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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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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参为玄参科植物玄参 Ｓｃｒｏｐｕｌａｒｉａ ｎｉｎｇｐｏｅｎｓｉｓ
Ｈｅｍｓｌ． 的干燥根， 具有清热凉血、 滋阴降火、 解

毒散结的功效， 用于热入营血、 温毒发斑、 热病伤

阴、 舌绛烦渴、 津伤便秘、 骨蒸劳嗽、 目赤、 咽

痛、 白喉、 瘰疬、 痈肿疮毒［１］。 玄参作为常用大

宗药材， 对其研究较多， 主要含有环烯醚萜类、 苯

丙素类等成分， 具有保肝、 镇痛、 抗炎、 抗菌、 抗

氧化、 免疫调节、 降血压等作用［２⁃６］。
关于玄参的化学成分研究主要集中在环烯醚萜

类成分， 而对其他类成分报道较少， 为了更全面地

控制其质量， 提升质量控制标准， 课题组特对玄参

其他类化学成分进行研究， 从其醇提物中分离鉴定

了 １３ 个化合物， 其中化合物 ２、 ４、 ７ ～ ８、 １１ ～ １２
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１　 仪器与材料

Ｂｒｕｋｅｒ ＤＲＸ⁃６００ ＭＨｚ 核磁共振波谱仪 （ ＴＭＳ
为内标， 德国 Ｂｒｕｋｅｒ 公司）； 高效液相色谱仪 （日
本岛津公司）； Ｂüｃｈｉ 型旋转蒸发仪 （瑞士 Ｂüｃｈｉ
公司）；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法玛西亚 Ａｍｅｒｓｈａｍ Ｂｉ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公司）。 Ｒｐ⁃１８ 反相硅胶 （４０～６３ μｍ， 日本

Ｄａｉｓｏ 公司）； 柱色谱硅胶 （２００ ～ ３００ 目）、 硅胶 Ｈ
和薄层色谱硅胶 ＧＦ２５４ （青岛海洋化工厂）。 所用

试剂均为分析纯。
实验用玄参采集于湖南省新绍县玄参种植基

地， 并由湖南中医药大学周小江教授鉴定为玄参科

植物玄参 Ｓｃｒｏｐｕｌａｒｉａ ｎｉｎｇｐｏｅｎｓｉｓ Ｈｅｍｓｌ． 的干燥根，
药材标本保存于湖南中医药大学实验楼 Ｃ 栋 ４２６。
２　 提取与分离

玄参 １６ ｋｇ， 切片后加 ６ 倍量 ８０％ 甲醇浸泡 １ ｈ
后， 回流提取 ２ 次， 每次 ２ ｈ， 滤过， 合并滤液，
滤液减压浓缩至无甲醇味， 得粗提物。 粗提物加水

混悬， 加乙酸乙酯提取 ４ 次， 每次 ４ Ｌ， 减压回收

乙酸乙酯得浸膏 １７８ ｇ， 浸膏拌样， 加于正相硅胶柱

色谱柱上， 石油醚⁃乙酸乙酯⁃甲醇 （７０ ∶ ３０ ∶ ０） ～
（７０ ∶ ３０ ∶ ３５） 梯度洗脱， 收集洗脱液， 检识， 合

并成 ６ 段 （ＸＳ⁃１ ～ ＸＳ⁃６）。 ＸＳ⁃２ 经正相硅胶柱色

谱， 石油醚⁃乙酸乙酯 （１００ ∶ １） ～ （０ ∶ １） 梯度

洗脱， 检识， 合并成 ５ 段 （ＸＳ⁃２１～ＸＳ⁃２５）。
ＸＳ⁃２１ 先经凝胶柱， 甲醇洗脱， 再经 ＨＰＬＣ 纯

化 ［甲醇⁃０ ５‰ 三氟乙酸水 （ ４０ ∶ ６０） 为流动

相］， 得化合物 ６ （２５７ ４ ｍｇ）。
ＸＳ⁃２２ 经凝胶柱， 甲醇洗脱， 检识， 合并成 ６

个部分 （ＸＳ⁃２２１～ＸＳ⁃２２６）， 其中 ＸＳ⁃２２６ 经反相硅

胶柱， 甲醇⁃水梯度洗脱 （ １０％ ～ １００％ ）， 检识，
合并成 ４ 个部分 （ＸＳ⁃２２６１ ～ ＸＳ⁃２２６４）。 ＸＳ⁃２２６１
经 ＨＰＬＣ 纯化 ［甲醇⁃水 （３８ ∶ ６２） ］， 得化合物 １
（３ ２ ｍｇ）、 ２ （４ ２ ｍｇ）。 ＸＳ⁃２２５ 先经反相硅胶柱，
甲醇⁃水 （ １０％ ～ １００％ ） 梯度洗脱， 再经 ＨＰＬＣ
［甲醇⁃水 （ ２０ ∶ ８０） ］ 纯化， 得化合物 ３ （ ４ ３
ｍｇ）、 ４ （１ １ ｍｇ）、 ５ （１ ５ ｍｇ）。

ＸＳ⁃２４ 先经凝胶柱， 甲醇洗脱， 再过反相硅胶

柱， 甲醇⁃水 （ １０％ ～ １００％ ） 梯度洗脱， 最后经

ＨＰＬＣ 纯化 ［甲醇⁃０ ５‰三氟乙酸水 （４５ ∶ ５５） ］，
得化合物 ７ （１８ １ ｍｇ）、 ８ （ ６８ ７ ｍｇ）、 ９ （ ８０ ３
ｍｇ）、 １０ （３１ ４ ｍｇ）。

ＸＳ⁃２５ 先经凝胶柱， 甲醇洗脱， 再过反相硅胶

柱， 甲醇⁃水 （１０％ ～ １００％ ） 梯度洗脱， 再用薄层

色谱 ［石油醚⁃乙酸乙酯 （５ ∶ ３） 为展开剂］ 制备，
最后经 ＨＰＬＣ 纯化 ［甲醇⁃水 （１０ ∶ ９０） ］， 得化

合物 １１ （４ ３ ｍｇ）、 １２ （５ ９ ｍｇ）、 １３ （４ ７ 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合物 １： 白色羽状晶体， 易溶于甲醇。１Ｈ⁃
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７ ６１ （１Ｈ， ｄ， Ｊ＝ １５ ９
Ｈｚ， Ｈ⁃７）， ７ ４５ （２Ｈ， ｄｄ， Ｊ ＝ ６ ８， １ ９ Ｈｚ， Ｈ⁃２，
６）， ６ ７９ （ ２Ｈ， ｄｄ， Ｊ ＝ ６ ７， １ ９ Ｈｚ， Ｈ⁃３， ５），
６ ３２ （１Ｈ， ｄ， Ｊ＝ １５ ９ Ｈｚ， Ｈ⁃８）， ３ ７６ （３Ｈ， ｓ， １０⁃
Ｏ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 （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７０ ０
（Ｃ⁃９）， １６２ ０ （Ｃ⁃４）， １４６ ８ （Ｃ⁃７）， １３１ ３ （Ｃ⁃２，
６）， １２７ ０ （Ｃ⁃１）， １１７ １ （Ｃ⁃３， ５）， １１４ ８ （Ｃ⁃８），
５２ １ （１０⁃ＯＣＨ３）。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７］ 基本一

致， 故鉴定为对羟基肉桂酸甲酯。
化合物 ２： 黄色油状物， 易溶于甲醇。１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７ ６１ （１Ｈ， ｄ， Ｊ ＝ １５ ９ Ｈｚ，
Ｈ⁃７）， ７ １５ （１Ｈ， ｄ， Ｊ＝ １ ６ Ｈｚ， Ｈ⁃２）， ７ ０４ （１Ｈ，
ｄｄ， Ｊ＝ ８ ２， １ ７ Ｈｚ， Ｈ⁃６）， ６ ７６ （１Ｈ， ｄ， Ｊ ＝ ８ ２
Ｈｚ， Ｈ⁃５）， ６ ３２ （１Ｈ， ｄ， Ｊ ＝ １５ ９ Ｈｚ， Ｈ⁃８）， ３ ８７
（３Ｈ， ｓ， ４⁃ＯＣＨ３ ）， ３ ７６ （ ３Ｈ， ｓ， ３⁃ＯＣＨ３ ）；１３ Ｃ⁃
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７０ １ （Ｃ⁃９）， １５３ ２
（Ｃ⁃４）， １５０ ２ （Ｃ⁃３）， １４７ ４ （Ｃ⁃７）， １２６ ５ （Ｃ⁃１），
１２４ ７ （Ｃ⁃６）， １１７ １ （Ｃ⁃８）， １１４ ２ （Ｃ⁃５）， １１１ ５
（Ｃ⁃２）， ５６ ３ （３⁃ＯＣＨ３）， ５２ ０ （４⁃ＯＣＨ３）。 以上数

据与文献 ［８］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３， ４⁃二甲氧基

肉桂酸。
化合物 ３： 白色固体， 易溶于甲醇。１Ｈ⁃ＮＭ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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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９ ７５ （１Ｈ， ｓ， Ｈ⁃７）， ７ ７６
（２Ｈ， ｍ， Ｊ ＝ ８ ７， ２ １ Ｈｚ， Ｈ⁃２， ６）， ６ ９１ （ ２Ｈ，
ｄｄ， Ｊ＝ ８ ７， ２ １ Ｈｚ， Ｈ⁃３， ５）；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９２ ９ （７⁃ＣＨＯ）， １６５ ５ （Ｃ⁃４）， １３３ ６
（Ｃ⁃２， ６）， １３０ ３ （Ｃ⁃１）， １１７ １ （Ｃ⁃３， ５）。 以上数

据与文献 ［ ９］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对羟基苯

甲醛。
化合物 ４： 白色固体， 易溶于甲醇。１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９ ６４ （１Ｈ， ｓ， Ｈ⁃７）， ７ ３９
（２Ｈ， ｄｄ， Ｊ＝ ７ ６， １ ９ Ｈｚ， Ｈ⁃２， ６）， ６ ８４ （１Ｈ， ｄ，
Ｊ ＝ ８ ０ Ｈｚ， Ｈ⁃５）， ３ ８９ （３Ｈ， ｓ， ４⁃ＯＣＨ３）；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９２ ５ （ ７⁃ＣＨＯ）， １５８ ７
（Ｃ⁃４）， １５０ ７ （Ｃ⁃３）， １２９ １ （Ｃ⁃１）， １２８ ７ （Ｃ⁃２），
１１７ ０ （Ｃ⁃６）， １１０ ７ （Ｃ⁃５）， ５６ ２ （４⁃ＯＣＨ３）。 以上

数据与文献 ［１０］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３⁃羟基对

甲氧基苯甲醛。
化合物 ５： 白色固体， 易溶于甲醇。１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７ ８６ （２Ｈ， ｄｄ， Ｊ＝ ８ ８， ２ ０
Ｈｚ， Ｈ⁃２， ６）， ６ ７８ （２Ｈ， ｄｄ， Ｊ ＝ ８ ８， ２ ０ Ｈｚ， Ｈ⁃
３， ５）， ２ ５１ （３Ｈ， ｓ， Ｈ⁃８）；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９９ ５ （Ｃ⁃７）， １６６ ２ （Ｃ⁃４）， １３２ ３ （Ｃ⁃
２， ６）， １２９ １ （Ｃ⁃１）， １１６ ９ （Ｃ⁃３， ５）， ２６ ２ （Ｃ⁃
８）。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１］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对羟基苯乙酮。
化合物 ６： 白色固体， 易溶于甲醇。１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７ ６８ （１Ｈ， ｄ， Ｊ ＝ １６ ０ Ｈｚ，
Ｈ⁃７）， ７ ５８ （２Ｈ， ｍ， Ｈ⁃２， ６）， ７ ４０ （３Ｈ， ｍ， Ｈ⁃
３， ４， ５）， ６ ４８ （１Ｈ， ｄ， Ｊ ＝ １６ ０ Ｈｚ， Ｈ⁃８）；１３ Ｃ⁃
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７０ ４ （Ｃ⁃９）， １４６ ５
（Ｃ⁃７）， １３５ ９ （Ｃ⁃１）， １３１ ５ （Ｃ⁃４）， １３０ １ （Ｃ⁃３，
５）， １２９ ３ （Ｃ⁃２， ６）， １１９ ４ （Ｃ⁃８）。 以上数据与文

献 ［１２］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肉桂酸。
化合物 ７： 紫红色固体， 易溶于甲醇。１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９ ６８ （１Ｈ， ｓ， Ｈ⁃１０）， ７ ３０
（２Ｈ， ｔ， Ｊ ＝ ９ ０， １ ８ Ｈｚ， Ｈ⁃４， ６）， ６ ９１ （１Ｈ， ｄ，
Ｊ＝ ７ ８ Ｈｚ， Ｈ⁃７）， ６ ８５ （１Ｈ， ｓ， Ｈ⁃２′）， ６ ７４ （２Ｈ，
ｔ， Ｊ ＝ ９ ２， １ ８ Ｈｚ， Ｈ⁃５′， ６′）， ５ ２１ （１Ｈ， ｓ， Ｈ⁃
２）；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９３ ２ （ １０⁃
ＣＨＯ）， １５３ ９ （Ｃ⁃９）， １４７ ３ （Ｃ⁃８）， １４６ ８ （Ｃ⁃１′），
１４６ ２ （Ｃ⁃３′）， １３１ ２ （Ｃ⁃４′）， １３０ ９ （Ｃ⁃５）， １２６ ６
（Ｃ⁃６）， １１９ ５ （ Ｃ⁃６′）， １１６ ４ （ Ｃ⁃７）， １１５ ９ （ Ｃ⁃
５′）， １１５ ４ （Ｃ⁃２′）， １１４ ９ （ Ｃ⁃４）， １０４ ９ （ Ｃ⁃２）。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３］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２⁃
（３′， ４′⁃二羟基苯基） ⁃１， ３⁃苯并二茂恶⁃５⁃甲醛。

化合物 ８： 银白色晶体， 易溶于甲醇。１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７ ５７ （２Ｈ， ｄｄ， Ｊ＝ ８ ４， １ ９
Ｈｚ， Ｈ⁃２， ６）， ６ ８５ （ １Ｈ， ｄ， Ｊ ＝ ８ ６ Ｈｚ， Ｈ⁃５），
３ ８９ （ ３Ｈ， ｓ， ４⁃ＯＣＨ３ ）； １３Ｃ⁃ＮＭＲ （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７０ ２ （Ｃ⁃７）， １５２ ８ （Ｃ⁃４）， １４８ ７ （Ｃ⁃
３）， １２５ ３ （ Ｃ⁃６）， １２３ １ （ Ｃ⁃１）， １１５ ８ （ Ｃ⁃２），
１１３ ７ （Ｃ⁃５）， ５６ ４ （４⁃ＯＣＨ３）。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４］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３⁃羟基对甲氧基苯

甲酸。
化合物 ９： 铁锈色粉末， 易溶于甲醇。１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７ ６１ （１Ｈ， ｄ， Ｊ ＝ １５ ９ Ｈｚ，
Ｈ⁃７）， ７ ４５ （２Ｈ， ｄ， Ｊ ＝ ８ ６ Ｈｚ， Ｈ⁃２， ６）， ６ ８２
（２Ｈ， ｄ， Ｊ ＝ ８ ６ Ｈｚ， Ｈ⁃３， ５）， ６ ２９ （１Ｈ， ｓ， Ｈ⁃
８）；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７１ ２ （Ｃ⁃９），
１６１ ２ （ Ｃ⁃４）， １４６ ８ （ Ｃ⁃７）， １３１ １ （ Ｃ⁃２， ６ ），
１２７ ３ （Ｃ⁃１）， １１６ ９ Ｃ⁃３， ５）， １１５ ６ （Ｃ⁃８）。 以上

数据与文献 ［１５］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对羟基肉

桂酸。
化合物 １０： 浅棕色固体， 易溶于甲醇。１Ｈ⁃

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７ ６０ （ １Ｈ， ｄ， Ｊ ＝
１５ ９ Ｈｚ， Ｈ⁃７）， ７ １６ （１Ｈ， ｄ， Ｊ ＝ １ ９ Ｈｚ， Ｈ⁃２），
７ ０６ （１Ｈ， ｄｄ， Ｊ ＝ ８ ２， １ ９ Ｈｚ， Ｈ⁃６）， ６ ８２ （１Ｈ，
ｄ， Ｊ＝ ８ ２ Ｈｚ， Ｈ⁃５）， ６ ３２ （１Ｈ， ｄ， Ｊ＝ １５ ９ Ｈｚ， Ｈ⁃
８）， ３ ８９ （３Ｈ， ｓ， ３⁃Ｏ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７１ ２ （Ｃ⁃９）， １５０ ５ （Ｃ⁃３）， １４９ ４ （Ｃ⁃
７）， １４７ １ （ Ｃ⁃４）， １２７ ９ （ Ｃ⁃１）， １２４ １ （ Ｃ⁃６），
１１６ ６ （ Ｃ⁃２）， １１５ ９ （ Ｃ⁃５）， １１１ ７ （ Ｃ⁃８）， ５６ ４
（３⁃ＯＣＨ３）。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６］ 基本一致， 故

鉴定为阿魏酸。
化合物 １１： 黄色固体， 易溶于甲醇。 １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９ ５５ （１Ｈ， ｄ， Ｊ ＝ ７ ９ Ｈｚ，
Ｈ⁃９）， ７ ５８ （１Ｈ， ｄ， Ｊ＝ １５ ７ Ｈｚ， Ｈ⁃７）， ７ ２３ （１Ｈ，
ｄ， Ｊ＝ １ ９ Ｈｚ， Ｈ⁃２）， ７ １６ （１Ｈ， ｄｄ， Ｊ ＝ ８ １， １ ９
Ｈｚ， Ｈ⁃６）， ６ ８１ （１Ｈ， ｄ， Ｊ ＝ ８ １ Ｈｚ， Ｈ⁃５）， ６ ６３
（１Ｈ， ｄｄ， Ｊ＝ １５ ６， ７ ９ Ｈｚ， Ｈ⁃８）， ３ ８９ （３Ｈ， ｓ， ３⁃
ＯＣＨ３）；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９６ ２ （９⁃
ＣＨＯ）， １５６ ７ （Ｃ⁃７）， １５３ ０ （Ｃ⁃４）， １５０ ３ （Ｃ⁃３），
１２６ ８ （Ｃ⁃１）， １２５ ７ （Ｃ⁃６）， １１７ ８ （Ｃ⁃８）， １１１ ９
（Ｃ⁃５）， １１１ ５ （Ｃ⁃２）， ５６ ４ （３⁃ＯＣＨ３）。 在 ＨＭＢＣ
谱中， Ｈ⁃９ 与 Ｃ⁃６， Ｃ⁃９ 相关， Ｈ⁃８ 与 Ｃ⁃１ 相关， Ｈ⁃
７ 与 Ｃ⁃２， Ｃ⁃５， Ｃ⁃６， Ｃ⁃９ 相关， Ｈ⁃６ 与 Ｃ⁃２， Ｃ⁃４，
Ｃ⁃７ 相关， Ｈ⁃５ 与 Ｃ⁃１， Ｃ⁃３， Ｃ⁃８ 相关， Ｈ⁃２ 与 Ｃ⁃
３， Ｃ⁃４， Ｃ⁃６， Ｃ⁃７ 相关。 与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７］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３⁃甲氧基对羟基肉桂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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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１２： 白色固体， 易溶于甲醇。１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７ ０２ （２Ｈ， ｄｄ， Ｊ＝ ８ ５， ２ ０
Ｈｚ， Ｈ⁃２， ６）， ６ ６９ （２Ｈ， ｄｄ， Ｊ ＝ ８ ５， ２ ０ Ｈｚ， Ｈ⁃
３， ５）， ３ ６７ （２Ｈ， ｔ， Ｊ＝ ７ ２ Ｈｚ， Ｈ⁃８）， ２ ７１ （２Ｈ，
ｔ， Ｊ＝ ７ ２ Ｈｚ， Ｈ⁃７）。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８］ 基本

一致， 故鉴定为对羟基苯乙醇。
化合物 １３： 白色固体， 易溶于甲醇。１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９ ５３ （１Ｈ， ｓ， Ｈ⁃１）， ７ ３８
（１Ｈ， ｄ， Ｊ ＝ ３ ６ Ｈｚ， Ｈ⁃３）， ６ ５８ （１Ｈ， ｄ， Ｊ ＝ ３ ６
Ｈｚ， Ｈ⁃４）， ４ ６１ （２Ｈ， ｓ， Ｊ ＝ ７ ２ Ｈｚ， Ｈ⁃６）；１３ Ｃ⁃
ＮＭＲ （ 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７９ ６ （ １⁃ＣＨＯ），
１６３ ４ （Ｃ⁃５）， １５４ １ （Ｃ⁃２）， １２５ １ （Ｃ⁃４）， １１１ ０
（Ｃ⁃３）， ５７ ８ （Ｃ⁃６）。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９］ 基本

一致， 故鉴定为 ５⁃羟甲基糠醛。
４　 讨论

在 ２０１５ 年版 《中国药典》 （一部） 收载的玄

参质量标准中， 测定的是环烯醚萜类成分哈巴苷和

哈巴俄苷的含有量。 本研究分离鉴定的 １３ 个化合

物均不是环烯醚萜类成分， 其中肉桂酸、 对羟基肉

桂酸和 ３⁃羟基对甲氧基苯甲酸的含有量较高， 初

步测定三者含有量之和在 ０ ３％ 左右， 而哈巴苷和

哈巴俄苷含有量总量也只有 ０ ５％ 。 其中肉桂酸具

有抗肿瘤、 抗菌等活性［２０⁃２１］。 因此， 增加这些成

分的含有量测定， 将全面提升玄参的质量控制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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