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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色谱技术分离岭南山竹子叶的化学成分，根据理化性质和波谱数据鉴定化合物的结构。从岭

南山竹子叶提取物中分离了１１个化合物，鉴定为异植物醇 （Ⅰ），α－Ｔｏｃｏｓｐｉｒｏ　Ｂ （Ⅱ），正 十 一 烷 （Ⅲ），

棕榈 酸 （Ⅳ）， （＋） －（３Ｒ）－３－ｈｙｄｒｏｘｙ－４，４－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４－ｂｕｔｙｒｏｌａｃｔｏｎｅ （Ⅴ），苯 甲 酸 （Ⅵ），３，４－
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ａｃｅｔｏｐｈｅｎｏｎｅ（Ⅶ），反式对羟基 桂 皮 酸 （Ⅷ），３－甲 氧 基－４－羟 基－苯 甲 酸 （Ⅸ），β－谷 甾 醇 （Ⅹ），

胡萝卜苷 （Ⅺ）。以上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种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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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藤黄科藤黄属约有４５０种，主产于热带亚洲，
非洲南部 及 波 利 尼 西 亚 西 部。我 国 有 藤 黄 属 植 物

２１种，产台 湾 南 部，福 建，广 东，海 南，广 西 南

部，云南南部、西南部至西部，西藏东南部，贵州

南部及湖南西南部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

员会，１９９０）。该属的多种植物在我国的临床应用

和民间用药都极为普遍；该属植物化学成分种类丰

富，一直是天 然 产 物 研 究 的 热 点 领 域 之 一。从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开始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６９），到现

在科研工作者对该属的５０余种植物进行了化学成

分和 药 理 活 性 的 研 究，从 中 分 离 得 到４００多 个 化

合物。
岭南山 竹 子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ｏｂ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为 藤 黄

科 （Ｇｌｕｓｉａｃｅａ）藤 黄 属 （Ｇａｒｉｃｉｎｉａ）植 物，分 布

于广东、广西、海南、越南等地 （邓世明，２００６）。
目前，已从岭南山竹子树皮中发现１１个具有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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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化合物，其中８个新的多异戊烯基取代的苯甲

酮 （ｏｂ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ｎｓ　Ａ－Ｇ、３０－ｅｐｉ－ｃａｍｂｏｇｉｎ）、３个新

的 酮 （ｏｂｌｏｎｇｉｘａｎｔｈｏｎｅｓ　Ａ－Ｃ）；１５个 已 知 的 多

异戊烯基取代的苯甲酮和 酮类化合物，其中包括

多异戊烯基取代的苯甲酮ｃａｍｂｏｇｉｎｏｌ、ｇｕｔｔｉｆｅｒｏｎｅ
Ｂ （Ｄｏ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Ｈａｍｅ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岭 南 山 竹 子 皮 中 含 有 的

ｇｕｔｔｉｆｅｒｏｎｅ　Ｆ、ｏｂ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ｎ　Ａ、３０－ｅｐｉ－ｃａｍｂｏｇｉｎ的

抗氧 化 活 性 强 于 作 为 阳 性 对 照 的 α－ｔｏｃｏｐｈｅｒｏｌ
（ＩＣ５０＝１４．８μｍｏｌ／Ｌ）；同时这几个化合物对人肺

腺癌细胞株 Ａ５４９和皮肤鳞状细胞癌细胞系 Ａ４３１
有 细 胞 毒 活 性 抗 癌 活 性。３０－ｅｐｉ－ｃａｍｂｏｇｉｎ 在

ＤＰＰＨ 抗 氧 化 实 验 中 ＩＣ５０ ＝ （９．１±０．７８）

μｍｏｌ／Ｌ；在Ａ５４９和 Ａ４３１细 胞 系 中 细 胞 毒 活 性

分别为ＩＣ５０＝ （１４．８±０．８）μｍｏｌ／Ｌ、（１４．３±
０．５）μｍｏｌ／Ｌ （Ｄｏ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岭南山竹子

树叶已被广西地方药材标准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

厅，１９９６）收载，具有消炎止痛、收 敛 生 肌 功 效。
该植物叶的化学成分尚未明确，鉴于该植物在学术

上以及人类经济活动上具有特殊重要价值，我们对

其叶的化学成分进行研究。

１　仪器和材料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是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公 司 产 品。柱

层析硅胶 （２００～３００目）和 薄 层 色 谱 硅 胶 板 为 青

岛海洋化工厂产 品，所 有 试 剂 均 为 分 析 纯。ＮＭＲ
由Ｂｒｕｋｅｒ　ＡＭ－４００型 （ＴＭＳ为内标）核磁共振谱

仪测定。ＴＧ３２８Ａ （Ｓ）型 分 析 天 平 （上 海 精 科 天

平厂）称 量。质 谱 由 ＶＧ　Ａｕｔｏ　Ｓｐｅｃ－３００质 谱 仪

（英国质谱仪公司）测定。熔点由数字显示显微熔

点测定仪 测 定， （Ｘ－４，北 京 泰 克 仪 器 有 限 公 司，
温度未校正）。

岭 南 山 竹 子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ｏｂ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干 燥

叶１０．５ｋｇ，２０１０年３月 采 于 海 南 省 琼 海 市 中 原

镇，对照广西地方药材 “山竹子叶”标准各项指标

检测，经邓世明博士鉴定为藤黄属岭南山竹子。凭

证标本存放于海南大学海洋学院。

２　提取与分离

取 岭 南 山 竹 子 干 燥 叶１０．５ｋｇ，粉 粹，用

８５％乙醇渗漉，连续ｌ周，至提取完全。减压浓缩

（低于５５℃）回收乙醇，得浸膏１ｋｇ。浸膏用２００
～３００目硅胶２倍量拌样至散，依次用石油醚、乙

酸乙酯洗脱完全，浓缩各段，得石油醚洗脱物１９５
ｇ，乙酸乙酯洗脱物３００ｇ。

取石 油 醚 洗 脱 段 （１８０ｇ）经 硅 胶 干 柱 层 析，
以石油醚∶乙酸乙酯 （２５∶１）洗脱，根据薄层色

谱检识合并为５个组分，Ａ－１～５。取 Ａ－２ （３０．５
ｇ）段，经硅胶层析，石油醚∶乙酸乙酯 （２００∶１
～７０∶１）梯度洗脱，薄层色谱检识后相同斑点合

并，得馏 分 Ａ－２．１和 Ａ－２．３、Ａ－２．４。Ａ－２．１
（５２０ｍｇ）经 硅 胶 柱 层 析，以 石 油 醚∶乙 酸 乙 酯

（１００∶１～４０∶１）梯 度 洗 脱，得 化 合 物Ⅰ （１７
ｍｇ），Ａ－２．３ （３．４０３ｇ）经反复硅胶柱层析，得

化合物Ⅲ。Ａ－２．４ （５．６９９ｇ）经 真 空 硅 胶 柱 层

析，以石油醚∶乙酸乙酯 （１５０∶１～４０∶１）梯度

洗脱，再 经Ｓｅｐ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氯 仿∶甲 醇１∶１），
得化合物Ⅹ （８００ｍｇ）、Ⅳ （３０ｍｇ）。

取乙酸乙酯洗脱段 （２９０ｇ）经硅胶 干 柱 层 析，
以氯仿∶甲醇３０∶１洗脱，薄层色谱检识合并相同斑

点，分为３个组分，Ｂ－１～３。Ｂ－１（３．７７２ｇ）经硅胶

柱层析，以石油醚∶乙酸乙酯 （１００∶１～２５∶１）梯度

洗脱，得化合物Ⅱ （２６ｍｇ）。Ｂ－２（１００ｇ）经反复硅胶

柱层析，再经甲醇、乙酸乙酯、氯仿等溶剂反复抽

滤，得化合物Ⅺ （１．５ｇ）。Ｂ－３（８０ｇ）经干柱层析，
氯仿∶甲醇 （３５∶１）洗脱，分为３个馏分：Ｂ－３．１～
３．３。Ｂ－３．１ （１７．４ｇ）经 反 复 硅 胶 柱 层 析 和

Ｓｅｐ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氯仿∶甲醇１∶１），得化合物Ⅵ （１２
ｍｇ）、Ⅴ （２０ｍｇ）、Ⅶ （１４ｍｇ）。Ｂ－３．２ （３１．１ｇ）
经反复硅胶柱层析和Ｓｅｐ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氯仿∶甲醇１∶
１），得化合物Ⅷ （１９ｍｇ）、Ⅸ （４８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合物Ⅰ　透明油状物，５％硫酸－乙醇显紫红

色。ＥＩ－ＭＳ ［ｍ／ｚ］：３１９ ［Ｍ ＋ Ｎａ］＋。１　Ｈ－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１３Ｈｚ）δ：５．９１ （１Ｈ，ｄｄ，Ｊ＝
１０．８，１７．２ Ｈｚ，Ｈ－２），５．０４ （１Ｈ，ｄ，Ｊ＝
１０．８Ｈｚ，Ｈ－１），５．１９ （１Ｈ，ｄ，Ｊ＝１７．２Ｈｚ，

Ｈ－１１），０．８３～０．８７ （ｍ，５×ＣＨ３）；１３Ｃ－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６ＭＨｚ）δ：１１１．４ （ｔ，Ｃ－１），１４５．３
（ｄ，Ｃ－２），７３．３ （ｓ，Ｃ－３），４２．７ （ｔ，Ｃ－４），２１．４
（ｔ，Ｃ－５），３７．３ （ｔ，Ｃ－６），３２．８ （ｄ，Ｃ－７），３７．４
（ｔ，Ｃ－８），２４．５（ｔ，Ｃ－９），３７．４（ｔ，Ｃ－１０），３２．８
（ｄ，Ｃ－１１），３７．２（ｔ，Ｃ－１２），２４．８ （ｔ，Ｃ－１３），３９．
４（ｔ，Ｃ－１４），２８．０ （ｄ，Ｃ－１５），２２．７ （ｑ，Ｃ－１６），

２２．６（ｑ，Ｃ－１７），１９．７ （ｑ，Ｃ－１８），１９．７ （ｑ，Ｃ－
１８），２８．０（ｑ，Ｃ－２０）。以上波谱数据及理化性

２９６ 广　西　植　物　　　 　　　　　　　　　　　　　　３３卷



图１　化合物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质与徐娟华等 （２００７）完全一致，故确定为异植物
醇 （ｉｓｏｐｈｙｔｏｌ）。

化合 物Ⅱ 　无 色 油 状 物，５％硫 酸－乙 醇 显 橙
色。１　Ｈ－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１３ＭＨｚ）δ：０．８２
（３Ｈ，ｄ，Ｊ＝６．４ Ｈｚ，Ｈ３－１７ａ），０．８３ （３Ｈ，
ｄ，Ｊ＝７．２Ｈｚ，Ｈ３－１３ａ），０．８５ （６Ｈ，ｄ，Ｊ＝
４．４Ｈｚ，Ｈ３－２１ａ，Ｈ３－２２），１．３０ （３Ｈ，ｓ，Ｈ３－
９ａ），１．７２－１．７８ （２Ｈ，ｍ，Ｈ－２，８），１．８１
（３Ｈ， ｓ， Ｈ３－５ａ）， １． ８３ （３Ｈ， ｓ， Ｈ３－
６ａ），２．０１ （３Ｈ，ｓ，Ｈ－３ａ），２．３７ （１Ｈ，ｍ，
Ｈ－７），４．６８ （１Ｈ，ｓ，ＯＨ）；１３Ｃ－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
１００．６ ＭＨｚ）δ：２０５．１ （ｓ，Ｃ－１），９２．６ （ｓ，
Ｃ－２），２０６．９ （ｓ， Ｃ－３），８９．４ （ｓ， Ｃ－
４），１６３．１ （ｓ，Ｃ－５），１３９．５ （ｓ，Ｃ－６），３３．４
（ｔ，Ｃ－７），３６．８ （ｔ，Ｃ－８），８７．２ （ｓ，Ｃ－９），
４２．１ （ｔ，Ｃ－１０），２２．３ （ｔ，Ｃ－１１），３７．４ （ｔ，
Ｃ－１２），３２．８ （ｄ，Ｃ－１３），３７．５ （ｔ，Ｃ－１４），２４．
８ （ｔ，Ｃ－１５），３７．５ （ｔ，Ｃ－１６），３２．７ （ｄ，Ｃ－
１７），３７．３ （ｔ，Ｃ－１８），２４．５ （ｔ，Ｃ－１９），３９．４
（ｔ，Ｃ－２０），２８．０ （ｄ，Ｃ－２１），２２．６ （ｑ，Ｃ－２２），
２５．４ （ｑ，Ｃ－３ａ），１１．７ （ｑ，Ｃ－５ａ），８．７ （ｑ，
Ｃ－６ａ），２７．６ （ｑ，Ｃ－９ａ），１９．６ （ｑ，Ｃ－１７ａ），
１９．７ （ｑ，Ｃ－１３ａ），２２．７ （ｑ，Ｃ－２１ａ）。以上波谱
数据及理化性质与Ｃｈ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完 全 一
致，故确定为α－Ｔｏｃｏｓｐｉｒｏ　Ｂ。

化合 物Ⅲ 　无 色 油 状 液 体，５％硫 酸－乙 醇 显
红 色，ｍｐ：２８７～２８８ ℃。ＥＩ－ＭＳ ［ｍ／ｚ］：１５６
［Ｍ］＋，９９，５７，４３，２９。１　Ｈ－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４００．

１３ＭＨｚ）δ：０．８８ （６Ｈ，ｍ，２×ＣＨ３），０．９２
～１．１４ （４Ｈ，ｍ，２×ＣＨ２），１．２６ （１４Ｈ，ｓ，７
×ＣＨ３）；１３Ｃ－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６ ＭＨｚ）δ：
１４．１ （ｑ，Ｃ－１，Ｃ－１１ ），２２．７ （ｔ，Ｃ－２，Ｃ－１０
），２９．４ （Ｃ－３，Ｃ－７），２９．７ （Ｃ－４，Ｃ－５，Ｃ－６），
３１．９ （Ｃ－３，Ｃ－９）。以上理化性质和数据与邱桂华
等 （２００６）一 致，故 鉴 定 为 正 十 一 烷 （ｈｅｎｄｅ－
ｃａｎｅ）。

化合物Ⅳ 　白色粉末状结晶，５％硫酸乙醇溶
液显 红 色，ｍｐ：６０～６２℃。ＥＩ－ＭＳ［ｍ／ｚ］：２５５
［Ｍ－Ｈ］－。１　Ｈ－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１３ＭＨｚ）δ：２．
３４ （２Ｈ，ｔ），１．６３ （２Ｈ，ｍ），１．２５ （２４Ｈ，
ｂｒｓ），０．８８ （３Ｈ，ｔ）；１３Ｃ－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１００．
６ＭＨｚ）δ：１８０．３ （ｓ，Ｃ－１），３４．１ （ｔ，Ｃ－２），
３２．０ （ｔ，Ｃ－４），２９．１～２９．７ （ｔ，Ｃ－５～１４），
２４．６ （ｔ，Ｃ－３），２２．７ （ｔ，Ｃ－１５），１４．１ （ｑ，
Ｃ－１６）。以上波谱数据及理化性质与姜哲等 （２００９）
一致，故鉴定为棕榈酸。

化合物Ⅴ　黄色油状液体，５％硫酸－乙醇显黄
色。１　Ｈ－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１３ ＭＨｚ）δ：１．３５
（３Ｈ，ｓ，Ｈ－６），１．４２ （３Ｈ，ｓ，Ｈ－７），２．５２
（１Ｈ，ｄｄ，Ｊ＝３．５，１８．０Ｈｚ，Ｈ－３ｂ），２．９１
（１Ｈ，ｄｄ，Ｊ＝６．５，１８．０ Ｈｚ，Ｈ－３ａ），４．２０
（１Ｈ，ｄｄ，Ｊ＝３．５，６．５ Ｈｚ，Ｈ－４）。１３Ｃ－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６ＭＨｚ）δ：２１．２ （ｑ，Ｃ－６），２６．
２ （ｑ，Ｃ－７），３８．４ （ｔ，Ｃ－３），７３．７ （ｄ，Ｃ－４），
８８．４ （ｓ，Ｃ－５），１７５．８ （ｓ，Ｃ－２）；该 化 合 物 理
化 性 质 及 波 谱 数 据 与 Ａｈｍｅｄ　Ａ．Ａｈｍｅｄ　ｅｔ　ａｌ．

３９６５期　　　　　　　　　　　　　王宁等：岭南山竹子叶化学成分研究



（２００４）完 全 一 致，确 定 化 合 物 １２ 为 （＋）－
（３Ｒ）－３－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４，４－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４－ｂｕｔｙｒｏｌａｃｔｏｎｅ。

化合物Ⅵ 　无色针晶，５％硫酸乙醇溶液显淡
黄色，ｍｐ：１２３～１２４℃。１　Ｈ－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４００．
１３ＭＨｚ）δ：７．２６～８．１１ （５Ｈ，Ａｒ－Ｈ）。１３Ｃ－
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６ＭＨｚ）δ：１２８．４ （ｄ，Ｃ－
２，６），１３０．１ （ｄ，Ｃ－３，５），１３３．７ （ｄ，Ｃ－４），
１７１．２ （ｓ，Ｃ－７）。该化合 物 理 化 性 质 及 波 谱 数 据
与斯建勇等 （１９９６）完全一致，故确定为苯甲酸。

化合物Ⅶ 　白色针晶，５％硫酸－乙醇显橙色，
ｍｐ：１１６～１１７ ℃。ＥＩ－ＭＳ ［ｍ／ｚ］１５３ ［Ｍ ＋
Ｈ］＋；１　Ｈ－ＮＭＲ （ＭＥＯＤ，４００．１３ＭＨｚ）δ：２．
４６ （３Ｈ，ｓ，Ｈ－８），６．７８ （１Ｈ，ｄ，Ｊ＝８．４Ｈｚ，
Ｈ －５），７．４１ （ｍ，２Ｈ，Ａｒ－Ｈ，Ｈ－２，６）；１３Ｃ－
ＮＭＲ （ＭＥＯＤ，１００．６ ＭＨｚ ）δ：１３０．７ （ｓ，
Ｃ－１），１１６．１ （ｄ，Ｃ－２），１４６．５ （ｓ，Ｃ－
３），１５２．４ （ｓ，Ｃ－４），１２３．６ （ｄ，Ｃ－６），１１５．８
（ｄ，Ｃ－５），１９９．７ （ｓ，Ｃ－７），２６．３ （ｑ，Ｃ－８）。
以上波谱数据与Ｒｕ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一致，故鉴定
为３，４－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ａｃｅｔｏｐｈｅｎｏｎｅ。

化合 物Ⅷ 　淡 黄 色 粉 末，５％硫 酸－乙 醇 显 黄
色，ｍｐ：１９４ ～ １９５ ℃。ＥＩ－ＭＳ ［ｍ／ｚ］１６４
［Ｍ］＋。１　Ｈ－ＮＭＲ （ＭＥＯＤ，４００．１３ ＭＨｚ）δ：
６．３３ （１Ｈ，ｄ，Ｊ＝１６Ｈｚ，Ｈ－８），６．８８ （２Ｈ，
ｄ，Ｊ＝８．８Ｈｚ，Ｈ－３，５），７．５４ （２Ｈ，ｄ，Ｊ＝
８．８Ｈｚ，Ｈ－２，６），７．６０ （１Ｈ，ｄ，Ｊ＝１６Ｈｚ，
Ｈ－７）；１３Ｃ－ＮＭＲ （ＭＥＯＤ，１００．６ＭＨｚ）δ：１２７．
３ （ｓ，Ｃ－１），１３１．１ （ｄ，Ｃ－２，６），１１６．８ （ｄ，
Ｃ－３，５），１６１．１ （ｓ，Ｃ－４），１４６．６ （ｄ，Ｃ－７），
１１５．８ （ｄ，Ｃ－８），１７１．１ （ｓ，Ｃ－９）。以上数据与
魏健等 （２００８）数据一致，确定化合物１５为反式
对羟基桂皮酸。

化合物Ⅸ　无 色 针 晶。５％硫 酸－乙 醇 显 黄 色，
ｍｐ：１９８～２００ ℃。１　Ｈ－ＮＭＲ （ＭＥＯＤ，４００．１３
ＭＨｚ）δ：７．５５ （２Ｈ，ｍ，Ｈ－２，６），６．８２
（１Ｈ，ｄ，Ｊ＝８．７Ｈｚ，Ｈ－５），３．８８ （３Ｈ，ｓ，３－
ＯＣＨ３）；１３Ｃ－ＮＭＲ （ＭＥＯＤ，１００．６ ＭＨｚ）δ：
１２３．２ （ｓ，Ｃ－１ ），１１７．５ （ｄ，Ｃ－２），１５２．９
（ｓ，Ｃ－３），１４８．７ （ｓ，Ｃ－４），１１５．９ （ｄ，Ｃ－５），
１２５．３ （ｄ，Ｃ－６），１７０．１ （ｓ，Ｃ－７），５６．５ （ｑ，
Ｃ－８）。以上数据和王晓飞等 （２００７）数据一致，故
鉴定为３－甲氧基－４－羟基－苯甲酸。

化合物Ⅹ 　白色针状晶体，５％硫酸乙醇显红
色，ｍｐ：１３６～１３７℃。质谱ＥＩ－ＭＳ显示准分子离
子峰为 ［ｍ／ｚ］４１４ ［Ｍ］＋。ＴＬＣ中，其 与β－谷 甾
醇对照品，在３种 溶 剂 系 统 下 比 较，Ｒｆ值 及 显 色
行为一致，与对照品混合后测熔点不下降，故鉴定
该化合物为β－谷甾醇。

化合物Ⅺ 　白色无定形粉末，５％硫酸－乙醇显

紫 红 色， ｍｐ： ２９０ ～ ２９２ ℃。１３Ｃ－ＮＭＲ
（ＤＭＳＯ，１００．６ＭＨｚ）δ：３８．２ （ｔ，Ｃ－１），２９．２
（ｔ，Ｃ－２），７６．８ （ｄ，Ｃ－３），４０．７ （ｔ，Ｃ－４），１４０．
３ （ｓ，Ｃ－５），１２１．０ （ｄ，Ｃ－６），３３．２ （ｔ，Ｃ－７），
３１．２（ｄ，Ｃ－８），４９．５ （ｄ，Ｃ－９），２５．５ （ｓ，Ｃ－
１０），２０．５ （ｔ，Ｃ－１１），２８．６ （ｔ，Ｃ－１２），４１．７
（ｓ，Ｃ－１３），５６．０ （ｄ，Ｃ－１４），２３．７ （ｔ，Ｃ－１５），
４１．７ （ｔ，Ｃ－１６），５５．３ （ｄ，Ｃ－１７），１１．７ （ｑ，Ｃ－
１８），１９．６ （ｑ，Ｃ－１９），３６．７ （ｄ，Ｃ－２０），１９．４
（ｑ，Ｃ－２１），３５．４ （ｔ，Ｃ－２２），３６．７ （ｔ，Ｃ－２３），
４５．０ （ｄ，Ｃ－２４），２９．１ （ｄ，Ｃ－２５），１９．０ （ｑ，
Ｃ－２６），１９．６（ｑ，Ｃ－２７），２２．４ （ｔ，Ｃ－２８），１１．５
（ｑ，Ｃ－２９），１００．７ （ｄ，Ｃ－１′），７３．４ （ｄ，Ｃ－２′），
７６．６（ｄ，Ｃ－３′），７０．０ （ｄ，Ｃ－４′），７６．６ （ｄ，Ｃ－
５′），６１．０ （ｔ，Ｃ－６′）。１　Ｈ－ＮＭＲ （ＤＭＳＯ，４００．１３
ＭＨｚ）δ：５．３３ （１Ｈ，ｓ，Ｈ－６），４．４１ （１Ｈ，ｔ，
Ｈ－３），４．２２ （１Ｈ，ｄ，Ｊ＝７．６Ｈｚ，Ｈ－１′）。以上
波谱数据及理化性质与张正付等 （２００４）完全一致，
故确定为胡萝卜苷。

４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岭南山竹子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ｏｂ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叶中 分 离 鉴 定 出３个 酚 类 化 合 物、２个 甾 体 化 合
物、１个α－生育酚类化合物、１个羟基内酯类化合
物、１个二萜类 化 合 物、１个 有 机 酸 和１个 烷 烃。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对该植物树皮研究报道的化
合物类型为： 酮类化合物、多异戊烯基取代的苯
甲酮类；通过以上研究，发现岭南山竹子叶与该植
物树皮化合 物 类 型 对 比 较 差 异 明 显。化 合 物Ⅰ为

α－生育酚的合成原料，α－生育酚 （α－ｔｏｃｏｐｈｅｒｏｌ）是
由主环２，３，６－三 甲 基 氢 醌 和 植 物 醇 或 异 植 物 醇
缩合制得的，α－生 育 酚 经 生 物 转 化 得 到 化 合 物Ⅱ。
故化合物Ⅰ和化合物Ⅱ可能存有生源关系，值得进
一步探讨。以上研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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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成分研究）［Ｊ］．Ｇｕｉｈａｉａ （广西植物），２８（４）：５５８－５６０

Ｘｕ　ＪＨ （徐娟华），Ｌｕ　ＱＨ （卢 启 洪），Ｚｈａｏ　Ｙ （赵 昱）．２００７．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ａｌｇａｅ　Ｕｌｖａ　ｐｅｒｔｕｓａ
（绿藻孔石莼脂类化学成分研究）［Ｊ］．Ｃｈｉｎ　Ｊ　Ｃｈｉｎ　Ｍａｔ　Ｍｅｄ
（中国中药杂志），３２ （１５）：１　５３６－１　５３８

Ｚｈａｎｇ　ＺＦ （张 正 付），Ｂｉａｎ　ＢＬ （边 宝 林），Ｙａｎｇ　Ｊ（杨 健），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Ｊａｓｍｉｎｕｍ　ｓａｍｂａ （茉 莉 根 化 学 成 分 的 研 究） ［Ｊ］．Ｃｈｉｎ　Ｊ
Ｃｈｉｎ　Ｍａｔ　Ｍｅｄ （中国中药杂志），２９ （３）：２３７－２３９

２３６ 广　西　植　物　　　 　　　　　　　　　　　　　　３３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