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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紫葳科角蒿属植物大花鸡肉参的化学成分。方法 :利用硅胶色谱柱 ,制备薄层色谱和葡聚

糖凝胶 Sephadex LH220柱纯化 , 硅胶柱色谱进行分离纯化 , 通过理化常数和光谱分析鉴定化合物的结构。

结果 :从大花鸡肉参的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并鉴定了 12个化合物的结构 , 分别是 : 邻 2羟基苯甲酸 (O2Hydroxy

benzoic acid)、棕榈酸 ( Palm itic acid)、正二十六烷酸 (Hexacosanoic acid)、β2谷甾醇 (β2Sitosterol)、β2胡萝卜

苷 (Daucosterol)、齐墩果酸 (O leanolic acid)、乌苏酸 (U rsolic acid)、槲皮素 (Quercetin)、槲皮苷 (V incetoxicosi2
de B )、对羟基苯甲酸 (p2Hydroxy benzoic acid)、32甲氧基 242羟基苯甲酸 (32Methoxy 42hydroxy2 benzoic acid)、

豆甾醇 ( Stigmasterol)。结论 :化合物 1212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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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 ies on che m ica l con stituen ts of Incarv illea ma ire i var . grand itlora ( W e2
hrhahn) Gr ierson
SU Yong2qing1, 2 , SHEN Yun2heng1 , ZHANGW ei2dong1 (1. Department of Phytochem istry, School of Pharmacy, SecondM ilitaryMed2
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No. 123 Hosp ital of PLA, Bengbu 233015, China)

ABSTRACT　O bjective: To study the chem ical constituents of Incarvillea mairei var. granditlora (W ehrhahn) Grierson. M ethods:

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were carried out by macroporous absorp tion resin and silica gel column chromatography, and twelve com2
pounds were identified by spectral and chem ical methods. Results: Twelve compounds were obtained from alcohol extract and were de2
term ined as o2hydroxy benzoic acid, palm itic acid, hexacosanoic acid, β2sitosterol, daucosterol, oleanolic acid, ursolic acid, quercetin,

vincetoxicoside B, p2hdroxy benzoic acid、32m thoxy 42hydroxy2benzoic acid, sgmasterol. Conclusion:A ll of 12 compoundswere obtained

from the p lant for the first time.

KEY WO RD S　Incarvillea m airei var; grand itlora (W ehrhahn) Grierson; chem ical constituents; extraction

　　大花鸡肉参 [ Inca rvillea m airei var. grand itlora

(W ehrhahn) Grierson ]为紫葳科角蒿属植物。紫葳

科角蒿属 ( Incarvillea Juss)植物 ,全世界约有 14种 ,

分布于中亚、印度至亚洲东部。我国有 10种 ,多分

布于西南地区 ,此外东北、华北、西北等地区也有分

布。该属植物在民间主要用于治疗肝炎、菌痢等疾

病。其化学成分主要有单萜生物碱、大环精胺生物

碱和环烯醚萜苷等 ,文献显示该属植物中所含有的

单萜生物碱具有抗感受伤害活性。

笔者对大花鸡肉参进行了化学分离 ,从中分离

得到了 12个化合物 ,分别为 : 邻 2羟基苯甲酸 ( o2
ydroxy benzoic acid)、棕榈酸 (p lm itic acid)、正二十

六烷酸 ( hxacosanoic acid)、β2谷甾醇 (β2sitosterol)、

β2胡萝卜苷 ( ducosterol)、齐墩果酸 (oleanolic acid)、

乌苏酸 ( usolic acid)、槲皮素 ( qercetin)、槲皮苷 ( vn2
cetoxicoside B )、对羟基苯甲酸 ( p2hdroxy benzoic

acid)、32甲氧基 22羟基苯甲酸 ( 32m thoxy242hydroxy2
benzoic acid)、豆甾醇 ( sigmasterol)。结论 :化合物 1

至 12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1　材料与方法

熔点测定仪 :天津分析仪器厂 RY22型熔点仪

(温度未校正 ) ;红外光谱仪 (B ruker Vector 22) ;紫

外光谱仪 ( SH IMADZU UV22550紫外光谱仪 ) ;旋光

仪 ( Perkin Elmer model 343 ) ;核磁共振仪 (B ruker

DRX2400 型、B ruker DRX2500 型、B ruker DRX2600

型 ) ;质谱仪 [Mat2212 磁式 ( E I2MS) ; Q2Tof m icro

( ESI2MS) ];液相 2质谱仪 (Agilent 1100 Series, L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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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D2Trap2XCT质谱仪 ) , Agilent Zorbax SB2C18柱 ( 5

μm, 0. 1 ×150 mm) ; 液相色谱仪 [W aters高效液相

仪 , 510型泵 , 2996监测器 , Kromasil C18柱 ( 25 mm

×10 mm, 5 m ) ];岛津 2010A;柱色谱填料 [硅胶 H

(200～300目 ) ,青岛海洋化工厂 , Sephadex LH220,

Pharmacia ];反相硅胶 C18 ( 20～40 μ ) (Merck公

司 ) ;大孔吸附树脂 AB28,天津正天澄清剂有限公

司 ;色谱硅胶板 (HSHF254硅胶预制板 ,烟台芝黄务

硅胶开发试验厂 ) ;色谱溶剂系统 : [ petroleum ether/

EtOAc (不同比例 ) ]; petroleum. ether/Acetone (不

同比 例 ) ; CHCl3 /MeOH (不 同 比 例 ) ; CHCl3 :

MeOH /H2 O (下层 ,不同比例 ) ; TLC 显色剂 : 10%

H2 SO4 乙醇 ,碘蒸汽 ,紫外灯 (254 nm) ; 提取用乙醇

为工业级 ,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试验用药材采集于云南省香格里拉县格桑花卉

公司基地。药材由云南省昆明植物园谢立山副研究

员鉴定为紫葳科角蒿属植物大花鸡肉参 Incarvillea

m airei var. grand itlora (W ehrhahn) Grierson。

2　提取与分离

药材 32. 5 kg,用 80%乙醇回流提取 3次 ,每次 2

h,浓缩回收乙醇。所得浓缩液 ,加 2% HCl调 pH值

至 2～3,过滤 ,滤渣放置。滤液加 20% NaOH调 pH

至 11,用氯仿萃取 ,得氯仿部位 ;水液与滤渣合并 ,调

pH值至 7,分别用石油醚、乙酸乙酯、正丁醇萃取 ,得

到石油醚部位、乙酸乙酯部位和正丁醇部位。

将氯仿部位和乙酸乙酯部位进行进一步分离 ,

经过反复使用硅胶柱及制备薄层分离 ,用葡聚糖凝

胶 Sephadex LH220纯化 ,分别从氯仿部位得到化合

物 124、7、11、12,从乙酸乙酯部位得到化合物 5、6、82
10。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Ⅰ,邻羟基苯甲酸 (O2hydroxy benzoic

acid) ,无色针晶 (甲醇 ) , C7 H6 O3 ; FAB
-

m /z: 137

[M 2H ]
2
;

1
H2NMR (CDCl3 , 400 Hz) : δH 6. 92 (H,

dd, 7. 8, 2. 0 Hz, H23) , 7. 50 (1H, m, H24) , 6. 97 (

1H, m, H25) , 7. 91 (1H, dd, 7. 8, 2. 0 Hz, H26) ;
13

C2NMR ( CDCl3 , 100 Hz) : δC 111. 3 ( C21, s ) ,

162. 2 ( C22, s) , 117. 9 ( C23, d) , 137. 0 ( C24,

d) , 119. 6 (C25, d) , 163. 3 (C26, d) , 174. 9 (C2
7, s)。1 H2NMR和 13 C2NMR与文献报道 [ 1 ]一致。

化合物 Ⅱ, 棕榈酸 (palm itic acid) ,白色无定形

粉末 , mp: 66～68 ℃。E I2MS m /z: 256 (M
+ ) , 227

(M
+ 2C2 H5 ) , 213, 199, 185 [ ( CH2 ) 10 COOH

+
] ,

171, 157, 143, 129 [ ( CH2 ) 6 COOH
+

] , 60。羧基

与γ2H连续失去亚甲基 ,表明分子具有长链结构 ,

与标准谱图库和文献 [ 2 ]进行核对 ,确定该化合物为

棕榈酸。

化合 物 Ⅲ, 正 二 十 六 烷 酸 ( hexacosanoic

acid) ,白色粉末 (氯仿 ) , mp: 82～84 ℃。 E I2M S

给出分子离子峰 m /z 396 [M ]
+ 。 IR谱显示羟基

吸收峰 3 425 cm
- 1

, 羰基吸收峰 1 710 cm
- 1

,烷烃

吸收峰 2 850～2 960 cm
- 1。1

H2NMR ( CDCl3 , 500

Hz)δ: 0188 ( 3H , t, J = 1010 Hz, CH3 ) , 1120～

1140 ( 44H , m , CH2 ×22 ) , 1145～1165 ( 2H , m

) , 2135 (2H , t, J = 1215 Hz)。推测为正二十六

烷酸 ,与文献 [ 3 ]质谱数据对照 ,两者一致。

化合物 Ⅳ, β2谷甾醇 (β2sitosterol) ,无色针状结

晶 (氯仿 ) , mp: 145～147 ℃, L iebermann2Burchard反

应呈阳性 ,Molish反应呈阴性。与 β2谷甾醇标准品

共薄层显相同斑点 , 混合熔点不下降。经 HPTLC

与 β2谷甾醇标准品对照 , 15%硫酸 2乙醇显色 ,其 Rf

值和显色行为与标准品一致。E I2MS显示分子离子

蜂为 414,与文献值一致 [ 4 ] ,分子式为 C29 H50 O,故鉴

定该化合物为 β2谷甾醇。

化合物 Ⅴ, β2胡萝卜苷 ( daucosterol) ,白色粉

末 ,易溶于甲醇。mp: 287～289 ℃, L iebermann2Bur2
chard反应和 Molish反应呈阳性 , IR ( KB r)光谱和

TLC检测结果均与标准品一致 , 混合熔点不下降 ,

故鉴定为为 β2胡萝卜苷。

化合物 Ⅳ, 齐墩果酸 (O leanolic acid) ,白色结

晶性粉末 (甲醇 ) , mp: 265 ～267 ℃, L ibermann2
Burchard反应阳性。 IR谱示 : 3 450 ( 2OH ) , 3 970,

2 905 (饱和 CH )及 1 710 cm - 1 (羰基 )。1 H 2NMR

谱示有 7个甲基 ,一个双键上的单质子 :δ 5. 11 ( 1

H , s) 及五环三萜皂甙元的 3位被羟基取代后的

质子信号 :δ2. 98 (1H , t, J = 7. 5 Hz)。13
C2NMR

谱示 : 7个甲基 , 10个 CH2 , 5个 CH。其中化学位

移为δ76. 8 (C23) 的 CH连有羟基 ,δ124. 6的 CH

与δ138. 2的双键、δ178. 2的羰基提示该化合物为

齐墩果酸。其 IR、1
H2NMR、13

C2NMR、E I2MS与齐

墩果酸一致 , TLC显色行为完全一致。故该化合

物鉴定为齐墩果酸。

化合物 Ⅶ, 熊果酸 (U rsolic acid) , 白色针状结

晶 (甲醇 ) , mp. 258 ～25915 ℃; E I2MS m /z: 456

(M
+ ) , 438, 411, 300, 248, 208, 207, 203, 189,

133;
1
H2NMR (400 MHz, C5 D5 N ) δ: 5148 (1H, m,

H212) , 3145 (m, H23) , 2162 ( 1H, d, J = 1110

Hz, H218) , 1123, 1121, 1104, 1100, 0198, 0193,

0186。E I2MS和 1
H2NMR数据与文献 [ 5～6 ]波谱数据

一致。且与对照品熊果酸的 Rf 值 ( TLC检测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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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故此化合物确定为熊果酸。

化合物 Ⅷ, 槲皮素 ( quercetin )黄色粉末 (甲

醇 ) , mp > 3 0 0 ℃ , HCL 2Mg反应显红色 , IRνmax :

3 400, 1 600, 1 600, 1 510, 1 240, 1 180, 1 000cm
- 1。

UVλmax (nm) (MeOH) : 256, 300 ( sh) , 370. NaOMe:

242 ( sh) , 324 (dec) ; 加 A lCl3 : 270, 333 ( sh) , 446;

加 ALCL3 /HCL: 265, 354, 422; 加 NaOAc: 274, 320,

382; 加 NaOAc /H3BO3 : 260, 303 ( sh) , 386. E I2MS

m /z(% ) : 302 (100) , 301 (2315) , 274 (7) , 257 (3) ,

153 (8) , 137 (11) , 128 (6).
1
H2NMR (500 MHz, DM2

SO2d6 ) δ: 612 (1H, d, J = 210Hz, H26) , 614 (1H,

d, J = 210 Hz, H28) , 710 (1H, d, J = 813 Hz, H2
5’) , 715 (1H, d, J = 210 Hz, H22’) , 716 (1H, dd,

J = 210, 813 Hz, H26’)。13
C2NMR (DMSO2d6 ) :

9411 (C28) , 9816 (C26) , 10417 (C23) , 10313 (C2
10) , 11311 (C22’) , 11511 (C25’) , 11817 (C26’) ,

12112 (C21’) , 14515 (C23’) , 14915 (C24’) , 15711

(C25) , 16112 ( C29) , 16317 (C22) , 16413 ( C27) ,

18114 (C24)。13
C2NMR谱中可见所有 C信号均分布

于芳香区 ,其中含有一个不饱和的羰基信号 , 5个次

甲基信号和 9个季 C信号 ,推测可能是黄酮类化合

物 ,上述数据与文献 [ 7 ]有关槲皮素的数据一致 ,故确

定该化合物为槲皮素。

化合物 Ⅸ,槲皮苷 (V incetoxicoside B ) ,黄色粉

末 , (甲醇 ) , mp : 1 9 2 ～1 9 3 ℃. IR ( KB r ) cm - 1 :

3 420 (OH) , 1 654 (α,β不饱和酮 ) , 1 607, 1 503 ( 2
A r) , 1 446, 1 359, 1 302。 ESI2MS (m /z) : 471112

(M
+ +

Na)。1
H2NMR (500 MHz, DMSO2d6 ) δ 12166

( s, 1H, 2OH) , 7131 ( d, 1H, J = 2 Hz, H22’) , 7126

( dd, 1H, J = 2 Hz, H26) , 5. 26 ( d, 1H, J = 2 Hz, H2
1”) , 0182 ( d, 3 H, J = 6 Hz, 5”2CH3 )。13 C2NMR

(125 MHz, DMSO2d6 ) δ17717 (C24) , 16412 (C27) ,

16112 (C25) , 15712 ( C29 ) , 15612 ( C22 ) , 14814

(C24’) , 14511 (C23’) , 13412 (C23) , 12111 (C2
1’) , 12017 ( C26’) , 11516 ( C22’) , 11514 ( C2
5’) , 10410 (C210) , 10118 (C21”) , 9816 (C26) ,

9316 (C28) , 7112 (C24”) , 7015 (C23”) , 7013 (C2
2”) , 7010 (C25”) , 1714 (C26”)。与文献 [ 8 ]报道

一致 ,确定该化合物为槲皮苷。

化合物 Ⅹ,对羟基苯甲酸 ( p2hydroxy benzoic

acid) , 无色方晶 (乙醚、石油醚 2乙酸乙酯 ) , E I2MS

显示分子离子峰为 m /z 138 [M ]
+ 。1

H2NMR可见

在δ13. 50处有一个低矮宽峰 ,推测可能为羧基峰 ,

另外在相对高场区域可见一组相互耦合的质子信号

(δ8. 47, d, J = 9. 0 Hz, 2H; δ 7. 25, d, J = 9. 0

Hz, 2H) ,推测其为对取代苯环的一组质子信号 ,此

外别无其它信号。13
C2NMR谱显示在 165. 9处有一

季碳 ,可能是 COOH; 另有苯环上的碳信号分别

115. 2 (C23, 5) , 131. 4 (C22, 6) , 129. 1 ( C21) , 161. 8

(C24) ,结合 1 H2NMR信息 ,符合对取代苯环的推论。
13 C2NMR谱中有一个不饱和羰基信号 ,及一个连氧

的芳 C信号 ,与文献 [ 9 ]报道一致 ,因此推断该化合

物为对羟基苯甲酸。

化合物 Ⅺ, 32甲氧基 242羟基苯甲酸 ( 32methoxy

42hydroxy2benzoic acid) ,无色针晶 (甲醇 ) , mp: 208

～210 ℃。 IR谱显示有羟基吸收峰 (3 485 cm - 1 ) ,

羰基吸收峰 (1 682 cm
- 1 ) ,苯环骨架振动吸收峰 ( 1

597, 1 523 cm
- 1 )。- 1

H2NMR ( C5D5 N2d5 ) 中 δ3177

(3H, s)为一甲氧基信号 ;δ8172 (1H, s)为羟基质子

信号 ;δ8116 (1H, dd, J = 110 Hz, 810 Hz) , 8108 (1H,

d, J = 110 Hz) , 7130 ( 1H, d, J = 810 Hz)为 ABX系

统的芳环质子信号 ,提示有 1 , 3 , 4三取代苯环。
13

C2NMR ( C5 D5 N2d5 ) δ16818 为羧基的碳信号 ;

δ15214, 14810为苯环上连氧的季碳信号。E I2MS给

出分子离子峰为 168 [M ] + ,结合 NMR数据 ,给出分

子式 C8 H8 O3 ,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 [ 10 ]数据基本一

致 ,故确定该化合物为 32甲氧基 242羟基苯甲酸。

化合物 Ⅻ:豆甾醇 ,白色针晶 , mp: 168～169 ℃

(氯仿 ) , L ibermann2Burchard反应阳性 , E I2MS显示

准分子离子峰 412 [M ] + ,结合 1 H2NMR和 13 C2NMR

谱推断分子式为 C29 H48 O。 1
H2NMR ( CDCl3 , 500

Hz)谱显示有六个甲基峰 0. 70 ( 3H, s) , 0. 80 ( 3H,

d, J = 7. 0 Hz) , 0. 81 ( 3H, t, J = 8. 0 Hz) , 0. 85 ( 3H,

d, J = 6. 0 Hz) , 1. 01 ( 3H, s) , 1. 02 ( 3H, d, J = 7. 0

Hz) ,为典型的甾醇类化合物的特征。13 C2NMR和

DEPT谱显示该化合物有两个不饱和双键 ,推测该

化合物结构可能为豆甾醇。与豆甾醇对照品经 TLC

检查 ,两者 Rf 值一致 ,混合熔点不下降 ,故确定该化

合物为豆甾醇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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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对骨髓粒系祖细胞 (CFU2D )的影响 　独一味

浸膏对正常小鼠骨髓、马利蓝诱导的衰竭小鼠 CFU2
D的增殖对照组有显著促进作用 ,可促进骨髓粒细

胞增殖 ,具有补髓作用 [ 19 ]。

4　讨论

独一味原属糙苏属 ( Phlom is) ,后从中分出独立

为一属 ,称独一味属 (L am ioph lom is) ,目前也已认可。

从独一味中分离得到的 吨酮和槲皮素一类的黄酮

在糙苏属植物中没有发现 ,黄酮苷中糖的种类也有

差异 ,独一味黄酮苷中有阿拉伯糖、葡萄糖和新陈皮

糖 ,而糙苏属植物黄酮苷中有葡萄糖、对羟基肉桂酰

葡萄糖和芸香糖。独一味中环烯醚萜类化合物具有

环氧结构 ,而糙苏属植物中环烯醚萜类化合物无此

特征结构。从化学分类的角度看 ,独一味和糙苏属

植物的化学成分存在显著差异。所以该植物由糙苏

属分出独立为一属 ,从化学组成的差异上是有一定

根据的 [ 2 ]。

独一味主要产地为西藏林芝、甘肃玛曲、四川若

尔盖等地区 ,实验证明 ,三产地的独一味在镇痛、抗

炎方面 ,作用基本一致 [ 10 ]。独一味的生长环境高寒

缺氧 ,紫外线照射强烈 ,昼夜温差大、人烟稀少 ,无工

业废气、化学物质等人为因素的污染 ,可能与其活性

成分含量特殊、药力强、药效好相关。独一味是多年

生的草本植物 ,生长周期长 ,植物较矮小 ,质地轻。

随着奇正炎痛贴、独一味片、胶囊及颗粒剂等的大量

生产 ,独一味药材已供不应求。若要满足市场需求 ,

只有进行野生变家种栽培 ,才能实现野生资源的可

持续性利用。通过不同产地独一味的镇痛、抗炎作

用的比较 ,可为其野生变家种寻找有利的栽培地区

提供依据。

综上所述 ,独一味作为一种传统民族药物 ,在临

床上具有明确而独到的效果 ,但其药理作用的机制

研究较欠缺。比如其各种药理作用机制、环节均待

阐明清楚 ,这些问题的阐明 ,将为独一味的临床应用

提供新的思路和依据。同时 ,其有效部位、成分的分

离纯化 ,也将为这一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减小毒

(副 )作用、走向国际提供可能。独一味的毒副作用

还未见报道 ,其临床应用还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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