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８ ］ 　 孙翠翠， 朱子凤， 顾员印， 等． 绿萝花及其多糖对 Ｓ１８０ 荷

瘤小鼠肿瘤免疫相关因子的影响［ Ｊ］ ． 中成药， ２０１８， ４０
（３）： ６８４⁃６９１．

［ ９ ］ 　 Ｘｕ Ｐ， Ｘｉａ Ｚ， Ｌｉｎ Ｙ．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Ｅｄｇｅｗｏｒｔｈｉａ
ｇａｒｄｎｅｒｉ （Ｔｈｙｍｅｌａｅａｃｅａｅ） ［Ｊ］ ．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Ｓｙｓｔ Ｅｃｏｌ， ２０１２， ４５
（６）： １４８⁃１５０．

［１０］ 　 Ｚｈｕａｎｇ Ｌ Ｇ， Ｓｅｌｉｇｍａｎｎ Ｏ， Ｗａｇｎｅｒ Ｈ． Ｄａｐｈｎｅｔｉｃｉｎ， ａ ｃｏｕ⁃
ｍａｒｉｎｏｌｉｇｎｏｉｄ ｆｒｏｍ Ｄａｐｈｎｅ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 ［ Ｊ ］ ． 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１９８３， ２２（２）： ６１７⁃６１９．

［１１］ 　 Ｎａｖａｒｒｏ Ｖ Ｍ， Ｈｅｒｒｅｒａ Ｍ， Ｒｏｊａｓ Ｇ， ｅｔ ａｌ． Ｃｏｕｍａｒｉｎ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ｏｅｓｅｌｉａ ｍｅｘｉｃａｎａ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ｘｉｏｌｙ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ａｐｈｎｏｒｅｔｉｎ ｏｎ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ｐｌｕｓ⁃ｍａｚｅ［ Ｊ］ ．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Ｄｅ Ｌａ Ｓｏｃｉｅｄａｄ
Ｑｕíｍｉｃａ Ｄｅ Ｍéｘｉｃｏ， ２００７， ５１（４）： １９３⁃１９７．

［１２］ 　 Ｒｅｐｃａｋ Ｍ， Ｉｍｒｉｃｈ Ｊ， Ｆｒａｎｅｋｏｖａ Ｍ．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ｏｎｅ， ａ ｓｔｒｅｓｓ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 ｏｆ Ｃｈａｍｏｍｉｌｌａ ｒｅｃｕｔｉｔａ （Ｌ．） Ｒａｕｓｃｈｅｒｔ［ Ｊ］ ． Ｊ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 ２００１， １５８（８）： １０８５⁃１０８７．

［１３］ 　 Ｓｔｅｉｎ Ａ Ｃ， Ｆｒｉｔｚ Ｄ， Ｌｉｍａ Ｌ Ｆ Ｐ， 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ｕｍａ⁃
ｒｉ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ｅ Ｐｌｕｃｈｅｅａｅ， ｇｅｎｕｓ Ｐｔｅｒｏｃａｕｌｏｎ［ Ｊ］ ． Ｃｈｅｍ Ｎａｔ

Ｃｏｍｐｄ， ２００７， ４３（６）： ６９１⁃６９３．
［１４］ 　 王清吉， 王友绍， 何 　 磊， 等． 厚藤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Ｐｅｓ⁃Ｃａｐｒａｅ

（Ｌ．） Ｓｗｅｅｔ 的化学成分研究 （Ⅰ） ［ Ｊ］ ． 中国海洋药物，
２００６， ２５（３）： １５⁃１７．

［１５］ 　 Ｌｉ Ｃ， Ｙｕｅ Ｄ Ｋ， Ｂｕ Ｐ Ｂ， ｅｔ ａ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ｐｕｎｃｔａｔｅ［Ｊ］ ． Ｃｈｉｎ Ｊ Ｃｈｉｎ Ｍａｔ Ｍｅｄ， ２００６， ３１
（７）： ５６２⁃５６５．

［１６］ 　 王　 暐， 杨崇仁， 张颖君． 草果果实中的酚性成分［ Ｊ］ ．
云南植物研究， ２００９， ３１（３）： ２８４⁃２８８．

［１７］ 　 Ｌｉ Ｇ Ｑ， Ｄｅｎｇ Ｚ Ｗ， Ｌｉ Ｊ， ｅｔ ａ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Ｓｔａｒｆｉｓｈ Ａｓｔｅｒｉａｓｒｏｌｌｅｓｔｏｎｉ ［ Ｊ］ ． Ｊ Ｃｈｉｎ Ｐｈａｒｍ Ｓｃｉ， ２００４， １３
（２）： ８１⁃８６．

［１８］ 　 Ｎｉ Ｆ Ｙ， Ｓｏｎｇ Ｙ Ｌ， Ｌｉｕ Ｌ，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ｓｏ⁃
ｃｈｌｏｒｏｇｎ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Ａ， Ｂ， ａｎｄ Ｃ［ Ｊ］ ． Ｃｈ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 Ｈｅｒｂ Ｄｒｕｇｓ，
２０１５， ４６（３）： ３６９⁃３７３．

［１９］ 　 苏　 聪， 杨万青， 蒋　 丹， 等． 地桃花中黄酮类成分研究

［Ｊ］ ． 中草药， ２０１５， ４６（１４）： ２０３４⁃２０３９．

厚皮香酚性成分及其镇痛活性

李骅轩， 　 崔淑君， 　 肖朝江， 　 董　 相， 　 沈　 怡， 　 姜　 北∗

（大理大学药物研究所药学与化学学院， 云南 大理 ６７１０００）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８⁃１５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８１６４１１８７）
作者简介： 李骅轩 （１９９４—）， 男， 硕士生， 从事天然药物化学成分研究。 Ｔｅｌ： １７３８７２７０２０７， Ｅ⁃ｍａｉｌ： ｈｕａｘｕａｎ⁃ｌｅｅ＠ １６３．ｃｏｍ
∗通信作者： 姜　 北 （１９６３—）， 男， 博士， 教授， 从事药用植物与民族医药研究。 Ｔｅｌ： （０８７２） ２２５７２５９，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ａｎｇｂｅｉ＠ ｄａｌｉ．ｅｄｕ．ｃｎ
网络出版日期： ２０１９⁃０５⁃２３
网络出版地址：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３１ １３６８ Ｒ ２０１９０５２３ １３０６ ００２ ｈｔｍｌ

摘要： 目的　 研究厚皮香 Ｔｅｒｎ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ｇｙｍ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Ｗｉｇｈｔ ｅｔ Ａｒｎ．） Ｂｅｄｄｏｍｅ 酚类成分及其镇痛活性。 方法 　 厚皮香

９５％ 乙醇提取物的乙酸乙酯部位采用硅胶、 Ｒ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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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小鼠醋酸扭体实验测定镇痛活性。 结果　 从中分离得到 ８ 个酚类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东莨菪内

酯 （１）、 ４⁃ｈｙｄｒｏｘｙ⁃３⁃ （ｍｅｔｈｏｘｙｃａｒｂｏｎｙｌ） ｂｅｎｚ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２）、 原儿茶醛 （３）、 ｍｅｔｈｙｌ ２⁃ （３， ４⁃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ｈｅｎｙｌ） ⁃２⁃ｍｅ⁃
ｔｈｏｘｙａｃｅｔａｔｅ （４）、 ３， ４⁃二羟基苯乙醇 （５）、 ３， ４⁃二羟基苯乙酸甲酯 （６）、 对羟基苯甲醛 （７）、 ３， ４⁃二羟基苯乙酸

（８）。 化合物 １～４、 ７ 均能有效地抑制小鼠扭体次数。 结论　 化合物 １～３、 ５～８ 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１、 ３、
５、 ７～８ 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化合物 １、 ４、 ７ 具有显著的镇痛活性。
关键词： 厚皮香； 酚类； 分离鉴定； 镇痛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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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茶科厚皮香属植物主要分布于中美洲、 南美

洲、 西南太平洋各岛屿、 非洲及亚洲等泛热带和亚

热带地区， 我国有 １４ 个种， 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

各省区， 多数种产于广东、 广西及云南等省区［１］。
厚皮香 Ｔｅｒｎ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ｇｙｍ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Ｗｉｇｈｔ ｅｔ Ａｒｎ．）
Ｂｅｄｄｏｍｅ 为多年生常绿乔木或灌木， 始载于 《植物

名实图考》， 云 “生云南山中， 小树滑叶， 如山栀

子， 开五瓣白花……”， 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各省

区； 据 《中华本草》 记载， 厚皮香的叶或全株可

入药， 性苦、 凉， 具有清热解毒、 散瘀消肿之功

效［２］。 有关厚皮香的研究早在上个世纪就已开始，
分离鉴定了原花青定苷以及萜类、 酚酸类、 苯乙醇

类等化合物［３⁃５］； 在前期开展的云南药用植物镇痛

活性筛选研究工作中发现， 厚皮香提取物具有较好

的镇痛活性。 为了全面了解厚皮香中的相关活性成

分， 本实验从该植物 ９５％ 乙醇提取物乙酸乙酯部

位中分离得到 ８ 个酚类化合物， 其中化合物 １ ～ ３、
５～８ 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１、 ３、 ５、 ７～
８ 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１、 ４、 ７ 具有显

著的镇痛活性。
１　 材料

１ １　 仪器与试剂　 Ｂｒｕｋｅｒ Ａｖａｎｃｅ Ⅲ⁃４００ 型核磁共

振仪 （德国 Ｂｒｕｋｅｒ 公司）； Ａｇｉｌｅｎｔ １２６０ 型高效液

相色谱仪 （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 公司）； ＬＣ⁃２０ 制备型高效

液相色谱仪 （日本岛津公司）； 小鼠独立通气笼

（苏杭科技器材有限公司）； 柱层析硅胶和 ＧＦ２５４

（青岛海洋化工厂）；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瑞典 Ａｍｅｒ⁃
ｓｈａｍ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公司）； 反相硅胶 ＲＰ １８ （日本 Ｆｕｊｉ
公司）。 冰醋酸 （上海国药集团化学试剂责任有限

公司）； 无菌生理盐水 （天津市风船化学试剂科技

有限公司）； 阿司匹林 （沈阳奥吉娜药业有限公

司）； 石油醚、 氯仿、 乙酸乙酯、 丙酮、 甲醇等均

为工业级， 重蒸后使用。 ＳＰＦ 级昆明种 （ＫＭ） 小

鼠， 雌雄各半， 许可证号 ＳＣＸＫ （湘） ２０１６⁃００２，
体质量 １８～２２ ｇ。
１ ２　 药材　 样品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采自云南省漾濞县

秀岭， 由大理大学姜北教授鉴定为厚皮香 Ｔｅｒｎｓｔｒｏ⁃
ｅｍｉａ ｇｙｍ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Ｗｉｇｈｔ ｅｔ Ａｒｎ．） Ｂｅｄｄｏｍｅ， 标本

（２０１５１００８⁃６） 存放于大理大学药物研究所姜北教

授研究组。
２　 提取与分离

厚皮香干燥地上部分 （１４ ｋｇ） 用 ９５％ 乙醇冷

浸提取 ８ 次， 提取液合并浓缩， 得 到 提 取 物

２ ３ ｋｇ。 将其分散于水中， 依次用石油醚、 乙酸乙

酯、 正丁醇萃取， 得到石油醚、 乙酸乙酯、 正丁醇

部位。
乙酸乙酯部位加入适量粗硅胶 （８０ ～ １００ 目）

拌样， 经 ３００ ～ ４００ 目硅胶柱层析， 氯仿⁃甲醇

（１ ∶ ０～０ ∶ １） 溶剂系统梯度洗脱， 划分成 ７ 个部

分 （Ａ～Ｇ）。
Ｂ 组分经 ＭＣＩ 柱脱色素、 反复硅胶柱色谱

（石油醚⁃丙酮、 石油醚⁃乙酸乙酯、 氯仿⁃丙酮、 氯

仿⁃甲醇）、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制备型高效液相纯

化， 经重结晶处理后得化合物 １ （ ６００ ｍｇ）、 ２
（１ ０ ｇ）、 ３ （１ ８ ｇ）、 ４ （１４８ ｍｇ）、 ７ （７ ｍｇ）。

Ｄ 组分经反复硅胶柱色谱 （氯仿⁃丙酮、 氯仿⁃
甲醇）、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制备型高效液相纯化后

得化合物 ５ （５ ｍｇ）、 ６ （５ ｍｇ）、 ８ （６ ５ 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合物 １： 黄色结晶 （丙酮）。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３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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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Ｈｚ， ＣＤ３ＣＯＣＤ３） δ： ８ ８２ （１Ｈ， ｓ， ７⁃ＯＨ）， ７ ８５
（１Ｈ， ｄ， Ｊ ＝ ９ ５ Ｈｚ， Ｈ⁃４）， ７ ２０ （１Ｈ， ｓ， Ｈ⁃５），
６ ８０ （１Ｈ， ｓ， Ｈ⁃８）， ６ １８ （１Ｈ， ｄ， Ｊ ＝ ９ ５ Ｈｚ， Ｈ⁃
３）， ３ ９０ （３Ｈ， ｓ， ⁃ＯＣＨ３ ）； １３Ｃ⁃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ＣＯＣＤ３） δ： １６１ ２ （Ｃ⁃２）， １１３ ２ （Ｃ⁃３）， １４４ ６
（Ｃ⁃４）， １１２ ０ （ Ｃ⁃４ａ）， １０９ ８ （ Ｃ⁃５）， １４５ ９ （ Ｃ⁃
６）， １５１ ７ （ Ｃ⁃７）， １０３ ６ （ Ｃ⁃８）， １５１ ０ （ Ｃ⁃８ａ），
５５ ６ （⁃ＯＣＨ３）。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６］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东莨菪内酯。

化合物 ２： 黄色油状物。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ＣＯＣＤ３） δ： ７ ５２ （１Ｈ， ｄ， Ｊ ＝ ２ １ Ｈｚ， Ｈ⁃２），
７ ４３ （１Ｈ， ｄｄ， Ｊ ＝ ８ ４， ２ １ Ｈｚ， Ｈ⁃６）， ７ ００ （１Ｈ，
ｄ， Ｊ＝ ８ ４ Ｈｚ， Ｈ⁃５）， ３ ９１ （３Ｈ， ｓ， ⁃ＯＣＨ３）； １３Ｃ⁃
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ＣＯＣＤ３） δ： １８６ ０ （ ⁃ＣＯＯＨ），
１６５ ８ （⁃Ｃ＝Ｏ）， １２５ ６ （Ｃ⁃１）， １１６ ３ （Ｃ⁃２）， １４６ １
（Ｃ⁃３）， １５３ １ （Ｃ⁃４）， １１６ ２ （Ｃ⁃５）， １２５ ４ （Ｃ⁃６），
５２ ８ （ ⁃ＯＣＨ３）。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７］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４⁃ｈｙｄｒｏｘｙ⁃３⁃ （ ｍｅｔｈｏｘｙｃａｒｂｏｎｙｌ ） ｂｅｎｚｏｉｃ
ａｃｉｄ。

化合物 ３： 无色针晶 （甲醇）。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ＣＯＣＤ３） δ： ９ ７６ （１Ｈ， ｓ， ⁃ＣＨＯ）， ７ ４３
（１Ｈ， ｄ， Ｊ＝ ２ ０ Ｈｚ， Ｈ⁃２）， ７ ３６ （１Ｈ， ｄｄ， Ｊ＝ ８ １，
２ ０ Ｈｚ， Ｈ⁃６）， ７ ０３ （１Ｈ， ｄ， Ｊ ＝ ８ １ Ｈｚ， Ｈ⁃５）；
１３Ｃ⁃ ＮＭＲ （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ＣＯＣＤ３ ） δ： １９２ ０ （⁃
ＣＨＯ）， １３０ ５ （Ｃ⁃１）， １１５ １ （Ｃ⁃２）， １４６ ３ （Ｃ⁃３），
１５２ ５ （Ｃ⁃４）， １１６ ０ （Ｃ⁃５）， １２５ ８ （Ｃ⁃６）。 以上数

据与文献 ［８］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原儿茶醛。
化合 物 ４： 黄 色 固 体。１Ｈ⁃ＮＭＲ （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６ ７９ （１Ｈ， ｄ， Ｊ ＝ ２ ０ Ｈｚ， Ｈ⁃２′）， ６ ７２
（１Ｈ， ｄ， Ｊ＝ ８ １ Ｈｚ， Ｈ⁃５′）， ６ ６８ （１Ｈ， ｄｄ， Ｊ＝ ８ １，
２ ０ Ｈｚ， Ｈ⁃６′）， ４ ６４ （１Ｈ， ｓ， Ｈ⁃２）， ３ ６４ （３Ｈ， ｓ，
１⁃ＯＣＨ３）， ３ ２７ （３Ｈ， ｓ， ２⁃Ｏ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７３ ４ （Ｃ⁃１）， ８３ １ （Ｃ⁃２）， １２８ ８
（Ｃ⁃１′）， １１５ ４ （Ｃ⁃２′）， １４７ ０ （Ｃ⁃３′）， １４６ ５ （Ｃ⁃
４′）， １１６ ２ （ Ｃ⁃５′）， １２０ ４ （ Ｃ⁃６′）， ５２ ６ （ １⁃
ＯＣＨ３）， ５７ ０ （ ２⁃ＯＣＨ３ ）。 以上数据与文献 ［ ４］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ｍｅｔｈｙｌ ２⁃ｍｅｔｈｏｘｙ⁃２⁃（３， ４⁃ｄｉ⁃
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ｈｅｎｙｌ） ａｃｅｔａｔｅ。

化合物 ５： 褐色油状物。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６ ６７ （１Ｈ， ｄ， Ｊ ＝ ８ ０ Ｈｚ， Ｈ⁃５）， ６ ６５
（１Ｈ， ｄ， Ｊ＝ ２ １ Ｈｚ， Ｈ⁃２）， ６ ５２ （１Ｈ， ｄｄ， Ｊ＝ ８ ０，
２ １ Ｈｚ， Ｈ⁃６）， ３ ６６ （２Ｈ， ｔ， Ｊ ＝ ７ ２ Ｈｚ， Ｈ⁃２′），
２ ６６ （ ２Ｈ， ｔ， Ｊ ＝ ７ ２ Ｈｚ， Ｈ⁃１′）； １３Ｃ⁃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３１ ７ （ Ｃ⁃１）， １１６ ３ （ Ｃ⁃２），

１４６ １ （Ｃ⁃３）， １４４ ６ （Ｃ⁃４）， １１７ ０ （Ｃ⁃５）， １２１ ２
（Ｃ⁃６）， ３９ ７ （Ｃ⁃１′）， ６４ ６ （Ｃ⁃２′）。 以上数据与文

献 ［９］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３， ４⁃二羟基苯乙醇。
化合物 ６： 褐色油状物。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６ ７０ （１Ｈ， ｄ， Ｊ ＝ ２ １ Ｈｚ， Ｈ⁃２）， ６ ６９
（１Ｈ， ｄ， Ｊ＝ ８ １ Ｈｚ， Ｈ⁃５）， ６ ５６ （１Ｈ， ｄｄ， Ｊ＝ ８ １，
２ １ Ｈｚ， Ｈ⁃６）， ３ ６５ （３Ｈ， ｓ， ⁃ＯＣＨ３）， ３ ４６ （２Ｈ，
ｓ， Ｈ⁃１′）； １３Ｃ⁃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２６ ９
（Ｃ⁃１）， １１６ ３ （Ｃ⁃２）， １４６ ２ （Ｃ⁃３）， １４５ ４ （Ｃ⁃４），
１１７ ３ （Ｃ⁃５）， １２１ ６ （Ｃ⁃６）， ４１ １ （Ｃ⁃１′）， １７４ ６
（Ｃ⁃２′）， ５２ ４ （⁃ＯＣＨ３ ）。 以上数据与文献 ［ １０］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３， ４⁃二羟基苯乙酸甲酯。

化合物 ７： 白色羽状结晶 （甲醇）。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ＣＯＣＤ３） δ： ９ ８５ （１Ｈ， ｓ， ⁃ＣＨＯ），
７ ８０ （２Ｈ， ｄ， Ｊ＝ ８ ７ Ｈｚ， Ｈ⁃２， ６）， ７ ００ （２Ｈ， ｄ，
Ｊ＝ ８ ７ Ｈｚ， Ｈ⁃３， ５ ）； １３Ｃ⁃ＮＭＲ （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ＣＯＣＤ３ ） δ： １９１ ０ （⁃ＣＨＯ ）， １３０ ４ （ Ｃ⁃１ ），
１３２ ８ （Ｃ⁃２， ６）， １１６ ７ （Ｃ⁃３， ５）， １６３ ９ （Ｃ⁃４）。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１］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对羟

基苯甲醛。
化合 物 ８： 白 色 固 体。１Ｈ⁃ＮＭＲ （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ＣＯＣＤ３） δ： ６ ８１ （１Ｈ， ｄ， Ｊ ＝ ２ ２ Ｈｚ， Ｈ⁃２），
６ ７５ （１Ｈ， ｄ， Ｊ＝ ８ １ Ｈｚ， Ｈ⁃５）， ６ ６２ （１Ｈ， ｄｄ， Ｊ＝
８ １， ２ ２ Ｈｚ， Ｈ⁃６ ）； １３Ｃ⁃ＮＭＲ （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ＣＯＣＤ３） δ： １２７ ２ （Ｃ⁃１）， １１５ ８ （Ｃ⁃２）， １４５ ６
（Ｃ⁃３）， １４４ ７ （Ｃ⁃４）， １１７ ２ （Ｃ⁃５）， １２１ ５ （Ｃ⁃６），
４０ ７， （ Ｃ⁃１′）， １７３ ４ （ Ｃ⁃２′）。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２］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３， ４⁃二羟基苯乙酸。
４　 镇痛活性［１３⁃１５］

采用小鼠醋酸扭体实验模型对供试品的镇痛活

性进行测定。 小鼠实验前 １２ ｈ 禁食不禁水， 随机分

为模型组、 实验组、 对照组， 每组 ６ 只， 各供试品

剂量为粗提物１ ０００ ｍｇ ／ ｋｇ、 单体化合物 ５０ ｍｇ ／ ｋｇ，
灌胃给药 （０ １ ｍＬ ／ １０ ｇ）， 模型组给予等量溶剂，
阳性对照组给予阿司匹林 （ ２００ ｍｇ ／ ｋｇ）。 给药

４０ ｍｉｎ后， 每只小鼠腹腔注射 ０ ６％ 冰醋酸溶液

（０ １ ｍＬ ／ １０ ｇ）， 观察并记录注射后 １５ ｍｉｎ 内扭体

潜伏期及扭体次数， 按下列公式计算受试物对小鼠

醋酸扭体的抑制率， 以此评价镇痛作用。 结果见

表 １。
抑制率＝ ［ （模型组扭体均数－给药组扭体均

数） ／ 模型组扭体均数］ ×１００％ 。
　 　 由表可知， 厚皮香粗提物在 １ ０００ ｍｇ ／ ｋｇ 剂量

时显示出一定的镇痛活性， 其乙酸乙酯部位在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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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镇痛活性实验抑制率 （ｘ±ｓ， ｎ＝６）
Ｔａｂ １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ｅｓｔｓ （ｘ±ｓ， ｎ＝６）

组别 剂量 ／ （ｍｇ·ｋｇ－１） 扭体次数 ／ 次 抑制率 ／ ％
模型组 — ３７ ３３±３ ３９ —
阿司匹林组 ２００ ２０ ５０±２ ５２ΔΔ ４５ ０８
粗提物组 １ ０００ ２７ ００±４ ３４ ２７ ６７
乙酸乙酯部位组 １ ０００ ２５ ８０±２ ３９ ３０ ８９
化合物 １ 组 ５０ １７ ６０±４ ７７ΔΔ ５２ ８６
化合物 ２ 组 ５０ ２４ ７５±８ ３４ ３３ ７０
化合物 ３ 组 ５０ ３１ ６０±４ １０ １５ ３５
化合物 ４ 组 ５０ １６ ４０±４ ５１ΔΔ ５６ ０７
化合物 ７ 组 ５０ １９ ８３±５ ５６ΔΔ ４６ ８８

　 　 注：与模型组比较，ΔΔＰ＜０ ０１

剂量下镇痛活性有所提高， 即为有效活性部位。 化

合物剂量在 ５０ ｍｇ ／ ｋｇ 时， 小鼠的扭体次数较模型

组明显减少， 其中 １、 ４、 ７ 有显著差异 （ Ｐ ＜
０ ０５）， 抑制率大于阳性药阿司匹林， 呈现出显著

的镇痛活性。 结合化合物 ２ ～ ３ 所表现出的抑制小

鼠醋酸扭体作用， 可知所有化合物均为厚皮香镇痛

活性成分。
５　 讨论

本研究采用小鼠醋酸扭体模型， 初步考察了厚

皮香粗提物、 乙酸乙酯部位及化合物 １～ ４、 ７ 的镇

痛活性， 结果发现所有供试品均具有一定作用， 部

分甚至优于阳性药阿司匹林， 表明厚皮香镇痛作用

有相应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 本研究中分离得到

的多种酚性成分在其他相关研究中也已被证实具有

显著的镇痛消炎作用， 如东莨菪内酯 （１） 是雪

莲、 紫花前胡、 月桂等药用植物抗炎和镇痛的主要

活性物质［１６］； 原儿茶醛 （３） 是活血定痛合剂、
活血止痛汤中主要活性成分［１７⁃１８］； ３， ４⁃二羟基苯

乙醇 （５） 为炎立消片和炎立消胶囊中的主要活性

成分［１９］； 对羟基苯甲醛 （７） 为天麻重要的镇痛

镇静成分［２０］。 文献报道， ０ ６％ 苯酚和 ０ ４５％ 布比

卡因混合液用于胆囊切除术后镇痛时， 可有效减少

吗啡 的 用 量， 显 著 增 加 镇 痛 效 果［２１］； Ｃａｎｄｉｄｏ
等［２２］通过研究也发现苯酚用于治疗顽固性疼痛有

很好的效果， 并且可以缓解阿片类受体药物引起的

副作用。 此外， 从镇痛抗炎成分乙酰水杨酸［２３］ 结

构上看， 本研究分离得到的许多成分与其具有一定

的相似性， 因此具有与阿司匹林相似或更好的镇痛

抗炎活性亦十分合理， 由此更进一步明晰了厚皮香

镇痛活性与酚性成分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联系。
近年来有关小分子酚性成分生物活性方面的研

究不断涌现， 揭示了酚酸类化合物具有除镇痛抗炎

以外更多的生物活性， 包括抗氧化、 抑菌、 抗肿

瘤、 抗病毒作用等［２４⁃２５］， 如 ３， ４⁃二羟基苯乙酸甲

酯 （６） 可抑制 ＥＶ７１ 病毒在 ＲＤ 细胞中的复制，
具有抗病毒潜力［２６］， 因此， 关于小分子酚性成分

分离鉴定与活性研究十分重要。 本研究丰富了厚皮

香属植物中化学成分的多样性， 为后续研究该属植

物化学成分、 活性物质、 潜在药用价值等奠定了基

础， 也为开发利用相关资源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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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河朔荛花 Ｗｉｋ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ｃｈａｍａｅｄａｐｈｎｅ Ｍｅｉｓｎ． 的化学成分。 方法　 河朔荛花 ７０％ 乙醇提取物采用硅胶

柱、 凝胶柱、 重结晶、 高效制备液相进行分离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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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个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 ｐｉｐｅｒｉｔｏｌ （１）、 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ｌａｎ Ａ （２）、 桉脂素 （３）、 芝麻素 （４）、 ｔｏｒｉｌｉｎ （５）、 ３， ４⁃二
香草基四氢呋喃 （６）、 丁香脂素 （７）、 落叶松脂醇 （８）、 松脂素 （９）、 松脂酚⁃４⁃Ｏ⁃β⁃Ｄ⁃葡萄糖苷 （１０）、 圣草酚

（１１）、 圣草素⁃７， ３′⁃二甲醚 （１２）、 咖啡酸乙酯 （１３）、 咖啡酸甲酯 （１４）、 ｂｌｕｍｅｎｏｌ Ｂ （１５）、 ５， ７⁃二羟基色原酮

（１６）、 ５⁃羟基⁃７⁃甲氧基色原酮 （１７）、 柚皮素 （１８）、 反式对羟基肉桂酸乙酯 （１９）、 木犀草素 （２０）。 结论　 化合物

１～２、 ５～６、 １１～１７、 １９ 为首次从荛花属中分离得到， １～２、 ４～６、 １１～１９ 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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