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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小花清风藤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目前较少报道ꎬ为了阐明小花清风藤的物质基础ꎬ
该研究对小花清风藤(Ｓａｂｉａ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的干燥叶ꎬ采用反复硅胶柱色谱、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柱色谱、制备薄层色

谱及重结晶等手段进行分离纯化ꎬ运用化学分析和波谱学方法鉴定化合物的结构ꎮ 结果表明:从小花清风

藤干燥叶的甲醇超声提取物中进行分离共得到 １２ 个化合物ꎬ分别为 Ｎ￣反式阿魏酰酪胺(１)、Ｎ￣顺式阿魏酰

酪胺(２)、Ｎ￣反式￣对￣香豆酰酪胺(３)、Ｎ￣顺式￣对￣香豆酰酪胺(４)、Ｎ￣反式￣对￣香豆酰章鱼胺(５)、Ｎ￣顺式￣对￣
香豆酰章鱼胺(６)、阿魏酸(７)、芹菜素(８)、木犀草素(９)、咖啡酸(１０)、５￣氧阿朴菲碱(１１)、齐墩果酸(１２)ꎮ
其中ꎬ化合物 ２、４－９ 为首次从清风藤属植物中分离得到ꎬ化合物 １、３、１０ 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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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清风藤 ( Ｓａｂｉａ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为清风藤科

(Ｓａｂｉａｃｅａｅ)清风藤属 ( Ｓａｂｉａ) 植物的干燥茎叶ꎮ
其味苦、性微寒ꎬ是贵州苗族、布依族最常用的治

疗肝炎、风湿病的药物之一ꎬ具有清热利湿、止血

等功效ꎮ 主要分布于我国贵州、广西、四川、云南

等海拔 ８００ ~ ２ ８００ ｍ 的地区ꎮ 在温迪等(２０１６)和
赵兰君等(２０１８)的研究报道中ꎬ小花清风藤的主

要成分为生物碱类、五环三萜类、黄酮类、苯丙素

类等 化 合 物ꎮ 本 研 究 采 用 反 复 硅 胶 柱 色 谱、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柱色谱、制备薄层色谱及重结晶等

方法对小花清风藤干燥叶的甲醇超声提取物的化

学成分进行系统地研究ꎬ从中分离得到 １２ 个化合

物ꎬ通过理化性质和波谱学分析确定化合物结构ꎬ
分别鉴定为 Ｎ￣反式阿魏酰酪胺(１)、Ｎ￣顺式阿魏

酰酪胺(２)、Ｎ￣反式￣对￣香豆酰酪胺( ３)、Ｎ￣顺式￣
对￣香豆 酰 酪 胺 ( ４)、 Ｎ￣反 式￣对￣香 豆 酰 章 鱼 胺

(５)、Ｎ￣顺式￣对￣香豆酰章鱼胺(６)、阿魏酸(７)、芹
菜素(８)、木犀草素(９)、咖啡酸(１０)、５￣氧阿朴菲

碱(１１)、齐墩果酸(１２)ꎮ 其中ꎬ化合物 ２、４－９ 为

首次从清风藤属植物中分离得到ꎬ化合物 １、３、１０
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仪器

材料:２０１４ 年 ４ 月从贵州省修文县采集药材ꎬ
由贵阳中医学院孙庆文教授鉴定为小花清风藤

(Ｓａｂｉａ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的叶ꎬ样品标本( ２０１４０４２６０１１)
保存于贵阳中医学院标本馆ꎮ

仪器:Ｂｒｕｋｅｒ ＡＶＡＮＣＥ￣００ 型核磁共振光谱仪

(瑞士 Ｂｒｕｋｅｒ 公司)ꎻ旋转蒸发仪 (德国 ＩＫＡ 公

司)ꎻ制备型薄层硅胶 Ｆ２５４ (德国 Ｍｅｒｃｋ 公司)ꎻ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 Ａｍｅｒｓｈａｍ 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 Ｂｉｏｔｅｃｈ
ＡＢ)ꎻ化学试剂均为分析纯ꎮ
１.２ 提取与分离

小花清风藤干燥叶 １. ５ ｋｇꎬ用 ３ Ｌ 甲醇超声

５００ Ｗ 条件下提取 ３ 次ꎬ每次 ２ ｈꎬ提取液减压浓缩

回收溶剂ꎬ得浸膏 ０.３９３ ｋｇ(收率 ２６.３％)ꎮ 浸膏用

１.０ Ｌ 水混悬ꎬ分别用等体积的正己烷、醋酸乙酯、
正丁醇萃取 ３ 次ꎬ减压浓缩回收溶剂ꎬ分别得到正

己烷浸膏 ４６ ｇ、醋酸乙酯浸膏 ９３ ｇ、正丁醇浸膏

１３３ ｇꎮ 正己烷浸膏经硅胶柱色谱ꎬ以正己烷－丙酮

梯度洗脱ꎬ得到 ８ 个组份 Ｆｒ. １ ~ ８ꎮ Ｆｒ. ３(３.１ ｇ)经
硅胶柱色谱分离ꎬ正己烷－乙酸乙酯梯度洗脱ꎬ得
到 ４ 个亚组份 Ｆｒ. ３－１ ~ ３－４ꎮ Ｆｒ. ３－２(６２.２ ｍｇ)经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柱色谱、制备薄层色谱分离ꎬ得化

合物 １ 和 ２(共 ５.２ ｍｇ)、３ 和 ４(共 ６.３ ｍｇ)、５ 和 ６
(共 ７.２ ｍｇ)ꎬ其中化合物 １ 和 ２、３ 和 ４、５ 和 ６ 分

别以 ２ ∶ １、２ ∶ １ 和２.５ ∶ １的比例混合得到ꎮ Ｆｒ. ３－
３(２５.２ ｍｇ)经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柱色谱、制备薄层

色谱分离ꎬ得到化合物 １１(１５.１ ｍｇ)ꎮ 醋酸乙酯部

位经硅胶柱色谱ꎬ以三氯甲烷－甲醇梯度洗脱ꎬ得
到 ６ 个组份 Ｆｒ. １ ~ ６ꎮ Ｆｒ. ３(２.５ ｇ)经硅胶柱色谱

分离ꎬ得到 ７ 个亚组份 Ｆｒ. ３ － １ ~ ３ － ７ꎮ Ｆｒ. ３ － ２
(４０.３ ｍｇ)经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柱色谱、制备薄层色

谱及重结晶分离ꎬ分别得到化合物 ７(１５.１ ｍｇ)、８
(１１.７ ｍｇ)、９ ( ９. ５ ｍｇ)、１０ ( １９. ３ ｍｇ)ꎮ Ｆｒ. ３ － ３
(３４.７ ｍｇ)经硅胶柱色谱、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柱色谱

及重结晶分离ꎬ得到化合物 １２(２４.２ ｍｇ)ꎮ

２　 结构鉴定

化合物 １ 　 白色粉末ꎮ１ Ｈ￣ＮＭＲ ( ５００ ＭＨｚꎬ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７.２７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１５.５ Ｈｚꎬ Ｈ￣７)ꎬ
７.０８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１.５ Ｈｚꎬ Ｈ￣２)ꎬ ７. ０２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５ Ｈｚꎬ Ｈ￣２′ꎬ ６′)ꎬ ７.００ (１Ｈꎬ ｄｄꎬ Ｊ ＝ １.５ꎬ
８.０ Ｈｚꎬ Ｈ￣６)ꎬ ６.７４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８.０ Ｈｚꎬ Ｈ￣５)ꎬ
６.６６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５ Ｈｚꎬ Ｈ￣３′ꎬ ５′)ꎬ ６.３８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１５.５ Ｈｚꎬ Ｈ￣８)ꎬ ３.７９ (３Ｈꎬ ｓꎬ ３￣ＯＣＨ３)ꎬ
３.２６ ( ２Ｈꎬ ｔꎬ Ｊ ＝ ７. ０ꎬ １４. ０ Ｈｚꎬ Ｈ￣８′)ꎬ ２. ６２
(２Ｈꎬ ｔꎬ Ｊ ＝ ７.０ Ｈｚꎬ Ｈ￣７′)ꎻ１３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ꎬ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１２６.９ ( Ｃ￣１)ꎬ １２１. １ ( Ｃ￣２)ꎬ １４８. ３
(Ｃ￣３)ꎬ １４７.４ (Ｃ￣４)ꎬ １１５.７ (Ｃ￣５)ꎬ １２４.１ (Ｃ￣６)ꎬ
１３８.９ (Ｃ￣７)ꎬ １１９.０ ( Ｃ￣８)ꎬ １６５.３ ( Ｃ￣９)ꎬ １２９.６
(Ｃ￣１′)ꎬ １２９. ５ ( Ｃ￣２′ꎬ ６′)ꎬ １１５. １ ( Ｃ￣３′ꎬ ５′)ꎬ
１５５.７ ( Ｃ￣４′)ꎬ ３４. ３ ( Ｃ￣７′)ꎬ ４０. ６ ( Ｃ￣８′)ꎬ ５５. ５
(ＯＣＨ３)ꎮ 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尹海龙等ꎬ２０１３)
一致ꎬ故鉴定化合物 １ 为 Ｎ￣反式阿魏酰酪胺ꎮ

化合物 ２ 　 白色粉末 ꎮ１ Ｈ ￣ＮＭＲ ( ５ ０ ０ ＭＨｚ ꎬ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７.０８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１.５ Ｈｚꎬ Ｈ￣２)ꎬ

２１５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图 １　 化合物 １~ １２ 的结构式
Ｆｉｇ. 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１－１２

７.０２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０ Ｈｚꎬ Ｈ￣２′ꎬ ６′)ꎬ ６.９６ (１Ｈꎬ
ｄｄꎬ Ｊ ＝ １. ５ꎬ ８. ５ Ｈｚꎬ Ｈ￣６)ꎬ ６. ７０ (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８.５ Ｈｚꎬ Ｈ￣５)ꎬ ６.６５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０ Ｈｚꎬ Ｈ￣３′ꎬ
５′)ꎬ ６. ４７ (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１３. ０ Ｈｚꎬ Ｈ￣７)ꎬ ５. ７７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１３. ０ Ｈｚꎬ Ｈ￣８)ꎬ ３. ７９ ( ３Ｈꎬ ｓꎬ ３￣
ＯＣＨ３)ꎬ ３. ２６ (２Ｈꎬ ｔꎬ Ｊ ＝ ７. ５ Ｈｚꎬ Ｈ￣８′)ꎬ ２. ６２
(２Ｈꎬ ｔꎬ Ｊ ＝ ７.５ Ｈｚꎬ Ｈ￣７′)ꎻ１３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ꎬ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１２６.９ ( Ｃ￣１)ꎬ １２１. １ ( Ｃ￣２)ꎬ １４７. ４
(Ｃ￣３)ꎬ １４６.９ (Ｃ￣４)ꎬ １１４.９ (Ｃ￣５)ꎬ １２４.１ (Ｃ￣６)ꎬ
１３６.９ (Ｃ￣７)ꎬ １１４.３ ( Ｃ￣８)ꎬ １６６.３ ( Ｃ￣９)ꎬ １２９.６
(Ｃ￣１′)ꎬ １２９. ５ ( Ｃ￣２′ꎬ ６′)ꎬ １１５. ２ ( Ｃ￣３′ꎬ ５′)ꎬ
１５５.７ ( Ｃ￣４′)ꎬ ３４. ３ ( Ｃ￣７′)ꎬ ４０. ６ ( Ｃ￣８′)ꎬ ５５. ５
(ＯＣＨ３)ꎮ 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尹海龙等ꎬ２０１３)
一致ꎬ故鉴定化合物 ２ 为 Ｎ￣顺式阿魏酰酪胺ꎮ

化合物 ３ 　 白色粉末ꎮ１ Ｈ￣ＮＭＲ ( ５００ ＭＨｚꎬ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７.３７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５ Ｈｚꎬ Ｈ￣２ꎬ ６)ꎬ
７.３０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１５.５ Ｈｚꎬ Ｈ￣７)ꎬ ７.０１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０ Ｈｚꎬ Ｈ￣２′ꎬ ６′)ꎬ ６.７８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５ Ｈｚꎬ
Ｈ￣３ꎬ ５)ꎬ ６.６９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０ Ｈｚꎬ Ｈ￣３′ꎬ ５′)ꎬ
６.３８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１５.５ Ｈｚꎬ Ｈ￣８)ꎬ ３.２６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７.５ Ｈｚꎬ Ｈ￣８′)ꎬ ２.６１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７.５ Ｈｚꎬ Ｈ￣
７′)ꎻ １３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ꎬ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１２６.７ (Ｃ￣
１)ꎬ １２９. ９ ( Ｃ￣２)ꎬ １１５. ６ ( Ｃ￣３)ꎬ １５９. ５ ( Ｃ￣４)ꎬ
１１５.６ (Ｃ￣５)ꎬ １２９.９ ( Ｃ￣６)ꎬ １３９.０ ( Ｃ￣７)ꎬ １１９.１
(Ｃ￣８)ꎬ １６５. ８ ( Ｃ￣９)ꎬ １２６. ２ ( Ｃ￣１′)ꎬ １２９. ６ ( Ｃ￣
２′ꎬ ６′)ꎬ １１５. ２ ( Ｃ￣３′ꎬ ５′)ꎬ １５６. １ ( Ｃ￣４′)ꎬ ３４. ９
(Ｃ￣７′)ꎬ ４１.１ (Ｃ￣８′)ꎮ 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魏

娜娜和娄红祥ꎬ２０１２)一致ꎬ故鉴定化合物 ３ 为 Ｎ￣
反式￣对￣香豆酰酪胺ꎮ

化合物 ４ 　 白色粉末ꎮ１ Ｈ￣ＮＭＲ ( ５００ ＭＨｚꎬ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７.５９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３ Ｈｚꎬ Ｈ￣２ꎬ ６)ꎬ
７.００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２ Ｈｚꎬ Ｈ￣２′ꎬ ６′)ꎬ ６.７０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３ Ｈｚꎬ Ｈ￣３ꎬ ５)ꎬ ６.６７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２
Ｈｚꎬ Ｈ￣３′ꎬ ５′)ꎬ ６.４８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１３.０ Ｈｚꎬ Ｈ￣７)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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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５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１３.０ Ｈｚꎬ Ｈ￣８)ꎬ ３.３１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７.４ Ｈｚꎬ Ｈ￣８′)ꎬ ２.６４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７.４ Ｈｚꎬ Ｈ￣
７′)ꎻ １３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ꎬ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１２６.７ (Ｃ￣
１)ꎬ １３０. ０ ( Ｃ￣２)ꎬ １１５. ６ ( Ｃ￣３)ꎬ １５８. ４ ( Ｃ￣４)ꎬ
１１５.６ (Ｃ￣５)ꎬ １３０.０ ( Ｃ￣６)ꎬ １３９.０ ( Ｃ￣７)ꎬ １１９.１
(Ｃ￣８)ꎬ １６６. ６ ( Ｃ￣９)ꎬ １２６. ２ ( Ｃ￣１′)ꎬ １２９. ６ ( Ｃ￣
２′ꎬ ６′)ꎬ １１５. ２ ( Ｃ￣３′ꎬ ５′)ꎬ １５６. １ ( Ｃ￣４′)ꎬ ３４. ７
(Ｃ￣７′)ꎬ ４０.９ (Ｃ￣８′)ꎮ 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魏

娜娜和娄红祥ꎬ２０１２)一致ꎬ故鉴定化合物 ４ 为 Ｎ￣
顺式￣对￣香豆酰酪胺ꎮ

化合物 ５ 　 白色粉末ꎮ１ Ｈ￣ＮＭＲ ( ５００ ＭＨｚꎬ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７.３５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５ Ｈｚꎬ Ｈ￣２ꎬ ６)ꎬ
７.２９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１５.６ Ｈｚꎬ Ｈ￣７)ꎬ ７.１３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５ Ｈｚꎬ Ｈ￣２′ꎬ ６′)ꎬ ６.７６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５ Ｈｚꎬ
Ｈ￣３ꎬ ５)ꎬ ６.７１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５ Ｈｚꎬ Ｈ￣３′ꎬ ５′)ꎬ
６.４７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１５.６ Ｈｚꎬ Ｈ￣８)ꎬ ４.５３ (１Ｈꎬ ｍꎬ
Ｈ￣７′)ꎬ ３.１７ (２Ｈꎬ ｍꎬ Ｈ￣８′ａ / ８′ｂ)ꎮ１３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ꎬ ＤＭＳＯ￣ｄ６ ) δ: １２５. ７ ( Ｃ￣１)ꎬ １２９. ６ ( Ｃ￣２ꎬ
６)ꎬ １１６.３ (Ｃ￣３ꎬ ５)ꎬ １５８.７ (Ｃ￣４)ꎬ １３９.２ (Ｃ￣７)ꎬ
１１８.８ (Ｃ￣８)ꎬ １６６.１ (Ｃ￣９)ꎬ １３４.５ (Ｃ￣１′)ꎬ １２７.６
(Ｃ￣２′ꎬ ６′)ꎬ １１５. ２ ( Ｃ￣３′ꎬ ５′)ꎬ １５６. ９ ( Ｃ￣４′)ꎬ
７１.６ (Ｃ￣７′)ꎬ ４７.５ (Ｃ￣８′)ꎮ 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

(魏娜娜和娄红祥ꎬ２０１２)一致ꎬ故鉴定化合物 ５ 为

Ｎ￣反式￣对￣香豆酰基章鱼胺ꎮ
化合物 ６ 　 白色粉末ꎮ１ Ｈ￣ＮＭＲ ( ５００ ＭＨｚꎬ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７.６２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５ Ｈｚꎬ Ｈ￣２ꎬ ６)ꎬ
７.１２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５ Ｈｚꎬ Ｈ￣２′ꎬ ６′)ꎬ ６.７０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５ Ｈｚꎬ Ｈ￣３ꎬ ５)ꎬ ６.６９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５
Ｈｚꎬ Ｈ￣３′ꎬ ５′)ꎬ ６. ４７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１ Ｈｚꎬ Ｈ￣７)ꎬ
５.７８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１ Ｈｚꎬ Ｈ￣８)ꎬ ４.５３ (１Ｈꎬ ｍꎬ Ｈ￣
７′)ꎬ ３. １７ ( ２Ｈꎬ ｍꎬ Ｈ￣８′ ａ / ８′ ｂ)ꎮ１３ Ｃ￣ＮＭＲ ( １２５
ＭＨｚꎬ ＤＭＳＯ￣ｄ６ ) δ: １２５. ７ ( Ｃ￣１)ꎬ １２９. ６ ( Ｃ￣２ꎬ
６)ꎬ １１６.３ (Ｃ￣３ꎬ ５)ꎬ １５８.７ (Ｃ￣４)ꎬ １３７.５ (Ｃ￣７)ꎬ
１１８.９ (Ｃ￣８)ꎬ １６６.６ (Ｃ￣９)ꎬ １３４.５ (Ｃ￣１′)ꎬ １２７.６
(Ｃ￣２′ꎬ ６′)ꎬ １１５. ２ ( Ｃ￣３′ꎬ ５′)ꎬ １５６. ９ ( Ｃ￣４′)ꎬ
７１.５ (Ｃ￣７′)ꎬ ４７.４ (Ｃ￣８′)ꎮ 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

(魏娜娜和娄红祥ꎬ２０１２)一致ꎬ故鉴定化合物 ６ 为

Ｎ￣顺式￣对￣香豆酰基章鱼胺ꎮ
化合物 ７ 　 浅黄色结晶ꎮ１Ｈ￣ＮＭＲ (５００ ＭＨｚꎬ

ＣＤＣｌ３) δ: ７.２１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２.０ Ｈｚꎬ Ｈ￣２)ꎬ ６.７８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８.０ Ｈｚꎬ Ｈ￣５)ꎬ ７.０８ (１Ｈꎬ ｄｄꎬ Ｊ ＝
８.０ꎬ ２.０ Ｈｚꎬ Ｈ￣６)ꎬ ７.５１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１６.０ Ｈｚꎬ
Ｈ￣７)ꎬ ６. ３９ (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１６. ０ Ｈｚꎬ Ｈ￣８)ꎬ ３. ９１
(３Ｈꎬ ￣ＯＣＨ３ )ꎻ１３ Ｃ￣ＮＭＲ ( １２５ ＭＨｚꎬ ＣＤＣｌ３ ) δ:
１２７.２ (Ｃ￣１)ꎬ １０９.４ ( Ｃ￣２)ꎬ １４６.５ ( Ｃ￣３)ꎬ １４７.７
(Ｃ￣４)ꎬ １１４. ０ ( Ｃ￣５)ꎬ １２３. ５ ( Ｃ￣６)ꎬ ５６. １ ( ￣
ＯＣＨ３)ꎮ 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王青虎等ꎬ２０１４)
一致ꎬ故鉴定化合物 ７ 为阿魏酸ꎮ

化合物 ８ 　 淡黄色粉末ꎮ１Ｈ￣ＮＭＲ (５００ ＭＨｚꎬ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１２.９６ ( １Ｈꎬ ｓꎬ ５￣ＯＨ)ꎬ ７. ９２ (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９.０ Ｈｚꎬ Ｈ￣２′ꎬ ６′)ꎬ ６.９２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９.０
Ｈｚꎬ Ｈ￣３′ꎬ ５′)ꎬ ６. ７８ (１Ｈꎬ ｓꎬ Ｈ￣３)ꎬ ６. ４８ (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２.１ Ｈｚꎬ Ｈ￣８)ꎬ ６.１８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２.１ Ｈｚꎬ
Ｈ￣６)ꎻ１３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ꎬ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９４.０ (Ｃ￣
８)ꎬ ９８.８ (Ｃ￣６)ꎬ １０２.８ (Ｃ￣３)ꎬ １０３.７ (Ｃ￣１０)ꎬ １１
６.０ (Ｃ￣３′ꎬ ５′)ꎬ １２１.２ (Ｃ￣１′)ꎬ １２８.５ (Ｃ￣２′ꎬ ６′)ꎬ
１５７.３ (Ｃ￣９)ꎬ １６１.２ (Ｃ￣４′)ꎬ １６１.４ (Ｃ￣５)ꎬ １６３.７
(Ｃ￣７)ꎬ １６４.２ (Ｃ￣２)ꎬ １８１.７ (Ｃ￣４)ꎮ 以上数据与

文献报道(徐燕和梁敬钰ꎬ２００５ꎻ田菁等ꎬ２００５)一

致ꎬ故鉴定化合物 ８ 为芹菜素ꎮ
化合物 ９　 黄色粉末ꎮ１Ｈ￣ＮＭＲ (５００ ＭＨｚꎬ ＤＭ￣

ＳＯ￣ｄ６) δ: １２.９７ (１Ｈꎬ ｓꎬ ５￣ＯＨ)ꎬ １０.８７ (１Ｈꎬ ｓꎬ ７￣
ＯＨ)ꎬ ９.９６ (１Ｈꎬ ｓꎬ ４′￣ＯＨ)ꎬ ９.４５ (１Ｈꎬ ｓꎬ ３′￣ＯＨ)ꎬ
７.４２ (１Ｈꎬ ｄｄꎬ Ｊ ＝ ８.３ꎬ ２.２ Ｈｚꎬ Ｈ￣６)ꎬ ７.３９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２.２ Ｈｚꎬ Ｈ￣２)ꎬ ６.８９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８.３ Ｈｚꎬ Ｈ￣
５)ꎬ ６.６７ (１Ｈꎬ ｓꎬ Ｈ￣３)ꎬ ６.４４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２.０ Ｈｚꎬ
Ｈ￣８)ꎬ ６.１９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２.０ Ｈｚꎬ Ｈ￣６)ꎻ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ꎬ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１６４.６ (Ｃ￣２)ꎬ １０３.３ (Ｃ￣
３)ꎬ １８２.１ (Ｃ￣４)ꎬ １６１.９ (Ｃ￣５)ꎬ ９９.３ (Ｃ￣６)ꎬ １６４.６
(Ｃ￣７)ꎬ ９４.３ (Ｃ￣８)ꎬ １５７.８ (Ｃ￣９)ꎬ １０４.２ (Ｃ￣１０)ꎬ
１２２.０ (Ｃ￣１′)ꎬ １１３.８ (Ｃ￣２′)ꎬ １４６.２ (Ｃ￣３′)ꎬ １５０.２
(Ｃ￣４′)ꎬ １１６.５ (Ｃ￣５′)ꎬ １１９.５ (Ｃ￣６′)ꎮ 以上数据与

文献报道(徐燕和梁敬钰ꎬ２００５)基本一致ꎬ故鉴定

化合物 ９ 为木犀草素ꎮ
化合物 １０　 淡黄色粉末ꎮ１Ｈ￣ＮＭＲ (５００ ＭＨｚꎬ

ＣＤ３ＯＤ) δ: ６. ２０ (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１６. ０ Ｈｚꎬ Ｈ￣８)ꎬ
６.７９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８.５ Ｈｚꎬ Ｈ￣５)ꎬ ６.９５ (１Ｈꎬ ｄｄꎬ
Ｊ ＝ ８.５ꎬ ２. ０ Ｈｚꎬ Ｈ￣６)ꎬ ７. ０２ (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２. ０
Ｈｚꎬ Ｈ￣２)ꎬ ７.５３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１６.０ Ｈｚꎬ Ｈ￣７)ꎻ１３Ｃ￣
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ꎬ ＣＤ３ＯＤ) δ: １２７.７ (Ｃ￣１)ꎬ １１５.８

４１５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Ｃ￣２)ꎬ １４６.９ (Ｃ￣３)ꎬ １４９.４ (Ｃ￣４)ꎬ １１６.６ (Ｃ￣５)ꎬ
１２２.８ (Ｃ￣６)ꎬ １４７.０ ( Ｃ￣７)ꎬ １１５.１ ( Ｃ￣８)ꎬ １７１.１
(Ｃ￣９)ꎮ 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朱仝飞等ꎬ２０１７)
基本一致ꎬ故鉴定化合物 １０ 为咖啡酸ꎮ

化合物 １１ 　 黄色针状结晶ꎮ１ Ｈ￣ＮＭＲ ( ５００
ＭＨｚꎬ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２.６８ (１Ｈꎬ ｔꎬ Ｊ ＝ １４.２ Ｈｚꎬ Ｈ￣
７)ꎬ ３.１２ (１Ｈꎬ ｄｄꎬ Ｊ ＝ １４.６ꎬ ５.２ Ｈｚꎬ Ｈ￣７)ꎬ ３.２９
(１Ｈꎬ ｍꎬ Ｈ￣４)ꎬ ４. ５４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１３. ８ Ｈｚꎬ Ｈ￣
６ａ)ꎬ ６.０４ꎬ ６.１８ (各 ２Ｈꎬ ｓꎬ ＯＣＨ２Ｏ)ꎬ ６.７６ (１Ｈꎬ
ｓꎬ Ｈ￣３)ꎬ ７.２６￣７.３６ (３Ｈꎬ ｍꎬ Ｈ￣８ꎬ ９ꎬ １０)ꎬ ８.００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７. ７ Ｈｚꎬ Ｈ￣１１)ꎬ ８. ２７ ( １Ｈꎬ ｓꎬ ￣
ＮＨ)ꎮ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ꎬ ＤＭＳＯ￣ｄ６) δ: １４２. ６
(Ｃ￣１)ꎬ ｌ４７. ４ ( Ｃ￣２)ꎬ １０６. ６ ( Ｃ￣３)ꎬ １２４. ６ ( Ｃ￣
３ａ)ꎬ ３６. ２ ( Ｃ￣４)ꎬ １６８. ８ ( Ｃ￣５)ꎬ ４９. ９ ( Ｃ￣６ａ)ꎬ
３５.６ (Ｃ￣７)ꎬ １３３.８ (Ｃ￣７ａ)ꎬ １２８.５ (Ｃ￣８)ꎬ １２８.０
(Ｃ￣９)ꎬ １２７.３ (Ｃ￣１０)ꎬ １２６.４ (Ｃ￣１１)ꎬ １３０.３ (Ｃ￣
１１ａ)ꎬ １１４. ８ ( Ｃ￣１１ｂ)ꎬ １２４. ０ ( Ｃ￣１１ｃ)ꎬ １０１. １
(ＯＣＨ２Ｏ)ꎮ 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 (刘布鸣等ꎬ
２０１４)一致ꎬ故鉴定化合物 １１ 为 ５￣氧阿朴菲碱ꎮ

化合物 １２ 　 白色针晶ꎮ１ Ｈ￣ＮＭＲ (５００ ＭＨｚꎬ
ＣＤＣｌ３) δ: ０.７５ꎬ ０.７７ꎬ ０.９０ꎬ ０.９１ꎬ ０.９３ꎬ ０.９８ꎬ １.１３
(各 ３Ｈꎬ ｓꎬ ７×ＣＨ３)ꎬ ５.３０ (１Ｈꎬ ｂｒｓꎬ Ｈ￣１２)ꎻ１３ Ｃ￣
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ꎬ ＣＤＣｌ３) δ: ３８.６ (Ｃ￣１)ꎬ ２７.５ (Ｃ￣
２)ꎬ ７９.２ (Ｃ￣３)ꎬ ３８.９ (Ｃ￣４)ꎬ ５５.４ (Ｃ￣５)ꎬ １８.５ (Ｃ￣
６)ꎬ ３２.８ (Ｃ￣７)ꎬ ３９.４ (Ｃ￣８)ꎬ ４７.８ (Ｃ￣９)ꎬ ３７.２ (Ｃ￣
１０)ꎬ ２３.２ (Ｃ￣１１)ꎬ １２２.８ (Ｃ￣１２)ꎬ １４３.８ (Ｃ￣１３)ꎬ
４１.８ (Ｃ￣１４)ꎬ ２７.８ (Ｃ￣１５)ꎬ ２３.６ (Ｃ￣１６)ꎬ ４６.７ (Ｃ￣
１７)ꎬ ４１. １ ( Ｃ￣１８)ꎬ ４６. ０ ( Ｃ￣１９)ꎬ ３０. ８ ( Ｃ￣２０)ꎬ
３４.０ (Ｃ￣２１)ꎬ ３２.６ (Ｃ￣２２)ꎬ ２８.２ (Ｃ￣２３)ꎬ １５.８ (Ｃ￣
２４)ꎬ １５. ６ ( Ｃ￣２５)ꎬ １７. ３ ( Ｃ￣２６)ꎬ ２６. １ ( Ｃ￣２７)ꎬ
１８３.５ (Ｃ￣２８)ꎬ ３２.２ (Ｃ￣２９)ꎬ ２３.７ (Ｃ￣３０)ꎮ 以上数

据与文献报道(刘布鸣等ꎬ２０１４)基本一致ꎬ故鉴定

化合物 １２ 为齐墩果酸ꎮ

３　 结论

本研究从小花清风藤的干燥叶中共分离得到

１２ 个化合物ꎬ其中化合物 ２、４－９ 为首次从清风藤

属植物中分离得到ꎬ化合物 １、３、１０ 为首次从该植

物中分离得到ꎬ化合物 １－６ 为苯丙酰胺类生物碱ꎬ

化合物 ８ꎬ９ 为黄酮类化合物ꎬ化合物 ７ꎬ１０ 为苯丙

素类化合物ꎬ还有两个小花清风藤中常见的化合

物ꎬ分别是化合物 １１ 为阿朴菲类生物碱ꎬ化合物

１２ 为五环三萜类皂苷ꎬ这些化合物与文献报道的

小花清风藤中的化学成分类型完全相符ꎮ 从化学

结构角度来看ꎬ６ 种苯丙酰胺类生物碱被集中分离

得到ꎬ表明该类生物碱应为小花清风藤中较为常

见的一类化合物ꎬ其他与化合物 １－６ 结构类似的

生物碱类化合物ꎬ也应广泛分布于该植物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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