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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甘松 Ｎａｒｄ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ａｔａｌ． 的化学成分。 方法 　 甘松 ９５％ 乙醇提取物采用硅胶、 ＯＤＳ、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柱和半制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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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从中分

离得到 １０ 个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 β⁃谷甾醇 （１）、 甘松新酮二醇 （２）、 （＋） ⁃１⁃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ｉｎｏｒｅｓｉｎｏｌ ４′⁃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
ｓｉｄｅ （３）、 （ ＋） ⁃１⁃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ｉｎｏｒｅｓｉｎｏｌ ４″⁃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４）、 咖啡酸 （５）、 对羟基苯甲醛 （６）、 异甘松新酮

（７）、 甘松新酮 （８）、 ５， ３′⁃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７， ４′⁃ｄｉｍｅｔｈｏｘｙｆｌａｖａｎｏｎｅ （９）、 ７⁃Ｏ⁃ｍｅｔｈｙｌ ｎａｒｉｎｇｅｎｉｎ （１０）。 结论　 化合物 ９～ １０
为首次从甘松属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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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败酱科甘松属共有 ３ 种植物， 即甘松 Ｎａｒ⁃
ｄ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ａｔａｌ．、 匙叶甘松 Ｎａｒｄ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ｊａｔ⁃
ａｍａｎｓｉ ＤＣ．、 大 花 甘 松 Ｎａｒｄ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ＤＣ．［１］， 其中甘松又名苦弥哆、 甘松香、 香松、 人

身香、 麝果、 邦贝［２］， 是我国二级保护藏药， 也

是目前败酱科植物唯一被 《中国药典》 收录的，
具有抗心律失常［３］、 抗心肌缺血［４］、 抗氧化［５］、
止痛、 抗疟［６］等多种生物活性， 主要分布于青海、
四川、 云南和西藏［１］， 从中分离得到的化学成分

主要有黄酮类、 香豆素类、 木脂素类、 新木脂素

类［７］， 以及各种类型的倍半萜 （如马兜铃烷型倍

半萜、 甘松新酮型倍半萜、 愈创木烷型倍半萜、
ｌｅｍｎａｌａｎｅ 型倍半萜［８］等）。 本实验对甘松 ９５％ 乙醇

提取物进行研究， 从中分离得到 １０ 个化合物， 其

中化合物 ８ 是甘松的特征成分， ９ ～ １０ 为首次从甘

松属中分离得到。
１　 材料

ＬＣ⁃２０ＡＴ 高效液相色谱仪 （日本岛津公司）；
Ｗａｔｅｒｓ ６００ 半制备液相色谱仪、 Ｗａｔｅｒｓ ２５４５ 液相⁃
质谱联用仪 （美国 Ｗａｔｅｒｓ 公司）； ＹＭＣ⁃Ｐａｃｋ ＯＤＳ⁃
Ａ 色谱柱 （１５０ ｍｍ×２０ ｍｍ， ５ μｍ）； ＲＥ⁃２０００ 旋

转蒸发器 （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 ＳＨＺ⁃Ｄ⁃Ⅲ循环

水真空泵 （巩义市予华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ＫＱ⁃
５００ＤＥ 型数控超声波清洗器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

限公司）。
柱层层析硅胶 （２００ ～ ３００ 目， 青岛海洋化工

有限公 司 ）； ＯＤＳ 柱 填 料 （ 日 本 ＹＭＣ 公 司 ）；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葡聚糖凝胶 （瑞典 ＧＥ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公司）。 氯仿、 甲醇、 石油醚 （沸程第Ⅱ类， ６０ ～
９０ ℃）、 丙酮均为分析纯 （天津富宇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甲醇为色谱纯 （德国 Ｍｅｒｃｋ 公司）； 水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新疆有限公司）。
甘松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采自湖北， 经石河子大学

药学院吴增宝副教授鉴定为甘松 Ｎａｒｄ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ａｔａｌ．， 标本 （ＧＳ２０１６０９） 存放于新疆植

物药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２　 提取与分离

将干燥的甘松 （４ ０ ｋｇ） 粉碎， 分别用 ２０ Ｌ
９５％ 乙醇提取 ３ 次， ２ ｈ ／次， 减压浓缩提取液， 得

到总浸膏 ４２６ ０ ｇ。 采用硅胶柱对总浸膏进行分段，

分别以 ＣＨＣｌ３⁃ＭｅＯＨ （１０ ∶ １、 ５ ∶ １、 ２ ∶ １） 为流

动相进行洗脱， 得浸膏 Ｆｒ １ （ １１８ ０ ｇ）、 Ｆｒ ２
（１３１ ２ ｇ）、 Ｆｒ ３ （７６ ８ ｇ）。

取 Ｆｒ １ 部分， 经硅胶柱氯仿⁃甲醇 （１０ ∶ １）
再次分离、 薄层色谱检识， 得到 ６ 个流份 Ｆｒ １Ａ ～
Ｆｒ １Ｆ。 Ｆｒ １Ａ 中析出白色针羽状晶体， 以 ９５％ 乙

醇重结晶得到化合物 １ （１２ ５ ｍｇ）； Ｆｒ １Ｃ 经反相

硅胶柱色谱甲醇⁃水 （１ ∶ ４、 ２ ∶ ３、 ３ ∶ ２、 ４ ∶ １、
１ ∶ ０） 梯度洗脱， 得 Ｆｒ １Ｃ１⁃Ｆｒ １Ｃ５ ５ 个流份， 再采

用反 相 硅 胶 柱 对 Ｆｒ １Ｃ２⁃４ 进 行 分 离， Ｆｒ １Ｃ２

（１４ ３ ｇ） 经反相硅胶柱甲醇⁃水 （ ２ ∶ ３、 ３ ∶ ２、
４ ∶ １、 １ ∶ ０） 梯度洗脱， 得 Ｆｒ １Ｃ２⁃１⁃Ｃ２⁃４， Ｆｒ １Ｃ３

（２７ ４ ｇ） 经反相硅胶柱甲醇⁃水 （ ２ ∶ ３、 ３ ∶ ２、
４ ∶ １、 １ ∶ ０） 梯度洗脱， 得 Ｆｒ １Ｃ３⁃１⁃Ｃ３⁃４。 Ｆｒ １Ｃ４

（１９ １ ｇ）， 经反相硅胶柱甲醇⁃水 （１ ∶ １、 ４ ∶ １）
梯度洗脱得 Ｆｒ １Ｃ４⁃１⁃Ｃ４⁃２。

Ｆｒ １Ｃ２⁃２ （３ ５ ｇ） 经正相硅胶柱石油醚⁃丙酮

（３ ∶ １），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甲醇⁃水 （４ ∶ １） 洗脱得

化合物 ２ （４ １ ｍｇ）； Ｆｒ １Ｃ３⁃２ （５ ９ ｇ） 经正相硅胶

柱石油醚⁃丙酮 （３ ∶ １）， 得 Ｆｒ １Ｃ３⁃２⁃１ ～ Ｆｒ １Ｃ３⁃２⁃４，
Ｆｒ １Ｃ３⁃２⁃１经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甲醇⁃水 （４ ∶ １）， 得 Ｆｒ
１Ｃ３⁃２⁃１⁃１ ～Ｆｒ １Ｃ３⁃２⁃１⁃２５， Ｆｒ １Ｃ３⁃２⁃１⁃１２经半制备液相甲醇⁃
水 （２ ∶ ３）， 得化合物 ３ （１ ８ ｍｇ）、 ４ （２ ２ ｍｇ）；
Ｆｒ １Ｃ４⁃１ （７ ０ ｇ） 经正相硅胶柱石油醚⁃丙酮 （４ ∶
１）， 得 Ｆｒ １Ｃ４⁃１⁃１和 Ｆｒ １Ｃ４⁃１⁃２， Ｆｒ １Ｃ４⁃１⁃１ （０ ８ ｇ） 和

Ｆｒ １Ｃ４⁃１⁃２ （ ０ ５６ ｇ ） 经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甲 醇⁃水
（４ ∶ １）， 得 Ｆｒ １Ｃ４⁃１⁃１⁃１、 Ｆｒ １Ｃ４⁃１⁃１⁃２、 Ｆｒ １Ｃ４⁃１⁃１⁃３、 Ｆｒ
１Ｃ４⁃１⁃２⁃１和 Ｆｒ １Ｃ４⁃１⁃２⁃２， Ｆｒ １Ｃ４⁃１⁃１⁃１经半制备液相甲醇⁃
水 （３ ∶ ７）， 得化合物 ５ （２ ３ ｍｇ）， Ｆｒ １Ｃ４⁃１⁃２⁃１经

半制备液相甲醇⁃水 （１ ∶ ４）， 得化合物 ６ （ ３ １
ｍｇ）， Ｆｒ１Ｃ４⁃２ （ １０ ３ ｇ ） 经反相硅胶柱甲醇⁃水
（２ ∶ ３、 ３ ∶ ２、 ４ ∶ １、 １ ∶ ０） 梯度洗脱， 得 ４ 个亚

组分 Ｆｒ１Ｃ４⁃２⁃１⁃Ｆｒ１Ｃ４⁃２⁃４， Ｆｒ１Ｃ４⁃２⁃２经半制备液相甲醇⁃
水 （２ ∶ ３） 得化合物 ７ （５ ３ ｍｇ）、 ８ （１１ ６ ｍｇ），
Ｆｒ１Ｃ４⁃２⁃３经半制备液相甲醇⁃水 （９ ∶ １１） 得化合物 ９
（１ ５ ｍｇ）、 １０ （０ ７２ 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合物 １： 白色针羽状结晶， 可溶于 ９５％ 乙

醇、 丙酮， 不溶于水， 与 β⁃谷甾醇标准品薄层色

谱比较， 多种展开系统下两者均具有相同的 Ｒ ｆ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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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β⁃谷甾醇红外光谱比较， 特征吸收峰均相同［９］，
故鉴定为 β⁃谷甾醇。

化合物 ２： 淡黄色粉末。 ＵＶ （ＭｅＯＨ， λｍａｘ，
ｎｍ）： ２５１。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 ００
（３Ｈ， ｄ， Ｊ＝ ８ ０ Ｈｚ， Ｈ⁃１５）， １ ０２ （３Ｈ， ｓ， Ｈ⁃１４），
１ ３１ （３Ｈ， ｓ， Ｈ⁃１２）， １ ４８ （３Ｈ， ｓ， Ｈ⁃１３）， ２ ７９
（１Ｈ， ｄ， Ｊ＝ ４ ０ Ｈｚ， Ｈ⁃８ａ）， ２ ８４ （１Ｈ， ｄ， Ｊ＝ １２ ０
Ｈｚ， Ｈ⁃８ｂ）， ４ ５８ （ １Ｈ， ｄｄｄ， Ｊ ＝ １２ ０， ８ ０， ４ ０
Ｈｚ， Ｈ⁃７）， ６ ８０ （ １Ｈ， ｔ， Ｊ ＝ ４ ０ Ｈｚ， Ｈ⁃１）；１３ Ｃ⁃
ＮＭＲ （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 δ： ２０２ ３５ （ Ｃ⁃９ ），
１４３ ４９ （ Ｃ⁃１０）， １３８ ３４ （ Ｃ⁃１）， ７７ ５８ （ Ｃ⁃１１），
６９ ００ （Ｃ⁃７）， ５３ ８９ （Ｃ⁃６）， ４６ ５４ （Ｃ⁃８）， ４１ ４２
（Ｃ⁃５）， ３６ ８９ （ Ｃ⁃１２）， ３３ ９０ （ Ｃ⁃４）， ２９ ７３ （ Ｃ⁃
１３）， ２７ ３３ （Ｃ⁃２）， ２６ ５５ （Ｃ⁃１４）， ２６ ３３ （Ｃ⁃３），
１６ ６５ （Ｃ⁃１５）。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０］ 一致， 故

鉴定为甘松新酮二醇。
化合物 ３： 棕色油状物。 ＵＶ （ＭｅＯＨ， λｍａｘ，

ｎｍ）： ２２７， ２７７。１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２ ８９ （１Ｈ， ｍ， Ｈ⁃５）， ３ １５ （１Ｈ， ｍ， ｇｌｃ⁃２）， ３ ２４
（１Ｈ， ｍ， ｇｌｃ⁃５）， ３ ２５ （１Ｈ， ｍ， ｇｌｃ⁃４）， ３ ２６ （１Ｈ，
ｍ， ｇｌｃ⁃３）， ３ ４４ （１Ｈ， ｄｄ， Ｊ ＝ ５ ４， １２ ０ Ｈｚ， ｇｌｃ⁃
６ｂ）， ３ ６４ （１Ｈ， ｍ， Ｈ⁃４ｂ）， ３ ７０ （１Ｈ， ｂｒｄ， Ｊ ＝
１２ ０ Ｈｚ， ｇｌｃ⁃６ａ）， ３ ７３ （ １Ｈ， ｄ， Ｊ ＝ ９ ０ Ｈｚ， Ｈ⁃
８ｂ）， ３ ７５ （６Ｈ， ｓ， ＯＣＨ３⁃３′， ３″）， ３ ９４ （１Ｈ， ｄ，
Ｊ＝ ９ ０ Ｈｚ， Ｈ⁃８ａ）， ４ ３５ （１Ｈ， ｄｄ， Ｊ＝ ８ ４， ９ ０ Ｈｚ，
Ｈ⁃４ａ）， ４ ５７ （１Ｈ， ｓ， Ｈ⁃２）， ４ ７４ （１Ｈ， ｄ， Ｊ ＝ ５ ４
Ｈｚ， Ｈ⁃６）， ４ ８６ （１Ｈ， ｄ， Ｊ ＝ ７ ２ Ｈｚ， ｇｌｃ⁃１）， ６ ７５
（１Ｈ， ｄ， Ｊ＝ ７ ８ Ｈｚ， Ｈ⁃５″）， ６ ７９ （１Ｈ， ｄｄ， Ｊ＝ １ ８，
７ ８ Ｈｚ， Ｈ⁃６″）， ６ ８６ （１Ｈ， ｄｄ， Ｊ＝ １ ８， ７ ８ Ｈｚ， Ｈ⁃
６′）， ６ ９６ （ １Ｈ， ｂｒｓ， Ｈ⁃２″）， ６ ９９ （ １Ｈ， ｂｒｓ， Ｈ⁃
２′）， ７ ０１ （１Ｈ， ｄ， Ｊ ＝ ８ ４ Ｈｚ， Ｈ⁃５′）， ８ ４５ （１Ｈ，
ｓ， ＯＨ）；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１４８ ４
（Ｃ⁃３′）， １４７ ６ （Ｃ⁃３″）， １４６ ０ （Ｃ⁃４″）， １４６ ０ （Ｃ⁃
４′）， １３２ ４ （Ｃ⁃１″）， １３１ ２ （Ｃ⁃１′）， １１９ ９ （Ｃ⁃６′），
１１９ １ （Ｃ⁃６″）， １１５ ２ （Ｃ⁃５″）， １１４ ７ （Ｃ⁃５′）， １１２ ４
（Ｃ⁃２′）， １１０ ８ （Ｃ⁃２″）， １００ ４ （ ｇｌｃ⁃１）， ９１ ３ （ Ｃ⁃
１）， ８７ ０ （Ｃ⁃２）， ８５ ６ （Ｃ⁃６）， ７７ １ （ｇｌｃ⁃５）， ７６ ７
（ｇｌｃ⁃３）， ７４ ７ （Ｃ⁃８）， ７３ ２ （ ｇｌｃ⁃２）， ７０ ５ （Ｃ⁃４），
６９ ７ （ｇｌｃ⁃４）， ６０ ９ （Ｃ⁃５）， ６０ ７ （ ｇｌｃ⁃６）， ５５ ８ （⁃
ＯＣＨ３）， ５５ ７ （⁃ＯＣＨ３ ）。 以上数据与文献 ［ １１］
一致， 故鉴定为 （ ＋） ⁃１⁃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ｉｎｏｒｅｓｉｎｏｌ ４′⁃Ｏ⁃β⁃
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化合物 ４： 棕色油状物。 ＵＶ （ＭｅＯＨ， λｍａｘ，
ｎｍ）： ２２８， ２７７。１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２ ９１ （１Ｈ， ｄｄ， Ｊ＝ ９ ６， １５ ０ Ｈｚ， Ｈ⁃５）， ３ １６ （１Ｈ，
ｍ， ｇｌｃ⁃２）， ３ ２５ （１Ｈ， ｍ， ｇｌｃ⁃５）， ３ ２６ （１Ｈ， ｍ，
ｇｌｃ⁃４）， ３ ２８ （１Ｈ， ｍ， ｇｌｃ⁃３）， ３ ４５ （１Ｈ， ｄｄ， Ｊ ＝
６ ０， １２ ０ Ｈｚ， ｇｌｃ⁃６ｂ）， ３ ６５ （ １Ｈ， ｂｒｓ， Ｈ⁃４ｂ），
３ ６６ （ １Ｈ， ｄｄ， Ｊ ＝ ９ ６， １５ ０ Ｈｚ， ｇｌｃ⁃６ａ）， ３ ７３
（１Ｈ， ｄ， Ｊ ＝ ９ ０ Ｈｚ， Ｈ⁃８ｂ ）， ３ ７５ （ ３Ｈ， ｓ， ⁃
ＯＣＨ３）， ３ ７８ （３Ｈ， ｓ， ⁃ＯＣＨ３）， ３ ９４ （１Ｈ， ｄ， Ｊ ＝
９ ０ Ｈｚ， Ｈ⁃８ａ）， ４ ３７ （１Ｈ， ｔ， Ｊ ＝ ９ ０ Ｈｚ， Ｈ⁃４ａ），
４ ５２ （１Ｈ， ｓ， Ｈ⁃２）， ４ ８１ （１Ｈ， ｄ， Ｊ ＝ ５ ４ Ｈｚ， Ｈ⁃
６）， ４ ８９ （１Ｈ， ｄ， Ｊ ＝ ７ ８ Ｈｚ， ｇｌｃ⁃１）， ６ ７２ （１Ｈ，
ｄ， Ｊ＝ ７ ８ Ｈｚ， Ｈ⁃５″）， ６ ７８ （１Ｈ， ｄｄ， Ｊ ＝ １ ２， ７ ８
Ｈｚ， Ｈ⁃６″）， ６ ９０ （１Ｈ， ｄｄ， Ｊ＝ １ ８， ８ ４ Ｈｚ， Ｈ⁃６′），
６ ９５ （１Ｈ， ｄ， Ｊ＝ １ ２ Ｈｚ， Ｈ⁃２″）， ７ ０３ （１Ｈ， ｄ， Ｊ＝
１ ８ Ｈｚ， Ｈ⁃２′）， ７ ０７ （１Ｈ， ｄ， Ｊ ＝ ８ ４ Ｈｚ， Ｈ⁃５′）；
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１４９ ０ （Ｃ⁃３″），
１４７ ０ （Ｃ⁃３′）， １４６ ０ （Ｃ⁃４″）， １４６ ０ （Ｃ⁃４′）， １３５ ４
（Ｃ⁃１″）， １２８ １ （Ｃ⁃１′）， １２０ ４ （Ｃ⁃６′）， １１８ ５ （Ｃ⁃
６″）， １１０ ９ （Ｃ⁃２″）， １１５ ３ （Ｃ⁃５″）， １１４ ６ （Ｃ⁃５′），
１１２ ３ （Ｃ⁃２′）， １００ ２ （ ｇｌｃ⁃１）， ９１ １ （ Ｃ⁃１）， ８７ ３
（Ｃ⁃２）， ８５ ３ （Ｃ⁃６）， ７７ １ （ ｇｌｃ⁃５）， ７６ ７ （ ｇｌｃ⁃３），
７４ ８ （Ｃ⁃８）， ７３ ２ （ｇｌｃ⁃２）， ７０ ５ （Ｃ⁃４）， ６９ ７ （ｇｌｃ⁃
４）， ６１ ０ （ Ｃ⁃５）， ６０ ７ （ ｇｌｃ⁃６）， ５５ ８ （⁃ＯＣＨ３ ），
５５ ７ （⁃ＯＣＨ３）。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２］ 一致， 故

鉴定为 （ ＋） ⁃１⁃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ｉｎｏｒｅｓｉｎｏｌ ４″⁃Ｏ⁃β⁃Ｄ⁃ｇｌｕｃｏ⁃
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化合物 ５： 无色块状结晶。 ＵＶ （ＭｅＯＨ， λｍａｘ，
ｎｍ）： ２２０， ３２９。 ＥＳＩ 质谱显示主要离子峰 ｍ ／ ｚ：
１７９ １２， １３５ ０７ （ ［Ｍ⁃Ｈ］ －）。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６ ２４ （１Ｈ， ｄ， Ｊ＝ １６ ０ Ｈｚ， Ｈ⁃８）， ６ ７９
（１Ｈ， ｄ， Ｊ ＝ ８ ０ Ｈｚ， Ｈ⁃６）， ６ ９５ （１Ｈ， ｄ， Ｊ ＝ ８ ０
Ｈｚ， Ｈ⁃５）， ７ ０２ （１Ｈ， ｓ， Ｈ⁃２）， ７ ５１ （１Ｈ， ｄ， Ｊ ＝
１６ ０ Ｈｚ， Ｈ⁃７）；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６８ ４ （ Ｃ⁃９ ）， １４８ ８ （ Ｃ⁃７ ）， １４６ ５ （ Ｃ⁃３ ），
１４５ ４ （ Ｃ⁃４ ）， １２６ ８ （ Ｃ⁃１ ）， １２１ ８ （ Ｃ⁃６ ），
１１６ ７ （Ｃ⁃５）， １１５ ９ （Ｃ⁃２）， １１５ ７ （Ｃ⁃８）。 以上

数据与文献 ［１３］ 一致， 故鉴定为咖啡酸。
化合物 ６： 无色针状结晶。 ＥＳＩ 质谱显示主要

离子峰 ｍ ／ ｚ： １２１ ０１ （ ［ Ｍ⁃Ｈ］ － ）。 ＵＶ （ ＭｅＯＨ，
λｍａｘ， ｎｍ）： ２２０， ２８３， ３３２。１Ｈ⁃ＮＭＲ （ ６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６ ７３ （２Ｈ， ｄ， Ｊ ＝ ８ ４ Ｈｚ， Ｈ⁃３， ５），
７ ６３ （２Ｈ， ｄ， Ｊ ＝ ８ ４ Ｈｚ， Ｈ⁃２， ６）， ９ ６４ （ １Ｈ，
ｓ， ⁃ＣＨＯ）；１３ Ｃ⁃ＮＭＲ （ １５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 δ：
１９２ ６ （⁃ＣＨＯ）， １６４ ８ （ Ｃ⁃４）， １３３ ２ （ Ｃ⁃２， ６），
１３０ １ （Ｃ⁃１）， １１７ ０ （Ｃ⁃３， ５）。 以上数据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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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一致， 故鉴定为对羟基苯甲醛。
化合物 ７： 淡黄色粉末。 ＵＶ （ＭｅＯＨ， λｍａｘ，

ｎｍ）： ２６２， ３２４。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０ ９１ （３Ｈ， ｄ， Ｊ＝ ６ ４ Ｈｚ， Ｈ⁃１５）， ０ ９４ （３Ｈ， ｓ， Ｈ⁃
１４）， １ １２ （３Ｈ， ｓ， Ｈ⁃１３）， １ ２０ （２Ｈ， ｍ， Ｈ⁃３），
１ ３６ （３Ｈ， ｓ， Ｈ⁃１２）， ２ ０９ （１Ｈ， ｍ， Ｈ⁃４）， ２ １４
（１Ｈ， ｍ， Ｈ⁃２ｂ ）， ２ ２２ （ １Ｈ， ｍ， Ｈ⁃２ａ ）， ２ ２９
（１Ｈ， ｄ， Ｊ＝ ６ ４ Ｈｚ， Ｈ⁃６）， ３ ６４ （１Ｈ， ｄｄ， Ｊ＝ ６ ４，
３ ６ Ｈｚ， Ｈ⁃７）， ４ ４０ （１Ｈ， ｓ， Ｈ⁃８）， ６ ８０ （１Ｈ， ｄｄ，
Ｊ＝ ６ ０， ２ ４ Ｈｚ， Ｈ⁃１）；１３Ｃ⁃ＮＭＲ （１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
ｄ６） δ： １９３ ７３ （ Ｃ⁃９）， １４１ ０１ （ Ｃ⁃１０）， １３７ ９１
（Ｃ⁃１）， ７３ ４０ （ Ｃ⁃１１）， ５６ ３６ （ Ｃ⁃８）， ５２ ６５ （ Ｃ⁃
７）， ４８ ９１ （ Ｃ⁃６）， ４２ ７０ （ Ｃ⁃５）， ３２ ３６ （ Ｃ⁃４），
３２ １７ （Ｃ⁃１２）， ２６ ０２ （Ｃ⁃１３）， ２５ ５１ （Ｃ⁃３）， ２５ ３４
（Ｃ⁃２）， ２４ ６３ （Ｃ⁃１４）， １７ ３８ （Ｃ⁃１５）。 以上数据与

文献 ［１５］ 一致， 故鉴定为异甘松新酮。
化合物 ８： 淡黄色粉末。 ＵＶ （ＭｅＯＨ， λｍａｘ，

ｎｍ）： ２４９， ３１７。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０ ９６ （３Ｈ， ｄ， Ｊ ＝ １１ ２ Ｈｚ， Ｈ⁃１５）， １ ０５ （３Ｈ， ｓ，
Ｈ⁃１４）， １ ０９ （３Ｈ， ｓ， Ｈ⁃１３）， １ ３０ （３Ｈ， ｓ， Ｈ⁃１２），
１ ４８ （２Ｈ， ｍ， Ｈ⁃３）， １ ８９ （１Ｈ， ｍ， Ｈ⁃４）， ２ ２３
（１Ｈ， ｍ， Ｈ⁃２ｂ）， ２ ２５ （１Ｈ， ｍ， Ｈ⁃２ａ）， ２ ２９ （１Ｈ，
ｄｄ， Ｊ＝ １８ ４， １ ２ Ｈｚ， Ｈ⁃８ｂ）， ２ ９５ （１Ｈ， ｄ， Ｊ＝ ９ ６
Ｈｚ， Ｈ⁃６）， ３ １０ （１Ｈ， ｄｄ， Ｊ ＝ １８ ４， ７ ２ Ｈｚ， Ｈ⁃
８ａ）， ４ ８７ （１Ｈ， ｄｄｄ， Ｊ＝ ９ ６， ７ ２， １ ２ Ｈｚ， Ｈ⁃７），
６ ８７ （ １Ｈ， ｔ， Ｊ ＝ ３ ６ Ｈｚ， Ｈ⁃１）；１３ Ｃ⁃ＮＭＲ （ １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 δ： １９５ ７２ （ Ｃ⁃９）， １３９ ９１ （ Ｃ⁃
１０）， １３６ ６８ （Ｃ⁃１）， ８４ ６３ （Ｃ⁃１１）， ７７ ５３ （Ｃ⁃７），
５８ ４８ （Ｃ⁃６）， ３９ ６０ （Ｃ⁃８）， ３７ ８８ （Ｃ⁃５）， ３２ ３６
（Ｃ⁃４）， ２５ ９４ （ Ｃ⁃１４）， ２５ ３４ （ Ｃ⁃２）， ２５ １９ （ Ｃ⁃
３）， ２２ ９７ （Ｃ⁃１３）， ２１ ８２ （Ｃ⁃１２）， １５ ８１ （Ｃ⁃１５）。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６］ 一致， 故鉴定为甘松新酮。

化合物 ９： 淡黄色粉末。 ＵＶ （ＭｅＯＨ， λｍａｘ，
ｎｍ）： ２８６。１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２ ７５
（１Ｈ， ｄｄ， Ｊ＝ ３ ０， １７ ４ Ｈｚ， Ｈ⁃３ｂ）， ３ ２５ （１Ｈ， ｄｄ，
Ｊ＝ １２ ６， １７ ４ Ｈｚ， Ｈ⁃３ａ）， ３ ７７ （３Ｈ， ｓ， ＯＭｅ⁃４′），
３ ７９ （ ３Ｈ， ｓ， ＯＭｅ⁃７）， ５ ４８ （ １Ｈ， ｄｄ， Ｊ ＝ ３ ０，
１２ ６ Ｈｚ， Ｈ⁃２）， ６ ０８ （１Ｈ， ｄ， Ｊ ＝ ２ ４ Ｈｚ， Ｈ⁃６），
６ １１ （１Ｈ， ｄ， Ｊ＝ ２ ４ Ｈｚ， Ｈ⁃８）， ６ ８８ （１Ｈ， ｄｄ， Ｊ＝
２ ４， ８ ４ Ｈｚ， Ｈ⁃６′）， ６ ９３ （１Ｈ， ｄ， Ｊ ＝ ８ ４ Ｈｚ， Ｈ⁃
５′）， ６ ９４ （１Ｈ， ｄ， Ｊ＝ ２ ４ Ｈｚ， Ｈ⁃２′）， １２ ０７ （１Ｈ，
ｓ， ５⁃ＯＨ ）；１３ Ｃ⁃ＮＭＲ （ １５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 δ：
１９６ ７７ （ Ｃ⁃４）， １６７ ４０ （ Ｃ⁃７）， １６３ １６ （ Ｃ⁃５），
１６２ ７１ （ Ｃ⁃９）， １４７ ９０ （ Ｃ⁃４′）， １４６ ４６ （ Ｃ⁃３′），

１３０ ９５ （ Ｃ⁃１′）， １１７ ６８ （ Ｃ⁃６′）， １１４ ０８ （ Ｃ⁃５′），
１１１ ９５ （ Ｃ⁃２′）， １０２ ６２ （ Ｃ⁃１０）， ９４ ６２ （ Ｃ⁃６），
９３ ８０ （ Ｃ⁃８ ）， ７８ ４０ （ Ｃ⁃２ ）， ５５ ８９ （⁃ＯＭｅ ），
５５ ６６ （⁃ＯＭｅ）， ４２ １２ （ Ｃ⁃３）。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７］ 一致， 故鉴定为 ５， ３′⁃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７， ４′⁃ｄｉｍｅ⁃
ｔｈｏｘｙｆｌａｖａｎｏｎｅ。

化合物 １０： 淡黄色粉末。 ＵＶ （ＭｅＯＨ， λｍａｘ，
ｎｍ）： ２８８。１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２ ７２
（１Ｈ， ｄｄ， Ｊ＝ ３ ０， １８ ０ Ｈｚ， Ｈ⁃３）， ３ ０１ （１Ｈ， ｍ，
Ｈ⁃３）， ３ ７９ （３Ｈ， ｓ， ＯＭｅ⁃７）， ５ ４９ （１Ｈ， ｄｄ， Ｊ ＝
３ ０， １２ ６ Ｈｚ， Ｈ⁃２）， ６ ０８ （１Ｈ， ｄ， Ｊ＝ ２ ４ Ｈｚ， Ｈ⁃
８）， ６ １０ （１Ｈ， ｄ， Ｊ＝ ２ ４ Ｈｚ， Ｈ⁃６）， ６ ７９ （１Ｈ， ｄ，
Ｊ ＝ ８ ４ Ｈｚ， Ｈ⁃５′）， ６ ７９ （１Ｈ， ｄ， Ｊ ＝ ８ ４ Ｈｚ， Ｈ⁃
３′）， ７ ３２ （１Ｈ， ｄ， Ｊ ＝ ８ ４ Ｈｚ， Ｈ⁃６′）， ７ ３２ （１Ｈ，
ｄ， Ｊ ＝ ８ ４ Ｈｚ， Ｈ⁃２′）；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
ｄ６） δ： １９６ ９７ （Ｃ⁃４）， １６７ ４０ （Ｃ⁃７）， １６３ １７ （Ｃ⁃
５）， １６２ ８６ （ Ｃ⁃９）， １５７ ７８ （ Ｃ⁃４′）， １２８ ６３ （ Ｃ⁃
１′）， １２８ ３５ （Ｃ⁃２′）， １２８ ３５ （Ｃ⁃６′）， １１５ １４ （Ｃ⁃
３′）， １１５ １４ （ Ｃ⁃５′）， １０２ ５８ （ Ｃ⁃１０）， ９４ ６２ （ Ｃ⁃
６）， ９３ ７６ （Ｃ⁃８）， ７８ ６１ （Ｃ⁃２）， ５５ ８８ （⁃ＯＭｅ），
４２ ０１ （Ｃ⁃３）。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８］ 一致， 故鉴

定为 ７⁃Ｏ⁃ｍｅｔｈｙｌ ｎａｒｉｎｇｅｎ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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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麻口皮子药内生真菌及其次生代谢产物。 方法　 采用组织切块培养法和划线分离法培养分离麻口皮

子药中内生真菌， 并通过形态和分子鉴定的方法鉴定菌种。 内生真菌的发酵物采用硅胶柱、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凝胶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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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个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 ３， ４⁃
二羟基苯甲酸甲酯 （１）、 ３， ４⁃二甲氧基苯乙醇 （２）、 （２Ｅ） ⁃ （２Ｒ） ⁃２， ３⁃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ｒｏｐｙｌ⁃３⁃ （４⁃ｍｅｔｈｏｘｙ⁃２⁃ｏｘｏ⁃２Ｈ⁃
ｐｙｒａｎ⁃６⁃ｙｌ） ⁃２⁃ｂｕｔ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ｅｓｔｅｒ （３）、 对羟基苯乙醇 （４）、 （６Ｓ） ⁃６⁃ ［ （１Ｓ） ⁃１⁃羟基戊基］ ⁃４⁃甲氧基⁃５， ６⁃二氢吡喃⁃
２⁃酮 （５）、 β⁃谷甾醇 （６）、 豆甾⁃４⁃烯⁃３⁃酮 （７）。 结论　 所有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内生真菌中分离得到。
关键词： 麻口皮子药； 内生真菌； 次生代谢产物； 化学成分； 分离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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