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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江南星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ｒｉｕｍ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Ｔ． Ｍｏｏｒｅ） Ｃｈｉｎｇ 的化学成分。 方法　 江南星蕨 ７５％ 乙醇提取物正丁醇

部位采用硅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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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２′⁃氧代双 （１， ４⁃二叔丁苯） （１）、 ５⁃羟甲基糠醛 （２）、 ３， ４⁃二羟基苯丙酸甲酯 （３）、 ３，
４⁃二羟基苯乙酸甲酯 （４）、 ｍｅｔｈｙｌ ３⁃ （ｐ⁃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ｈｅｎｙｌ） ｐｒｏｐｉｏｎａｔｅ （５）、 对羟基苯乙酸甲酯 （６）、 ３⁃ （３， ４⁃二羟基苯

基） ⁃２⁃羟基丙酸甲酯 （７）、 山柰酚⁃３⁃Ｏ⁃α⁃Ｌ⁃吡喃鼠李糖⁃７⁃Ｏ⁃α⁃Ｌ⁃吡喃鼠李糖苷 （８）、 ｔｕｒｒｅａｎｏｎｅ （９）、 （＋） ⁃松脂酚⁃
４， ４′⁃Ｏ⁃二吡喃葡萄糖苷 （１０）、 甘西鼠尾草酸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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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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称大叶骨牌草、 七星剑、 旋鸡尾、 片草、 大叶排

骨草等， 为水龙骨科星蕨属植物［１］， 在长江以南

各省区广泛分布， 多野生， 少有栽培， 其叶厚革

质， 有光泽， 叶丛鲜绿， 四季常青， 除药用外， 还

可以作为观赏植物［２⁃３］， 全草及根茎均可入药， 其

味甘、 微苦， 性凉， 药用功效主要有消肿止痛、 凉

血止血、 清热利尿、 祛风除湿， 可治疗黄疸、 痢

疾、 吐血、 便血、 尿路感染、 白带、 风湿关节痛、
跌打损伤、 毒蛇咬伤等症［４］。 有文献表明， 江南

星蕨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５］， 到现在为止也有

其挥发油类成分的报道［６］。 为了明确江南星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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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物质基础， 课题组对其正丁醇提取物的化学成分

进行研究， 从中分离得到 １１ 个化合物， 均为首次

从该植物中发现。
１　 材料

Ｂｒｕｋｅｒ ＤＲＸ⁃５００ ＭＨｚ 超导核磁共振仪 （ ＴＭＳ
作为内标） （瑞士 Ｂｒｕｋｅｒ 公司）； ＬＣ⁃２０Ａ 分析型

ＨＰＬＣ 色谱仪 （日本岛津公司）； Ｗａｔｅｒｓ２５３５ 制备

型 ＨＰＬＣ 色谱仪 （美国 Ｗａｔｅｒｓ 公司）； Ｃｏｍｂｉｆｌａｓｈ
Ｒｆ ２００ 中压制备液相 （美国 Ｔｅｌｅｄｙｎｅ Ｉｓｃｏ 公司）；
Ｐｒｅｐ Ｃ１８ ＯＢＤ 制 备 色 谱 柱 （ ２５０ ｍｍ × １９ ｍｍ，
１０ μｍ， 美国 Ｗａｔｅｒｓ 公司）； ＺＯＲＢＡＸＳＢ⁃Ｃ１８反相柱

（２５０ ｍｍ × ９ ４ ｍｍ， ５ μｍ， 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 公司）；
ＣＯＳＭＯＳＩＬ Ｃ１８⁃ＰＡＱ （２５０ ｍｍ×４ ６ ｍｍ， ５ μｍ， 日

本 Ｎａｃａｌａｉ Ｔｓｅｑｕｅ 公司）； ＣＯＳＭＯＳＩＬ Ｃ１８⁃ＡＲ⁃Ⅱ
（２５０ ｍｍ×４ ６ ｍｍ， ５ μｍ， 日本 Ｎａｃａｌａｉ Ｔｓｅｑｕｅ 公

司）； ＲＥ⁃５２Ａ 旋转蒸发仪 （上海亚荣生化仪器

厂）； ＢＳ４００Ｓ 型电子天平 （德国赛多利斯公司）。
柱层析硅胶 （１００ ～ ２００、 ２００ ～ ３００ 目， 青岛海洋化

工有限公司）； 反相填充材料 ＲＰ⁃１８ （４０ ～ ６０ μｍ，
德国 Ｍｅｒｃｋ 公司）。

江南星蕨于 ２０１５ 年采自广西资源县， 经桂林

医学院李云秋教授鉴定为水龙骨科星蕨属植物江南

星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ｒｉｕｍ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Ｔ． Ｍｏｏｒｅ） Ｃｈｉｎｇ。
２　 提取与分离

取干燥并经过粉碎的药材茎和叶 ４０ ｋｇ， 用足

量的 ７５％ 乙醇加热回流提取 ３ 次， 每次 １ ｈ， 减压

浓缩， 得到浸膏， 加水分散后用适量正丁醇进行多

次萃取， 得到正丁醇部位 （１ ９７５ ０ ｇ）， 用 １００ ～
２００ 目硅胶拌样， 氯仿⁃甲醇 （１ ∶ ０ ～ ０ ∶ １） 洗脱，
经 ＴＬＣ、 减压浓缩， 得 ６ 个组分 Ｆｒ Ｉ ～ Ｆｒ ＶＩ。 Ｆｒ
Ⅱ （９ ∶ １） 经中压制备液相 （１００％ 甲醇⁃水） 及

ＨＰＬＣ （９０％ 甲醇⁃水）， 得化合物 １ （１８ ５ ｍｇ）。 组

分 Ｆｒ Ⅲ （８ ∶ ２） 经硅胶柱氯仿⁃甲醇 （１０ ∶ １ ～ ０ ∶
１） 洗脱， 得 ５ 个组分 Ｆｒ Ⅲ⁃１ ～ Ｆｒ Ⅲ⁃５， Ｆｒ Ⅲ经

硅胶柱层析， 氯仿⁃甲醇 （１０ ∶ １ ～ ０ ∶ １） 洗脱， 得

５ 个部分 Ｆｒ Ⅲ⁃１～ Ｆｒ Ⅲ⁃５， 经 ＴＬＣ 合并， 氯仿⁃甲
醇 （１０ ∶ １） 洗脱， 得 ４７ 个小组分 Ｆｒ Ⅲ⁃１⁃１ ～ Ｆｒ
Ⅲ⁃１⁃４７； 氯仿⁃甲醇 （５ ∶ １） 洗脱， 得 ２５ 个小组分

Ｆｒ Ⅲ⁃３⁃１ ～ Ｆｒ Ⅲ⁃３⁃２５； 氯仿⁃甲醇 （４ ∶ １） 洗脱，
得 ２２ 个小组分 Ｆｒ Ⅲ⁃４⁃１ ～ Ｆｒ Ⅲ⁃４⁃２２， Ｆｒ Ⅲ⁃１⁃２
组分经制备型 ＨＰＬＣ （４０％ 甲醇⁃水） 洗脱， 得组分

Ｆｒ Ⅲ⁃１⁃２⁃ａ ～ Ｆｒ Ⅲ⁃１⁃２⁃ｃ， Ｆｒ Ⅲ⁃１⁃２⁃ａ 经 ＨＰＬＣ
（１５％ 甲醇⁃水）， 得化合物 ２ （５１ ７ ｍｇ）； 组分 Ｆｒ
Ⅲ⁃１⁃２⁃ｂ 经 ＨＰＬＣ （ ３６％ 甲醇⁃水）， 得化合物 ３

（５１ ８ ｍｇ）、 ４ （ ５３ ６ ｍｇ）； 组分 Ｆｒ Ⅲ⁃１⁃２⁃ｃ 经

ＨＰＬＣ （３０％ 甲醇⁃水）， 得化合物 ５ （４９ ４ ｍｇ）、 ６
（１８ ８ ｍｇ）。 组分 Ｆｒ Ⅲ⁃１⁃４ 经 ＨＰＬＣ （ ３％ 乙腈⁃
水）， 得化合物 ７ （１６ ０ ｍｇ）。 组分 Ｆｒ Ⅲ⁃３⁃１６ 经

制 备 ＨＰＬＣ （ ４０％ 甲 醇⁃水 ）， 得 化 合 物 ８
（９７ ０ ｍｇ）。 组分 Ｆｒ Ⅲ⁃４⁃３ 经制备 ＨＰＬＣ （５％ 甲

醇⁃水）， 得化合物 ９ （５１ ０ ｍｇ）。 组分 Ｆｒ Ⅲ⁃４⁃８ 经

中压 ＨＰＬＣ （０ ～ １００％ 甲醇⁃水） 梯度洗脱， 再经

（氯仿⁃甲醇 ５ ∶ １） 分离， 得化合物 １０ （２８ ０ ｍｇ）、
１１ （２０ ０ 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合物 １： 白色固体。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３９３ ［Ｍ⁃
Ｈ］ －。１Ｈ⁃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 ５００ ＭＨｚ） δ： ７ ５８ （２Ｈ， ｄ，
Ｊ ＝ ７ ９ Ｈｚ， Ｈ⁃３， ３′）， ７ ３９ （２Ｈ， ｓ， Ｈ⁃５， ５′）， ７ １７
（２Ｈ， ｄ， Ｊ＝ ７ ９ Ｈｚ， Ｈ⁃６， ６′）， １ ３７ （１８Ｈ， ｓ， Ｈ⁃８，
９， １０， ８′， ９′， １０′）， １ ３２ （１８Ｈ， ｓ， Ｈ⁃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２′， １３′， １４′）；１３ Ｃ⁃ＮＭＲ （ １２５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 δ：
１４７ ２ （ Ｃ⁃１， １）， １４７ ８ （ Ｃ⁃２， ２′）， １２４ ６ （ Ｃ⁃３，
３′）， １３８ ６ （Ｃ⁃４， ４′）， １２４ １ （Ｃ⁃５， ５′）， １１９ ２ （Ｃ⁃
６， ６′）， ３５ ０ （ Ｃ⁃７， ７′）， ３１ ６ ［ Ｃ⁃８， ９， １０ （８′，
９′， １０′） ］， ３４ ６ ［ Ｃ⁃１１ （ １１′） ］， ３０ ３ ［ Ｃ⁃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２′， １３′， １４′） ］。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７⁃８］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２， ２′⁃氧代双 （ １， ４⁃二叔

丁苯）。
化合物 ２： 不定形粉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１２５

［ Ｍ⁃Ｈ］ －。１Ｈ⁃ＮＭＲ （ 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９ ５３
（１Ｈ， ｓ， ⁃ＣＨＯ）， ７ ３９ （１Ｈ， ｄ， Ｊ ＝ ３ ６ Ｈｚ， Ｈ⁃３），
６ ５８ （ １Ｈ， ｄ， Ｊ ＝ ３ ６ Ｈｚ， Ｈ⁃４）， ４ ６２ （ ２Ｈ， ｓ，
ＣＨ２⁃７）；１３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６３ １ （Ｃ⁃
２）， １２４ ９ （ Ｃ⁃３）， １１０ ９ （ Ｃ⁃４）， １５３ ８ （ Ｃ⁃５），
１７９ ４ （Ｃ⁃６）， ５７ ６ （Ｃ⁃７）。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９］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５⁃羟甲基糠醛。

化合物 ３： 黄色油状物。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１９５
［ Ｍ⁃Ｈ］ －。１Ｈ⁃ＮＭＲ （ 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６ ６７
（１Ｈ， ｄ， Ｊ ＝ ８ ０ Ｈｚ， Ｈ⁃５）， ６ ６３ （１Ｈ， ｄ， Ｊ ＝ １ ８
Ｈｚ， Ｈ⁃２）， ６ ５０ （１Ｈ， ｄｄ， Ｊ ＝ ８ ０， １ ８ Ｈｚ， Ｈ⁃６），
３ ６０ （３Ｈ， ｓ， ⁃ＯＣＨ３）， ２ ７３ （２Ｈ， ｔ， Ｊ ＝ ７ ６ Ｈｚ，
Ｈ⁃８）， ２ ５３ （ ２Ｈ， ｔ， Ｊ ＝ ７ ６ Ｈｚ， Ｈ⁃７）；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３３ ５ （Ｃ⁃１）， １１６ ３ （ Ｃ⁃
２）， １４４ ５ （ Ｃ⁃３）， １４６ ０ （ Ｃ⁃４）， １１６ ３ （ Ｃ⁃５），
１２０ ５ （Ｃ⁃６）， ３１ ３ （Ｃ⁃７）， ３６ ９ （Ｃ⁃８）， １７５ ４ （Ｃ⁃
９）， ５２ ０ （⁃ＯＣＨ３）。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０］ 基本

一致， 故鉴定为 ３， ４⁃二羟基苯丙酸甲酯。
化合物 ４： 黄色油状物。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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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Ｈ］ －。１Ｈ⁃ＮＭＲ （ 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６ ６６
（１Ｈ， ｄ， Ｊ ＝ ８ ０ Ｈｚ， Ｈ⁃５）， ６ ６２ （１Ｈ， ｄ， Ｊ ＝ １ ６
Ｈｚ， Ｈ⁃２）， ６ ４９ （１Ｈ， ｄｄ， Ｊ ＝ ８ ０， １ ６ Ｈｚ， Ｈ⁃６），
３ ６４ （３Ｈ， ｓ， ⁃ＯＣＨ３）， ２ ９９ （２Ｈ， ｓ， Ｈ⁃７）；１３ Ｃ⁃
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３０ ５ （Ｃ⁃１）， １１６ ８
（Ｃ⁃２）， １４５ ０ （Ｃ⁃３）， １４６ １ （Ｃ⁃４）， １１６ ３ （Ｃ⁃５），
１２１ １ （ Ｃ⁃６）， ３５ １ （ Ｃ⁃７）， １７１ ０ （ Ｃ⁃８）， ５２ ９
（⁃ＯＣＨ３）。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１］ 基本一致， 故

鉴定为 ３， ４⁃二羟基苯乙酸甲酯。
化合物 ５： 黄色油状物。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１７９

［ Ｍ⁃Ｈ］ －。１Ｈ⁃ＮＭＲ （ 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７ ０２
（２Ｈ， ｄ， Ｊ ＝ ８ ５ Ｈｚ， Ｈ⁃５， ９）， ６ ７２ （２Ｈ， ｄ， Ｊ＝
８ ５ Ｈｚ， Ｈ⁃６， ８）， ３ ６３ （ ３Ｈ， ｓ， ⁃ＯＣＨ３ ）， ２ ８１
（２Ｈ， ｔ， Ｊ ＝ ７ ６ Ｈｚ， Ｈ⁃３）， ２ ５７ （２Ｈ， ｔ， Ｊ ＝ ７ ６
Ｈｚ， Ｈ⁃２）；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 δ： １７５ ３
（Ｃ⁃ｌ）， ３７ ０ （ Ｃ⁃２）， ３１ １ （ Ｃ⁃３）， １３２ ７ （ Ｃ⁃４），
１３０ ２ （Ｃ⁃５， ９）， １１６ ２ （Ｃ⁃６， ８）， １５６ ７ （Ｃ⁃７），
５２ ０ （⁃ＯＣＨ３）。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２］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ｍｅｔｈｙｌ ３⁃ （ｐ⁃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ｈｅｎｙｌ） ｐｒｏｐｉｏｎａｔｅ。

化合物 ６： 黄色油状物。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１６５
［ Ｍ⁃Ｈ］ －。１Ｈ⁃ＮＭＲ （ 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６ ９８
（２Ｈ， ｄ， Ｊ ＝ ８ ６ Ｈｚ， Ｈ⁃４， ８）， ６ ６７ （２Ｈ， ｄ， Ｊ＝
８ ６ Ｈｚ， Ｈ⁃５， ７）， ３ ６３ （ ３Ｈ， ｓ， ⁃ＯＣＨ３ ）， ３ ０４
（２Ｈ， ｓ， Ｈ⁃２）；１３ Ｃ⁃ＮＭＲ （ １２５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７１ ０ （ Ｃ⁃ｌ）， ３５ ０ （ Ｃ⁃２）， １２９ ８ （ Ｃ⁃３）， １３０ ８
（Ｃ⁃４， ８）， １１６ ３ （ Ｃ⁃５， ７）， １５７ ３ （ Ｃ⁃６）， ５２ ８
（⁃ＯＣＨ３）。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３］ 基本一致， 故

鉴定为对羟基苯乙酸甲酯。
化合物 ７： 黄色油状物。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２１１

［Ｍ⁃Ｈ］ －。１Ｈ⁃ＮＭＲ （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６ ７０ ～
６ ６７ （２Ｈ， ｍ， Ｈ⁃２′， ５′）， ６ ５５ （１Ｈ， ｄｄ， Ｊ ＝ ８ １，
２ ０ Ｈｚ， Ｈ⁃６′）， ４ ３１ （１Ｈ， ｄｄ， Ｊ＝ ７ ４， ５ ２ Ｈｚ， Ｈ⁃
１）， ３ ７０ （３Ｈ， ｓ， Ｈ⁃４）， ２ ９１ （１Ｈ， ｄｄ， Ｊ ＝ １３ ８，
５ ２ Ｈｚ， Ｈ⁃２）， ２ ７９ （１Ｈ， ｄｄ， Ｊ ＝ １３ ９， ７ ４ Ｈｚ，
Ｈ⁃３）；１３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７６ ４ （Ｃ⁃
１）， ７３ ９ （ Ｃ⁃２ ）， ４１ ６ （ Ｃ⁃３ ）， ５２ ８ （ Ｃ⁃４ ），
１３０ ４ （ Ｃ⁃１′）， １１８ １ （ Ｃ⁃２′）， １４６ ６ （ Ｃ⁃３′），
１４５ ６ （Ｃ⁃４′）， １１６ ７ （Ｃ⁃５′）， １２２ ３ （Ｃ⁃６′）。 以

上数据与文献 ［１４］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３⁃ （３，
４⁃二羟基苯基） ⁃２⁃羟基丙酸甲酯。

化合物 ８： 淡黄色粉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３５７
［Ｍ⁃Ｈ］ －。１ Ｈ⁃ＮＭＲ （ＤＭＳＯ⁃ｄ６， ５００ ＭＨｚ） δ： ７ ７９
（２Ｈ， ｄ， Ｊ ＝ ８ ８ Ｈｚ， Ｈ⁃２′， ６′）， ６ ９３ （２Ｈ， ｄ， Ｊ ＝
８ ８ Ｈｚ， Ｈ⁃３′， ５′）， ６ ７９ （ １Ｈ， ｓ， Ｈ⁃８）， ６ ４６

（１Ｈ， ｓ， Ｈ⁃６）， ５ ５５ （１Ｈ， ｓ， Ｈ⁃１″）， ５ ３１ （１Ｈ，
ｂｒｓ， Ｈ⁃１‴）， １ １３ （３Ｈ， ｄ， Ｊ＝ ６ １ Ｈｚ， Ｈ⁃６″）， ０ ７９
（３Ｈ， ｄ， Ｊ ＝ ５ ７ Ｈｚ， Ｈ⁃６‴）；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１５６ １ （ Ｃ⁃２）， １３４ ６ （ Ｃ⁃３）， １７７ ９
（Ｃ⁃４）， １６０ ９ （Ｃ⁃５）， ９８ ５ （Ｃ⁃６）， １６１ ７ （Ｃ⁃７），
９４ ６ （Ｃ⁃８）， １５７ ８ （Ｃ⁃９）， １０５ ８ （Ｃ⁃１０）， １２０ ３
（ Ｃ⁃１′）， １３０ ７ （ Ｃ⁃２′， ６′）， １１５ ４ （ Ｃ⁃３′， ５′），
１６０ ２ （Ｃ⁃４′）， １０１ ９ （Ｃ⁃１″）， ６９ １ （Ｃ⁃２″）， ７０ ６
（Ｃ⁃３″）， ７１ ２ （Ｃ⁃４″）， ６９ ５ （Ｃ⁃５″）， １７ ４ （Ｃ⁃６″），
９９ ４ （Ｃ⁃１‴）， ６９ ５ （Ｃ⁃２‴）， ７０ ０ （Ｃ⁃３‴） ７１ ６ （Ｃ⁃
４‴）， ６９ ２ （Ｃ⁃５‴）， １６ ９ （Ｃ⁃６‴）。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５］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山柰酚⁃３⁃Ｏ⁃α⁃Ｌ⁃吡喃鼠

李糖⁃７⁃Ｏ⁃α⁃Ｌ⁃吡喃鼠李糖苷。
化合物 ９： 白色粉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５９３ ［Ｍ⁃

Ｈ］ －。１Ｈ⁃ＮＭＲ （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７ ８５ （１Ｈ， ｄ，
Ｊ＝ ８ １ Ｈｚ， Ｈ⁃３）， ５ ７６ （１Ｈ， ｄ， Ｊ＝ ５ ４ Ｈｚ， Ｈ⁃１′），
５ ６５ （１Ｈ， ｄ， Ｊ ＝ ８ １ Ｈｚ， Ｈ⁃４）， ４ ０１ （２Ｈ， ｔ， Ｊ ＝
４ ７， Ｈ⁃２′）， ３ ９６ （１Ｈ， ｍ， Ｈ⁃３′）， ３ ６１ （１Ｈ， ｄｄ，
Ｊ＝ １１ ８， ２ ３ Ｈｚ， Ｈ⁃５′ａ）， ３ ５４ （１Ｈ， ｄｄ， Ｊ＝ １１ ８，
２ ３ Ｈｚ， Ｈ⁃５′ ｂ） ３ ４３ （ １Ｈ， ｍ， Ｈ⁃４′）；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６４ １ （Ｃ⁃１）， １５１ ３ （ Ｃ⁃
２）， １４１ ５ （ Ｃ⁃３）， １０２ ３ （ Ｃ⁃６）， ８８ ３ （ Ｃ⁃１′），
７４ ０ （Ｃ⁃２′）， ８５ ３ （Ｃ⁃３′）， ７０ ４ （Ｃ⁃４′）， ６１ ４ （Ｃ⁃
５′）。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６］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ｔｕｒｒｅａｎｏｎｅ。
化合物 １０： 白色粉末。 ＥＳＩ⁃ＭＳ ｍ／ ｚ： ７０５ ［Ｍ ＋

Ｎａ］ ＋。１Ｈ⁃ＮＭＲ （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７ １２ （２Ｈ，
ｄ， Ｊ＝ ８ ５ Ｈｚ， Ｈ⁃５， ５′）， ７ ００ （２Ｈ， ｄ， Ｊ＝ １ ５ Ｈｚ，
Ｈ⁃２， ２′）， ６ ８９ （２Ｈ， ｄｄ， Ｊ ＝ ８ ５， １ ５ Ｈｚ， Ｈ⁃６，
６′）， ４ ８５ （ ２Ｈ，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ｅｄ， ＧｌｃＨ⁃１， ＧｌｃＨ⁃１′），
４ ７３ （２Ｈ， ｄ， Ｊ＝ ３ ８ Ｈｚ， Ｈ⁃７， ７′）， ４ ２２ （２Ｈ， ｍ，
Ｈ⁃９β， ９′ β）， ３ ８５ （ ２Ｈ， ｍ， Ｈ⁃９α， ９′ α）， ３ ８４
（６Ｈ， ｓ， ⁃ＯＣＨ３）， ３ ６６ （２Ｈ， ｍ， １２ ０ Ｈｚ， ＧｌｃＨ⁃６，
ＧｌｃＨ⁃６′ β）， ３ ３６ ～ ３ ４９ （ １０Ｈ， ｍ， ＧｌｃＨ⁃２ ～ ５，
ＧｌｃＨ⁃６α， ＧｌｃＨ⁃２′ ～ ５′， ＧｌｃＨ⁃６′α）， ３ ０９ （２Ｈ， ｍ，
Ｈ⁃８， ８′）；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３７ ４
（Ｃ⁃１， １′）， １１１ ６ （ Ｃ⁃２， ２′）， １５０ ９ （ Ｃ⁃３， ３′），
１４７ ５ （Ｃ⁃４， ４′）， １１８ ０ （Ｃ⁃５， ５′）， １１９ ８ （Ｃ⁃６，
６′）， ８７ １ （Ｃ⁃７， ７′）， ５５ ５ （Ｃ⁃８， ８′）， ７２ ８ （Ｃ⁃９，
９′）， １０２ ８ （ ＧｌｃＣ⁃１， ＧｌｃＣ⁃１′）， ７４ ９ （ ＧｌｃＣ⁃２，
ＧｌｃＣ⁃２′）， ７８ ２ （ＧｌｃＣ⁃３， ＧｌｃＣ⁃３′）， ７１ ３ （Ｇｌｃ Ｃ⁃４，
ＧｌｃＣ⁃４′）， ７７ ８ （ＧｌｃＣ⁃５， ＧｌｃＣ⁃５′）， ６２ ５ （ＧｌｃＣ⁃６，
ＧｌｃＣ⁃６′）， ５６ ７ （⁃ＯＣＨ３）。 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７］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 ＋） ⁃松脂酚⁃４， ４′⁃Ｏ⁃二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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喃葡萄糖苷。
化合物 １１： 不定形粉末。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７０５

［Ｍ⁃Ｈ］ －１。１Ｈ⁃ＮＭＲ （ 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７ ７５
（１Ｈ， ｄ， Ｊ＝ １５ ９ Ｈｚ， Ｈ⁃α）， ７ １７ （１Ｈ， ｄ， Ｊ ＝ ８ ４
Ｈｚ， Ｈ⁃５′）， ６ ８０ （１Ｈ， ｄ， Ｊ ＝ ８ ４ Ｈｚ， Ｈ⁃５）， ６ ７８
（１Ｈ， ｂｒｓ， Ｈ⁃２′）， ６ ７４ （１Ｈ， ｄ， Ｊ＝ ８ ４ Ｈｚ， Ｈ⁃６），
６ ７０ （１Ｈ， ｄ， Ｊ＝ ８ ４ Ｈｚ， Ｈ⁃６′）， ６ ２６ （１Ｈ， ｄ， Ｊ＝
１５ ９ Ｈｚ， Ｈ⁃β）， ５ ８７ （１Ｈ， ｄ， Ｊ ＝ ４ ８ Ｈｚ， Ｈ⁃２），
４ ３１ （ １Ｈ， ｄ， Ｊ ＝ ４ ８ Ｈｚ， Ｈ⁃３）；１３ Ｃ⁃ＮＭＲ （ １２５
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 δ： ８８ ９ （Ｃ⁃２）， ５７ ７ （Ｃ⁃３）， １３３ ８
（Ｃ⁃３ａ）， １２７ ４ （ Ｃ⁃４）， １１８ ２ （ Ｃ⁃５）， １１６ ４ （ Ｃ⁃
６）， １４６ ８ （Ｃ⁃７）， １４８ ８ （ Ｃ⁃７ａ）， １４３ ４ （ Ｃ⁃α），
１１７ ６ （Ｃ⁃β）， １２４ ７ （Ｃ⁃１′）， １１３ ４ （Ｃ⁃２′）， １４６ ６
（Ｃ⁃３′）， １４４ ９ （Ｃ⁃４′）， １２１ ５ （Ｃ⁃５′）， １１８ ２ （Ｃ⁃
６′）， １７５ ２ （⁃ＣＯＯＨ）， １７０ ７ （β⁃Ｃ）。 以上数据与

文献 ［１８］ 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甘西鼠尾草酸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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