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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蜘蛛香 Ｖａｌｅｒｉａｎａ ｊａｔａｍａｎｓｉ Ｊｏｎｅｓ 的化学成分及其抗肿瘤活性。 方法　 蜘蛛香 ９５％ 乙醇提取物采用硅

胶、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ＯＤＳ、 制备薄层色谱和半制备型高效液相色谱进行分离纯化， 根据理化性质及波谱数据鉴定所

得化合物的结构。 磺酰罗丹明 Ｂ （ＳＲＢ） 法进行抗肿瘤活性筛选。 结果　 从中分离得到 ５ 个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 （３Ｓ，
４Ｓ， ５Ｓ， ７Ｓ， ８Ｓ， ９Ｓ） ⁃３， ８⁃ｅｔｈｏｘｙ⁃７⁃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４， ８⁃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ｐｅｒｈｙｄｒｏｃｙｃｌｏｐｅｎｔａ⁃ ［ ｃ］ ｐｙｒａｎ （ １）、 ｄｅｓｏｘｉｄｏｄｉｄｒｏｖａｌｔｒａｔｅ
（２）、 ｖａｌｔｒａｌ Ｃ （３）、 ８⁃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ｐａｔｈｏｕｌｉ ａｌｃｏｈｏｌ （４）、 ３， ４⁃二甲氧基肉桂醛 （５）。 化合物 ２～ ３ 对胃癌 ＭＧＣ８０３ 和肝癌

ＨｅｐＧ２ 增殖均显示一定的抑制活性， 其 ＩＣ５０分别为 ４ ２８、 １ ９０ μｍｏｌ ／ Ｌ 和 ４ ９６、 ２ ５４ μｍｏｌ ／ Ｌ。 结论　 化合物 ５ 为首次

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化合物 ２～３ 有较强的抗肿瘤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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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为败酱科缬草属植物蜘蛛香 Ｖａｌｅｒｉａｎａ ｊａｔ⁃
ａｍａｎｓｉ Ｊｏｎｅｓ 的根及根茎。 秋季采挖， 除去泥沙，
晒干所得， 有马蹄香、 小马蹄香、 九转香等别称。
其药性辛、 微苦， 温， 具有理气止痛、 镇静安神、
祛风除湿以及消食止泻的作用， 民间主要用于治疗

脘腹胀痛、 失眠、 腰膝酸软、 风湿痹痛、 腹泻痢疾

以及食积不化等［１］。 蜘蛛香分布于中国西南地区

和印度等地， 在我国， 蜘蛛香主要分布于贵州、 四

川、 云南等省［２］。 其根和根茎中主要含有环烯醚

萜类、 木脂素类、 挥发油类和倍半萜类化合物， 其

中环烯醚萜结构已成为抗癌药物筛选的基础药效结

构［３］。 本研究所得化合物中， 化合物 １ ～ ３ 为环烯

醚萜成分、 ４ 为倍半萜、 ５ 为苯丙素类， 其中化合

物 ５ 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 化合物 ２ ～ ３ 有较

强的抗肿瘤活性。
１　 仪器与材料

ＵＰＴ⁃Ｉ⁃１０Ｔ 超纯水器 （成都超纯科技有限公

司）； ＢＳ１２４Ｓ 电子天平 （德国赛多利斯科学仪器

有限公司）； Ｒ⁃２０１ 旋转蒸发仪 （亚荣生化仪器）；
ＳＨＢ⁃Ⅲ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 （郑州长城科技工贸

有限公司）； Ｂｒｕｋｅｒ ＢｉｏＳｐｉｎ ＧｍｂＨ ４００ 超导核磁共

振仪 （德国 Ｂｒｕｋｅｒ 公司）； ＬＣ⁃１０ＡＴ 高效液相色谱

仪 （日本岛津公司）； ＺＯ ＲＢＡＸ ＳＢ⁃Ｃ１８色谱柱 （美
国 Ｗａｔｅｒｓ 公司）； ＳＷ⁃ＣＪ⁃２ＦＤ 净化工作台 （苏州安

泰空气技术有限公司）； ＡＬＬＥＧＥＲ Ｘ⁃１２ 离心机

（美国 Ｂｅｃｋｍａｎ 公司）； ｖａｒｉｏｓｋａｎ ｆｌａｓｈ⁃３００１ 酶联免

疫检测仪 （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公司）； ３１１１ 培

养箱 （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 公司）。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瑞士 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 公司）； ＭＣＩ

（日本三菱化学公司）； 薄层色谱硅胶 ＧＦ２５４和柱色

谱硅胶 （２００～３００ 目， 青岛海洋化工厂）。 色谱甲

醇和乙腈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ＤＭＥＭ 高糖培养基 （批号 １７１５８４８， 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
公司）； 新生牛血清 （批号 １４０９３０， 浙江天杭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胰蛋白酶 （批号 ＥＸＰ２０１８ ／ ０６，
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磷酸盐缓冲液

（批号 １５０９０７， 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ＰＢＳ）。 三氯醋酸 （ＴＣＡ） （批号 ２０１６０８０１０１， 成都

科龙化工试剂厂）； 磺酰罗丹明 Ｂ （ＳＲＢ） （批号

ｍｋｂｑ６０２７ｖ， 美国 Ｓｉｇｍａ 公司）。
２　 提取与分离

蜘蛛香干燥根及根茎粉末 ２０ ｋｇ， 室温下用

９５％ 乙醇浸渍 ２４ ｈ 后渗漉提取 （２０ Ｌ×８ 次）， 渗漉

液 ４０ ℃下减压浓缩至无醇味 （２ Ｌ）， 依次用石油

醚、 乙酸乙酯、 正丁醇萃取， 分别得到石油醚

（４２０ ｇ）、 乙酸乙酯 （３７０ ｇ）、 正丁醇 （３６０ ｇ） 部

位。 取石油醚部位， 加适量石油醚溶解后， 适量硅

胶拌样， 干燥得样品硅胶 １ ０００ ｇ。 采用干法装柱

（ １ ２ ｍ × ２０ ｃｍ）， 石油醚⁃乙酸乙酯梯度洗脱

（１００ ∶ ０～０ ∶ １００）， 经薄层检测合并主斑点， 浓缩

后得 ９ 个组分 （Ｆｒ １⁃９）。
Ｆｒ ３ 段经硅胶柱色谱分离， 用石油醚⁃乙酸乙

酯梯度洗脱 （５０ ∶ ０ ～ １ ∶ １）， 合并得 ５ 个组分

（Ｆｒ ３ １⁃ Ｆｒ ３ ５）。 Ｆｒ ３ ２ 部分经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ＣＨ２Ｃｌ２⁃ＣＨ３ＯＨ ４ ∶ ６） 和硅胶柱 （ＰＥ⁃ＰＡ １０ ∶ １）
分离， 最后经制备薄层 （ＰＥ⁃ＰＡ ２ ∶ １）， 得化合物 ５
（１６ ｍｇ）。 Ｆｒ ３ ３ 经中压制备液相色谱 （ＣＨ３ＯＨ⁃
Ｈ２Ｏ ４０ ∶ ６０～ １００ ∶ ０）， 硅胶柱 （ＰＥ⁃ＥＡ ３ ∶ １） 洗

脱， 再经 ＨＰＬＣ 柱， 以 ＣＨ３ＯＨ⁃Ｈ２Ｏ （６０ ∶ ４０） 洗

脱， 得化合物 ２ （２１ ２ ｍｇ）。 Ｆｒ ５ 段经硅胶柱分

离， 用 ＣＨ２Ｃｌ２⁃ＣＨ３ＯＨ （１０ ∶ ０ ～ １ ∶ １） 梯度洗脱，
合并得 ５ 个组分 （ Ｆｒ ５ １⁃ Ｆｒ ５ ５ ）。 Ｆｒ ５ ５ 经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ＣＨ２Ｃｌ２⁃ＣＨ３ＯＨ １ ∶ １） 纯化， 得

化合物 １ （１８ ｍｇ）。 Ｆｒ ６ 段经 ＭＣＩ 柱， 以 ＣＨ３ＯＨ⁃
Ｈ２Ｏ （ ２０ ∶ ８０ ～ ０ ∶ １００ ） 洗 脱， 得 ５ 个 组 分

（Ｆｒ ６ １⁃ Ｆｒ ６ ５）。 Ｆｒ ６ ３ 经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柱

（ ＣＨ３ＯＨ ） 分 离， 得 ６ 个 组 分 （ Ｆｒ ６ ３ １⁃
Ｆｒ ６ ３ ６）。 Ｆｒ ６ ３ ３ 经制备薄层色谱， ＣＨ２Ｃｌ２⁃
ＣＨ３ＯＨ （５ ∶ １） 展开， 得化合物 ４ （ １４ ｍｇ）。
Ｆｒ ６ ３ ４ 经 ＨＰＬＣ 柱， 以 ＣＨ３ＯＨ⁃Ｈ２Ｏ （３０ ∶ ７０）
洗脱， 最后通过制备薄层色谱 （ ＣＨ２Ｃｌ２⁃ＣＨ３ＯＨ⁃
Ｈ２Ｏ ４ ∶ １ ∶ ０ １） 为展开剂， 得化合物 ３ （３８ 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合物 １： 黄色油状液体。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１ ０４ （３Ｈ， ｄ， Ｊ ＝ ７ ３ Ｈｚ， Ｈ⁃１１）， １ ４０
（３Ｈ， ｓ， Ｈ⁃１０）， １ ６４ （１Ｈ， ｍ， Ｈ⁃４）， １ ６５ （１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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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ｄｄ， Ｊ＝ １３ ８， ６ ７， ３ ５ Ｈｚ， Ｈ⁃６ａ）， １ ８３ （１Ｈ， ｍ，
Ｈ⁃９）， １ ９８ （１Ｈ， ｍ， Ｈ⁃５）， ２ １１ （ １Ｈ， ｄｄ， Ｊ ＝
１３ ９， ７ ４ Ｈｚ， Ｈ⁃６β）， ３ ８９ （１Ｈ， ｄｄ， Ｊ＝ ７ ４， ３ ５
Ｈｚ， Ｈ⁃７）， ４ ０９ （１Ｈ， ｄ， Ｊ ＝ １ ８ Ｈｚ， Ｈ⁃１）， ４ ６４
（１Ｈ， ｄ， Ｊ ＝ ２ ９ Ｈｚ， Ｈ⁃３）；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５９ ８ （Ｃ⁃１）， ９４ ０ （Ｃ⁃３）， ４３ ９ （Ｃ⁃４），
４０ ２ （Ｃ⁃５）， ４３ １ （Ｃ⁃６）， ７９ ７ （Ｃ⁃７）， ８１ ４ （Ｃ⁃
８）， ３８ ４ （Ｃ⁃９）， １８ ５ （Ｃ⁃１０）， １８ １ （Ｃ⁃１１）。 以

上数据和文献 ［４］ 一致， 故鉴定为 （３Ｓ， ４Ｓ， ５Ｓ，
７Ｓ， ８Ｓ， ９Ｓ） ⁃３， ８⁃ｅｔｈｏｘｙ⁃７⁃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４， ８⁃ｄｉｍｅｔｈ⁃
ｙｌｐｅｒｈｙｄｒｏｃｙｃｌｏｐｅｎｔａ⁃ ［ｃ］ ｐｙｒａｎ。

化合物 ２： 黄色油状液体。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４３１ ２０４ ４ ［ Ｍ ＋ Ｎａ ］ ＋ （ ｃａｌｃｄ ｆｏｒ Ｃ２２Ｈ３２Ｏ７Ｎａ，
４３１ ２０４ ６）。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 δ： ０ ９７
（１２Ｈ， ｍ， Ｈ⁃４′， ５′， ４″， ５″）， ２ ０３ （２Ｈ， ｄ， Ｊ＝ ５ ６
Ｈｚ， Ｈ⁃６）， ２ ０６ （３Ｈ， ｓ， Ｈ⁃２‴）， ２ １１ （１Ｈ， ｍ， Ｈ⁃
３′， ３″）， ２ ３３ （１Ｈ， ｍ， Ｈ⁃２′， ２″）， ２ ９３ （１Ｈ， ｍ，
Ｈ⁃５， ９）， ４ ４３ （１Ｈ， ｄ， Ｊ＝ １２ ３ Ｈｚ， Ｈ⁃１０α）， ４ ６３
（１Ｈ， ｄ， Ｊ ＝ １２ ３ Ｈｚ， Ｈ⁃１０β）， ５ ３６ （１Ｈ， ｓ， Ｈ⁃
１１α）， ５ ４５ （１Ｈ， ｓ， Ｈ⁃１１β）， ５ ５２ （１Ｈ， ｔ， Ｊ＝ ５ ０
Ｈｚ， Ｈ⁃７）， ５ ９０ （１Ｈ， ｄ， Ｊ ＝ ５ ６ Ｈｚ， Ｈ⁃１）， ６ ４３
（１Ｈ， ｓ， Ｈ⁃３）；１３Ｃ⁃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９０ ４
（Ｃ⁃１）， １４２ ０ （Ｃ⁃３）， １１１ ５ （Ｃ⁃４）， ３３ ９ （Ｃ⁃５），
３７ ０ （Ｃ⁃６）， ７４ ９ （Ｃ⁃７）， １４７ １ （Ｃ⁃８）， ４３ ２ （Ｃ⁃
９）， ６３ ６ （Ｃ⁃１０）， １１６ ２ （Ｃ⁃１１）， １７１ ７ （Ｃ⁃１′），
４３ ６ （Ｃ⁃２′）， ２５ ７ （Ｃ⁃３′）， ２２ ５ （Ｃ⁃４′）， ２２ ５ （Ｃ⁃
５′）， １７３ １ （ Ｃ⁃１″）， ４３ ４ （ Ｃ⁃２″）， ２５ ９ （ Ｃ⁃３″），
２２ ５ （ Ｃ⁃４″）， ２２ ５ （ Ｃ⁃５″）， １７０ ６ （ Ｃ⁃１‴）， ２１ ４
（Ｃ⁃２‴）。 以上数据和文献 ［５］ 一致， 故鉴定为

ｄｅｓｏｘｉｄｏｄｉｄｒｏｖａｌｔｒａｔｅ。
化合物 ３： 黄色油状液体。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０ ９４ （６Ｈ， ｄ， Ｊ ＝ ６ ６ Ｈｚ， Ｈ⁃４′， ５′），
２ ０２ （３Ｈ， ｓ， Ｈ⁃２″）， ２ ０８ （２Ｈ， ｍ， Ｈ⁃２′）， ３ ９７
（１Ｈ， ｓ， Ｈ⁃９）， ４ ２３ （ １Ｈ， ｄ， Ｊ ＝ １０ ０ Ｈｚ， Ｈ⁃
１０α）， ４ ３３ （１Ｈ， ｄ， Ｊ ＝ １０ ０ Ｈｚ， Ｈ⁃１０β）， ４ ９０
（２Ｈ， ｓ， Ｈ⁃１１）， ５ ２９ （１Ｈ， ｓ， Ｈ⁃１）， ６ ８３ （１Ｈ， ｄ，
Ｊ＝ ５ ６ Ｈｚ， Ｈ⁃７）， ６ ８７ （１Ｈ， ｄ， Ｊ＝ ５ ５ Ｈｚ， Ｈ⁃６），
９ ９３ （１Ｈ， ｓ， Ｈ⁃３）；１３Ｃ⁃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１０３ ０ （Ｃ⁃１）， １９０ ８ （Ｃ⁃３）， １２７ ７ （Ｃ⁃４）， １６３ ２
（Ｃ⁃５）， １３４ ７ （Ｃ⁃６）， １４５ ３ （Ｃ⁃７）， ９５ ５ （Ｃ⁃８），
５８ ６ （ Ｃ⁃９）， ７０ ９ （ Ｃ⁃１０）， ５７ ８ （ Ｃ⁃１１）， １７３ ０
（Ｃ⁃１′）， ４３ ２ （Ｃ⁃２′）， ２５ ８ （Ｃ⁃３′）， ２２ ４ （Ｃ⁃４′），
２２ ４ （Ｃ⁃５′）， １７１ １ （Ｃ⁃１″）， ２１ ０ （Ｃ⁃２″）。 以上数

据和文献 ［６］ 一致， 故鉴定为 ｖａｌｔｒａｌ Ｃ。

化合物 ４： 白色无定型粉末。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２６１ １８０ ３ ［ Ｍ ＋ Ｎａ ］ ＋ （ ｃａｌｃｄ ｆｏｒ Ｃ１５ Ｈ２６ Ｏ２Ｎａ，
２６１ １８３ ０）。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 δ： ０ ７９
（３Ｈ， ｄ， Ｊ＝ ６ ７ Ｈｚ， Ｈ⁃１５）， ０ ８９ （３Ｈ， ｓ， Ｈ⁃１４），
１ １１ （３Ｈ， ｓ， Ｈ⁃１２）， １ ２３ （３Ｈ， ｓ， Ｈ⁃１３）， ３ ９１
（１Ｈ， ｍ， Ｈ⁃８）；１３ Ｃ⁃ＮＭＲ （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 δ：
７５ ３ （Ｃ⁃１）， ３２ ７ （Ｃ⁃２）， ２８ ７ （Ｃ⁃２）， ２８ ２ （Ｃ⁃
４）， ４２ ６ （Ｃ⁃５）， ２４ ２ （Ｃ⁃６）， ４６ ９ （Ｃ⁃７）， ７２ ７
（Ｃ⁃８）， ３９ ５ （Ｃ⁃９）， ３９ ６ （Ｃ⁃１０）， ４０ ５ （Ｃ⁃１１），
２５ ５ （ Ｃ⁃１２）， ２７ ８ （ Ｃ⁃１３）， ２０ ３ （ Ｃ⁃１４）， １９ ０
（Ｃ⁃１５）。 以上数据和文献 ［７］ 一致， 故鉴定为 ８⁃
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ｐａｔｈｏｕｌｉ ａｌｃｏｈｏｌ。

化合物 ５： 黄色油状液体。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３ ９５ （３Ｈ， ｓ， ３′⁃ＯＣＨ３）， ３ ９９ （３Ｈ， ｓ，
４′⁃ＯＣＨ３）， ６ ５９ （１Ｈ， ｄｄ， Ｊ＝ １５ ８， ７ ７ Ｈｚ， Ｈ⁃２），
６ ９６ （１Ｈ， ｄ， Ｊ＝ ８ ２ Ｈｚ， Ｈ⁃５′）， ７ ０７ （１Ｈ， ｄ， Ｊ＝
１ ９ Ｈｚ， Ｈ⁃２′）， ７ １３ （１Ｈ， ｄｄ， Ｊ＝ ８ ２， １ ９ Ｈｚ， Ｈ⁃
６′）， ７ ４０ （１Ｈ， ｄ， Ｊ ＝ １５ ８ Ｈｚ， Ｈ⁃３）， ９ ６５ （１Ｈ，
ｄ， Ｊ ＝ ７ ７ Ｈｚ， Ｈ⁃１）；１３Ｃ⁃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１９３ ７ （ Ｃ⁃１）， １５３ １ （ Ｃ⁃２）， １１５ １ （ Ｃ⁃３），
１２６ ９ （Ｃ⁃１′）， １２４ ２ （Ｃ⁃２′）， １４６ ６ （Ｃ⁃３′）， １４９ １
（Ｃ⁃４′）， １０９ ６ （ Ｃ⁃５′）， １２６ ６ （ Ｃ⁃６′）， ５６ ２ （ ３′⁃
ＯＣＨ３）， ５６ ９ （４′⁃ＯＣＨ３）。 以上数据和文献 ［８］
一致， 故鉴定为 ３， ４⁃二甲氧基肉桂醛。
４　 抗肿瘤活性筛选

将胃癌 ＭＧＣ８０３、 肝癌 ＨｅｐＧ２ 细胞以 ３ ０００ ～
５ ０００个 ／孔的密度接种至 ９６ 孔板， ３７ ℃孵育过夜。
随后加入不同浓度的化合物， 使其终浓度为 ０、
０ ５、 １、 ２、 ４、 ８、 １６ μｍｏｌ ／ Ｌ。 以 ＤＭＳＯ 作为空白

对照， ＫＰＴ３３０ 为阳性对照， 继续孵育 ７２ ｈ。 孵育

结束后， 弃去细胞培养基， 加入 １００ μＬ 预冷的 １％
ＴＣＡ， ４ ℃固定 １ ｈ。 弃去固定液， 以去离子水清

洗 ５ 遍， ３７ ℃烘干后， 每孔加入 １００ μＬ 的 ０ ４％
磺酰罗丹明 Ｂ （１％ 乙酸配制） 染液， 室温下染色

１０ ｍｉｎ， 未与蛋白质结合的 ＳＲＢ 用 １％ 醋酸洗 ５ 遍，
３７ ℃ 烘干。 与蛋白质结合的 ＳＲＢ 用 １５０ μＬ 的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非缓冲 Ｔｒｉｓ 碱液 （ ｐＨ ＝ １０ ５） 振荡溶

解。 最后， 于 ５６０ ｎｍ 处测定各孔吸光度值 （ＯＤ），
计算细胞相对增值率。 相对增值率 ＝ （ＯＤ给药 －
ＯＤ空白） ／ （ＯＤＤＭＳＯ －ＯＤ空白 ） × １００％ ， 以 Ｇｒａｐｈａｄ
Ｐｒｉｓｍ ５ 统计分析软件计算药物的 ＩＣ５０。 结果见图

１， 表明化合物 ２～３ 对胃癌 ＭＧＣ８０３ 和肝癌 ＨｅｐＧ２
增殖均显示一定的抑制活性， 其 ＩＣ５０分别为 ４ ２８、
１ ９０ μｍｏｌ ／ Ｌ 和 ４ ９６、 ２ ５４ μｍｏｌ ／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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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化合物 ２～ ３ 对癌细胞 ＭＧＣ８０３、 ＨｅｐＧ２ 的抑制活性

Ｆｉｇ １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２－３ ｏ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ＭＧＣ８０３ ａｎｄ ＨｅｐＧ２

５　 讨论

环烯醚萜成分是蜘蛛香的主要成分， 此类成分

被认为具有抗癌活性药物的基础药效结构［３］。 在

雌性 ＫＲＥＢＳⅡ腹水癌小鼠的抗癌活性实验中， 环

烯醚萜成分 ｄｉｄｒｏｖａｌｔｒａｔｅ 可治疗腹水癌小鼠， ４８ ｈ
内腹水减退， 约一半小鼠症状缓解， 且有多于 ６ 个

月的存活时间， 而对照组通常在接种后 （１５±２） ｄ
内死亡。 体外实验表明， 化合物 ｄｉｄｒｏｖａｌｔｒａｔｅ 和

ｖａｌｔｒａｔｅ 在质量浓度为 ３３ ｍｇ ／ Ｌ 时对大鼠的肝癌细

胞有显著的抑制作用［９］。 肝细胞瘤超微结构也显

示这 ２ 个化合物能引起膜微绒毛的消失， 大量内质

网的膨大和线粒体的显著缩合［１０］。 最近研究发现，
缬草三酯 （缬草素） 提取物显示出较单体成分 ｖａｌ⁃
ｔｒａｔｅ 和 ｄｉｄｒｏｖａｌｔｒａｔｅ 更显著的抗结肠癌和抗肝癌活

性［１１］。 同时蜘蛛香提取物对人结肠癌 ＳＷ４８０ 细胞

有明显的增殖抑制和抗转移作用［１２］。
蜘蛛香为缬草属的一种， 在欧洲缬草有悠久的

应用历史， 可作药用和香料。 缬草已被列入 《欧
洲药典》， 其制剂被荷兰、 德国、 日本、 英国等 ２０
多个国家药典收载［１３］。 北缬草 Ｖ． ｆａｕｒｉｅｉ Ｂ． 生长在

中国东北地区， 已有上百年的临床应用历史［１４］。
经 ｄｉｄｒｏｖａｌｔｒａｔｅ 治疗存活的雌性 ＫＲＥＢＳⅡ腹水癌小

鼠， ５０ ｄ 后与健康雄鼠交配后能正常受孕， 产下

的第一代小鼠既无病态也无畸形［９］。 蜘蛛香中环

氧单烯型环烯醚萜 ＩＶＨＤ⁃ｖａｌｔｒａｔｅ 的体内外抗肿瘤

实验也表明 ＩＶＨＤ⁃ｖａｌｔｒａｔｅ 具有高效低毒的抗肿瘤

作用［１５⁃１６］。 有学者从急性毒性及长期毒性两方面

证实了蜘蛛香环烯醚萜成分临床用药的安全性［１７］。
更值得一提的是， 新近研究表明缬草环烯醚萜成分

在发挥抗癌作用的同时， 还能增强机体的免疫功

能［１８］。 蜘蛛香中的环烯醚萜成分抗肿瘤作用具有

独特的优势和特点， 杀伤癌细胞的同时， 还能抑制

肿瘤细胞的转移； 几乎无毒性， 临床用药安全； 增

强免疫效用。 由此可见， 蜘蛛香中的环烯醚萜成分

可成为抗癌药物开发的理想选择， 然而其稳定性可

能也是制约成药性的瓶颈， 需要进一步结构改造以

增加其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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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玄参 Ｓｃｒｏｐｕｌａｒｉａ ｎｉｎｇｐｏｅｎｓｉｓ Ｈｅｍｓｌ． 的化学成分。 方法　 玄参 ８０％ 甲醇提取物采用硅胶和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进行分离纯化， 根据理化性质及波谱数据鉴定所得化合物的结构。 结果　 从中分离得到 １３ 个化合物， 分别鉴

定为对羟基肉桂酸甲酯 （１）、 ３， ４⁃二甲氧基肉桂酸 （２）、 对羟基苯甲醛 （３）、 ３⁃羟基对甲氧基苯甲醛 （４）、 对羟基

苯乙酮 （５）、 肉桂酸 （６）、 ２ ⁃ （３′， ４′⁃二羟基苯基） ⁃１， ３⁃苯并二茂恶⁃５⁃甲醛 （７）、 ３⁃羟基对甲氧基苯甲酸 （８）、
对羟基肉桂酸 （９）、 阿魏酸 （１０）、 ３ ⁃甲氧基对羟基肉桂醛 （１１）、 对羟基苯乙醇 （１２）、 ５⁃羟甲基糠醛 （１３）。
结论　 化合物 ２、 ４、 ７～８、 １１～１２ 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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