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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黄酮醇类化合物为虎耳草科药用植物的主要有效成分，本文对虎耳草科中已发现的黄酮醇类化合物的
分布进行总结。同时，结合分子系统学研究结果，阐明了该科化学成分与植物亲缘关系间存在的联系。期望为虎耳

草科分类提供化学依据，并为合理、有效地开发该科植物的药用价值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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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耳草科（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是双子叶植物纲蔷薇亚
纲，包括８０个属，约１２００余种。分布极广，几乎
遍布全球，主要分布于北半球寒冷地区和温带地区。

虎耳草科植物作为常用药，已有悠久的疾病治疗历

史，如虎耳草科落新妇属植物落新妇Ａｓｔｉｌｂｅ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Ｍａｘｉｎ）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Ｓａｖ，性温，味涩，具有散瘀除
湿，清热止咳等功能，常用于治疗慢性支气管炎

等［１］；虎耳草属的虎耳草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ｓｔｏｌｏｎｉｆｅｒａＬ，又
名金丝荷叶、老虎草等，古籍记载其具有祛风、清

热、凉血、解毒的功能，用于治疗风疹、湿疹、中

耳炎、丹毒、咳嗽吐血、痔疾等疾病。近年来，关

于虎耳草科的化学研究结果表明，黄酮醇类化合物

为该科药用植物的主要有效成分。为此，笔者参考

最新的虎耳草科的狭义分类［２］，对虎耳草科中发现

的黄酮醇类化学成分进行总结，以探究该科黄酮醇

类化合物的分布规律。

１　黄酮醇苷元

目前，在虎耳草科植物中发现７个黄酮醇苷元，
其中山柰酚、槲皮素及杨梅素较为常见，在 Ａｓｔｉｌｂｅ、
Ｂｅｒｇｅｎｉａ、Ｒｏｄｇｅｒｓｉａ 等 属 中 均 有 分 布［３５］； 在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属中发现了六羟黄酮［６］；在 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Ｍｉｔｅｌｌａ两个属中发现了异鼠李素［７８］；在Ｈｅｕｃｈｅｒａ属
分得了西伯利亚落叶松黄酮与丁香亭［９］。除此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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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Ｂｏｙｋｉｎｉａ与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两个属中还分离得到了上述
黄酮醇的衍生物［６，１０］。黄酮醇苷元在该科的分布见

表１。

表１　虎耳草科黄酮醇苷元的分布
序号 苷元 属 参考文献

１ 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Ｋ） Ｂｅｒｇｅｎｉａ，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ｌｅｎｉｕｍ，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Ｓｕｋｓｄｏｒｆｉａ，
Ｔｅｌｌｉｍ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５］，［７］，
［１０１２］，
［１６］，
［２０２１］

２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Ｑ） Ａｓｔｉｌｂｅ，Ｂｅｒｇｅｎｉａ，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ｌｅｎｉｕｍ，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Ｈｉｅｒｏｎｙｍｕｓｉａ，Ｒｏｄｇｅｒｓｉａ，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Ｓｕｋｓｄｏｒｆｉａ，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ｔｉａ，Ｔｅｌｌｉｍａ，
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４７］，
［１０１１］，
［１６］，
［２０２１］，
［２５］

３ Ｍｙｒｉｃｅｔｉｎ（Ｍ）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Ｔｅｌｌｉｍ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１０１１］，
［２０２１］，
［２５］

４ Ｑｕｅｒｃｅｔａｇｅｔｉｎ（Ｑｔ）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５ Ｉｓｏｒｈａｍｎｅｔｉｎ（Ｉ） 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ｌｅｎｉｕｍ，Ｍｉｔｅｌｌａ ［８９］

６ Ｌａｒｉｃｙｔｒｉｎ（Ｌ）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１０］

７ Ｓｙｒｉｎｇｅｔｉｎ（Ｓ）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１０］

８ ３ＯＭｅＫ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７］，［１１］

９ ３，７ＯＭｅＫ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７］，［１１］

１０ ３，７，４′ＯＭｅＫ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１１ ６，７ＯＭｅｄｉｈｙｄｒｏＫ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１１］

１２ ７ＯＭｅＫ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Ｍｉｔｅｌｌａ ［７］，［９］

１３ ３′ＯＭｅＱ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１４ ３ＯＭｅＱ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７］，［１１］

１５ ３，３′ＯＭｅＱ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１１］

１６ ３，７ＯＭｅＱ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７］，［１１］

１７ ３，７，３′ＯＭｅＱ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１８ ３，７，４′ＯＭｅＱ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１９ ７ＯＭｅＱ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２０ ３，６ＯＭｅＱｔ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２１ ３，６，３′ＯＭｅＱｔ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２２ ３，６，７ＯＭｅＱｔ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７］，［１１］

２３ ３，６，７，４′ＯＭｅＱｔ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２４ ３，７ＯＭｅＱｔ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７］，［１１］

２５ ３，７，３′ＯＭｅＱｔ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２６ ３，７，４′ＯＭｅＱｔ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注：代表结构未确定的混合物；Ｋ＝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Ｑ＝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Ｍ
＝Ｍｙｒｉｃｅｔｉｎ；Ｑｔ＝Ｑｕｅｒｃｅｔａｇｅｔｉｎ；Ｉ＝Ｉｓｏｒｈａｍｎｅｔｉｎ；Ｌ＝Ｌａｒｉｃｙｔｒｉｎ；Ｓ＝
Ｓｙｒｉｎｇｅｔｉｎ；ＯＭｅ＝Ｍｅｔｈｙｌｅｔｈｅｒ；ａｃｅ＝ａｃｅｔｙｌ；ａｃｙ＝ａｃｙｌ；ｇａｌｌ＝
ｇａｌｌａｔｅｓ。下同。

２　黄酮醇苷

虎耳草科植物中已发现１２７个黄酮醇苷，其中

单糖苷４５个，二糖苷４４个，三糖苷３８个。苷元分
别为山柰酚、杨梅素、槲皮素与异鼠李素等，糖配

体主要由葡萄糖、阿拉伯糖、鼠李糖、木糖等组成。

这些黄酮醇苷大多为 ３位取代的黄酮醇苷，同时，
也发现了４′位、７位取代与３、７位同时取代的黄酮
醇苷。此外，还分离得到了一些黄酮醇苷的甲基化

和乙酰化衍生物，如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属中分离得到了甲基
化和乙酰化的槲皮素３Ｏ葡萄糖苷等［６］。从虎耳草

科分离得到的黄酮类化合物的结构具有相同的母核，

其母核的基本结构见图１。

图１　虎耳草科黄酮醇类化合物母核结构

２１单糖苷

已发现该科的单糖苷多为３位取代，且在本文
所总结的虎耳草科的各属中均有分布。其中在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Ｍｉｔｅｌｌａ及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５个属中发现的 ３位取代的单糖苷较多，而
Ｂｅｒｇｅｎｉａ、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Ｔｅｌｌｉｍａ及Ｔｉａｒｅｌｌａ４个属中
发现的３位取代单糖苷次之。此外还有少数７位及
４′位取代的单糖苷。

３位取代的单糖苷主要有３Ｏ葡萄糖苷、３Ｏ阿
拉伯糖苷、３Ｏ鼠李糖苷、３Ｏ半乳糖苷、３Ｏ木糖
苷等。其中，３Ｏ葡萄糖苷最为常见，在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Ｂｅｎｓｏｎｉｅｌｌａ、Ｂｅｒｇｅｎｉａ等 １３个属中均有分布，如在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和Ｂｅｎｓｏｎｉｅｌｌａ２个属中均分离得到了山柰酚
和槲皮素的３Ｏ葡萄糖苷［６，８］，Ｈｅｕｃｈｅｒａ属中还分离
得到了杨梅素和异鼠李素的 ３Ｏ葡萄糖苷［９］，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属中发现了山柰酚、槲皮素和杨梅素的３
Ｏ葡萄糖苷［１０１３］；３Ｏ阿拉伯糖苷被发现分布于
Ｂｅｒｇｅｎｉａ、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ｌｅｎｉｕｍ、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及
Ｔｅｌｌｉｍａ５个属中，如 Ｂｅｒｇｅｎｉａ和 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ｌｅｎｉｕｍ２个
属中均发现了山柰酚和槲皮素的 ３Ｏ阿拉伯糖
苷［１４１５］；３Ｏ鼠李糖苷分布于Ｂｅｎｓｏｎｉｅｌｌａ、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 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 Ｍｉｔｅｌｌａ、 Ｒｏｄｇｅｒｓｉａ、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及Ｔｏｌｍｉｅａ８个属中，如 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属中
发现了槲皮素的 ３Ｏ鼠李糖苷，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属中
还发现了山柰酚和杨梅 素 的 ３Ｏ鼠 李 糖 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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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ｄｇｅｒｓｉａ属中同样发现了槲皮素的 ３Ｏ鼠李糖
苷［１６１８］；３Ｏ半乳糖苷分布于Ｂｅｒｇｅｎｉａ、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
Ｍｉｔｅｌｌ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Ｔｅｌｌｉｍ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及 Ｔｏｌｍｉｅａ７个
属，如山柰酚、槲皮素和杨梅素的３Ｏ半乳糖苷在
Ｔｅｌｌｉｍ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及Ｔｏｌｍｉｅａ３个属均有发现［１９２１］；而

３Ｏ木糖苷分布于 Ｂｅｒｇｅｎｉａ、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

Ｍｉｔｅｌｌ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５个属，如在Ｂｅｒｇｅｎｉａ属中分离得
到了槲皮素的３Ｏ木糖苷［２３］。

目前该科发现的７位取代的单糖苷为７Ｏ葡萄
糖苷，主要分布于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Ｍｉｔｅｌｌａ
及Ｔｉａｒｅｌｌａ４个属中，而４′位取代的葡萄糖苷仅被发
现分布于Ｔｅｌｌｉｍａ属中［８９，１７，１９２０］，详见表２。

表２　虎耳草科黄酮醇单糖苷的分布
序号 单糖　　　 属 参考文献

１ Ｋ３ＯＧｌｃ Ｂｅｎｓｏｎｉｅｌｌａ，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Ｂｏｌａｎｄｒａ， Ｃｏｎｉｍｉｔｅｌｌ， Ｅｌｍｅｒａ，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Ｈｉｅｒｏｎｙｍｕｓｉａ， 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 Ｍｉｔｅｌｌａ，
Ｓｕｋｓｄｏｒｆｉａ，Ｔｅｌｌｉｍ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７］，［９１１］，［１４］，［１７１８］，
［２０２１］，［２４］

２ Ｑ３ＯＧｌｃ Ｂｅｒｇｅｎｉａ， Ｂｅｎｓｏｎｉｅｌｌａ，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Ｂｏｌａｎｄｒａ， Ｃｏｎｉｍｉｔｅｌｌ，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Ｈｉｅｒｏｎｙｍｕｓｉａ， 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 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 Ｍｉｔｅｌｌａ，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
Ｓｕｋｓｄｏｒｆｉａ，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ｔｉａ，Ｔｅｌｌｉｍａ

［７］，［９１０］，［１４］，［１７１８］，
［２０］，［２３］

３ Ｍ３ＯＧｌｃ Ｃｏｎｉｍｉｔｅｌｌ，Ｅｌｍｅｒａ，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Ｍｉｔｅｌｌａ，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Ｔｅｌｌｉｍ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９１１］，［１７１８］，［２０２１］，［２４］

４ Ｑｔ３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５ Ｉ３ＯＧｌｃ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 ［１０］，［１８］

６ Ｌ３ＯＧｌｃ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１０］

７ Ｓ３ＯＧｌｃ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１０］

８ Ｋ３ＯＡｒａ Ｂｅｒｇｅｎｉａ，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ｌｅｎｉｕｍ，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Ｔｅｌｌｉｍａ ［７］，［１０］，［１６１７］，［２０］，［２３］

９ Ｑ３ＯＡｒａ Ｂｅｒｇｅｎｉａ，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ｌｅｎｉｕｍ，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Ｔｅｌｌｉｍａ ［７］，［１０］，［１５１７］，［２０］，［２３］

１０ Ｍ３ＯＡｒａ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 ［１０］，［１７］

１１ Ｋ３ＯＲｈａ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Ｍｉｔｅｌｌ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７］，［９１０］，［１３］，［１８］

１２ Ｑ３ＯＲｈａ Ｂｅｒｇｅｎｉａ，Ｂｅｎｓｏｎｉｅｌｌａ，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Ｂｏｌａｎｄｒａ，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
Ｍｉｔｅｌｌａ，Ｒｏｄｇｅｒｓｉ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７］，［９１０］，［１３］，［１８１９］，［２３］

１３ Ｍ３ＯＲｈａ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Ｍｉｔｅｌｌ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９１１］，［１８］

１４ Ｋ３ＯＧａｌ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Ｍｉｔｅｌｌ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Ｔｅｌｌｉｍ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７］，［９］，［１１］，［１７］，［２０２１］

１５ Ｑ３ＯＧａｌ Ｂｅｒｇｅｎｉａ，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Ｂｏｌａｎｄｒａ， 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 Ｍｉｔｅｌｌａ，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ｔｉａ，Ｔｅｌｌｉｍ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７］，［９］，［１２］，［１７］，
［２０２１］，［２３］

１６ Ｍ３ＯＧａｌ 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Ｍｉｔｅｌｌ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Ｔｅｌｌｉｍ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９］，［１１］，［１７］，［２０２１］

１７ Ｋ３ＯＸｙｌ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Ｍｉｔｅｌｌａ ［９１０］，［１７］

１８ Ｑ３ＯＸｙｌ Ｂｅｒｇｅｎｉａ，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Ｍｉｔｅｌｌ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７］，［９１１］，［１７］，［２３］

１９ Ｍ３ＯＸｙｌ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Ｍｉｔｅｌｌａ ［９１０］，［１８］

２０ Ｋ４′ＯＧｌｃ Ｔｅｌｌｉｍａ ［２０］

２１ Ｑ４′ＯＧｌｃ Ｔｅｌｌｉｍａ ［２０］

２２ Ｋ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Ｍｉｔｅｌｌ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７］，［９１０］，［１８］，［２１］

２３ Ｑ７ＯＧｌｃ Ｂｅｎｓｏｎｉｅｌｌａ，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Ｍｉｔｅｌｌ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７］，［９］，［１８］，［２１］

２４ Ｍ７ＯＧｌｃ 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 ［１８］

２５ Ｑ７ＯＡｒａ 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２１］

２６ Ｋ３ＯＧｌｃａｃｅ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２７ Ｑ３ＯＧｌｃａｃｅ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２８ Ｋ３ＯＧｌｃａｃｙ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Ｓｕｋｓｄｏｒｆｉａ，Ｔｅｌｌｉｍａ ［７］，［２０］

２９ Ｑ３ＯＧｌｃａｃｙ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Ｓｕｋｓｄｏｒｆｉａ，Ｔｅｌｌｉｍａ ［７］，［２０］

３０ Ｍ３ＯＧｌｃａｃｙ Ｔｅｌｌｉｍａ ［２０］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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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序号 单糖　　　 属 参考文献

３１ Ｋ３ＯＧａｌａｃｙ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Ｔｅｌｌｉｍａ ［７］，［２０］

３２ Ｑ３ＯＧａｌａｃｙ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Ｔｅｌｌｉｍａ ［７］，［２０］

３３ Ｍ３ＯＧａｌａｃｙ Ｔｅｌｌｉｍａ ［２０］

３４ Ｋ３ＯＧｌｃｇａｌｌ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Ｍｉｔｅｌｌａ ［９１０］

３５ Ｑ３ＯＧｌｃｇａｌｌ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Ｍｉｔｅｌｌａ ［９１０］

３６ Ｍ３ＯＧｌｃｇａｌｌ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Ｍｉｔｅｌｌａ，Ｔｏｌｍｉｅａ ［９１０］，［２２］

３７ ３′ＯＭｅＱ３ＯＧｌｃａｃｅ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３８ ３′ＯＭｅＱ３ＯＧａｌａｃｙ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３９ ３′ＯＭｅＱ３ＯＧｌｃａｃｙ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４０ ３′ＯＭｅＱ３ＯＧａｌ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７］，［１１］

４１ ３′ＯＭｅＱ３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７］，［１１］

４２ ３， ６， ３′ＯＭｅＱｔ７
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４３ ３，６ＯＭｅＱ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４４ ７ＯＭｅＫ３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Ｈｉｅｒｏｎｙｍｕｓｉａ ［７］

４５ ７ＯＭｅＱ３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２２二糖苷

虎耳草科中发现的二糖苷分为３位取代二糖苷、
３，７位取代二糖苷两类，主要是由葡萄糖分别与葡萄
糖、半乳糖、木糖、阿拉伯糖组成，同时还发现了半

乳糖与木糖、木糖与木糖、鼠李糖与半乳糖、鼠李糖

与鼠李糖、以及鼠李糖与葡萄糖组成的二糖苷。

由两分子葡萄糖构成的二糖苷发现于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
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Ｍｉｔｅｌｌａ与Ｔｉａｒｅｌｌａ属中，如在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属中发现了山柰酚和槲皮素为苷元的葡萄糖与葡萄

糖构成的二糖苷［６］，而在 Ｍｉｔｅｌｌａ属中发现了苷元为
杨梅素的葡萄糖与葡萄糖构成的二糖苷［９］；由两分

子鼠李糖构成的二糖苷仅在 Ｂｅｎｓｏｎｉｅｌｌａ属中有报
道［９］；葡萄糖与阿拉伯糖组成的二糖苷在 Ｂｏｌａｎｄｒａ、
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ｌｅｎｉｕｍ、Ｍｉｔｅｌｌａ与Ｔｉａｒｅｌｌａ等属中有分布，如
在Ｍｉｔｅｌｌａ属中发现了山柰酚、槲皮素为苷元的葡萄
糖与阿拉伯糖组成的二糖苷；而葡萄糖与半乳糖组

成的二糖苷仅发现于 Ｍｉｔｅｌｌａ与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两个属
中［８９］；对于木糖与木糖及木糖与鼠李糖构成的二糖

苷则仅发现于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Ｈｅｕｃｈｅｒａ属，如Ｈｅｕｃｈｅｒａ属
中不仅发现了槲皮素和杨梅素为苷元的木糖与木糖

构成的二糖苷，还发现了山柰酚为苷元的木糖与鼠

李糖构成的二糖苷［９］；木糖与半乳糖形成的二糖苷

则分布于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Ｂｅｒｇｅｎｉａ与 Ｔｉａｒｅｌｌａ４
个属中，如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属中分离得到了山柰酚、槲皮

素与杨梅素为苷元的木糖与半乳糖组成的二糖苷，

Ｂｅｒｇｅｎｉａ属中仅分离得到了山柰酚、槲皮素为苷元
的木糖与半乳糖形成的二糖苷［１０，１４］；葡萄糖与木糖

组成的二糖苷从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Ｂｅｒｇｅｎｉａ、Ｂｅｎｓｏｎｉｅｌｌａ、
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与

Ｔｏｌｍｉｅａ８个属中被分离得到，如在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ｌｅｎｉｕｍ属
中发现了槲皮素为苷元的葡萄糖与木糖组成的二糖

苷［１５］；鼠李糖与半乳糖组成的二糖苷存在于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Ｂｏｌａｎｄｒａ、 Ｈｉｅｒｏｎｙｍｕｓｉａ、 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
Ｍｉｔｅｌｌａ与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属中，如 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属中分离得
到了山柰酚和槲皮素为苷元的鼠李糖与半乳糖组成

的二糖苷［１６］；半乳糖与阿拉伯糖组成的二糖苷则只

在Ｔｉａｒｅｌｌａ属中得到［２０］。本科常见的芸香糖苷在

Ｂｅｒｇｅｎｉａ、 Ｅｌｍｅｒａ、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
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Ｍｉｔｅｌｌ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Ｔｅｌｌｉｍ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与Ｔｏｌｍｉｅａ１０个属均有发现，如在 Ｅｌｍｅｒａ属中发现
了山柰酚、槲皮素与杨梅素的芸香糖苷，Ｔｉａｒｅｌｌａ属
中则发现了山柰酚的芸香糖苷［２３２４］。

３，７位取代二糖苷目前发现于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等属中，如 ３葡萄糖７葡萄糖
和３葡萄糖７木糖的二糖苷发现于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属和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属中［６，９］；３半乳糖７葡萄糖的二糖苷则发
现于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属中；３鼠李糖７葡萄糖的二糖苷发
现于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属与Ｔｉａｒｅｌｌａ属中［１０，２０］。该科二糖

苷的分布见表３。
·２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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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虎耳草科黄酮醇二糖苷的分布
序号 双糖　　　　　 属 参考文献

１ Ｋ３ＯＧｌｃ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ｌｅｎｉｕｍ，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Ｍｉｔｅｌｌａ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 ［７］，［９１０］，［１６］，［１８］

２ Ｑ３ＯＧｌｃ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ｌｅｎｉｕｍ，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Ｍｉｔｅｌｌａ，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
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ｔｉ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７］，［９１０］，［１６１８］，［２１］

３ Ｍ３ＯＧｌｃＧｌｃ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Ｍｉｔｅｌｌ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９１０］，［１７］，［２１］

４ Ｉ３ＯＧｌｃＧｌｃ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１０］

５ Ｋ３ＯＲｈａＲｈａ Ｂｅｎｓｏｎｉｅｌｌａ ［９］

６ Ｑ３ＯＲｈａＲｈａ Ｂｅｎｓｏｎｉｅｌｌａ ［９］

７ Ｋ３ＯＧｌｃＡｒａ Ｂｏｌａｎｄｒａ，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ｌｅｎｉｕｍ，Ｍｉｔｅｌｌ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７］，［９］，［１６］

８ Ｑ３ＯＧｌｃＡｒａ Ｂｏｌａｎｄｒａ，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ｌｅｎｉｕｍ，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Ｍｉｔｅｌｌａ ［７］，［９１０］，［１７］

９ Ｋ３ＯＧｌｃＧａｌ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Ｍｉｔｅｌｌａ ［９１０］

１０ Ｑ３ＯＧｌｃＧａｌ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Ｍｉｔｅｌｌａ ［９１０］

１１ Ｍ３ＯＧｌｃＧａｌ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１０］

１２ Ｑ３ＯＸｙｌＸｙｌ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１０］

１３ Ｍ３ＯＸｙｌＸｙｌ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１０］

１４ Ｋ３ＯＸｙｌＲｈａ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７］，［１０］

１５ Ｋ３ＯＸｙｌＧａｌ Ｂｅｒｇｅｎｉａ，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７］，［１３］，［２１］，［２３］

１６ Ｑ３ＯＸｙｌＧａｌ Ｂｅｒｇｅｎｉａ，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Ｂｏｌａｎｄｒ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７］，［１３］，［２１］，［２３］

１７ Ｍ３ＯＸｙｌＧａｌ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１３］

１８ Ｋ３ＯＸｙｌＧｌｃ Ｂｅｒｇｅｎｉａ，Ｂｅｎｓｏｎｉｅｌｌａ，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Ｂｏｌａｎｄｒａ，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Ｍｉｔｅｌｌ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７］，［９１１］，［２１］，［２３］

１９ Ｑ３ＯＸｙｌＧｌｃ Ｂｅｒｇｅｎｉａ，Ｂｅｎｓｏｎｉｅｌｌａ，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７］，［９１１］，［２１］，［２３］

２０ Ｍ３ＯＸｙｌＧｌｃ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１０］

２１ Ｋ３ＯＧａｌＲｈａ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Ｂｏｌａｎｄｒａ，Ｈｉｅｒｏｎｙｍｕｓｉａ，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Ｍｉｔｅｌｌａ ［７］，［９］，［１７］

２２ Ｑ３ＯＧａｌＲｈａ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Ｂｏｌａｎｄｒａ，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Ｍｉｔｅｌｌ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Ｓｕｋｓｄｏｒｆｉａ

［７］，［９］，［１１］，［１７］

２３ Ｋ３ＯＧａｌＡｒａ 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２１］

２４ Ｑ３ＯＧａｌＡｒａ 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２１］

２５ Ｋ３ＯＲｈａＧｌｃ Ｂｅｒｇｅｎｉａ，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Ｂｏｌａｎｄｒａ，Ｅｌｍｅｒａ，Ｈｉｅｒｏｎｙｍｕｓｉａ，
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Ｍｉｔｅｌｌ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Ｓｕｋｓｄｏｒｆｉａ，
Ｔｅｌｌｉｍ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７］，［９］，［１１］，［１７１８］，
［２０２１］，［２３２４］

２６ Ｑ３ＯＲｈａＧｌｃ Ｂｅｒｇｅｎｉａ，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Ｂｏｌａｎｄｒａ， Ｅｌｍｅｒａ， Ｈｉｅｒｏｎｙｍｕｓｉａ，
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Ｍｉｔｅｌｌ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Ｓｕｋｓｄｏｒｆｉａ，
Ｔｅｌｌｉｍ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７］，［９］，［１４］，［１７１８］，
［２０２１］，［２３２４］

２７ Ｍ３Ｏｒｕｔｉｎｏｓｉｄｅｓ Ｅｌｍｅｒａ，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Ｍｉｔｅｌｌａ ［９］，［１８］，［２４］

２８ Ｉ３Ｏｒｕｔｉｎｏｓｉｄｅｓ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１０］

２９ Ｋ３，７ｄｉ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７］，［１０］，［２１］

３０ Ｑ３ＯＧｌｃ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７］，［１０］

３１ Ｋ３ＯＧｌｃ７ＯＸｙｌ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７］，［１０］

３２ Ｉ３ＯＧｌｃ７ＯＸｙｌ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１０］

３３ Ｋ３ＯＲｈａ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７］，［１８］，［２１］

３４ Ｑ３ＯＲｈａ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 ［７］，［１８］

３５ Ｍ３ＯＲｈａ７ＯＧｌｃ 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 ［１８］

３６ Ｑ３ＯＡｒａ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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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序号 双糖　　　　　 属 参考文献

３７ Ｑ３ＯＧａｌ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７］，［１２］

３８ Ｑ３ＯＸｙｌ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３９ ３′ＯＭｅＱ３ＯＲｈａＧａｌ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４０ ３′ＯＭｅＱ３ＯＲｈａＸｙｌ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４１ ３′ＯＭｅＱ３Ｏｒｕｔｉｎｏｓｉｄｅｓ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４２ ３，７，４′ＯＭｅＱ３′ＯＧｌｃ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Ｂｏｌａｎｄｒａ ［７］

４３ ３，６，７，４′ＯＭｅＱｔ３′ＯＧｌｃＧｌｃ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４４ ６ＯＭｅＱｔ３ＯＧｌｃ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２３三糖苷

该科中发现的三糖苷同样分为３位取代三糖苷
与３，７位取代三糖苷两类。３位取代三糖苷由葡萄
糖、鼠李糖与木糖构成，如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属中发现了三
分子葡萄糖构成的三糖苷和一分子葡萄糖与两分子

木糖构成的三糖苷；Ｍｉｔｅｌｌａ与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２个属中
发现了两分子葡萄糖与一分子鼠李糖构成的三糖

苷［８９，１７］；Ｔｉａｒｅｌｌａ属中分得了三分子葡萄糖组成的
三糖苷；Ｔｏｌｍｉｅａ属中发现了一分子葡萄糖与两分子
鼠李糖形成的三糖苷等；Ｅｌｍｅｒａ属中发现了两分子
葡萄糖与一分子鼠李糖构成的三糖苷［２０２１，２３］。３，７
位取代三糖苷则只发现于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属与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属
中，且全部是３位二糖７位一糖的三糖苷［６，９］。虎耳

草科发现的黄酮醇三糖苷的分布见表４。

表４　虎耳草科黄酮醇三糖苷的分布
序号 三糖　　　　　 属 参考文献

１ Ｋ３ＯＧｌｃＧｌｃＧｌｃ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１０］，［２１］

２ Ｑ３ＯＧｌｃＧｌｃＧｌｃ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１０］

３ Ｍ３ＯＧｌｃＧｌｃＧｌｃ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１０］

４ Ｑ３ＯＸｙｌＸｙｌＧｌｃ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１０］

５ Ｋ３ＯＧｌｃＲｈａＧｌｃ Ｈｉｅｒｏｎｙｍｕｓｉａ，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Ｓｕｋｓｄｏｒｆｉａ ［７］，［１８］

６ Ｑ３ＯＧｌｃＲｈａＧｌｃ Ｂｏｌａｎｄｒａ，Ｅｌｍｅｒａ，Ｈｉｅｒｏｎｙｍｕｓｉａ，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 ［７］，［１８］，［２４］

７ Ｍ３ＯＧｌｃＲｈａＧｌｃ 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 ［１８］

８ Ｋ３ＯＲｈａＧｌｃＧｌｃ Ｍｉｔｅｌｌａ ［９］

９ Ｑ３ＯＲｈａＧｌｃＧｌｃ Ｍｉｔｅｌｌａ ［９］

１０ Ｍ３ＯＲｈａＧｌｃＧｌｃ Ｍｉｔｅｌｌａ ［９］

１１ Ｋ３ＯＲｈａＲｈａＧｌｃ Ｅｌｍｅｒａ，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１０］，［２４］

１２ Ｑ３ＯＧｌｃＲｈａＲｈａ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１０］

１３ Ｍ３ＯＲｈａＲｈａＧｌｃ Ｔｏｌｍｉｅａ ［２２］

１４ Ｉ３ＯＲｈａＲｈａＧｌｃ Ｔｏｌｍｉｅａ ［２２］

１５ Ｋ３ＯＧｌｃＧｌｃ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１６ Ｑ３ＯＧｌｃＧｌｃ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１７ Ｋ３ＯＧａｌＧｌｃ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１８ Ｑ３ＯＧａｌＧｌｃ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１９ Ｋ３ＯＧｌｃＸｙｌ７ＯＸｙｌ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１０］

２０ Ｉ３ＯＧｌｃＸｙｌ７ＯＸｙｌ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１０］

２１ Ｋ３ＯＲｈａＧａｌ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４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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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序号 三糖　　　　　 属 参考文献

２２ Ｑ３ＯＲｈａＧａｌ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２３ Ｋ３ＯＲｈａＧｌｃ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Ｈｉｅｒｏｎｙｍｕｓｉａ，Ｓｕｋｓｄｏｒｆｉａ ［７］，［１０］

２４ Ｑ３ＯＲｈａＧｌｃ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Ｈｉｅｒｏｎｙｍｕｓｉａ，Ｓｕｋｓｄｏｒｆｉａ ［７］，［１０］

２５ Ｍ３ＯＲｈａＧｌｃ７ＯＧｌｃ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１０］

２６ Ｋ３ＯＸｙＧａｌ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２７ Ｑ３ＯＸｙｌＧａｌ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２８ Ｋ３ＯＸｙｌＧｌｃ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２９ Ｑ３ＯＸｙｌＧｌｃ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Ｓｕｋｓｄｏｒｆｉａ ［７］

３０ Ｋ３ＯＸｙｌＧａｌ７ＯＸｙｌ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３１ Ｋ３ＯＸｙｌＧｌｃ７ＯＸｙｌ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７］，［１０］

３２ Ｑ３ＯＲｈａＲｈａ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３３ Ｑ３ＯＸｙｌＸｙｌ７ＯＧｌｃ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１０］

３４ ３′ＯＭｅＱ３ＯＧａｌＧｌｃ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３５ ３′ＯＭｅＱ３ＯＲｈａＧａｌ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３６ ３′ＯＭｅＱ３ＯＸｙｌＧａｌ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３７ ６ＯＭｅＱｔ３ＯＲｈａＧｌｃ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３８ ６ＯＭｅＱｔ３ＯＸｙｌＧｌｃ７ＯＧｌｃ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７］

３　讨论

自１７５３年林奈建立虎耳草科以来，其分类一直
存在争议。Ｅｎｇｌｅｒ（１９３０）认为，广义虎耳草科应该
分为１５个亚科；ＳｃｈｕｌｚｅＭｅｎｚ（１９６４）将其分为１７个
亚科［２５２６］；通过对虎耳草科植物花的发育进行研究，

Ｇｅｌｉｕｓ（１９６７）认为该科应该被分为 ２个科或更多
科［２７］；Ｍｏｒｇａｎ和Ｓｏｌｔｉｓ（１９９３）得到的系统发育分析
结果表明：广义虎耳草科可分为１０个类群，狭义虎
耳草科则包含３８个属［２８２９］；近期的分子系统学和孢

粉学研究表明：狭义虎耳草科由两个主要的分支组

成， 即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ｏｉｄｓ 与 Ｈｅｕｃｈｅｒｏｉｄｓ。 其 中，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ｏｉｄｓ主要包含虎耳草属，Ｈｅｕｃｈｅｒｏｉｄｓ包含了
除虎耳草属以外的其他属。这些属又可分为８个类
群， 分 别 为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
Ｃａｓｃａｄｉａ、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ｅｓ、 Ｐｅｌｔｏ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Ｄａｒｍｅｒａ、
Ａｓｔｉｌｂｅ［３０３１］。

从虎耳草科中分离得到的黄酮醇单糖苷主要分

布 于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
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Ｍｉｔｅｌｌａ、Ｔｅｌｌｉｍ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和 Ｔｏｌｍｉｅａ８
个属中，如 ３Ｏ葡萄糖苷、３Ｏ鼠李糖苷、３Ｏ半
乳糖苷、３Ｏ木糖苷、３Ｏ阿拉伯糖苷在Ｂｏｙｋｉｎｉａ属
与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属中均有分布，Ｈｅｕｃｈｅｒａ属中未发现

３Ｏ半乳糖苷，Ｍｉｔｅｌｌａ属中则未发现３Ｏ阿拉伯糖
苷等。该科 ３位取代的二糖苷同样集中分布在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Ｍｉｔｅｌｌａ和Ｔｉａｒｅｌｌａ属中，如葡萄
糖与葡萄糖、葡萄糖与木糖构成的二糖苷等。分布

在Ｂｅｒｇｅｎｉａ、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ｌｅｎｉｕｍ、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和Ｔｏｌｍｉｅａ
４个属中的二糖苷较少，其他属有零星分布。３，７
位取代的二糖苷同样主要发现于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与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３个属中。此外，该科发现的三糖苷
仅 从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Ｅｌｍｅｒａ、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
Ｍｉｔｅｌｌａ、Ｔｏｌｍｉｅａ等属中分离得到。

虎 耳 草 科 中 黄 酮 醇 苷 的 分 布 规 律 表 明：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 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
Ｍｉｔｅｌｌａ、Ｔｅｌｌｉｍａ、Ｔｉａｒｅｌｌａ和Ｔｏｌｍｉｅａ８个属可能具有
较近的亲缘关系。需要说明的是，Ｂｏｙｋｉｎｉａ类群包
含Ｂｏｙｋｉｎｉａ属，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类群包含 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属，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类群包含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Ｌｉｔ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ａ、Ｍｉｔｅｌｌａ
等 上 述 其 他 属。 因 此， 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Ｈｅｕｃｈｅｒａ、
Ｌｅｐｔａｒｒｈｅｎａ３个类群可能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综上
所述，虎耳草科黄酮醇苷的分布规律与该科的分子

系统学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为该科的分类提供了化

学依据。目前该科的化学研究和分类学研究并不全

面，如Ｏｒｅｏｔｒｙｓ、Ｔｈｅｒｏｆｏｎ属的化学研究尚未有报道，
故对该科的研究与总结仍待完善。

·５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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