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岩生翠柏枝叶化学成分的研究

宁德生， 　 邹芷琪， 　 符毓夏， 　 李连春， 　 刘　 演， 　 黄俞淞， 　 潘争红∗

（广西植物研究所， 广西植物功能物质研究与利用重点实验室， 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６）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８⁃２７
基金项目： 广西植物研究所科学研究资助项目 （１７００９）； 广西功能物质研究与利用重点实验室主任基金资助项目 （ＺＲＪＪ２０１６⁃１６， ＺＲ⁃

ＪＪ２０１７⁃３）； 广西科技重大专项资助项目 （桂科 ＡＡ１８１１８０１５⁃４）
作者简介： 宁德生 （１９８２—）， 男，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天然产物开发与利用。 Ｔｅｌ： （０７７３） ３５５００６７， Ｅ⁃ｍａｉｌ： ６５３９２５８６＠

ｑｑ．ｃｏｍｍａｉｌ
∗通信作者： 潘争红 （１９７９—）， 男， 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天然产物化学。 Ｔｅｌ： （０７７３） ３５５００６７， Ｅ⁃ｍａｉｌ： ｐａｎ７２６０＠ １２６．ｃｏｍ

摘要： 目的　 研究岩生翠柏 Ｃａｌｏｃｅｄｒｕｓ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 枝叶的化学成分。 方法 　 岩生翠柏枝叶 ９５％ 乙醇提取物采用硅胶、
ＴＬＣ、 ＨＰＬ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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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个化合物， 分

别鉴定为 ｐｉｎｕｓｏｌｉｄｉｃ ａｃｉｄ （１）、 ｉｓｏｃｕｐｒｅｓｓｉｃ ａｃｉｄ （２）、 ｉｓｏａｇａｔｈｏｌａｌ （３）、 １６⁃ｈｙｄｒｏｘｙ⁃８ （１７）， １３⁃ｌａｂｄａｄｉｅｎ⁃１５， １６⁃ｏｌｉｄ⁃
１９⁃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４）、 １５⁃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ｉｎｕｓｏｌｉｄｉｃ ａｃｉｄ （５）、 ８ （１７）， １３⁃ｅｎｔ⁃ｌａｂｄａｄｉｅｎ⁃１５→１６⁃ｌａｃｔｏｎｅ⁃１９⁃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６）、 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ｆｌａ⁃
ｖｏｎｅ （７）、 ａ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ｖｏｎｅ （８）、 ｓｅｑｕｏｉａｖｏｎｅ （９）、 ｔａｉｗａｎｉａｆｌａｖｏｎｅ （１０）、 ｈｉｎｏｋｉｆｌａｖｏｎｅ （１１）。 结论　 所有化合物均为首

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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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生翠柏 Ｃａｌｏｃｅｄｒｕｓ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 为柏科翠柏属植

物， 为中国新记录种， 零星分布于广西北部和西北

部的石灰岩地区， 由于人类活动对石灰地区的破

坏， 该植物在广西已列为濒危植物［１］， 据研究报

道， 翠柏 属 植 物 主 要 含 有 萜 类、 木 脂 素 等 成

分［２⁃４］， 具有抗菌、 抗炎、 抗氧化、 细胞毒等活

性［４⁃７］。 然而对该植物的化学成分研究， 目前鲜有

报导。 为此， 本课题组对岩生翠柏枝叶开展化学成

分研究， 从中分离得到 １１ 个化合物， 且均为首次

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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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析分离填料硅胶 （１００ ～ ２００ 目， 青岛海洋化工

厂）； ＭＣＩ ｇｅｌ （日本三菱化学公司）； 岛津 ＰＣＲ⁃
ＯＤＳ （５０ ｍｍ× ２５０ ｍｍ， １５ μｍ， 日本岛津公司）。
乙腈 ［色谱纯， 赛默飞世尔科技 （中国） 有限公

司］； 乙醇、 石油醚、 乙酸乙酯、 氯仿、 甲醇 （分
析纯，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岩生翠柏枝叶采集于广西环江县， 经广西植物

研究所刘演研究员鉴定为翠柏属植物岩生翠柏 Ｃａｌ⁃
ｏｃｅｄｒｕｓ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 的枝叶。
２　 提取与分离

岩生翠柏枝叶 １０ ｋｇ， 阴干后粉碎， 加入 ９５％
乙醇 ５０ Ｌ， 在室温下浸提 ２４ ｈ， 过滤， 滤渣再重复

上述操作 ２ 次， 合并 ３ 次提取液， 减压回收溶剂得

到浸膏 ９５０ ｇ。 取 ９００ ｇ 浸膏用水分散后， 依次用

石油醚、 乙酸乙酯萃取 ３ 次， 每次萃取溶剂为 ２ Ｌ，
回收溶剂后， 分别得到石油醚部位 １６８ ｇ、 乙酸乙

酯部位 ２８４ ｇ。
取石油醚部位 １６０ ｇ， 注入硅胶层析柱， 以石

油醚⁃乙酸乙酯 （１ ∶ ０ ～ １ ∶ １） 梯度洗脱， 根据

ＴＬＣ 检测结果进行合并， 得 ６ 个组分 Ａ⁃Ｆ， Ｅ 组分

采用 ＭＣＩ 柱层析纯化， 甲醇 ７０％ ～１００％ 梯度洗脱，
分别得 ４ 个部位 Ｅ１⁃４。 部位 Ｅ１ （ ０ ～ ４０ ｍｉｎ，
５０％ ～ ７０％ 乙 腈， 乙 腈⁃水 ）、 Ｅ３ （ ０ ～ ４０ ｍｉｎ，
７０％ ～７５％ 乙腈， 乙腈⁃水） 分别经 ＨＰＬＣ 制备得化

合物 ４ （５ ４ ｍｇ）、 ５ （９ ５ ｍｇ）、 ６ （１２ ３ ｍｇ）、 １
（１２ ３ ｍｇ）、 ２ （６ ７ ｍｇ）、 ３ （８ ８ ｍｇ）。

取乙酸乙酯部位 ２６０ ｇ， 注入硅胶层析柱， 以

氯仿⁃甲醇 （１００ ∶ １ ～ １ ∶ １） 梯度洗脱， 根据 ＴＬＣ
检测结果进行合并， 得 ６ 个组分 Ｆｒ １⁃６， Ｆｒ ６ 经硅

胶柱层析 （氯仿⁃甲醇 ９ ∶ １） 与 ＨＰＬＣ （０～４０ ｍｉｎ，
４５％ ～ ６５％ 乙腈， 乙腈⁃水） 纯化得化合物 ７ （６ ３
ｍｇ）、 ８ （５ ８ ｍｇ）、 ９ （８ ４ ｍｇ）、 １０ （２ ７ ｍｇ）、
１１ （２ ９ 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合物 １： 白色粉末。 由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３３１ ２ ［Ｍ⁃Ｈ］ －， 分子式 Ｃ２０ Ｈ２８ Ｏ４。１Ｈ⁃ＮＭＲ （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７ １８ （１Ｈ， ｓ， Ｈ⁃１４）， ４ ８８ （１Ｈ，
ｂｒｓ， Ｈ⁃１７ａ）， ４ ７９ （２Ｈ， ｓ， Ｈ⁃１５ａ ａｎｄ １５ｂ）， ４ ６０
（１Ｈ， ｂｒ ｓ， Ｈ⁃１７ｂ）， １ ２４ （３Ｈ， ｓ， Ｈ⁃１８）， ０ ６０
（３Ｈ， ｓ， Ｈ⁃２０）；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 δ：
３８ ９ （Ｃ⁃１）， １９ ７ （Ｃ⁃２）， ３８ ４ （Ｃ⁃３）， ４４ ０ （Ｃ⁃
４）， ５６ ０ （Ｃ⁃５）， ２５ ８ （Ｃ⁃６）， ３７ ７ （Ｃ⁃７）， １４７ ２
（Ｃ⁃８）， ５５ ４ （Ｃ⁃９）， ４０ ３ （Ｃ⁃１０）， ２１ ６ （Ｃ⁃１１），
２８ ８ （Ｃ⁃１２）， １４４ ４ （Ｃ⁃１３）， １３４ ２ （Ｃ⁃１４）， ７０ ２

（Ｃ⁃１５）， １７４ ６ （Ｃ⁃１６）， １０６ ６ （Ｃ⁃１７）， ２８ ８ （Ｃ⁃
１８）， １８３ ６ （Ｃ⁃１９）， １２ ６ （Ｃ⁃２０）。 以上数据与文

献 ［７］ 一致， 故鉴定为 ｐｉｎｕｓｏｌｉｄｉｃ ａｃｉｄ。
化合物 ２： 白色粉末。 由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３４３ ２ ［Ｍ＋Ｎａ］ ＋， 分子式 Ｃ２０Ｈ３２Ｏ３。１Ｈ⁃ＮＭＲ （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５ ３６ （１Ｈ， ｔ， Ｊ ＝ ７ ０ Ｈｚ， Ｈ⁃１４），
４ ８５ （１Ｈ， ｂｒｓ， Ｈ⁃１７ａ）， ４ ５２ （１Ｈ， ｂｒｓ， Ｈ⁃１７ｂ），
４ １４ （２Ｈ， ｄ， Ｊ＝ ５ ５ Ｈｚ， Ｈ⁃１５）， １ ６６ （３Ｈ， ｓ， Ｈ⁃
１６）， １ ２２ （３Ｈ， ｓ， Ｈ⁃２０）， ０ ５９ （３Ｈ， ｓ， Ｈ⁃１８）；
１３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３９ ２ （Ｃ⁃１）， ２０ ０
（Ｃ⁃２）， ３８ １ （ Ｃ⁃３）， ４４ ２ （ Ｃ⁃４）， ５６ ３ （ Ｃ⁃５），
２６ ２ （Ｃ⁃６）， ３８ ５ （Ｃ⁃７）， １４８ １ （Ｃ⁃８）， ５５ ６ （Ｃ⁃
９）， ４０ ５ （ Ｃ⁃１０）， ２２ ０ （ Ｃ⁃１１）， ３８ ８ （ Ｃ⁃１２），
１４０ ４ （Ｃ⁃１３）， １２２ ９ （Ｃ⁃１４）， ５９ ３ （Ｃ⁃１５）， １６ ４
（Ｃ⁃１６）， １０６ ５ （Ｃ⁃１７）， ２９ １ （Ｃ⁃１８）， １８２ ８ （Ｃ⁃
１９）， １２ ９ （Ｃ⁃２０）。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８］ 一致，
故鉴定为 ｉｓｏｃｕｐｒｅｓｓｉｃ ａｃｉｄ。

化合物 ３： 白色粉末。 由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３０３ ３ ［Ｍ⁃Ｈ］ －， 分子式 Ｃ２０ Ｈ３２ Ｏ２。１Ｈ⁃ＮＭＲ （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５ ３７ （１Ｈ， ｔ， Ｊ ＝ ５ ５ Ｈｚ， Ｈ⁃１４），
４ ８９ （１Ｈ， ｓ， Ｈ⁃１７ａ）， ４ ５６ （１Ｈ， ｓ， Ｈ⁃１７ｂ）， ４ １３
（２Ｈ， ｄ， Ｊ＝ ７ ０ Ｈｚ， Ｈ⁃１５）， １ ６３ （３Ｈ， ｓ， Ｈ⁃１６），
１ ０２ （ ３Ｈ， ｓ， Ｈ⁃１８）， ０ ５６ （ ３Ｈ， ｓ， Ｈ⁃２０）；１３ Ｃ⁃
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３８ ４ （Ｃ⁃１）， １９ ２ （Ｃ⁃
２）， ３８ ４ （Ｃ⁃３）， ４８ ６ （Ｃ⁃４）， ５４ ８ （Ｃ⁃５）， ２１ ９
（Ｃ⁃６）， ３４ ３ （Ｃ⁃７）， １４７ ３ （Ｃ⁃８）， ５６ ０ （ Ｃ⁃９），
４０ ０ （Ｃ⁃１０）， ２４ ０ （Ｃ⁃１１）， ３８ ３ （Ｃ⁃１２）， １３９ ７
（Ｃ⁃１３）， １２３ ３ （ Ｃ⁃１４）， ５９ １ （ Ｃ⁃１５）， １６ ３ （ Ｃ⁃
１６）， １０７ ３ （Ｃ⁃１７）， ２４ ３ （Ｃ⁃１８）， ２０６ ０ （Ｃ⁃１９），
１３ ５ （Ｃ⁃２０）。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９］ 一致， 故鉴

定为 ｉｓｏａｇａｔｈｏｌａｌ。
化合物 ４： 白色粉末。 由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３４７ １ ［Ｍ⁃Ｈ］ －， 分子式 Ｃ２０ Ｈ２８ Ｏ５。１Ｈ⁃ＮＭＲ （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５ ９９ （１Ｈ， ｓ， Ｈ⁃１６）， ５ ８４ （１Ｈ，
ｓ， Ｈ⁃１４）， ４ ８８ （１Ｈ， ｓ， Ｈ⁃１７ａ）， ４ ５０ （１Ｈ， ｓ， Ｈ⁃
１７ｂ）， １ ２３ （ １Ｈ， ｓ， Ｈ⁃１８ ）， ０ ６１ （ １Ｈ， ｓ， Ｈ⁃
２０）；１３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３９ ２ （Ｃ⁃１），
１９ ９ （Ｃ⁃２）， ３７ ９ （Ｃ⁃３）， ４４ ２ （Ｃ⁃４）， ５６ ２ （Ｃ⁃
５）， ２６ １ （Ｃ⁃６）， ３８ ６ （Ｃ⁃７）， １４７ ３ （Ｃ⁃８）， ５５ ７
（Ｃ⁃９）， ４０ ６ （Ｃ⁃１０）， ２１ １ （Ｃ⁃１１）， ２６ ９ （Ｃ⁃１２），
１７１ ０ （Ｃ⁃１３）， １１６ ９ （Ｃ⁃１４）， １７１ ０ （Ｃ⁃１５）， ９９ ６
（Ｃ⁃１６）， １０６ ８ （Ｃ⁃１７）， ２９ １ （Ｃ⁃１８）， １８３ ４ （Ｃ⁃
１９）， １２ ８ （Ｃ⁃２０）。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０］ 一致，
故鉴定为 １６⁃ｈｙｄｒｏｘｙ⁃８ （１７）， １３⁃ｌａｂｄａｄｉｅｎ⁃１５，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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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ｉｄ⁃１９⁃ｏｉｃ ａｃｉｄ。
化合物 ５： 白色粉末。 由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３４７ ２ ［Ｍ⁃Ｈ］ －， 分子式 Ｃ２０ Ｈ２８ Ｏ５。１Ｈ⁃ＮＭＲ （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 δ： ６ ８５ （ １Ｈ， ｂｒｓ， Ｈ⁃１４ ）， ６ １１
（１Ｈ， ｂｒｓ， Ｈ⁃１５）， ４ ８８ （ １Ｈ， ｂｒｓ Ｈ⁃１７ａ）， ４ ５６
（１Ｈ， ｂｒｓ， Ｈ⁃１７ｂ）， １ ２４ （ ３Ｈ， ｓ， Ｈ⁃１８）， ０ ６０
（３Ｈ， ｓ， Ｈ⁃２０）；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 δ：
３９ ２ （Ｃ⁃１）， １９ ９ （Ｃ⁃２）， ３７ ９ （Ｃ⁃３）， ４４ ２ （Ｃ⁃
４）， ５６ ２ （Ｃ⁃５）， ２６ １ （Ｃ⁃６）， ３８ ６ （Ｃ⁃７）， １４７ ４
（Ｃ⁃８）， ５５ ７ （Ｃ⁃９）， ４０ ５ （Ｃ⁃１０）， ２１ ８ （Ｃ⁃１１），
２４ ５ （Ｃ⁃１２）， １３８ ４ （Ｃ⁃１３）， １４３ ５ （Ｃ⁃１４）， ９７ ０
（Ｃ⁃１５）， １７２ １ （Ｃ⁃１６）， １０６ ８ （Ｃ⁃１７）， ２９ ０ （Ｃ⁃
１８）， １８３ ５ （Ｃ⁃１９）， １２ ８ （Ｃ⁃２０）。 以上数据与文

献 ［ １０ ］ 一 致， 故 鉴 定 为 １５⁃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ｉｎｕｓｏｌｉｄｉｃ
ａｃｉｄ。

化合物 ６： 黄色油。 由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３３３ ２
［Ｍ＋Ｈ］ ＋， 分子式 Ｃ２０ Ｈ２８ Ｏ４。１Ｈ⁃ＮＭＲ （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７ １２ （１Ｈ， ｄ， Ｊ ＝ １ ５ Ｈｚ， Ｈ⁃１４）， ４ ８９
（１Ｈ， ｂｒ ｓ Ｈ⁃１７ａ）， ４ ７７ （２Ｈ， ｄ， Ｊ ＝ ２ ０ Ｈｚ， Ｈ⁃
１５）， ４ ５９ （１Ｈ， ｂｒｓ， Ｈ⁃１７ｂ）， １ ２４ （ ３Ｈ， ｓ， Ｈ⁃
１８）， ０ ６０ （ ３Ｈ， ｓ， Ｈ⁃２０）；１３ Ｃ⁃ＮＭＲ （ １２５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３９ ２ （Ｃ⁃１）， １９ ９ （Ｃ⁃２）， ３８ ０ （Ｃ⁃３），
４４ ３ （Ｃ⁃４）， ５６ ３ （Ｃ⁃５）， ２６ １ （Ｃ⁃６）， ３８ ７ （Ｃ⁃
７）， １４７ ５ （Ｃ⁃８）， ５５ ８ （Ｃ⁃９）， ４０ ６ （Ｃ⁃１０）， ２１ ９
（Ｃ⁃１１）， ２４ ７ （Ｃ⁃１２）， １３４ ９ （Ｃ⁃１３）， １４４ １ （Ｃ⁃
１４）， ７０ ３ （Ｃ⁃１５）， １７４ ５ （Ｃ⁃１６）， １０６ ９ （Ｃ⁃１７），
２９ １ （Ｃ⁃１８）， １８３ ９ （Ｃ⁃１９）， １２ ９ （Ｃ⁃２０）。 以上

数据与文献 ［１１］ 一致， 故鉴定为 ８ （１７）， １３⁃
ｅｎｔ⁃ｌａｂｄａｄｉｅｎ⁃１５→１６⁃ｌａｃｔｏｎｅ⁃１９⁃ｏｉｃ ａｃｉｄ。

化合物 ７； 黄色粉末。 由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５３７ ５ ［Ｍ⁃Ｈ］ －， 分子式 Ｃ３０ Ｈ１８ Ｏ１０。１Ｈ⁃ＮＭＲ （５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 δ： １３ １６ （２Ｈ， ｓ， ５， ５″⁃ＯＨ）， １０ ３４
（２Ｈ， ｓ， ４， ４‴⁃ＯＨ）， ７ ４７ （４Ｈ， ｄ， Ｊ ＝ ８ ５ Ｈｚ， Ｈ⁃
２′， ６′， ２‴， ６‴）， ６ ７８ （ ２Ｈ， ｓ， Ｈ⁃６， ６″）， ６ ７３
（４Ｈ， ｄ， Ｊ＝ ８ ０ Ｈｚ， Ｈ⁃３′， ５′， ３‴， ５‴）， ６ ４３ （２Ｈ，
ｓ， Ｈ⁃３， ３″）；１３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 ＤＭＳＯ） δ： １６３ ５
（Ｃ⁃２， ２″）， １０２ ６ （ Ｃ⁃３ ３″）， １８２ １ （ Ｃ⁃４， ４″），
１６１ １ （ Ｃ⁃５， ５″）， ９８ ９ （ Ｃ⁃６， ６″）， １６２ ７ （ Ｃ⁃７，
７″）， ９８ ９ （Ｃ⁃８， ８″）， １５４ ８ （Ｃ⁃９， ９″）， １０３ ６ （Ｃ⁃
１０， １０″）， １２１ ３ （Ｃ⁃１′， １‴）， １２７ ９ （Ｃ⁃２′， ６′， ２‴，
６‴）， １１５ ８ （Ｃ⁃３′， ５′， ３‴， ５‴）， １６１ １ （Ｃ⁃４， ４‴）。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２］ 一致， 故鉴定为 ｃｕｐｒｅｓｓｕ⁃
ｆｌａｖｏｎｅ。

化合物 ８： 黄色粉末。 由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５３７ ５ ［Ｍ⁃Ｈ］ －， 分子式 Ｃ３０ Ｈ１８ Ｏ１０。１Ｈ⁃ＮＭＲ （５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 δ： １３ １０ （１Ｈ， ｂｒｓ， ５″⁃ＯＨ）， １２ ９３
（１Ｈ， ｂｒｓ， ５⁃ＯＨ）， ８ ００ （１Ｈ， ｄ， Ｊ ＝ ２ ０ Ｈｚ， Ｈ⁃
２′）， ７ ９６ （１Ｈ， ｄｄ， Ｊ ＝ ２ ０， ８ ５ Ｈｚ， Ｈ⁃６′）， ７ ５５
（２Ｈ， ｄ， Ｊ＝ ８ ５ Ｈｚ， Ｈ⁃２‴， ６‴）， ７ １１ （１Ｈ， ｄ， Ｊ ＝
８ ５ Ｈｚ， Ｈ⁃５′）， ６ ７８ （１Ｈ， ｓ， Ｈ⁃３）， ６ ７３ （１Ｈ， ｓ，
Ｈ⁃３″）， ６ ７０ （２Ｈ， ｄ， Ｊ＝ ９ ０ Ｈｚ， Ｈ⁃３‴， ５‴）， ６ ４４
（１Ｈ， ｄ， Ｊ ＝ ２ ０ Ｈｚ， Ｈ⁃８）， ６ ３６ （１Ｈ， ｓ， Ｈ⁃６″），
６ １８ （ １Ｈ， ｄ， Ｊ ＝ ２ ０ Ｈｚ， Ｈ⁃６）；１３ Ｃ⁃ＮＭＲ （ １２５
ＭＨｚ， ＤＭＳＯ） δ： １６４ ３ （ Ｃ⁃２）， １０２ ８ （ Ｃ⁃３），
１８２ ０ （ Ｃ⁃４）， １６１ ２ （ Ｃ⁃５）， ９９ １ （ Ｃ⁃６）， １６３ ９
（Ｃ⁃７）， ９４ ３ （Ｃ⁃８）， １５７ ６ （Ｃ⁃９）， １０３ ９ （Ｃ⁃１０），
１２７ ９ （Ｃ⁃１′）， １１６ ３ （Ｃ⁃２′）， １２０ ９ （Ｃ⁃３′）， １６０ ３
（Ｃ⁃４′）， １２１ ７ （Ｃ⁃５′）， １３１ ６ （Ｃ⁃６′）， １６４ ２ （Ｃ⁃
２″）， １０２ ７ （Ｃ⁃３″）， １８２ ３ （Ｃ⁃４″）， １６０ ８ （Ｃ⁃５″），
９９ ２ （Ｃ⁃６″）， １６１ ６ （Ｃ⁃７″）， １０３ ６ （Ｃ⁃８″）， １５４ ８
（Ｃ⁃９″）， １０３ ９ （Ｃ⁃１０″）， １２０ ７ （Ｃ⁃１‴）， １２８ ４ （Ｃ⁃
２‴， ６‴）， １１６ ０ （Ｃ⁃３‴， ５‴）， １６１ ２ （Ｃ⁃４‴）。 以上

数据与文献 ［１３］ 一致， 故鉴定为 ａ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ｖｏｎｅ。
化合物 ９： 黄色粉末。 由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５５１ ４ ［Ｍ⁃Ｈ］ －， 分子式 Ｃ３１ Ｈ２０ Ｏ１０。１Ｈ⁃ＮＭＲ （５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 δ： １３ １０ （ １Ｈ， ｓ， ５″⁃ＯＨ）， １２ ９６
（１Ｈ， ｓ， ５⁃ＯＨ）， １０ ３０ （ １Ｈ， ｓ， ４′⁃ＯＨ）， ８ ０５
（１Ｈ， ｍ， Ｈ⁃２′）， ８ ０２ （１Ｈ， ｍ， Ｈ⁃６′）， ７ ５６ （２Ｈ，
ｄ， Ｊ ＝ ８ ５ Ｈｚ， Ｈ⁃２‴， ６‴）， ７ １２ （１Ｈ， ｄ， Ｊ ＝ ８ ５
Ｈｚ， Ｈ⁃５′）， ６ ９０ （１Ｈ， ｓ， Ｈ⁃２）， ６ ７８ （１Ｈ， ｓ， Ｈ⁃
３″）， ６ ７４ （１Ｈ， ｓ， Ｈ⁃８）， ６ ７０ （２Ｈ， ｄ， Ｊ＝ ８ ５ Ｈｚ，
Ｈ⁃３‴， ５‴）， ６ ３７ （１Ｈ， ｓ， Ｈ⁃６″）， ６ ３４ （ １Ｈ， ｄ，
Ｊ＝ １ ０ Ｈｚ， Ｈ⁃６）， ３ ８１ （ ３Ｈ， ｓ， ７⁃ＯＣＨ３ ）；１３ Ｃ⁃
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 ＤＭＳＯ） δ： １６４ ２ （Ｃ⁃２）， １０３ １
（Ｃ⁃３）， １８１ ９ （Ｃ⁃４）， １６１ ０ （Ｃ⁃５）， ９８ １ （Ｃ⁃６），
１６５ ２ （ Ｃ⁃７）， ９２ ７ （ Ｃ⁃８）， １５７ ４ （ Ｃ⁃９）， １０４ ７
（Ｃ⁃１０）， １２０ ６ （Ｃ⁃１′）， １３１ ５ （Ｃ⁃２′）， １２０ ４ （Ｃ⁃
３′）， １６０ ２ （Ｃ⁃４′）， １１６ ５ （Ｃ⁃５′）， １２７ ９ （Ｃ⁃６′），
１６３ ７ （Ｃ⁃２″）， １０２ ６ （Ｃ⁃３″）， １８２ １ （Ｃ⁃４″）， １６０ ６
（Ｃ⁃５″）， ９８ ９ （ Ｃ⁃６″）， １６２ ２ （ Ｃ⁃７″）， １０４ ３ （ Ｃ⁃
８″）， １５４ ６ （ Ｃ⁃９″）， １０３ ５ （ Ｃ⁃１０″）， １２１ ５ （ Ｃ⁃
１‴）， １２８ ２ （Ｃ⁃２‴， ６‴）， １１５ ８ （Ｃ⁃３‴， ５‴）， １６１ ２
（Ｃ⁃４‴）， ５６ １ （７⁃ＯＣＨ３）。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４］
一致， 故鉴定为 ｓｅｑｕｏｉａｖｏｎｅ。

化合物 １０： 黄色粉末。 由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５３７ １ ［ Ｍ⁃Ｈ ］ －， 分 子 式 Ｃ３０ Ｈ１８ Ｏ１０。１Ｈ⁃ＮＭＲ
（５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 δ： ７ ９１ （１Ｈ， ｄｄ， Ｊ ＝ １ ５， ８ ５
Ｈｚ， Ｈ⁃６‴）， ７ ７９ （１Ｈ， ｂｒ ｓ， Ｈ⁃２‴）， ７ ３２ （２Ｈ，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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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８ ５ Ｈｚ， Ｈ⁃２′， ６′）， ６ ９７ （１Ｈ， ｄ， Ｊ＝ ８ ５ Ｈｚ， Ｈ⁃
５‴）， ６ ７３ （１Ｈ， ｓ， Ｈ⁃３″）， ６ ６８ （２Ｈ， ｄ， Ｊ ＝ ８ ５
Ｈｚ， Ｈ⁃３′， ５′）， ６ ４７ （１Ｈ， ｓ， Ｈ⁃８）， ４ ４４ （１Ｈ， ｓ，
Ｈ⁃８″）， ６ ２４ （１Ｈ， ｓ， Ｈ⁃６）， ６ １７ （１Ｈ， ｓ， Ｈ⁃６″）；
１３Ｃ⁃ ＮＭＲ （ １２５ ＭＨｚ， ＤＭＳＯ） δ： １６２ ３ （ Ｃ⁃２），
１１５ ５ （ Ｃ⁃３）， １８０ ８ （ Ｃ⁃４）， １６１ ７ （ Ｃ⁃５）， ９８ ９
（Ｃ⁃６）， １６４ ４ （Ｃ⁃７）， ９３ ７ （Ｃ⁃８）， １５７ ３ （Ｃ⁃９），
１０３ ３ （Ｃ⁃１０）， １２３ ０ （Ｃ⁃１′）， １３０ ５ （Ｃ⁃２′， ６′），
１１５ ２ （Ｃ⁃３′， ５′）， １５９ ５ （ Ｃ⁃４′）， １６３ ５ （ Ｃ⁃２″），
１０３ ０ （Ｃ⁃３″）， １８１ ７ （Ｃ⁃４″）， １６１ ５ （Ｃ⁃５″）， ９８ ９
（Ｃ⁃６″）， １６４ ２ （ Ｃ⁃７″）， ９４ １ （ Ｃ⁃８″）， １５７ ３ （ Ｃ⁃
９″）， １０３ ８ （ Ｃ⁃１０″）， １２１ ３ （ Ｃ⁃１‴）， １３１ ０ （ Ｃ⁃
２‴）， １２０ ９ （ Ｃ⁃３‴）， １５９ ７ （ Ｃ⁃４‴）， １１６ ３ （ Ｃ⁃
５‴）， １２８ ２ （Ｃ⁃６‴）。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５］ 一致，
故鉴定为 ｔａｉｗａｎｉａｆｌａｖｏｎｅ。

化合物 １１： 黄色粉末。 由 Ｈ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５３７ １ ［Ｍ⁃Ｈ］ －）， 分子式 Ｃ３０Ｈ１８Ｏ１０。１Ｈ⁃ＮＭＲ （５００
ＭＨｚ， ＤＭＳＯ） δ： ８ ０１ （２Ｈ， ｄ， Ｊ ＝ ９ ０ Ｈｚ， Ｈ⁃２′，
６′）， ７ ９６ （２Ｈ， ｄ， Ｊ ＝ ８ ５ Ｈｚ， Ｈ⁃２‴， ６‴）， ７ ０３
（２Ｈ， ｄ， Ｊ ＝ ９ ０ Ｈｚ， Ｈ⁃３′， ５′）， ６ ９４ （２Ｈ， ｄ， Ｊ ＝
８ ５ Ｈｚ， Ｈ⁃３‴， ５‴）， ６ ８６ （ １Ｈ， ｓ， Ｈ⁃３）， ６ ８５
（１Ｈ， ｓ， Ｈ⁃３″）， ６ ７２ （１Ｈ， ｓ， Ｈ⁃８″）， ６ ４９ （１Ｈ，
ｓ， Ｈ⁃８）， ６ ２０ （１Ｈ， ｓ， Ｈ⁃６）；１３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
ＤＭＳＯ） δ： １６３ ２ （Ｃ⁃２）， １０３ ８ （Ｃ⁃３）， １８１ ８ （Ｃ⁃
４）， １６１ ５ （Ｃ⁃５）， ９９ ０ （Ｃ⁃６）， １６４ ３ （Ｃ⁃７）， ９４ １
（Ｃ⁃８）， １５７ ４ （ Ｃ⁃９）， １０４ ０ （ Ｃ⁃１０）， １２４ ２ （ Ｃ⁃
１′）， １２８ ４ （Ｃ⁃２′， ６′）， １１５ ４ （ Ｃ⁃３′， ５′）， １６０ ７
（Ｃ⁃４′）， １６４ １ （Ｃ⁃２″）， １０２ ６ （Ｃ⁃３″）， １８２ １ （Ｃ⁃
４″）， １５３ １ （Ｃ⁃５″）， １２４ ７ （Ｃ⁃６″）， １５３ ８ （Ｃ⁃７″），
９４ ７ （Ｃ⁃８″）， １５７ ４ （Ｃ⁃９″）， １０４ ０ （Ｃ⁃１０″）， １２１ ２
（Ｃ⁃１‴）， １２８ ６ （ Ｃ⁃２‴， ６‴）， １１６ ０ （ Ｃ⁃３‴， ５‴），
１６１ ３ （Ｃ⁃４‴）。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６］ 一致， 故

鉴定为 ｈｉｎｏｋｉｆｌａｖｏｎｅ。
４　 讨论

本实验从岩生翠柏枝叶中分离并鉴定了 ６ 个二

萜、 ５ 个双黄酮， 而且含有量丰富， 表明两者是该

植物的主要特征性成分。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
ｐｉｎｕｓｏｌｉｄｉｃ ａｃｉｄ ［１７］、 ｉｓｏｃｕｐｒｅｓｓｉｃ ａｃｉｄ ［７］、 穗花杉双

黄酮［１８］、 柏双黄酮［１９］、 扁柏双黄酮［２０］ 等化合物

在抗血小板活化、 抗氧化、 抗炎、 抗肿瘤、 抗辐

射、 神经保护等方面表现出较好的生物活性， 因

此， 岩生翠柏具有较高的研究与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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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 （４）、 β⁃谷甾醇 （５）、 亚油酸 （６）、 ２⁃ｏｘａｂｉｃｙｃｌｏ ［３， ２， ２］ ｎｏｎａ⁃５， ７， ８⁃ｔｒｉｅｎｅ （７）、 ２⁃ （４⁃羟基苯基） 乙酸乙

酯 （８）、 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ｏｌ （９）、 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ｏｌ⁃４⁃ｍｅｔｈｙｌ ｅｔｈｅｒ （１０）。 结论　 所有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内生菌中分离得到。
关键词： 新疆阿魏； 内生真菌； 化学成分； 分离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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