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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石莲化学成分研究 

李治甫1～，杨小生2，梁光义 ，一，潘卫东2 
(1．贵阳中医学院，贵阳 550002；2．贵州省 、中国科学院天然产物化学重点实验室 ，贵阳 550002) 

摘 要：从苗药抱石莲 (Lepidogrammitis drymoglossoide(Bak。)Ching)的石油醚萃取部分中分离 出 6个成 

分，并利用 uV、IR、1 H—NMR、13C—NMR、MS等方法鉴定出这 6个化合物分别为 ：大黄素 甲醚(I)、里白醇(II)、 

乙酸橙酰胺(1id、十六烷酸(IV)、2，4二羟基一3，6一二 甲基苯甲酸甲酯(V)、3-谷 甾醇 (VI)。所有化合物均为首 

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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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pidogrammitis drymoglossoide 

LI Zhi—Fu ，YANG Xiao-Sheng ，LIANG Guang—Yi 一，PAN Wei—Dong2 

(1．Guiyang College oJ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Guiyang 550002，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Chemistry for 

Natural Products of Guizhou Province and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iyang 550002，China) 

Abstract：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Lepidogrammitis drymoglossoides were studied by the method of chromatog— 

raphy and spectral analysis．Six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and identified as physcion(I)，diplopterol(II)，aurantiamide 

acetate(1id。whexadecanoic acid(IV)，atraric acid(V)and 17-sitosterol(VI)．All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from this 

genus for the firs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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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石莲 为水龙骨科 (Polypodiaceae)骨牌蕨 属 

(Lepidogrammitis)抱石莲 (L．drymoglossoides)的 

干燥全草。以全草人药，具有清热解毒 、利湿 消瘀之 

功效，用于咽喉痛，肺热咳血，风湿关节痛，淋巴结炎， 

胆囊炎，石淋，跌打损伤，疔毒痈肿(何顺志等，2007)。 

为了阐明其药效物质基础 ，特别是其 中可能的抗结核 

分支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成分，我们采用 

现代分离手段和波谱技术对其化学成分进行了比较 

系统的研究。从其乙醇总提物的石油醚萃取层中分 

离鉴定了 6个化合物 ，分别为：大黄素甲醚(I)、里白 

醇(II)、乙酸橙酰胺(III)、十六烷 酸(IV)、2，4一二羟基一 

3，6-二甲基苯 甲酸 甲酯(V)、J}谷 甾醇(VI)。所有化 

合物均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1 材料与仪器 

药材于 2009年 5月采 自贵州省贵阳市 ，经贵阳 

中医学院陈德嫒教授 鉴定为抱石莲 (Lepidogram— 

mitis drymoglossoide)的干燥全草，标本保存在贵 

州省中国科学院天然产物化学重点实验室。 

柱 色谱硅 胶 (中 国青岛海 洋化 工厂硅胶 200～ 

300目和硅胶 H)；薄层硅胶 (中国青岛海洋化工厂 

GF254化 学 纯 )；Sephadex LH一20(GE Health— 

care)；小孔 树脂 (日本 三菱 MCI—GELCHP一2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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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R为 Varian公 司的 INOVA 400 MHz核磁共 

振波谱仪 ；质谱仪(美 国惠普公 司 HP一5973型气相 

色谱一质谱联用仪)；XT一2型显微熔点测定仪 (温度 

计未校正 ，北京泰克仪器有 限公司)；层析用溶剂石 

油醚、氯仿、乙酸乙酯、丙酮和甲醇为工业试剂经重 

蒸处理，其它试剂均为分析纯。 

2 提取与分离 

干燥抱石莲全草 13．0 kg，用 75 的乙醇溶液 

加热回流提取 3次，提取液减压浓缩回收溶剂后得 

浸膏 ，浸膏加适量水混悬 ，依次以等体积石油醚、氯 

仿、乙酸乙酯、正丁醇萃取，减压浓缩回收溶剂 ，得石 

油醚部分 35 g(Fr．A)、氯仿部分 4O g(Fr．B)、乙酸 

乙酯部分 45 g(Fr．C)、正丁醇部分 l20 g(Fr．D)。 

Fr．A部分进行硅胶柱层析 ，用石 油醚一乙酸乙 

酯(1：0-0：1)梯度洗脱 ，每 150 mI 为 1份 ，共收 

集 72份。TLC检测 ，合并相同斑点 ，其中 Fr 3O— 

Fr 32部分有白色针晶 VI(30 mg)析出。Fr13一Fr20 

合并为 A，A再 经 Sephadex LH一20(氯仿一甲醇 一1 

：1)分离 得化合物 I(7 rag)和 II(12 rag)。Fr21一 

Fr29合并为 B，B再经反复硅胶柱层析和 Sephadex 

LH一20(氯仿一甲醇 一1 ：1)分离得 化合物 IV(10 

rag)。Fr46一Fr56合并为 C，C经小孔树脂甲醇一水(40 

：60—100 ：O)梯度洗脱和 Sephadex LH一20(氯仿一甲 

醇一1：1)分离得化合物 V(4 mg)和 III(7 mg)。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I 大黄素 甲醚，橙红色针 晶(三氯 甲 

烷 )，mp 194～196℃。UV(MeOH) ：225，257， 

266，289，435；IR (KBr)cm- ：3438，1678，1628， 

1570；EI—MS m／z( )：284[M]。。(1O0)，241(18．7)， 

128(1O)，77(1O．6)； H—NM R(400 M HZ，CDC1。)6： 

12．31(1H ，S，8一OH)，12．11(1H ，S，1-OH )，7．62 

(1H ，brs H一5)，7．36(1H ，d， 一2．7 HZ，H一4)，7．08 

(1H，brs H一7)，6．68(1H，d，J一2．7 Hz，H一2)，3．93 

(3H ，S，OMe)，2．45(3H，S，Me)； C—NMR (100 

M Hz，CDC1 )占：l9O．76(C一9)，182．01(C一1O)， 

166．51(C一6)，l65．16(C一1)，162．47(C一8)，148．43 

(C 3)，135．22(C一4a)，l33．18(C一10a)，121．27(C一 

7)，124．49(C一5)，113．64(C_8a)，11O．23(C一9a)， 

108．20(C一4)，1O6．74(C一2)，56．06(OMe)，22．15 

(Me)。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梁妍等，2009；黄元 

等，2OO7)一致，故鉴定该化合物为大黄素甲醚。 

化合物 Ⅱ 里白醇，无色针晶(氯仿一甲醇)．EI— 

MS m／z( )：428[M] (6．8)，207(21．8)，191 

(100)，149(68)，95(58．8)，59(54．5)； H—NMR(400 

M HZ，CDCl )8：1．21(3H ，m ，H一29)，1．20(3H ，rn， 

H一24)，1．18(3H ，m，H一30)，1．18(3H ，m ，H一23)， 

1．0O(3H ，In，H一28)，0．95(3H ，m，H一27)，0．92 

(3H，In，H～26)，0．77(3H ，m ，H一25)； C—NMR(1O0 

M Hz，CDCI )占：73．95(C一22)，56．06(C一5)，53．88 

(C一17)，5O．3l(C 9)，51．O8(C一21)，49．80(C-13)， 

44．O6(C—l9)，44．06(C一18)，42．07(C一3)，41．87(C一 

14)，41．21(C一8)，40．27(C-1)，33．39(C一23)，37．36 

(C一10)，34．34(C一15)，33．2O(C一4)，33．20(C一7)， 

3O．82(C一3O)30．82(C一28)，28．70(C一29)，26．58(C一 

2O)，24．11(C一12)，21．93(C一16)，21．57(C一24)， 

20．87(C一11)，l6．69(C一27)，18．67(C一2)，18．67(C一 

6)16．12(C一26)15．80(C一25)。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 

(赵春超等 ，2006；陈封政等，2OO8)一致，故鉴定该化 

合物为里白醇。 

化合物 Ⅲ 乙酸橙酰胺 ，白色针晶(石油醚一丙 

酮 )，mp 177～ 179 ℃。IR(KBr)cm～：3310，1720， 

1660，1630，1600，1580，1490，1260，740，695，530； 

ESI—MS ／ ：443 I M一1 I一； H—NMR(400 MHZ， 

CDCl。)6：7．48(1H，t，J一7．3 HZ，H-4)，7．44(2H， 

t，l，一7．3 Hz，H一3，5)，7．71(2H，d，J一7．3 Hz，H一 

2，6)，7．29(5H ，In，H一2 ，6 )，7．21(3H ，m ，H一3 ， 

4”，5”)，7．O6(2H，d，J一 6．5 Hz，H一2”，6 )，6．75 

(1H，d，J一8．1 Hz，8一NH)，5．96(1H，d，．，一8．1 

Hz，11一NH)，4．76(1H，m ，H一9)，4．34(1H，m ，H～ 

12)，3．94(1H，dd，-『一 5．2，11．2 HZ，H一13a)，3．81 

(1H，dd，-，一4．4，11．2 HZ，H一138)，3．21(1H，dd，J 

一 5．6，13．6 HZ，H一7 a)，3．05(1H ，dd，‘，一 8．4， 

13．6 HZ，H一7 8)，2．75(2H ，rn，H一7”)，2．02(3H ，S， 

OCOCH3)；”C—NMR(100 M Hz，CDC1 )艿：170．78 

(OCOM e)，170．18(C一1O)，167．07(C一7)，136．64(C一 

1 )，136．57(C一1 )，133．59(C一1)，131．91(C一4)， 

129．26(C一2 ，6 )，129．10(C一2 ，6 )，128．74(C一3 ， 

5 )，128．56(C一3”，5”)，127
． 13(C一4 )，127．01(C一2， 

6)。126．72(C一4 )，64．53(C一13)，54．94(C一9)，49．38 

(C一12)，38．4O(C一7 )，37．39(C一7 )，20．79(COM e)。 

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邹建华等，2OO4)一致，故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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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化合物为乙酸橙酰胺。 

化合物 Ⅳ 十六烷酸，白色片状晶体 ，mp 49～ 

5O ℃。EI—MS ／ ( )：256 J M J。。(30．2)，213 

(16．7)，l71(8．7)，157(8．7)，129(20．8)，97(36．7)， 

69(55．3)，55(81．7)；将其 与十六烷酸对照品 比较 ， 

TLC中 Rf值及显色行为一致 ，与对照 品混合熔点 

不下降。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刘海等 ，2009)一致 ， 

故鉴定该化合物为十六烷酸 。 

化合物 V 2，4一二羟基一3，6二 甲基苯 甲酸 甲 

酯，黄色粉末 ，mp 14O～142 C。EI-MS ／‘z(％oo)：196 

[M] (20．2)，164(72)，136(100)，107(20)，53(28)，39 

(24．4)； H—NMR(400 M Hz，CI)Cl )6；12．04(1H，s，2一 

()H)，6．21(1H，s，H一5)，5．17(1H，s，4一OH)，3．92 

(3H。s，H一1 )，2．46(3H，s，6-Me)，2．10(3H，s，3 

Me)；”(二INMR(100 MHz，CDCl3)6：163．14(C 2)， 

157．98( 4)，140．13(C-6)，13O．93(C-7)，11O．51(C- 

5)，108．46(C-3)，105．20( 1)，7．63(3-Me)，51．81 

(OMe)，24．09(6-Me)。以上波谱数据 与文献 (Rainer 

等，2003；Sonia等，2006)一致，鉴定该化合物为 2，4一 

二羟基一3，6一二甲基苯甲酸甲酯。 

化合物 Ⅵ G一谷甾醇 ，白色针 晶(石油醚 乙酸 

乙酯)，mp 135～137℃，Liebermann—Burchard反应 

阳性 。将其与 G一谷 甾醇 对照品 比较 ，TI C中 Rf值 

及显色行为一致 ，与对照品混合熔点不下降 ，故鉴定 

该化合物为 f3一谷 甾醇 。 

致谢 核磁和质谱数据分别 由贵州省 、中国科 

学院天然产物化学重点实验室张建新副研究员和王 

道平 老 师测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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