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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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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毒大戟根中的萜类成分研究
△

陈虎，历明辉，陶平德，陈黎

湖北医药学院 附属太和医院 药学部，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要］　目的：研究狼毒大戟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ｆｉｓｃｈｅｒｉａｎａ根中的萜类成分。方法：利用硅胶、ＭＣＩ、ＯＤＳ、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柱色谱及半制备高效液相色谱法（ＨＰＬＣ）等分离手段对狼毒大戟根中的萜类成分进行分离纯化，根据理化性
质、波谱学数据分析鉴定化合物结构。结果：从狼毒大戟根的８０％丙酮提取物中分离鉴定了７个萜类化合物，包括
５个二萜类化合物和２个三萜类化合物，分别鉴定为 ７羰基脱氢松香酸（１）、ｔｒｏｇｏｐｔｅｒｏｉｄＦ（２）、陶塔二酚（３）、
１８羟基弥罗松酚（４）、１９羟基弥罗松酚（５）、环木波罗２２烯３β，２５二醇（６）和羽扇豆醇（７）。结论：除了化合物
６和 ７，其余化合物均为首次从狼毒大戟中分离得到。

［关键词］　狼毒大戟；二萜；三萜；７羰基脱氢松香酸；ｔｒｏｇｏｐｔｅｒｏｉｄＦ；陶塔二酚；１８羟基弥罗松酚；１９羟基
弥罗松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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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ＮＨｕ，ＬＩＭｉｎｇｈｕｉ，ＴＡＯＰｉｎｇｄｅ，ＣＨＥＮＬｉ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Ｔａｉ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ｈｉｙａｎ４４２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ｔｅｒｐｅｎｏｉｄ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ｒｏｏｔｓｏｆ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ｆｉｓｃｈｅｒｉａｎａ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ｗｅｒｅ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ｂｙｓｉｌｉｃａｇｅｌ，ＭＣＩ，ＯＤＳ，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ａｎｄｓｅｍｉ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ｉｑｕｉｄ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ＰＬＣ）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ａｎｄ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ｉｒ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ｅｖｅｎｋｎｏｗｎ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ｆｉｖｅｄｉｔｅｒｐｅｎｏｉｄｓａｎｄｔｗｏｔｒｉｔｅｒｐｅｎｏｉｄｓｗｅｒｅ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８０％ ａｃｅｔｏｎ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ｏｆｒｏｏｔｓｏｆＥｆｉｓｃｈｅｒｉａｎａ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ａｓ７ｏｘｏｄｅｈｙｄｒｏａｂｉ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１），ｔｒｏｇｏｐｔｅｒｏｉｄＦ（２），ｔｏｔａｒａｄｉｏｌ（３），１８
ｈｙｄｒｏｘｙ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ｏｌ（４），１９ｈｙｄｒｏｘｙ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ｏｌ（５），ｃｙｃｌｏａｒｔ２２ｅｎｅ３β，２５ｄｉｏｌ（６）ａｎｄｌｕｐｅｏｌ（７）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Ｅｘｃｅｐｔｆｏｒ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６ａｎｄ７，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ｗｅｒｅ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ｉｓｇｅｎｉｕ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ｆｉｓｃｈｅｒｉａｎａＳｔｅｕｄ；ｄｉｔｅｒｐｅｎｏｉｄ；ｔｒｉｔｅｒｐｅｎｏｉｄ；７ｏｘｏｄｅｈｙｄｒｏａｂｉ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ｔｒｏｇｏｐｔｅｒｏｉｄＦ；
ｔｏｔａｒａｄｉｏｌ；１８ｈｙｄｒｏｘｙ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ｏｌ；１９ｈｙｄｒｏｘｙ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ｏｌ

狼毒大戟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ｆｉｓｃｈｅｒｉａｎａＳｔｅｕｄ为大戟科
大戟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主产于我国西北、东北及

内蒙古等地，为传统的外用药物。其药理活性主要

有抗肿瘤、抗病毒、抗菌、抗结核、降血糖、杀虫

等［１５］。狼毒大戟化学成分结构丰富多样，文献对狼

毒大戟中结构新颖的化学成分研究主要集中在萜

类［１，３７］。为了分离得到结构新颖的萜类化合物，在

前期研究基础上［８］，本研究选取了狼毒大戟的根进

行了进一步深入研究，从８０％丙酮提取物中分离鉴

定了７个化合物，包括５个二萜类化合物和２个三
萜类化合物，分别鉴定为 ７羰基脱氢松香酸
（７ｏｘｏｄｅｈｙｄｒｏａｂｉ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１）、ｔｒｏｇｏｐｔｅｒｏｉｄＦ（２）、陶
塔二酚 （ｔｏｔａｒａｄｉｏｌ，３）、１８羟基弥罗松酚 （１８
ｈｙｄｒｏｘｙ８，１１，１３ａｂｉｅｔａｔｒｉｅｎ１２ｏｌ，４）、１９羟基弥
罗松酚（１９ｈｙｄｒｏｘｙ８，１１，１３ａｂｉｅｔａｔｒｉｅｎ１２ｏｌ，５）、
环木波罗２２烯３β，２５二醇（ｃｙｃｌｏａｒｔ２２ｅｎｅ３β，２５
ｄｉｏｌ，６）和羽扇豆醇（ｌｕｐｅｏｌ，７）。除了化合物 ６和
７，其余化合物均为首次从狼毒大戟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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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

１１　药材

狼毒大戟为２０１６年９月采摘于湖北十堰市武当
山，由湖北医药学院药学院叶方教授鉴定为狼毒大

戟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ｆｉｓｃｈｅｒｉａｎａＳｔｅｕｄ，样本现保存在湖北医
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武当药物研究所（标本号为

２０１６０９２５）。

１２　仪器与试剂

ＡＭ４００型核磁共振波谱仪（Ｂｒｕｋｅｒ公司）；
Ｐ２０００型旋光仪（ＪＡＳＣＯ公司）；ＨＰ８４５型紫外可见
光谱仪（ＨｅｗｌｅｔｔＰａｃｋａｒｄ公司）；１１００型半制备液相
（Ａｇｉｌｅｎｔ公司）；氘代试剂（Ｊ＆Ｋ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Ｌｔｄ公
司）；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Ｉｓｏｔｏｐ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Ｉｎｃ半制备型
液相色谱，色谱柱为ＹＭＣ（ＲＰＣ１８，２５０ｍｍ×１０ｍｍ，
５μｍ）；正相柱色谱硅胶（１００目、２００～３００目，青
岛海洋化工厂）；色谱纯甲醇及分析纯甲醇、三氯甲

烷、二氯甲烷、乙酸乙酯、丙酮、石油醚（国药集团

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纯净水（杭州娃哈哈集团）。

２　提取与分离

干燥的狼毒大戟根４ｋｇ，粉碎，在室温条件下
反复用８０％丙酮冷浸提取４次，真空浓缩得总浸膏
１４０ｇ。将总浸膏用２Ｌ温水混悬，依次用乙酸乙酯、
正丁醇萃取。乙酸乙酯萃取物真空浓缩后得到乙酸

乙酯部位４５ｇ。将乙酸乙酯部位用正相硅胶柱，二
氯甲烷丙酮（１∶０→１∶１）梯度洗脱，分成 ６个组分
Ａ～Ｆ。Ｂ组分用 ＯＤＳ柱（甲醇水，３∶７→１０∶０）梯度
洗脱，分为５个亚组分 Ｂ１～Ｂ５。Ｂ３亚组分又经凝胶
柱、正相硅胶柱（二氯甲烷丙酮，８∶２→１∶１）及半制
备ＨＰＬＣ（甲醇水，１∶９→１０∶０）分离纯化得到化合物
６（７２ｍｇ）、７（４８ｍｇ）。Ｃ组分用 ＲＰＣ１８柱（甲醇
水，３∶７→９∶１）梯度洗脱，分为３个亚组分 Ｃ１～Ｃ３。
Ｃ２亚组分又经正相硅胶柱及半制备 ＨＰＬＣ（甲醇水，
４∶６）分离纯化得到化合物４（１０５ｍｇ）。Ｃ３亚组分经
半制备ＨＰＬＣ（甲醇水，１∶１）分离纯化得到化合物５
（８２ｍｇ）。Ｄ组分依次用 ＯＤＳ柱（甲醇水，３∶７→
７∶３）、正相硅胶柱（甲醇水，６∶４→１∶９）和半制备
ＨＰＬＣ（甲醇水，６∶４）分离得到化合物２（１０３ｍｇ）。
Ｅ组分反复用 ＲＰＣ１８色谱柱（甲醇水，３∶７→９∶１）、
正相硅胶柱及半制备ＨＰＬＣ（甲醇水，６５∶３５）分离纯
化得到化合物１（７６ｍｇ）和３（１２１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合物１：白色无定形粉末，分子式为Ｃ２０Ｈ２６Ｏ３，

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１５２０［Ｍ＋Ｈ］＋；１ＨＮＭＲ（ＣＤ３ＯＤ，
４００ＭＨｚ）δ：１２６（６Ｈ，ｄ，Ｊ＝６９Ｈｚ，Ｈ１６，１７），
１２７（３Ｈ，ｓ，Ｈ２０），１３４（３Ｈ，ｓ，Ｈ１９），７４１
（１Ｈ，ｄ，Ｊ＝８２Ｈｚ，Ｈ１１），７５０（１Ｈ，ｄｄ，Ｊ＝
８２，２１Ｈｚ，Ｈ１２），７８０（１Ｈ，ｄ，Ｊ＝２１Ｈｚ，
Ｈ１４）；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３ＯＤ，１００ＭＨｚ）δ：３８７（Ｃ１），
１９８（Ｃ２），３８２（Ｃ３），４７８（Ｃ４），４５８（Ｃ５），
３９２（Ｃ６），２０１２（Ｃ７），１３１９（Ｃ８），１５５４
（Ｃ９），３８９（Ｃ１０），１２５４（Ｃ１１），１３４４（Ｃ１２），
１４８５（Ｃ１３），１２５８（Ｃ１４），３５１（Ｃ１５），２４５
（Ｃ１６，１７），１８１７（Ｃ１８），１７０（Ｃ１９），２４１
（Ｃ２０）。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９］，故鉴定化合

物１为７羰基脱氢松香酸。
化合物２：白色无定形粉末，分子式为Ｃ２０Ｈ３０Ｏ２，

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０３２３［Ｍ＋Ｈ］＋；１ＨＮＭＲ（ＣＤ３ＯＤ，
４００ＭＨｚ）δ：１０２（３Ｈ，ｓ，Ｈ１８），１１５（３Ｈ，ｓ，
Ｈ２０），１１７（３Ｈ，ｄ，Ｊ＝１５Ｈｚ，Ｈ１６），１１９
（３Ｈ，ｄ，Ｊ＝１５Ｈｚ，Ｈ１７），１３４（１Ｈ，ｍ，Ｈ１α），
１４０（１Ｈ，ｄｄ，Ｊ＝１２７，１７Ｈｚ，Ｈ５），２３２（１Ｈ，
ｄｔ，Ｊ＝１２８，３８Ｈｚ，Ｈ１β），２７２（２Ｈ，ｍ，Ｈ７），
３１８（１Ｈ，ｍ，Ｈ１５），３４２（１Ｈ，ｄ，Ｊ＝１１０Ｈｚ，
Ｈ１９ａ），３８４（１Ｈ，ｄ，Ｊ＝１１０Ｈｚ，Ｈ１９ｂ），６３５
（１Ｈ，ｓ，Ｈ１４），６９８（１Ｈ，ｓ，Ｈ１１）； １３ＣＮＭＲ
（ＣＤ３ＯＤ，１００ＭＨｚ）δ：４０８（Ｃ１），２０３（Ｃ２），
３６７（Ｃ３），４０１（Ｃ４），５３６（Ｃ５），２０６（Ｃ６），
３２１（Ｃ７），１３３８（Ｃ８），１４２５（Ｃ９），３８８（Ｃ１０），
１２３２（Ｃ１１），１３４１（Ｃ１２），１５３２（Ｃ１３），１１５７
（Ｃ１４），２８４（Ｃ１５），２３４（Ｃ１６），２３６（Ｃ１７），
２７８（Ｃ１８），６５２（Ｃ１９），２６７（Ｃ２０）。以上数据
与文献报道一致［１０］，故鉴定化合物２为ｔｒｏｇｏｐｔｅｒｏｉｄＦ。

化合物３：白色无定形粉末，分子式为Ｃ２０Ｈ３０Ｏ２，
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２５２１［Ｍ＋Ｎａ］＋；１ＨＮＭＲ（ＣＤ３ＯＤ，
４００ＭＨｚ）δ：０８７（３Ｈ，ｓ，Ｈ１９），１０７（３Ｈ，ｓ，
Ｈ１８），１１６（３Ｈ，ｓ，Ｈ２０），１３１（３Ｈ，ｄ，Ｊ＝
７０Ｈｚ，Ｈ１６），１３２（３Ｈ，ｄ，Ｊ＝７０Ｈｚ，Ｈ１７），
１２１（１Ｈ，ｄｄ，Ｊ＝１２３，１５Ｈｚ，Ｈ５），１４２（１Ｈ，
ｄｄ，Ｊ＝１３０，４３Ｈｚ，Ｈ１α），２２８（１Ｈ，ｄｔ，Ｊ＝
１３０，３３Ｈｚ，Ｈ１β），２６７（１Ｈ，ｄｄｄ，Ｊ＝１６８，
１１３，７４Ｈｚ，Ｈ７α），２９５（１Ｈ，ｄｄ，Ｊ＝１６８，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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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Ｈｚ，Ｈ７β），３２３（２Ｈ，ｍ，Ｈ３，１５），６５２
（１Ｈ，ｄ，Ｊ＝８６Ｈｚ，Ｈ１２），６９１（１Ｈ，ｄ，Ｊ＝８６Ｈｚ，
Ｈ１１）；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３ＯＤ，１００ＭＨｚ）δ：３９５（Ｃ１），
２９２（Ｃ２），７９７（Ｃ３），４０１（Ｃ４），５１２（Ｃ５），
２０７（Ｃ６），３０５（Ｃ７），１３４３（Ｃ８），１４２５
（Ｃ９），３８６（Ｃ１０），１２４１（Ｃ１１），１１５５（Ｃ１２），
１５５３（Ｃ１３），１３２３（Ｃ１４），３００（Ｃ１５），２０７
（Ｃ１６），２０７（Ｃ１７），２８９（Ｃ１８），１６３（Ｃ１９），
２５９（Ｃ２０）。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１１］，故鉴定

化合物３为陶塔二酚。
化合物４：无色针晶（甲醇），分子式为Ｃ２０Ｈ２８Ｏ２，

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０１２２［Ｍ＋Ｈ］＋。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
４００ＭＨｚ）δ：０８６（３Ｈ，ｓ，Ｈ１９），１１９（３Ｈ，ｓ，
Ｈ２０），１２１（３Ｈ，ｄ，Ｊ＝７２Ｈｚ，Ｈ１６），１２３
（３Ｈ，ｄ，Ｊ＝７２Ｈｚ，Ｈ１７），１３７（１Ｈ，ｍ，Ｈ１α），
１３８（２Ｈ，ｍ，Ｈ３），１６２（１Ｈ，ｄｄ，Ｊ＝１１９，１８Ｈｚ，
Ｈ５），１６２～１８２（４Ｈ，ｍ，Ｈ２，６），２１７（１Ｈ，
ｄｔ，Ｊ＝１２７，３４Ｈｚ，Ｈ１β），２８１（２Ｈ，ｍ，Ｈ７），
３１０（１Ｈ，ｍ，Ｈ１５），３２０（１Ｈ，ｄ，Ｊ＝１０９Ｈｚ，
Ｈ１８ａ），３４５（１Ｈ，ｄ，Ｊ＝１０９Ｈｚ，Ｈ１８ｂ），６６２
（１Ｈ，ｓ，Ｈ１１），６８０（１Ｈ，ｓ，Ｈ１４）； １３Ｃ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３８６（Ｃ１），１８８（Ｃ２），
３５２（Ｃ３），３７４（Ｃ４），４４２（Ｃ５），１９３（Ｃ６），
２９７（Ｃ７），１２７４（Ｃ８），１４８７（Ｃ９），３８２
（Ｃ１０），１１１３（Ｃ１１），１５０７（Ｃ１２），１３１８
（Ｃ１３），１２６７（Ｃ１４），２７１（Ｃ１５），２２７（Ｃ１６），
２３１（Ｃ１７），７２５（Ｃ１８），１７６（Ｃ１９），２５５
（Ｃ２０）。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１２］，故鉴定为化

合物４为１８羟基弥罗松酚。
化合物５：白色无定形粉末，分子式为Ｃ２０Ｈ２８Ｏ２，

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０１２２［Ｍ＋Ｈ］＋；１ＨＮＭＲ（ＣＤ３ＯＤ，
４００ＭＨｚ）δ：１０１（３Ｈ，ｓ，Ｈ１８），１１４（３Ｈ，ｓ，
Ｈ２０），１１５（３Ｈ，ｄ，Ｊ＝７２Ｈｚ，Ｈ１６），１１６
（３Ｈ，ｄ，Ｊ＝７２Ｈｚ，Ｈ１７），１３６（１Ｈ，ｍ，Ｈ１α），
１４０（１Ｈ，ｄｄ，Ｊ＝１２７，１７Ｈｚ，Ｈ５），２２３（１Ｈ，
ｄｔ，Ｊ＝１２３，３４Ｈｚ，Ｈ１β），２７０（１Ｈ，ｄｄｄ，Ｊ＝
１６４，１１６，６９Ｈｚ，Ｈ７α），２８０（１Ｈ，ｄｄｄ，Ｊ＝
１６４，５８，１０Ｈｚ，Ｈ７β），３１７（１Ｈ，ｍ，Ｈ１５），
３４３（１Ｈ，ｄ，Ｊ＝１１１Ｈｚ，Ｈ１９ａ），３８４（１Ｈ，ｄ，
Ｊ＝１１１Ｈｚ，Ｈ１９ｂ），６６５（１Ｈ，ｓ，Ｈ１１），６７４
（１Ｈ，ｓ，Ｈ１４）； 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３ＯＤ，１００ＭＨｚ）δ：
４０４（Ｃ１），２０４（Ｃ２），３６３（Ｃ３），４０５（Ｃ４），

５３３（Ｃ５），２０８（Ｃ６），３１８（Ｃ７），１２６９（Ｃ８），
１４９３（Ｃ９），３８９（Ｃ１０），１１２０（Ｃ１１），１５３４
（Ｃ１２），１３３７（Ｃ１３），１２７３（Ｃ１４），２８０（Ｃ１５），
２３５（Ｃ１６），２３４（Ｃ１７），２７８（Ｃ１８），６５２（Ｃ１９），
２６６（Ｃ２０）。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１３］，故鉴定

化合物５为１９羟基弥罗松酚。
化合物６：无色针晶（甲醇），分子式为Ｃ３０Ｈ５０Ｏ２，

ＥＳＩＭＳｍ?ｚ：４４３３９［Ｍ＋Ｈ］＋；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
４００ＭＨｚ）δ：５５９（１Ｈ，ｍ，Ｈ２２），５５８（１Ｈ，ｍ，
Ｈ２３），３３１（１Ｈ，ｍ，Ｈ３），１２５（３Ｈ，ｓ，Ｈ２７），
１２３（３Ｈ，ｓ，Ｈ２６），１０３（３Ｈ，ｓ，Ｈ３０），０９５
（３Ｈ，ｓ，Ｈ１８），０９２（３Ｈ，ｓ，Ｈ２９），０９０（３Ｈ，
ｓ，Ｈ２８），０８１（３Ｈ，ｄ，Ｊ＝６４Ｈｚ，Ｈ２１），０５５
（１Ｈ，ｄ，Ｊ＝５０Ｈｚ，Ｈ１９ａ），０３５（１Ｈ，ｄ，Ｊ＝
５０Ｈｚ，Ｈ１９ｂ）； 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
２６５（Ｃ１），３０５（Ｃ２），７９３（Ｃ３），４０５（Ｃ４），
４７３（Ｃ５），２１１（Ｃ６），２８１（Ｃ７），４７９（Ｃ８），
２０２（Ｃ９），２６１（Ｃ１０），２６０（Ｃ１１），３５６（Ｃ１２），
４５３（Ｃ１３），４８８（Ｃ１４），３２７（Ｃ１５），３２１（Ｃ１６），
５２０（Ｃ１７），１８１（Ｃ１８），２９８（Ｃ１９），３６４（Ｃ２０），
１８３（Ｃ２１），１２５６（Ｃ２２），１３９４（Ｃ２３），３９０
（Ｃ２４），７０８（Ｃ２５），３０１（Ｃ２６），３００（Ｃ２７），
１９４（Ｃ２８），１４１（Ｃ２９），２５４（Ｃ３０）。以上数据
与文献报道一致［１４］，故鉴定化合物６为环木波罗
２２烯３β，２５二醇。

化合物７：白色粉末，分子式为Ｃ３０Ｈ５０Ｏ，ＥＳＩＭＳ
ｍ／ｚ：４２７３９［Ｍ＋Ｈ］＋；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Ｉ３，４００ＭＨｚ）
δ：０７７（３Ｈ，ｓ，Ｈ２４），０８０（３Ｈ，ｓ，Ｈ２８），
０８５（３Ｈ，ｓ，Ｈ２５），０９３（３Ｈ，ｓ，Ｈ２７），０９５
（３Ｈ，ｓ，Ｈ２３），１０３（３Ｈ，ｓ，Ｈ２６），１６８（３Ｈ，ｓ，
Ｈ３０），３２０（１Ｈ，ｄｄ，Ｊ＝１１４，４８Ｈｚ，Ｈ３），
４５８（１Ｈ，ｍ，Ｈａ２９），４７０（１Ｈ，ｍ，Ｈｂ２９）；
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３ＯＤ，１００ＭＨｚ）δ：３８８（Ｃ１），２７５
（Ｃ２），７９１（Ｃ３），３９０（Ｃ４），５５４（Ｃ５），１８４
（Ｃ６），３４２（Ｃ７），４０８（Ｃ８），５０４（Ｃ９），３７３
（Ｃ１０），２１０（Ｃ１１），２５０（Ｃ１２），３８０（Ｃ１３），４２７
（Ｃ１４），２７５（Ｃ１５），３５６（Ｃ１６），４３１（Ｃ１７），４８４
（Ｃ１８），４８０（Ｃ１９），１５１１（Ｃ２０），２９８（Ｃ２１），４０１
（Ｃ２２），２８０（Ｃ２３），１５３（Ｃ２４），１６２（Ｃ２５），１６０
（Ｃ２６），１４５（Ｃ２７），１８１（Ｃ２８），１０９５（Ｃ２９），１９３
（Ｃ３０）。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１５］，故鉴定化合

物７为羽扇豆醇。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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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狼毒大戟中化合物的结构类型丰富多样，文献

对其中萜类化合物的报道相对较多，为该植物的研

究热点。但新结构类型的萜类主要集中在其地上部

位，根部的研究相对较少。本实验从狼毒大戟根

８０％丙酮提取物中分离鉴定了７个萜类化合物，包
括５个二萜类化合物和２个三萜类化合物，除了化
合物６和７，其余化合物均为首次从狼毒大戟的根中
分离得到。本实验为狼毒大戟化学成分的研究及开

发利用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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