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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仙人掌的化学成分 ∀方法  采用硅胶柱色谱法 !离子交换色谱法分离仙人掌化学成分 用波

谱学方法鉴定结构 ∀结果  自仙人掌中分得 个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仙人掌素 Ι !羟脯氨酸ΙΙ !酪氨酸ΙΙΙ ∀

结论  Ι为新化合物 ∀

关键词 仙人掌 仙人掌素 生物碱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Α νεω αλκαλοιδ φροµ οπυντια ϖυλγαρισ

 23
≠∞ • 2 ≠∏2≤∞ 2 ƒ2

( ∆επαρτµεντ οφ Πηψτοχηεµιστρψ, Χηινα Πηαρµαχευτιχαλ Υνιϖερσιτψ, Νανϕινγ 210038 , Χηινα)

ΑβστραχτΑιµ  ×∏∏ Οπυντια ϖυλγαρισ ≤ 

Μετηοδσ ×∏ Οπυντια ϖυλγαρισ     ⁄¬  

   ∂   ≥ ⁄  ⁄    Ρεσυλτσ  ×∏ 

∏ Ι 2¬ΙΙ ΙΙΙ Χονχλυσιον  ≤∏Ι

 

Κεψ ωορδσ Οπυντια ϖυλγαρισ∏ 

收稿日期 2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3 通讯作者  ×     ∞2 

  仙人掌 Οπυντια ϖυλγαρισ Μιλλ系我国民间常用

中草药 有行气活血 !解热镇痛 !消肿排脓之功效 ∀

前文 已报道从仙人掌中分得了 个化合物 ∀本

文继续报道另 个化合物 经理化常数 !波谱学方法

鉴定其结构 分别命名为仙人掌素  Ι !羟脯氨酸

ΙΙ !酪氨酸ΙΙΙ ∀其中 Ι为新化合物 ∀文献≈报

道仙人掌科植物 Λοπηοπηορα ωιλλιαµσιι  Λεµ  ≤∏

含有酰胺类生物碱 化合物 Ι是仙人掌属 Οπυντια

植物中发现的第 个该类化合物 ∀

化合 物 Ι  浅 黄 色 结 晶    ε ∀

ƒ≤2ƒ≤反应呈蓝色 示该化合物含有酚羟

基 ∀ 光谱显示有羟基  

 个羰

基    

和苯环      

  

 ∀ ∂Κ

¬  1 1 1

1处的吸收峰显示存在共轭体系 ∀  ∞≥显

示分子式为 ≤ 分子量为1  计算值 

1  ∀
   2  ∆1 

ϑ 1  1 ϑ  1  表明存在 

对位取代的苯环  ±≤ 显示对应的 ≤ 信号分别为

∆1≤δ δ !∆1≤δ δ 

2 显示 ∆1

 ϑ  1 与 ∆ 1 ϑ  1 相

关 与上述推断相吻合 ≤ 谱上 ∆ 1δ δ与 ∆

1 ∆ 1 相关 ∆ 1δ δ与 ∆ 1

≤δ相关等信息进一步证实对位取代苯环的存在 ∀

   2   ∆ 1 ϑ  1 

1  1 与 1相重叠 1 

与1 相重叠 组峰示一单取代苯环的存在 

 ±≤显示对应的 ≤ 信号分别为 ∆ 1≤χ χ 

1≤χ χ 1≤χ 

2 显示 ∆ 1与

∆1相关 ∆ 1与 ∆ 1相关 与
  谱相

吻合 ≤谱 ∆ 1χ χ与 ∆ 1 1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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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 1χ与 ∆ 1 ∆ 1 相关 ∆ 1

χ χ与 ∆1 1 1相关 进一步证实

了单取代苯环的存在 ∀

ƒ∏  ≤∏∏∏Ι

化合物 的 
≤     ⁄∞°×2 

  及  ±≤示该化合物有 个 ≤ 其中有 

个季 ≤信号 !个 ≤ 信号 !个 ≤信号 ∀

ƒ∏    ≤ ∏

Ταβλε 1  ΝΜΡ ∆ατα οφ χοµ πουνδ Ι (ιν αχετονε2δ6 )

    ≤ ≤

 1

 1

 1 1 1 1

 1

χ 1

χ 11 1 1 1 1 1

χ 1 1 1 1

χ 1 1 1 1

χ 1 1 1 1

χ 11 1 1 1 1 1

δ 1

δ 11 1 1 1

δ 11 1 1

δ 1

δ 11 1 1

δ 11 1 1 1

δ 1 1 1 1 1


  谱上 ∆1 ϑ 1 示一双键

质子 并且与 ≤ ∆ 1 ϑ  1 存在烯

丙偶合 ∀在 ≤ 谱上 ∆ 1δ2与 ∆ 1

≤δ相关 ∆1δ δ与 ∆ 1≤δ相关 在 ∞2

≥谱上可看到 µΠζ 碎片信号 表明对羟基苄基

的存在 ∀

在 ≤ 谱上还可观察到 ∆ 1δ2与 ∆

1≤2羰基相关 ∆ 12与 ∆ 1≤2

羰基 !1≤δ相关 表明对羟基苄基连接在 ≤

位上 由此推出 单取代苯环应连接在 位 Ν上 ∀

综上所述 该化合物的结构为 Ν2苯基22对羟基

苄基2马来酰亚胺 命名为仙人掌素 ∏  ∀

实验部分

1  仪器和材料

熔点仪用 ÷×双目体视显微熔点测定仪温度

未校正 ∂ 用 ≥ ∂ 型仪器测定  用

≤ 型红外光谱仪测定   用

∏≤ƒ2 型及 2∞÷型核磁共

振仪测定 ≥用 ∞2 °和 ƒ ×

×≥± 质谱仪测定 薄层色谱和柱色谱用硅胶为

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 高效薄层预制板为烟台市化

学工业研究所烟台化工科技开发实验厂产品 阳离

子交换树脂为 ⁄¬型 溶剂一般为分析纯 ∀

仙人掌采自四川省康定县 由中国科学院江苏

植物研究所李云龙工程师鉴定 ∀

2  提取分离

新鲜仙人掌地上部分 用   ∞ 室

温冷浸提取 次 每次  浸提液减压浓缩至无醇

味 ∀取一半浓缩液 硅胶拌样上柱 石油醚2 ≤ !

 ≤2 先后梯度洗脱 石油醚2 ≤Β洗脱

得化合物 Ι∀取  ≤2 Β洗脱馏分茚三酮

反应阳性浓缩 倍量蒸馏水溶解 ≤调至 °

 通过阳离子交换树脂 树脂先用蒸馏水洗脱 再用

 氨水  洗脱 洗脱液中和至 °  ∗  浓缩

至干 样品用少量 溶解 经硅胶  柱  ≤2

 梯度洗脱  ≤2 Β洗脱得化合物 ΙΙ

 ≤2 Β洗脱得化合物 ΙΙΙ∀

3  鉴定

化合物 Ι  浅黄色结晶 ≤   ε ∀

ƒ≤2ƒ≤ 反应呈蓝色 ∀ 


 

    个 ≤         

 苯环   ∀ ∂ Κ

¬  11 

11表示存在共轭体系 ∀ ∞2≥ µΠζ 

   对羟基苄基   ∀ 
   


≤  数据见表  ∀

化合物 ΙΙ  无色针状结晶 易溶于水 !

热  茚三酮反应显黄色 长久加热呈紫红色 

⁄试剂显阳性反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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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ϑ

   1  1 ϑ     1

ϑ  1  1  ∀ ∞2≥ µΠζ 

≈

 ∀将该化合物的 

   谱与 Λ2  22

¬
≈的数据进行比较 二者基本一致 因

此 鉴定该化合物为羟脯氨酸 ∀

化合物 ΙΙΙ  浅黄色结晶    ε ∀

≈Α

⁄  1β ∀茚三酮显色为红色 ∀ 


  ∗  ≤  氨基     

 ≤        
 ∀ ∞2≥示 µΠζ

≈ 

 ≈ 2≤ #

≈ 2≤2
 #



≈ ≤  ≤

   ≈≤ 

 ∀结晶与文

献≈ 对照    谱相符 表明 的结构为酪

氨酸 ∀

Ρεφερενχεσ

≈ ±  ≤   ÷ ÷÷ ετ α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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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ετ α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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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ηαρµ Σχ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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