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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红花岩黄芪化学成分进行研究 ∀方法  用溶剂法 !色谱法提取分离化学成分 用波谱法鉴定其

结构 ∀结果  从红花岩黄芪中分离得到 个化合物 Β2谷甾醇1 芒柄花素羟基2χ2甲氧基异黄酮2 白桦脂酸

3  2二羟基2 2二甲氧基紫檀烯4  2二羟基2χ2甲氧基22异戊烯基异黄酮5和金雀花异黄素 2二羟基2

χ2甲氧基异黄酮6 ∀结论  化合物 4 为新化合物 其他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获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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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科∏岩黄芪属 Ηεδψσαρυµ 

的一些植物有补气固表 !利尿解毒 !排脓 !敛疮生肌

等功效 ∀红芪 Ηπολψβοτρψσ 2作为重要

的中药载入5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6年版 ∀红

花岩黄芪 Ηµυλτιϕυγυµ ¬在新疆 !青海 !甘肃

和内蒙古等地资源丰富 可作为红芪代用品≈ ∀为

给资源开发 !寻找活性成分及化学分类等提供依据 

作者对红花岩黄芪的化学成分进行了较系统的研

究 ∀关于该植物化学成分的研究目前只有王伟等≈

有过报道 从中分离得到 个化合物 ∀本文报道从

红花岩黄芪的   ∞ 提取物中分离并鉴定了 

个化合物的结构 分别为 Β2谷甾醇1 羟基2χ2甲

氧基异黄酮2 白桦脂酸3  2二羟基2 2二甲

氧基紫檀烯4  2二羟基2χ2甲氧基22异戊烯基

异黄酮5  2二羟基2χ2甲氧基异黄酮6 ∀其中

化合物 4为新化合物 其他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植

物中获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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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合物 4  无色针晶  ∗  ε ∀高分辨

负离子质谱得分子离子峰为 1 分子式

≤   2ƒ2≥Π   

   

≤

 ∀

 谱显示 对间位偶合的芳香质

子信号 在 ∆1  1  1 

1  1  1  1  1

和 个与氧相连的特征单峰信号 ∆1  

∂Κ

¬    有吸收≈
根据生源关系推

测该化合物为紫檀烯类 ∀
 谱中还显示 个羟

基和 个甲氧基信号 ∆1 1 1

 ≤  1 ≤  ∀根据  ±≤ 

⁄∞°×及 ≤图 并与类似化合物对照≈
确定

取代基位置 归属各碳氢信号表  ∀结合高分辨

质谱结果 证明以上推测正确 故确定该化合物为

 2二羟基2 2二甲氧基紫檀烯 为一新化合物 结

构如图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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ƒ∏  ≤ ∏4

实 验 部 分

÷ 型显微熔点仪 温度未校正 ∀岛津 型紫

外分光光度仪 ∀°2∞型红外光谱仪 

压片 ∀ ∏⁄ ÷2和 ∂ ÷2型核磁共振波谱

仪 ×≥为内标 ∀ °∞÷型傅立叶变换离子回旋质

谱仪 ∀常规分离用溶剂为北京化工厂分析纯产品 ∀

薄层硅胶 ƒ和粗孔硅胶 ∗ 目  ∗ 

目均为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 ≥¬2购自

北京欧亚新技术公司 ∀

  显色剂为   #
磷钼酸乙醇溶液  

#
≤ 乙醇溶液 ∀

  红花岩黄芪采自甘肃永登县连城 海拔

   由北京大学药学院天然药物学系陈虎彪

教授鉴定为红花岩黄芪 Ηµυλτιϕυγυµ ¬ 标

本存放于该系植物标本馆 ∀

1  提取和分离

红花岩黄芪根  粉碎后用  的   ∞

渗漉提取 减压浓缩后用适量水混悬 依次用石油

醚 !∞和 2∏萃取 ∀回收溶剂得石油醚萃取

物  ∞萃取物  2∏萃取物  ∀

  取 ∞萃取物  经硅胶 ∗ 目色

谱柱分离 石油醚2 ≤Β ψΒ梯度洗脱 ∀

从 ƒ ∗ 中析出白色晶体 重结晶后得

化合物 1  ∀ ƒ ∗ 经 ≥¬2色

谱柱纯化  洗脱得化合物 5 ∀ ƒ ∗ 经

≥¬2色谱柱纯化 洗脱得化合物 3 ∀

ƒ ∗ 经 ≥¬2色谱柱纯化 

洗脱得化合物 6  ∀ ƒ ∗ 经 ≥¬

2色谱柱分离 洗脱得化合物 2 和

4  ∀

2  结构鉴定

化合物 1  白色针状结晶   ∗  ε 

  ≤⁄≤ ∆ 1 2 1  2

 1 1 1 1 1 1各   ≅

≤ ∀
≤  ≤⁄≤ ∆ ≤2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的 Β2谷甾醇数据一

致 故鉴定化合物 1为 Β2谷甾醇 ∀

  化合物 2  白色粉末   ∗  ε 

 

⁄≥2 ∆ 1 2 1  1

2 1  1 χ χ2 1  

 1 χ χ2 1  1 1

2 1  1 2 12 

1 ≤ ∀ 
≤  ⁄≥2 ∆≤2 ∗  

χ ∗ χ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甲氧基 ∆ 1 ∀以上数据与文献≈

报道的数据一致 故鉴定该化合物为 2羟基2χ2甲氧

基异黄酮 ∀

  化合物 3  白色粉末  ∗  ε ∀红外数

据   


 示有羰基 ∀ 
  ≤⁄≤ 

∆ 1 2 1 2 1 

2 1  2 1 1 1 1 

1 1 1各   ≅ ≤ ∀ 
≤  ≤⁄≤ 

∆ ≤2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以上数据与文

献≈报道的数据一致 故鉴定该化合物为白桦脂

酸 ∀

  化合物 4  无色针晶  ∗  ε ∀ ∂Κ

¬

    ∀ 
  ≈≤⁄ ≤ ∆ 1 

≤ 1≤ 1 2 1 

 1 2 1  1 2 1

  1 2 1  1 2

 1 1 ∀

  化合物 5  黄色针状结晶   ∗  ε 

  ≤⁄≤ ∆ 1 2 1 

1 χ χ2 1  1 χ χ2 

1 2 12 12 ∀异戊

烯基质子信号 1  1 ≤  ≤ 1

  1 ≤2≤  ≤ 1 1各  

≤ ∀1 ≤ ∀ 
≤  ≤⁄≤ ∆ ≤

∗  χ ∗ χ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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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 异戊烯基 ≤2δ ∗ δ 1 

1 1 1 1 ≤ ∆ 1 ∀以上数据与

文献≈报道的数据一致 故鉴定该化合物为  2二

羟基2χ2甲氧基22异戊烯基异黄酮 ∀

  化合物 6  为淡黄色粉末   ∗  ε 

  ≈≤⁄ ≤ ∆ 1 2 1 

 1 χ χ2 1  1 χ χ2

 1 2 1 2 ∀羟基

信号 12 12 ∀1 ≤ ∀

≤  ≈≤⁄  ≤ ∆≤2 ∗  χ ∗ χ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

1 ∀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的数据一致 故鉴定

该化合物为  2二羟基2χ2甲氧基异黄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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