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８，３０（２）：１８７～１９０ 犆犖５３－１０４５／犖 犐犛犛犖０２５８－７９７１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犢狌狀狀犪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剑叶木姜子的化学成分研究

李来伟１，杨 姝２，羊晓东１，赵静峰１，李 良１

（１．云南大学 教育部自然资源药物化学重点实验室，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２．云南农业大学 基础与信息工程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０１）

摘要：对剑叶木姜子（犔犻狋狊犲犪犾犪狀犮犻犳狅犾犻犪）的化学成分进行研究．采用硅胶柱层析、重结晶等分离手段从中分

离纯化得到８个化合物，通过现代波谱技术和理化常数测定鉴定了它们的结构，其中３个为异喹啉生物碱：犾犻狋

狊犲犵犾狌狋犻狀犲犃（１），狆犺犪狀狅狊狋犲狀犻狀犲（２），犼狌狕犻狆犺犻狀（３）；同时还得到（犈）－６－犺狔犱狉狅狓狔－４，６－犱犻犿犲狋犺狔犾－３－犺犲狆狋犲狀犲－２－

狅狀犲（４），香草醛（狏犪狀犻犾犾犻狀，５），香草酸（狏犪狀犻犾犾犻犮犪犮犻犱，６），β－谷甾醇（７）及β胡萝卜苷（８）．以上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

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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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叶木姜子（犔犻狋狊犲犪犾犪狀犮犻犳狅犾犻犪）系樟科（犔犪狌狉犪犮犲犪犲）木姜子属植物．该属植物主要分布在热带及亚热带

地区［１］．我国约有７２种，其中有１７种可入药．本属植物味辛性温，对抗过敏、抗心律失常、平喘、镇痛、消化

不良，均有很好疗效［２，３］．文献报道该属植物的化学成分主要有生物碱、黄酮、木脂素、丁内酯、黄酮、倍半

萜、三萜、脂肪酸、挥发油等类型的化合物［４］．剑叶木姜子产于云南省南部地区海拔１５００～２５００犿山地，

为滇南地区民族民间常用的药用植物，其化学成分研究至今未见报道．我们对采自云南临沧地区的剑叶木

姜子进行了化学成分研究，从中分离鉴定了８个化合物，其中３个为异喹啉生物碱：犾犻狋狊犲犵犾狌狋犻狀犲犃（１）、

狆犺犪狀狅狊狋犲狀犻狀犲（２）、犼狌狕犻狆犺犻狀（３），同时还得到了（犈）－６－犺狔犱狉狅狓狔－４，６－犱犻犿犲狋犺狔犾－３－犺犲狆狋犲狀犲－２－狅狀犲（４）、

香草醛（狏犪狀犻犾犾犻狀，５）、香草酸（狏犪狀犻犾犾犻犮犪犮犻犱，６）、β－谷甾醇（７）及β－胡萝卜苷（８）．以上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

植物中分离得到．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仪器和材料 熔点用犡犜－４显微熔点测定仪测定（温度计未校正），犕犛用犞犌犃狌狋狅狊狆犲犮－３０００型质

谱仪测定，犖犕犚用犅狉狌犽犲狉犃犞－３００型超导核磁共振仪测定（犜犕犛内标，犆犇犆犾３或犆犇３犗犇作溶剂），柱层

析硅胶为青岛海洋化工厂出产，犜犔犆亦采用该厂生产的犌犉２５４高效硅胶板，显色剂用５％硫酸－乙醇溶

液和碘化铋钾生物碱显色试剂，其它试剂为化学纯或分析纯．剑叶木姜子（犔犻狋狊犲犪犾犪狀犮犻犳狅犾犻犪）于２００４年１０

月采于云南临沧市，经中科院昆明植物所陈渝研究员鉴定，现存放于云南大学教育部植物资源药物化学重

点实验室天然药物化学课题组．

１．２ 提取分离 ３６犽犵剑叶木姜子枝叶粗粉，用９５％的工业乙醇冷浸提取４次（每次５犱），合并提取液，减

压浓缩得粗提物．将粗提物悬溶于水中，分别以石油醚、乙醚、乙酸乙酯、正丁醇萃取，得石油醚部分１０５犵，

乙醚部分１２０犵，乙酸乙酯部分１６５犵，正丁醇部分２００犵．然后分别用硅胶柱反复层析得到８个化合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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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乙醚部分经硅胶柱反复层析，用石油醚／乙酸乙酯溶剂体系梯度洗脱得到化合物５（１１犿犵）、６（１０犿犵）、７

（５３犿犵）、８（１５犿犵）．乙酸乙酯部分经硅胶柱反复层析，用石油醚／乙酸乙酯和氯仿／甲醇溶剂体系梯度洗脱

得到化合物３（１３犿犵）、４（１４犿犵）．正丁醇部分经硅胶柱反复层析，用氯仿／甲醇／三乙胺溶剂体系梯度洗脱

得到化合物１（６６犿犵）、２（１１犿犵）．

图１ 剑叶木姜子中的异喹啉生物碱和非异喹啉生物碱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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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构鉴定

２．１ 化合物１ 棕色粉末，分子式为：犆１８犎１７犖犗４，犈犐－犕犛：３１１（４０，犕
＋），３１０（１００，［犕－１］＋），２９５（５），

２８２（１５），２７９（２５），２６７（９），２５１（１０），２３７（３）．１犎犖犕犚（３００犕犎狕，犆犇３犗犇）δ：７．５４（１犎，狊，犎－１１），６．５９

（１犎，狊，犎－８），６．４２（狊，犎－３），５．９５，５．８１（犫狉．狊，犲犪犮犺１犎，—犗—犆犎２—犗—），３．８０（１犎，犱犱，犑＝１４．１，４．６

犎狕，犎－６犪），３．７４（狊，３犎，犆犎３犗），３．２６（犿，１犎，犎－５），２．９１（犿，１犎，犎－４），２．８９（犿，１犎，犎－５），２．７０（１犎，

犱犱，犑＝１４．１，４．６犎狕，犎－７α），２．５８（犿，１犎，犎－４），２．５２（１犎，犱犱，犑＝１４．１，１４．１犎狕，犎－７β）；
１３犆犖犕犚（７５

犕犎狕，犆犇３犗犇）δ：１４３．７（犆－１），１４８．７（犆－２），１０７．８（犆－３），１２７．３（犆－３犪），２８．９（犆－４），４３．８（犆－５），

４９．５（犆－６犪），３６．１（犆－７），１２９．１（犆－７犪），１１６．１（犆－８），１４７．９（犆－９），１４７．５（犆－１０），１１２．３（犆－１１），

１２３．７（犆－１１犪），１１７．８（犆－１１犫），１２６．４（犆－１１犮），５６．６（犆犎３犗），１０２．１（—犗—犆犎２—犗—）．以上波谱数据

与犾犻狋狊犲犵犾狌狋犻狀犲犃
［５］一致，故化合物１确定为犾犻狋狊犲犵犾狌狋犻狀犲犃．

２．２ 化合物２ 棕色粉末，分子式为：犆１９犎１９犖犗４，犿．狆．２０９～２１０℃，
１犎犖犕犚（３００犕犎狕，犆犇３犗犇）δ：７．６４

（１犎，狊，犎－１１），６．７０（１犎，狊，犎－８），６．５０（狊，犎－３），５．９５，５．８１（犫狉，狊，犲犪犮犺１犎，—犗—犆犎２—犗—），３．８２

（１犎，犱犱，犑＝１４．０，４．６犎狕，犎－６犪），３．７５（狊，犆犎３犗），３．３０（犿，１犎，犎－５），２．９７（犿，１犎，犎－４），２．９４（犿，１犎，

犎－５），２．７５（１犎，犱犱，犑＝１４．０，４．６犎狕，犎－７α），２．６２（犿，１犎，犎－４），２．５６（１犎，犱犱，犑＝１４．０，１４．０犎狕，犎－

７β），２．４６（狊，３犎，犖－犆犎３）；
１３犆犖犕犚（７５犕犎狕，犆犇３犗犇）δ：１４３．１（犆－１），１４８．５（犆－２），１０７．８（犆－３），

１２７．６（犆－３犪），２９．３（犆－４），４３．９（犆－５），４９．０（犆－６犪），３６．４（犆－７），１２９．４（犆－７犪），１１６．０（犆－８），１４７．８

（犆－９），１４７．４（犆－１０），１１２．３（犆－１１），１２３．８（犆－１１犪），１１７．７（犆－１１犫），１２７．２（犆－１１犮），５６．５（犆犎３犗），

４０．５（犖—犆犎３），１０２．５（—犗—犆犎２—犗—）．以上波谱数据与狆犺犪狀狅狊狋犲狀犻狀犲
［６］一致，故化合物２确定为

狆犺犪狀狅狊狋犲狀犻狀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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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化合物３ 棕色粉末，分子式为：犆１８犎２１犖犗３，犿．狆．１５８～１５９℃，
１犎犖犕犚（３００犕犎狕，犆犇犆犾３）δ：７．０６

（２犎，犱，犑＝８．４犎狕，犎－２′，犎－６′），６．７５（１犎，犱，犑＝８．３犎狕，犎－６），６．６３（１犎，犱，犑＝８．３犎狕，犎－５），６．４８

（２犎，犱，犑＝８．４犎狕，犎－３′，犎－５′），４．２２（１犎，犱犱，犑＝９．９，２．９犎狕，犎－１），３．８０（狊，犆犎３犗），３．３７（１犎，犿，犎－

３），３．０９（１犎，犱犱，犑＝１４．６，２．９犎狕，犎－１犪），２．９２（１犎，犿，犎－４），２．９０（１犎，犿，犎－３），２．７８（１犎，犿，犎－

１犪），２．５２（１犎，犿，犎－４），２．４２（狊，３犎，犖—犆犎３）；
１３犆犖犕犚（７５犕犎狕，犆犇犆犾３）δ：６０．５（犆－１），４４．０（犆－３），

２２．２（犆－４），１２４．１（犆－４犪），１１９．５（犆－５），１０９．１（犆－６），１４４．３（犆－７），１４２．６（犆－８），１２６．８（犆－８犪），

３８．８（犆－１犪），１３１．４（犆－１′），１２９．８（２犆，犆－２′，犆－６′），１１５．６（２犆，犆－３′，犆－５′），１５４．５（犆－４′），４１．９

（犖—犆犎３），５６．１（犗犆犎３）．以上波谱数据与犼狌狕犻狆犺犻狀
［７］一致，故化合物３确定为犼狌狕犻狆犺犻狀．

２．４ 化合物４ 无色液体，分子式为：犆９犎１６犗２，
１犎犖犕犚（３００犕犎狕，犆犇犆犾３）δ：６．０１（狊，１犎，犎－３），４．２５

（犫狉．狊，１犎，—犗犎），２．５６（狊，２犎，犎－５），２．１４（狊，３犎，犎－１），１．８８（狊，３犎，犎－８），１．２３（狊，６犎，犎－７，犎－９）；

１３犆犖犕犚（７５犕犎狕，犆犇犆犾３）δ：２７．８（犆－１），２０２．３（犆－２），１２４．５（犆－３），１５７．４（犆－４），５３．８（犆－５），６９．８

（犆－６），２１．０（犆－８），２９．３（犆－７，犆－９）．以上波谱数据与（犈）－６－犺狔犱狉狅狓狔－４，６－犱犻犿犲狋犺狔犾－３－犺犲狆狋犲狀犲

－２－狅狀犲
［８］一致，故确定化合物４为：（犈）－６－犺狔犱狉狅狓狔－４，６－犱犻犿犲狋犺狔犾－３－犺犲狆狋犲狀犲－２－狅狀犲．

２．５ 化合物５ 无色针状晶体，分子式：犆８犎８犗３，犿．狆．１４７～１４８℃，犈犐－犕犛：１５２［犕
＋］，１３７，１３５，１２３，

１０９，９１，８１，７７．１犎犖犕犚（３００犕犎狕，犆犇犆犾３）δ：９．８１（１犎，狊，犆犎犗），７．４１（２犎，犿，犎－２，犎－６），７．０３（１犎，犱，犑

＝８．８犎狕，犎－５），６．２０（１犎，犫狉，狊，犗犎），３．８５（３犎，狊，犆犎３犗）；
１３犆犖犕犚（７５犕犎狕，犆犇犆犾３）δ：１２９．９（犆－１），

１０８．７（犆－２），１４７．１（犆－３），１５１．７（犆－４），１１４．４（犆－５），１２７．５（犆－６），１９０．８（犆犎犗），５６．１（犆犎３犗）．以上

波谱数据与香草醛（犞犪狀犻犾犾犻狀）
［９］一致，故化合物５确定为香草醛（犞犪狀犻犾犾犻狀）．

２．６ 化合物６ 无色针状晶体，分子式：犆８犎８犗４，犿．狆．２１３～２１５℃，犈犐－犕犛：１６８［犕
＋］，１犎犖犕犚（３００

犕犎狕，犆犇犆犾３）δ：７．４７（２犎，犿，犎－２，犎－６），６．７８（１犎，犱，犑＝８．２犎狕，犎－５），３．７７（３犎，狊，犆犎３犗）；
１３犆犖犕犚

（７５犕犎狕，犆犇犆犾３）δ：１２３．１（犆－１），１１３．６（犆－２），１５２．２（犆－３），１４８．２（犆－４），１１５．６（犆－５），１２４．９（犆－

６），１６７．６（犆犗犗犎），５６．４（犆犎３犗）．以上波谱数据与香草酸（狏犪狀犻犾犾犻犮犪犮犻犱）
［１０］一致，故化合物６确定为香草酸

（狏犪狀犻犾犾犻犮犪犮犻犱）．

２．７ 化合物７ 白色针状晶体，与β－谷甾醇标准品进行犜犔犆对照，在多种溶剂系统中犚犳值一致，且混

合熔点不下降，犿．狆．１３６～１３７℃．所以确定化合物７为β－谷甾醇（β－狊犻狋狅狊狋犲狉狅犾）．

２．８ 化合物８ 白色粉末，与β－胡萝卜苷标准品进行对照，在多种溶剂系统中犚犳值一致，且显色过程相

同，故确定化合物８为β－胡萝卜苷（β－犱犪狌犮狅狊狋犲狉狅犾）．

３ 结果与讨论

生物碱是木姜子属植物的主要化学成分之一，而异喹啉生物碱广泛存在于该属植物中［１１，１２］．本文所

分到的化合物１（犾犻狋狊犲犵犾狌狋犻狀犲犃）、３（犼狌狕犻狆犺犻狀）都是异喹啉生物碱，化合物２（狆犺犪狀狅狊狋犲狀犻狀犲）是首次从木姜子

属植物中分到的异喹啉生物碱．据文献报道，木姜子属植物中的生物碱有抗菌、抗炎、抗过敏、抗肿瘤、镇

痛、镇静、强心、降血压等生物活性［１１］．此外，本文所分离到的化合物４（（犈）－６－犺狔犱狉狅狓狔－４，６－犱犻犿犲狋犺狔犾

－３－犺犲狆狋犲狀犲－２－狅狀犲）具有杀蚊活性
［８］．因此，我们将对剑叶木姜子的化学成分做生物活性研究，从而为

该植物的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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