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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研究晚红瓦松全草的化学成分。方法 采用柱层析(CC)对晚红瓦松植物中的提取物进行分离提纯，并利用现

代波谱方法分析鉴定，确定化合物的结构。结果 从该植物的甲醇提取物中分离出4个化合物，它们的结构分别鉴定为：木栓醇

(1)、β-谷甾醇(2)、 齐墩果酸(3)、三十二烷酸(4)。结论 化合物 1～4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获得。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 景天科】 景天科】 景天科】 景天科,晚晚晚晚红红红红瓦松瓦松瓦松瓦松,化化化化学学学学成分成分成分成分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orostachys erudescens.Methods The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by means of 

silica gel column chromatography (CC) and elucidated by spectroscopic experiments.Results Four compounds were obtained and 

established as friedelinol (1),β-sitosterol (2),oleanolic acid (3) and lacceroic acid (4).Conclusion Compounds 1～4 have been isolated from 

this plant for the firs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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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松(orostachys fimbriatus)为景天科瓦松属植物，分布于河南、辽宁、江苏、浙江等地，全草入药，具有清热解毒、止渴、

止血、活血、收敛之效[1]。研究表明，瓦松对治疗宫颈糜烂等妇科病也有较好的疗效[2]。晚红瓦松(orostachys erudescens)也为景

天科瓦松属植物，具有与瓦松类似的药理作用，但对晚红瓦松的化学成分研究未见报道。为更好了解晚红瓦松的生物活性及作用

机制，作者对晚红瓦松进行了植物化学研究,从其甲醇提取物中经硅胶柱层析分离出4个化合物，并利用现代波谱分析方法对化合

物进行了结构鉴定。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晚红瓦松(orostachys erudescens)采自河南省桐柏县，植物标本由河南农业大学朱长山教授鉴定。 

  1.2 仪器与试剂 

  X4显微熔点测定仪：北京光电设备厂;Perkin Elmer 341自动记录旋光仪:美国,Perkin-Elmer公司;Nicolet 170 SX FT-IR红外光谱

仪:美国，Nicolet公司;Bruker-400型核磁共振波谱仪：德国，Bruker 公司;HP-5988A GC/MS 质谱仪：美国，HP公司;柱层析用硅胶

(200～300 目)及薄层层析用硅胶GF254(10～40 μm)均由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1.3 提取分离方法 

  晚红瓦松全草9.0 kg，经粉碎后，用工业甲醇(30 L)在室温下浸泡提取5次，减压蒸馏，得总浸膏580 g，用75 ℃ 热水溶解

后，其悬浮液用乙酸乙酯(3L)进行萃取，得乙酸乙酯部分浸膏300 g。硅胶(200～300目)柱层析,石油醚(60 ℃～90 ℃)/乙酸乙酯(1

0,30 1，20 1,10 1,5 1,3 1,2 1,1 1,0 1)梯度洗脱，然后分别用石油醚(60 ℃～90 ℃)/乙酸乙酯和石油醚(60 ℃～90 ℃)/

丙酮反复柱层析或薄层层析纯化,分别得到化合物1～4。 

  1.4 鉴定方法 

  通过核磁共振(1H NMR，13C NMR和DEPT)、质谱(MS)、红外(IR)等现代波谱方法分析鉴定，并与标准品对照熔点及薄层

层析比移值(Rf)，确定化合物1～4的结构。 

  2 结果 

  化合物1～4 的结构分别鉴定为：木栓醇(1)、β-谷甾醇(2)、 齐墩果酸(3)和三十二烷酸(4)。结构见图1。 

  3 讨论 

  作者通过对晚红瓦松进行植物化学研究,从其甲醇提取物中分离出4个化合物，且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获得。化合物1～4 

的结构推断如下。 

  FAB-MS给出离子峰[M+1]+m/z 429，结合13C NMR和DEPT光谱数据，推断分子式为C30H52O。在1H NMR光谱图中，显

示出1个连氧CH信号δ3.72(1H，m) 和8个CH3信号，其中1个CH3为d峰 (δ 0.93,3H,d,J=6.8 Hz)。另外结合13C NMR和DEPT图

谱，化合物显示出8×CH3，11×CH2，5×CH，6×C，初步推断出化合物为五环三萜木栓醇[3-4]，EI-MS裂解规律与文献报道

的木栓醇基本一致[5]，故确定化合物1的结构为木栓醇。 

  EI-MS给出分子离子峰[M]+m/z 414,结合其他波谱数据，推出化合物的分子式为C29H50O。与标准样品β-谷甾醇比较，Rf值

相同，且混合物熔点不下降，确定为β-谷甾醇[6]。 

  根据EI-MS[M]+m/z 456，结合1H NMR和13C NMR光谱数据，推知其分子式为C30H48O3。在13C NMR光谱中，显示30个

碳的信号，其中有7个CH3信号(15.3,15.5,17.1,23.5，25.9,28.1,33.0)，1个双键信号(122.5,143.6)，1个羰基信号(δ 180.0 s)，与文献

值进行对照[7-8]，推测化合物3应为齐墩果酸。 

  EI-MS显示分子离子峰[M]+m/z 480，结合其它波谱数据推断分子式为C32H64O2。红外光谱(νmax)显示出有1个羰基 (1707 

cm-1)，1个羧羟基宽峰 (2 650～3 500 cm-1) 以及长链烃(724 cm-1，(CH2)n≥4)。确定化合物结构式为三十二烷酸,光谱数据与文

献报道基本一致[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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