１６］及酪氨

酸酶抑制活性［１７１８］，具有很好的研究开发潜力。为

了从波罗蜜属植物中发现新的活性有效成分，本课

题组对该属植物牛李 Ａｎｉｇｒｉｆｏｌｉｕｓ进行了系统的化
学成分研究，从中发现了大量的三萜［１９］及异戊烯

基取代的黄酮和查尔酮［２０］，其中部分异戊烯基酚

类化合物对人源宫颈癌ＨｅＬａ细胞和胃癌 ＳＧＣ７９０１
细胞具有较强的细胞毒活性。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

波罗蜜属植物的化学成分，促进药用资源的开发与

利用，本课题采用多种色谱分离技术对猴子瘿袋的

乙酸乙酯萃取部位进行了系统研究，分离得到了六

个化合物（图１），经鉴定分别为３，２５二羟基羊毛脂
烷８，２３（Ｅ）二烯７，１１二酮（１），（２４Ｒ）环阿屯烷
２５烯３β，２４二醇（２），（２４Ｒ）环阿屯烷２４，２５二
醇３酮（３），熊果酸（４），桦木酸（５）和白桦脂醇
（６）。
１　材料

ＢｒｕｋｅｒＡＸ６００型核磁共振波谱仪（瑞士布鲁克
公司），安捷伦１２００型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Ａｇｉｌｅｎｔ
公司），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凝胶（美国 Ｇ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公
司），ＭＣＩＧＥＬＣＨＰ２０Ｐ（７５～１５０Ｍ）精细分离树脂
（日本 Ｍｉｔｓｕｂｉｓｈｉ公司），反相硅胶 ＯＤＳＡｇｅｌ（１２
ｎｍ，Ｓ７５Ｍ）（日本ＹＭＣ公司），ＹＭＣＰａｃｋＯＤＳ半制
备柱（１０ｍｍ×２５０ｍｍ，５Ｍ，日本 ＹＭＣ公司），薄层
硅胶板（烟台江友硅胶开发有限公司），柱层析硅胶

（青岛海洋化工有限公司，１００２００目，２００３００目），
色谱纯甲醇和乙腈（百灵威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市

售分析纯（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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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猴子瘿袋小枝中分离得到的化合物

　　本实验药材采自云南省勐腊县，经中科院西双
版纳热带植物园许又凯教授鉴定为猴子瘿袋

Ａｐｉｔｈｅｃｏｇａｌｌｕｓ，凭证标本（ＡＰ２０１４０９）保存于南昌大
学药学院标本馆。

２　提取与分离
取晾干的猴子瘿袋小枝５ｋｇ，粉碎后于室温下

用９５％乙醇反复提取３次，每次浸泡７ｄ，所得提取
液减压浓缩，得粗浸膏５５３１ｇ。加入适量的水于粗
浸膏中，并在超声条件下搅拌混悬，用等体积的乙酸

乙酯与悬浮液萃取４次，而后将有机相合并，浓缩得
油状浸膏２４６０ｇ。将油状浸膏通过 ＭＣＩ柱色谱分
离，以甲醇／水（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ｖ／ｖ）梯度洗脱，合并
浓缩后得到 ６个组分（Ｆｒ１～Ｆｒ６）。组分 Ｆｒ３
（１９８ｇ）经ＯＤＳ反相色谱（甲醇水３５∶６５→４０∶６０）
和高效液相色谱（乙腈水６０∶４０）洗脱得到单体化
合物５（２２ｍｇ）和６（１６ｍｇ）。组分 Ｆｒ５（２９ｇ）
经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柱色谱（甲醇），由ＯＤＳ反相色谱
（甲醇水 ７０∶３０→８０∶２０）和高效液相色谱（乙腈水
９５∶５）洗脱得到单体化合物 １（５０ｍｇ）和 ４（１３
ｍｇ）。组分Ｆｒ６（１０９ｇ）经ＯＤＳ反相色谱（甲醇水
８０∶２０→９５∶５）和高效液相色谱（乙腈水 ３５∶６５）洗
脱得到化合物２（７０ｍｇ）和３（１４０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合 物 １：白 色 固 体；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Ｈ ３３０（１Ｈ，ｄｄ，Ｊ＝１０４，６０Ｈｚ，Ｈ３），
５５８（２Ｈ，ｍ，Ｈ２３，Ｈ２４），０８６（３Ｈ，ｄ，Ｊ＝６４Ｈｚ，
Ｈ２１），０９０（３Ｈ，ｓ，Ｈ２９），０９４（３Ｈ，ｓ，Ｈ１８），１０２
（３Ｈ，ｓ，Ｈ２８），１０８（３Ｈ，ｓ，Ｈ３０），１３０（３Ｈ，ｓ，Ｈ
１９），１３０（３Ｈ，ｓ，Ｈ２６），１３０（３Ｈ，ｓ，Ｈ２７）；１３Ｃ
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Ｃ３４０（Ｃ１），２７５（Ｃ２），
７８１（Ｃ３），３８７（Ｃ４），４８６（Ｃ５），３５４（Ｃ６），
２０００（Ｃ７），１４９９（Ｃ８），１５４９（Ｃ９），３８２（Ｃ
１０），２０１９（Ｃ１１），５１５（Ｃ１２），４５３（Ｃ１３），４８０

（Ｃ１４），３１９（Ｃ１５），２８１（Ｃ１６），４８９（Ｃ１７），
１８８（Ｃ１８），１７９（Ｃ１９），３５９（Ｃ２０），１８９（Ｃ
２１），３７９（Ｃ２２），１２５０（Ｃ２３），１４００（Ｃ２４），７０９
（Ｃ２５），３０１（Ｃ２６），３０１（Ｃ２７），２７７（Ｃ２８），
１５２（Ｃ２９），２４２（Ｃ３０）。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基
本一致［２１］，故鉴定该化合物为３β，２５二羟基羊毛脂
烷８，２３（Ｅ）二烯７，１１二酮。

化合物 ２：白色固体；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Ｈ ４９３（１Ｈ，ｓ，Ｈ２６ａ），４８３（１Ｈ，ｓ，Ｈ
２６ｂ），４０２（１Ｈ，ｔ，Ｊ＝６０Ｈｚ，Ｈ２４），３２８（１Ｈ，ｄｄ，
Ｊ＝１０８，４０Ｈｚ，Ｈ３），０３３（１Ｈ，ｄ，Ｊ＝４０Ｈｚ，Ｈ
１９），０５４（１Ｈ，ｄ，Ｊ＝４０Ｈｚ，Ｈ１９），１７２（３Ｈ，ｓ，Ｈ
２７），０９６（６Ｈ，ｓ，Ｈ１８，Ｈ２９），０８８（３Ｈ，ｄ，Ｊ＝
５６Ｈｚ，Ｈ２１），０８７（３Ｈ，ｓ，Ｈ２８），０８０（３Ｈ，ｓ，Ｈ
３０）。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Ｃ ３２１（Ｃ１），
３０５（Ｃ２），７９０（Ｃ３），４０６（Ｃ４），４７２（Ｃ５），
２１３（Ｃ６），２８３（Ｃ７），４８１（Ｃ８），２０１（Ｃ９），
２６２（Ｃ１０），２６２（Ｃ１１），３３０（Ｃ１２），４５４（Ｃ
１３），４９０（Ｃ１４），３５７（Ｃ１５），２６６（Ｃ１６），５２３
（Ｃ１７），１８２（Ｃ１８），３００（Ｃ１９），３６１（Ｃ２０），
１８５（Ｃ２１），３２０（Ｃ２２），３１８（Ｃ２３），７６５（Ｃ
２４），１４７９（Ｃ２５），１１１１（Ｃ２６），１７７（Ｃ２７），１９５
（Ｃ２８），２５６（Ｃ２９），１４１（Ｃ３０）。以上数据与文
献报道基本一致［２２］，故鉴定该化合物为（２４Ｒ）环阿
屯烷２５烯３β，２４二醇。

化合物 ３：白色固体；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Ｈ３２９（１Ｈ，ｄｄ，Ｊ＝１００，１６Ｈｚ，Ｈ２４），
０７８（１Ｈ，ｄ，Ｊ＝４０Ｈｚ，Ｈ１９ａ），０５７（１Ｈ，ｄ，Ｊ＝４０
Ｈｚ，Ｈ１９ｂ），１２２（３Ｈ，ｓ，Ｈ２６），１１６（３Ｈ，ｓ，Ｈ２７），
１０９（３Ｈ，ｓ，Ｈ２９），１０４（３Ｈ，ｓ，Ｈ１８），０９９（３Ｈ，ｓ，
Ｈ２８），０９０（３Ｈ，ｓ，Ｈ３０），０８９（３Ｈ，ｄ，Ｊ＝６４Ｈｚ，
Ｈ２１）；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Ｃ３３５（Ｃ１），
３７５（Ｃ２），２１６８（Ｃ３），５０３（Ｃ４），４８４（Ｃ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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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Ｃ６），２８１（Ｃ７），４７９（Ｃ８），２１１（Ｃ９），
２６０（Ｃ１０），２５９（Ｃ１１），３５６（Ｃ１２），４５３（Ｃ
１３），４８７（Ｃ１４），３２８（Ｃ１５），２６７（Ｃ１６），５２３
（Ｃ１７），１８１（Ｃ１８），２９６（Ｃ１９），３６４（Ｃ２０），
１８４（Ｃ２１），３３４（Ｃ２２），２８７（Ｃ２３），７９６（Ｃ
２４），７３３（Ｃ２５），２３２（Ｃ２６），２６６（Ｃ２７），１９３
（Ｃ２８），２２２（Ｃ２９），２０８（Ｃ３０）。以上数据与文
献报道基本一致［２３］，故鉴定该化合物为为（２４Ｒ）
ｃｙｃｌｏａｒｔａｎｅ２４，２５ｄｉｏｌ３ｏｎｅ。

化合物 ４：熊果酸；白色固体；１ＨＮＭＲ（４００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Ｈ ５２５（１Ｈ，ｔ，Ｊ＝３２Ｈｚ，Ｈ１２），
３２２（１Ｈ，ｄｄ，Ｊ＝１０８，４４Ｈｚ，Ｈ３），１０８（３Ｈ，ｓ，Ｈ
２７），０９８（３Ｈ，ｓ，Ｈ２３），０９４（３Ｈ，ｄ，Ｊ＝６８Ｈｚ，Ｈ
２９），０９２（３Ｈ，ｓ，Ｈ２６），０８６（３Ｈ，ｄ，Ｊ＝６８Ｈｚ，Ｈ
３０），０７８（３Ｈ，ｓ，Ｈ２４），０７７（３Ｈ，ｓ，Ｈ２５）；１３Ｃ
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Ｃ３８９（Ｃ１），２８２（Ｃ２），
７９２（Ｃ３），３９０（Ｃ４），５５４（Ｃ５），１８５（Ｃ６），
３３１（Ｃ７），３３８（Ｃ８），４７７（Ｃ９），３６８（Ｃ１０），
２３４（Ｃ１１），１２５８（Ｃ１２），１３８５（Ｃ１３），４２２（Ｃ
１４），２７４（Ｃ１５），２４３（Ｃ１６），４８０（Ｃ１７），５３１
（Ｃ１８），３９２（Ｃ１９），３９６（Ｃ２０），３０８（Ｃ２１），
３７１（Ｃ２２），２８３（Ｃ２３），１７１（Ｃ２４），１５６（Ｃ
２５），１５８（Ｃ２６），２３７（Ｃ２７），１８０９（Ｃ２８），１７２
（Ｃ２９），２１３（Ｃ３０）。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基本一
致［２４］，故鉴定该化合物为熊果酸。

化合物 ５：白色固体；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δＨ４６４（１Ｈ，ｂｒｓ，Ｈ２９ａ），４５２（１Ｈ，ｓ，Ｈ
２９ｂ），３０６（１Ｈ，ｄｄ，Ｊ＝１１２，４８Ｈｚ，Ｈ３），１６３
（３Ｈ，ｓ，Ｈ３０），０９４（３Ｈ，ｓ，Ｈ２７），０９０（３Ｈ，ｓ，Ｈ
２３），０８８（３Ｈ，ｓ，Ｈ２６），０７９（３Ｈ，ｓ，Ｈ２５），０６８
（３Ｈ，ｓ，Ｈ２４）；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Ｃ３８５
（Ｃ１），２７０（Ｃ２），７９２（Ｃ３），３８５（Ｃ４），５５０（Ｃ
５），１７９（Ｃ６），３４８（Ｃ７），４０７（Ｃ８），５０３（Ｃ９），
３７３（Ｃ１０），２２３（Ｃ１１），２５９（Ｃ１２），３７３（Ｃ
１３），４３０（Ｃ１４），２７０（Ｃ１５），３２３（Ｃ１６），５７８
（Ｃ１７），４５４（Ｃ１８），４９６（Ｃ１９），１４９７（Ｃ２０），
２９０（Ｃ２１），３７４（Ｃ２２），２７６（Ｃ２３），１５２（Ｃ
２４），１６０（Ｃ２５），１６２（Ｃ２６），１５２（Ｃ２７），１８１１
（Ｃ２８），１０９１（Ｃ２９），１９７（Ｃ３０）。以上数据与文
献报道基本一致［２５］，故鉴定该化合物为桦木酸。

化合物 ６：白色固体；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Ｈ ４６７（１Ｈ，ｄ，Ｊ＝１６Ｈｚ，Ｈ２９ａ），４５７
（１Ｈ，ｍ，Ｈ２９ｂ），３７８（１Ｈ，ｂｒｄ，Ｊ＝１０８Ｈｚ，Ｈ
２８ａ），３３１（１Ｈ，ｂｒｄ，Ｊ＝１０８Ｈｚ，Ｈ２８ｂ），３１７（１Ｈ，

ｄｄ，Ｊ＝１１２，５２Ｈｚ，Ｈ３），２３８（１Ｈ，ｔｄ，Ｊ＝１０８，
５６Ｈｚ，Ｈ１３），１６７（３Ｈ，ｓ，Ｈ３０），１０１（３Ｈ，ｓ，Ｈ
２７），０９７（３Ｈ，ｓ，Ｈ２６），０９６（３Ｈ，ｓ，Ｈ２３），０８１
（３Ｈ，ｓ，Ｈ２４），０７５（３Ｈ，ｓ，Ｈ２５）；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Ｃ３８８（Ｃ１），２７５（Ｃ２），７９１（Ｃ
３），３９０（Ｃ４），５５４（Ｃ５），１８４（Ｃ６），３４４（Ｃ７），
４１０（Ｃ８），５０５（Ｃ９），３７３（Ｃ１０），２１０（Ｃ１１），
２５３（Ｃ１２），３７４（Ｃ１３），４２８（Ｃ１４），２７２（Ｃ
１５），２９３（Ｃ１６），４７９（Ｃ１７），４９９（Ｃ１８），４８９
（Ｃ１９），１５０６（Ｃ２０），２９９（Ｃ２１），３４１（Ｃ２２），
２８１（Ｃ２３），１５５（Ｃ２４），１６２（Ｃ２５），１６１（Ｃ
２６），１４９（Ｃ２７），６０６（Ｃ２８），１０９８（Ｃ２９），１９２
（Ｃ３０）。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２６］，故鉴定

该化合物为白桦脂醇。

本论文对波罗蜜属植物猴子瘿袋的小枝进行了

系统的化学成分研究，从中分离得到六个三萜１６，
其中化合物１、５和６为首次从菠萝蜜属植物中分离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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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流的学会一流的期刊迈进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世界中医药前沿论坛暨《世界中医
药》英文刊（ＷＪＴＣＭ）第二届编委会换届会议在广东省深圳
坪山区隆重召开。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作为中医药国际学术组织，在

推进中医药国际传播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世界

中医药》杂志是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的会刊，杂志英文

刊自创刊以来，在促进中医药前沿学术交流方面，做出了

重要的贡献。英文刊创刊于２０１５年，同年获得中国科协等
六部门联合组织的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 Ｄ类
项目支持，采用国际先进的办刊模式，影响力不断提升，

发展速度惊人，仅用４年即进入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同时
并被 ＤＯＡＪ、Ｇｏｏｇｌ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ＯＶＩＤ、ＢａｉｄｕＳｃｈｏｌａｒ、ＣＮＫＩ、
万方、ＥＢＳＣＯ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Ｅｘｌｉｂｒｉｓ
Ｐｒｉｍｏ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ｉｎａｒｉ、Ｉｎｆｏｔｒｉｅｖ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ＩＳＳＮｃｅｎｔｅｒ、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ＴｄＮｅｔ等１３个国内外知名数据库所收录，目前
ＥＳＣＩ已经在评估中。

在杂志发展过程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世界中联领

导、国内外一批著名院士、国医大师、专家、学者都给予

了关爱，同时更离不开各位编委强有力的学术支持。从英

文刊的创办到发展，编委专家们不仅给予了鼎力支持和建

设性的帮助，同时积极参加杂志社的专家专题组稿项目，

为杂志提供了优质而丰富的稿源，大大提升了稿件的质量

和杂志的影响力。

世界中医药前沿论坛会议同期举办了ＷＪＴＣＭ第二届编
委会换届会议，会议由英文刊主编之一韩晶岩教授主持，果

德安主编作了编委会工作报告和未来计划，并对英文刊做出

贡献的编委们举行了颁奖仪式。德国药物生物学癌症研究

中心ＴｈｏｍａｓＥｆｆｅｒｔｈ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林鸽教授、黑龙江中
医药大学王喜军副校长获得世界中医药英文刊“杰出贡献奖

一等奖”；荷兰莱顿大学王梅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刘建平教

授、清华大学李梢教授、香港浸会大学卞兆祥教授获得“杰出

贡献奖二等奖”。感谢他们为本刊影响因子的提升做出了突

出贡献，他们的优秀成果对杂志起到了强有力的宣传作用，

强化了本刊良好的口碑。

会议期间编委专家共同就英文刊未来发展及早日进入

国际知名数据库等关键性问题进行讨论。《世界中医药》杂

志英文刊努力开拓国际市场，争取出精品、创名牌，争办国际

一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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