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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杭白芷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ｄａｈｕｒｉｃａ（Ｆｉｓｃｈ．ｅｘＨｏｆｆｍ．）Ｂｅｎｔｈ．ｅｔＨｏｏｋ．ｆ．ｖａｒ．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Ｂｏｉｓｓ．）ＳｈａｎｅｔＹｕａｎ

根的化学成分。方法：采用９０％乙醇渗漉提取，所得提取物经硅胶柱色谱（石油醚乙酸乙酯系统和氯仿甲醇系统）梯度洗

脱，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氯仿甲醇）及制备薄层等方法分离纯化，光谱法鉴定结构。结果：分离得到１７个化合物，经鉴定分别为

异欧前胡素（１）、欧前胡素（２）、佛手柑内酯（３）、别欧前胡素（４）、花椒毒酚（５）、８甲氧基５羟基补骨脂素（６）、白当归素（７）、佛

手酚（８）、白当归脑（９）、栓翅芹烯醇（１０）、水合氧化前胡内酯（１１）、广金钱草碱（１２）、棕榈酸（１３）、豆甾醇（１４）、β谷甾醇（１５）、β

胡萝卜苷（１６），蔗糖（１７）。结论：化合物８和１２为首次从杭白芷中分离得到。化合物１２为首次从伞形科植物中分离得到。

所有香豆素化合物均为呋喃香豆素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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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植物白芷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ｄａｈｕｒｉｃａ （Ｆｉｓｃｈ．ｅｘＨｏｆｆｍ．）Ｂｅｎｔｈ．ｅｔＨｏｏｋ．ｆ
或杭白芷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ｄａｈｕｒｉｃａ （Ｆｉｓｃｈ．ｅｘＨｏｆｆｍ．）

Ｂｅｎｔｈ．ｅｔＨｏｏｋ．ｆ．ｖａｒ．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Ｂｏｉｓｓ．）Ｓｈａｎ

ｅｔＹｕａｎ的干燥根。白芷始载于《神农本草经》，性温

味辛，具有散风除湿、通窍止痛、消肿排脓之功效［１］，

临床主要用于治疗感冒头痛、眉棱骨痛、鼻塞、鼻渊、

牙痛、白带和疮疡肿痛等。

　　现代药理实验表明白芷所含的呋喃香豆素具有

平喘、降压、抗菌、解痉、光敏、抑制脂肪细胞合成等

多种药理作用［２３］。前人主要对其脂溶性部位进行

了研究，而其水溶性部位报道较少。为了深入研究

白芷的有效物质基础，更好地评价白芷药材的质量，

本实验对杭白芷脂溶性和水溶性部位进行了系统研

究。

１　仪器和材料

　　熔点测定仪：天津分析仪器厂ＲＹ２型熔点测

定仪（温度计未校正）；红外光谱仪：ＢｒｕｋｅｒＶｅｃｔｏｒ；

核 磁 共 振 仪：Ｂｒｕｋｅｒ ＡＶＡＮＣＥⅡ６００；Ｂｒｕｋｅｒ

ＡＶＡＮＣＥⅡ３００；ＢｒｕｋｅｒＤＲＸ５００；质谱仪：ＥＳＩ

ＭＳ用 ＨＰ１１００型质谱仪（ＬＣＭＳＤＳｙｓｔｅｒｍ ，ＥＳＩ

ｍｏｄｅｌ）测定；柱层析填料：硅胶 Ｈ （２００～３００目），

青岛海洋化工厂；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反

相硅胶Ｃ１８（４０～７０μｍ），Ｍｅｒｃｋ公司；薄层硅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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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产品；ＴＬＣ显色剂：２０％Ｈ２ＳＯ４乙醇，碘蒸气。

　　白芷药材于２００４年５月购于上海市华宇药业

有限公司，经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生药学教研室张

汉明教授鉴定为伞形科当归属植物杭白芷Ａｎｇｅｌｉ

ｃａ．ｄａｈｕｒｉｃａ（Ｆｉｓｃｈ．ｅｘＨｏｆｆｍ．）Ｂｅｎｔｈ．ｅｔＨｏｏｋ．

ｆ．ｖａｒ．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Ｂｏｉｓｓ．）ＳｈａｎｅｔＹｕａｎ的干燥根。

本实验所用标准品均系本课题组前期实验所制，经

ＨＰＬＣ鉴定，纯度为９９％。

２　方法和结果

２．１　提取与分离　杭白芷干燥根５ｋｇ，粉碎成粗

粉，用６倍量９０％乙醇热回流提取３次，每次３ｈ，滤

液合并，减压蒸馏除去乙醇得稠浸膏３２０ｇ。浸膏用

水稀释后，先用１／２倍体积乙酸乙酯萃取３次，分出

乙酸乙酯层，减压浓缩得乙酸乙酯萃取物９０ｇ，水层

再用１／２倍体积正丁醇萃取３次，分出正丁醇层，减

压浓缩得正丁醇萃取物７０ｇ。乙酸乙酯萃取物进行

硅胶（２００～３００目，８×１２０ｃｍ）柱层析，用不同比例

的石油醚乙酸乙酯混合溶剂（１０１００１８０

１６０１４０１２０１１０１０１）依次洗

脱，收集合并得到１２个流分。各流分分别再经硅胶

（２００～３００目）柱层析，以氯仿甲醇１０１２０１

１００１９０１７０１６０１５０１４０１

３０１２５１２０１１５１１０１５１
２１１１）梯度洗脱，再经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柱层

析，氯仿甲醇（１１）或甲醇洗脱，制备薄层及液相

制备，从流分３～５中分得化合物１（５２ｍｇ）、２（３３

ｍｇ）、１４（４７ｍｇ）、１５（３９ｍｇ）、１６（７８ｍｇ）；流分６～８
中分得化合物１（４０ｍｇ）、２（６０ｍｇ）、３（５２ｍｇ）、４
（２２ｍｇ）、５（１６ｍｇ）、６（１９ｍｇ）、１３（３４ｍｇ）；流分９
中分得７（１３ｍｇ）、８（１７ｍｇ）、９（１３ｍｇ）、１０（３０ｍｇ）、

１１（１５ｍｇ）。正丁醇萃取物加水稀释，上ＡＢ８型大

孔树脂，以３０％乙醇、６０％乙醇和９０％乙醇梯度洗

脱，分别得到３０％乙醇部位２０ｇ，６０％乙醇部位８ｇ
和９０％乙醇部位１５ｇ。经 Ｃ１８反相硅胶柱层析，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ＨＬ２０甲醇洗脱，９０％乙醇部位分得化合

物１（２３ｍｇ）、２（２２ｍｇ）、４（１２ｍｇ）、１１（１８ｍｇ）、３０％
乙醇部位分得化合物１２（５２ｍｇ）、１７（９ｍｇ）。

２．２　化合物的结构鉴定　化合物１：无色针晶，紫

外灯下呈黄色荧光，ｍ．ｐ．１０８～１０９℃。ＥＳＩＭＳｍ／

ｚ：２７ｌ［Ｍ＋Ｈ］＋。结合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ＤＥＰＴ
谱，确定分子式为Ｃ１６Ｈ１４Ｏ４。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δ）：８１８（１Ｈ，ｄｄ，Ｊ＝９６，０６Ｈｚ，Ｈ

４），８０４（１Ｈ，ｄ，Ｊ＝２４Ｈｚ，Ｈ２′），７３７（１Ｈ ，ｄ，

Ｊ＝０６Ｈｚ，Ｈ８），７３４（１Ｈ，ｄ，Ｊ＝２４Ｈｚ，Ｈ３′），

６３３（１Ｈ，ｄ，Ｊ＝９６Ｈｚ，Ｈ３），５５４（１Ｈ，ｔ，Ｊ＝７２

Ｈｚ，ＣＨ），４９８（２Ｈ，ｄ，Ｊ＝７２Ｈｚ，ＣＨ），１７４（３Ｈ，

ｓ，ＣＨ３），１６７（３Ｈ，ｓ，ＣＨ３）；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δ）：１６００８（Ｃ２），１１２４１（Ｃ３），１３８９４
（Ｃ４），１４８５９（Ｃ５），１１３９０（Ｃ６），１５７４６（Ｃ７），

９３６０（Ｃ８），１５２０３（Ｃ９），１０６７７（Ｃ１０），１４６０６
（Ｃ２′），１０５３９（Ｃ３′），６９３１（Ｃ１″），１１９４０（Ｃ２″），

１３９５９（Ｃ３″），２５４３（ＣＨ３），１８００（ＣＨ３）。以上数

据与文献［４７］报道的异欧前胡素一致，故鉴定化合物

１为异欧前胡素（ｉｓｏｉｍｐｅｒａｔｏｒｉｎ）。

　　化合物２：无色针晶，ｍｐ１０１～１０２℃。ＥＩ

ＭＳ、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数据与文献［４７］报道的欧前

胡素一致。ＴＬＣ的Ｒｆ值与欧前胡素标准品一致，故

鉴定化合物２为欧前胡素（ｉｍｐｅｒａｔｏｒｉｎ）。

　　化合物３：白色细针状结晶，ｍｐ１８５～１８６℃，

紫外灯下显蓝紫色荧光，ＵＶ和ＩＲ均显示简单香豆

素类化合物特征吸收峰。ＥＳＩＭＳｍ／ｚ：２１７［Ｍ＋

Ｈ］＋。结合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ＤＥＰＴ谱，确定分子

式为Ｃ１２Ｈ８Ｏ４。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８１６
（１Ｈ，ｄ，Ｊ＝９７Ｈｚ，Ｈ４），７５９（１Ｈ，ｄ，Ｊ＝２４Ｈｚ，

Ｈ２′），７１３（１Ｈ，ｓ，Ｈ８），７０３（１Ｈ，ｄ，Ｊ＝２４Ｈｚ，

Ｈ３′），６２７（１Ｈ，ｄ，Ｊ＝９７Ｈｚ，Ｈ３），４２７（３Ｈ，ｓ，

ＯＣＨ３）；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６１２１
（Ｃ２），１１２４０（Ｃ３），１３９３３（Ｃ４），１４３２４（Ｃ５），

１１９８１（Ｃ６），１５８３１（Ｃ７），９３７０（Ｃ８），１５２６４（Ｃ

９），１０６４３（Ｃ１０），１４４７６（Ｃ２″），１０５０１（Ｃ３″），

６００１（ＯＣＨ３）。以上数据与文献［４７］基本一致，且

ＴＬＣ的Ｒｆ值与佛手柑内酯标准品一致，故鉴定化合

物３为佛手柑内酯（ｂｅｒｇａｐｔｅｎ）。

　　化合物４：无色针晶，ｍｐ２２５～２２６℃，薄层板

上紫外光下呈黄绿色荧光。ＥＩＭＳ（ｍ／ｚ）：２７０
（Ｍ＋）。结合１ 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ＤＥＰＴ谱，确定分

子式为Ｃ１６Ｈ１４Ｏ４。１ＨＮＭＲ （６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

δ）：８１５（１Ｈ，ｄ，Ｊ＝ ９９Ｈｚ，Ｈ４），８０１（１Ｈ，ｄ，

Ｊ＝２４Ｈｚ，Ｈ２′），７０５（１Ｈ，ｄ，Ｊ＝ ２４ Ｈｚ，Ｈ

３′），６３７（１Ｈ，ｄ，Ｊ＝９９Ｈｚ，Ｈ３），５１０（１Ｈ，ｍ，

Ｈ２″），３６９（２Ｈ，ｄ，Ｊ＝６６Ｈｚ，Ｈ１″），１８４，１７１
（各３Ｈ，ｓ，２×ＣＨ３）；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ＭＨｚ，ＤＭＳＯ

ｄ６，δ）：１５９７８（Ｃ２），１１３２（Ｃ３），１４２１２（Ｃ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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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００（Ｃ５），１２４７８（Ｃ６），１４５００（Ｃ７），１２８３６
（Ｃ８），１４０５０（Ｃ９），１１３５８（Ｃｌ０），１４６８１（Ｃ２′），

１０６０１（Ｃ３′），２７０９（Ｃ１″），１２１９７（Ｃ２″），１３１３９
（Ｃ３″），２５３０（ＣＨ３），１７８６（ＣＨ３）。将以上数据

与文献［４７］中的别欧前胡素一致，故鉴定化合物４为

别欧前胡素（ａｌｌｏｉｍｐｅｒａｔｏｒｉｎ）。

　　化合物５：无色针晶，ｍｐ２５２～２５４℃。ＥＩＭＳ

ｍ／ｚ：２１６（Ｍ＋ ）。结合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ＤＥＰＴ
谱，确定分子式为 Ｃ１２Ｈ８Ｏ４。１ＨＮＭＲ（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７８０（１Ｈ，ｄ，Ｊ＝９６ Ｈｚ，Ｈ４），７７２
（１Ｈ，ｄ，Ｊ＝２４Ｈｚ，Ｈ２′），７２７（１Ｈ，ｓ，Ｈ５），６８２
（１Ｈ，ｄ，Ｊ＝２４Ｈｚ，Ｈ３′），６３８（１Ｈ，ｄ，Ｊ＝９６Ｈｚ，

Ｈ３），６１８（１Ｈ，ｂｒ，ＯＨ）；１３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１６００１（Ｃ２），１１４３５（Ｃ３），１４４７５（Ｃ

４），１１０６０（Ｃ５），１２６０６（Ｃ６），１４４３７（Ｃ７），

１２９３４（Ｃ８），１３９００（Ｃ９），１１５７７（Ｃ１０），１４７０６
（Ｃ２′），１０６７７（Ｃ３′）。以上数据与文献［７］报道花椒

毒素一致，故鉴定化合物５为花椒毒酚（ｘａｎｔｈｏｔｏｘ

ｏｌ）。

　　化合物６：无色针晶，ｍｐ１１４～１１５℃，紫外灯

下呈黄色荧光。结合１ 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ＤＥＰＴ谱，

确定分子式为Ｃ１２Ｈ８Ｏ５。１ ＨＮＭＲ（３００ＭＨｚ，ＤＭ

ＳＯｄ６，δ）：８１８（１Ｈ ，ｄ，Ｊ＝９６ Ｈｚ，Ｈ４），８０５
（１Ｈ，ｄ，Ｊ＝２４Ｈｚ，Ｈ２），７４５（Ｈ，ｓ，５ＯＨ），７３０
（１Ｈ，ｄ，Ｊ＝２４Ｈｚ，Ｈ３），６３５（１Ｈ，ｄ，Ｊ＝９６Ｈｚ，

Ｈ３），４１０（３Ｈ，ｓ，ＯＣＨ）；１３ＣＮＭＲ（７５ＭＨｚ，ＤＭ

ＳＯｄ６，δ）：１６９８９（Ｃ２），１１２３６（Ｃ３），１３９８３（Ｃ

４），１４１１６（Ｃ５），１１４７７（Ｃ６），１４５５４（Ｃ７），

１２５４１（Ｃ８），１３９５６（Ｃ９），１０７０５（Ｃ１０），１４６１５
（Ｃ２′），１０５３２（Ｃ３′），６１１８（ＯＣＨ３）。以上数据与

文献［３］报道的８甲氧基５羟基补骨脂素一致，故鉴

定化合物６为８甲氧基５羟基补骨脂素（ｃｎｉｄｉｌｉｎ）。

　　化合物７：无色针晶，ｍｐ１２４～１２６℃。ＥＩＭＳ

ｍ／ｚ：３３４（Ｍ＋）。结合１ 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ＤＥＰＴ
谱，确定分子式为Ｃ１７Ｈ１８Ｏ７。１ＨＮＭＲ （６００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δ）：８２５（１Ｈ，ｄ，Ｊ＝９６Ｈｚ，Ｈ４），７８２
（１Ｈ ，ｄ，Ｊ＝２４Ｈｚ，Ｈ２′），７２２（１Ｈ，ｄ，Ｊ＝２４

Ｈｚ，Ｈ３′），６２９（１Ｈ，ｄ，Ｊ＝９６ Ｈｚ，Ｈ３），４２０
（３Ｈ，ｓ，ＯＣＨ３），３８５（１Ｈ，ｄｄ，Ｊ＝７８，３０ Ｈｚ，

ＣＨ），２３９（２Ｈ，ｂｒ，ｓ，ＯＨ），１３３（３Ｈ，ｓ，ＣＨ３），

１２９（３Ｈ，ｓ，ＣＨ３）；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

δ）：１６０１３ （Ｃ２），１１２８８（Ｃ３），１３９４２（Ｃ４），

１４４８８（Ｃ５），ｌ１４５５（Ｃ６），１５０１７（Ｃ７），１２６８６
（Ｃ８），１４３９４（Ｃ９），１０７５１（Ｃ１０），１４５２３（Ｃ２′），

１０５３１（Ｃ３′），７１５１（Ｃ１″），７６０２（Ｃ２″），７６０８（Ｃ

３″），２６６６（ＣＨ３），２５０６（ＣＨ３），６０７４（ＯＣＨ３）。以

上数据与文献［４７］报道的白当归素一致，故鉴定化合

物７为白当归素（ｂｙａｋａｎｇｅｌｉｃｉｎ）。

　　化合物８：无色针晶。ＥＩＭＳｍ／ｚ：２０２（Ｍ＋）。

结合１ 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ＤＥＰＴ 谱，确定分子式为

Ｃ１１Ｈ６Ｏ４。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１１２４
（１Ｈ，ｂｒ，ｓ，５ＯＨ），８２３（１Ｈ，ｄ，Ｊ＝１０Ｈｚ，Ｈ４），

７８８（１Ｈ，ｄ，Ｊ＝２４Ｈｚ，Ｈ２′），７１７（１Ｈ，ｄ，Ｊ＝２４

Ｈｚ，Ｈ３′），７１３（１Ｈ，ｓ，Ｈ８），６２４（１Ｈ，ｄ，Ｊ＝１０

Ｈｚ，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

１６０２７（Ｃ２），１１０８２（Ｃ３），１３９６４（Ｃ４），１４７７５
（Ｃ５），１１２３８（Ｃ６），１５６９０（Ｃ７），９０８７（Ｃ８），

１５２５３（Ｃ９），１０４５５（Ｃ１０），１４４８３（Ｃ２′），１１０８２
（Ｃ３′）。以上数据与文献［８］报道佛手酚一致，故鉴

定化合物８为佛手酚（ｂｅｒｇａｐｔｏｌ）。该化合物为首次

从杭白芷中分离得到。

　　化合物９：无色针晶，紫外灯下为橙黄色荧光，

ｍｐ１１２～１１４℃。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１７（Ｍ＋＋Ｈ）。结

合 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ＤＥＰＴ 谱，确定分子式为

Ｃ１６Ｈ１６Ｏ６。１ＨＮＭＲ（６００ ＭＨｚ，ＣＤ３ＯＤ，δ）：８２１
（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４），７８０（１Ｈ，ｄ，Ｊ＝２４Ｈｚ，

Ｈ２′），７２０（１Ｈ，ｄ，Ｊ＝２４Ｈｚ，Ｈ３′），６２７（１Ｈ，ｄ，

Ｊ＝９８ Ｈｚ，Ｈ３），４５５（１Ｈ，ｄ，Ｊ＝９８ Ｈｚ，

ＯＣＨ２），４２７（１Ｈ，ｔ，Ｊ＝９０ Ｈｚ，ＣＨ），４１９
（３Ｈ，ｓ，ＯＣＨ３），３８３（１Ｈ，Ｊ＝９０Ｈｚ，ＯＣＨ２），

１２６（３Ｈ，ｓ，ＣＨ３），１２３（３Ｈ，ｓ，ＣＨ３）；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δ）：１６２６２（Ｃ２），１５１７１（Ｃ７），

１４６９３（Ｃ２′），１４６１５（Ｃ５），１４４８１（Ｃ９），１４１５６
（Ｃ４），１２８４２（Ｃ８），１１６３８（Ｃ６），１１３１９（Ｃ３），

１０８６１（Ｃ１０），１０６４６（Ｃ３′），７８３３（Ｃ１″），７６８１
（Ｃ２″），７２７０（Ｃ３″），６１４５（ＯＣＨ３），２６６１（ＣＨ３），

２５２１（ＣＨ３）。以上数据与文献［５７］报道的白当归脑

一致，故鉴定化合物９为白当归脑（ｂｙａｋａｎｇｅｌｉｃｏｌ）。

　　化合物１０：无色针晶，ｍｐ１３６～１３８℃。ＥＩ

ＭＳ ｍ／ｚ：２８６（Ｍ＋ ）。结合１ＨＮＭＲ、 １３ＣＮＭＲ、

ＤＥＰＴ谱，确定分子式为Ｃ１６Ｈ１４Ｏ５。１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８２９（１Ｈ，ｄ，Ｊ＝９６Ｈｚ，Ｈ

４），８０２（１Ｈ，ｄ，Ｊ＝２４Ｈｚ，Ｈ２′），７３６（１Ｈ，ｓ，Ｈ

８），７３０（１Ｈ，ｄ，Ｊ＝２４Ｈｚ，Ｈ３′），６３４（１Ｈ，ｄ，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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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Ｈｚ，Ｈ３），５３７（１Ｈ，ｄ，Ｊ＝４８Ｈｚ，＝ＣＨ２），

５０９（１Ｈ，ｄ，Ｊ＝２４Ｈｚ，＝ＣＨ２），４９１（１Ｈ，ｂｒ，ｓ，

ＯＨ），４４８～４３２（３Ｈ，ｍ，ＯＣＨ２ＣＨ），１３２
（３Ｈ，ｓ，ＣＨ３）；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

１６０４３（Ｃ２），１１２３４（Ｃ３），１４００２（Ｃ４），１４５０１
（Ｃ５），１１３８７（Ｃ６），１５７８１（Ｃ７），９３８２（Ｃ８），

１５２３２（Ｃ９），１０６９３（Ｃ１０），１４６３１（Ｃ２′），１０５６２
（Ｃ３′），７５７１（Ｃ１″），７２９０（Ｃ２″），１４９２１（Ｃ３″）。

以上数据与文献［９］报道的栓翅芹烯醇一致，故鉴定

化合物１０为栓翅芹烯醇（ｐａｂｕｌｅｎｏｌ）。

　　化合物１１：无色针晶，ｍｐ１３２℃。ＥＩＭＳｍ／ｚ
（％）：３０４（Ｍ＋），２８９，２８６，２６４，２５６，２４４，２２８，２１５，

２０２（１００），１８５，１７４，１５７，１２９，１１１，９７，８５，５９，４３。结

合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ＤＥＰＴ 谱，确定分子式为

Ｃ１６Ｈ１６Ｏ６。１ 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８１６
（１Ｈ，ｄ，Ｊ＝９６Ｈｚ，Ｈ４），７６０（１Ｈ ，ｄ，Ｊ＝２４Ｈｚ，

Ｈ２），７１３（１Ｈ，ｓ，Ｈ８），６９９（１Ｈ，ｄ，Ｊ＝２４Ｈｚ，

Ｈ３），６２６（１Ｈ，ｄ，Ｊ＝９６Ｈｚ，Ｈ３），４５５（１Ｈ，ｄｄ，

Ｊ＝１０２，３０ Ｈｚ，ＨｂＣＨａ），４４５ （１Ｈ，ｄｄ，Ｊ＝

１００，７８Ｈｚ，ＨｂＣＨａ），３９２（１Ｈ，ｄｄ，Ｊ＝７８，３０

Ｈｚ，Ｈ２′），２３３（２Ｈ，ｂｒ，ｓ，ＯＨ），１３７（３Ｈ，ｓ，

ＣＨ３），１３２ （３Ｈ，ｓ，ＣＨ３）；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１６１１４（Ｃ２），１１２９５（Ｃ３），１３９０７（Ｃ

４），１４８５０（Ｃ５），１１４２１（Ｃ６），１５８０７（Ｃ７），９４７２
（Ｃ８），１５２４６（Ｃ９），１０７２６（Ｃ１０），１４５２３（Ｃ２′），

１０４７３（Ｃ３′），７１６５（Ｃ１″），７４４６（Ｃ２″），７６５３（Ｃ

３″），２６６３（ＣＨ３），２５１４（ＣＨ３）。以上数据与文献［７］

报道的水合氧化前胡内酯一致，故鉴定化合物１１为

水合氧化前胡内酯（ｏｘｙ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ｉｎｈｙｄｒａｔｅ）。

　　 化合物 １２：无色胶状物，ＥＳＩＭＳ ｍ／ｚ：２３７
（Ｍ＋）。结合１ 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ＤＥＰＴ 谱，确定分

子式为 Ｃ１２Ｈ１５ＮＯ４。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

δ）：９３１（１Ｈ，ｓ，ＣＨＯ），７１３（１Ｈ，ｄ，Ｊ＝３８Ｈｚ，Ｈ

３），６３４（１Ｈ，ｄ，Ｊ＝３８Ｈｚ，Ｈ４），５２１（１Ｈ，ｄ，Ｊ＝

１１４Ｈｚ，Ｈ４），４７０（１Ｈ，ｄ，Ｊ＝１３８Ｈｚ，Ｈ１１），

４６１（１Ｈ，ｄ，Ｊ＝１３８Ｈｚ，Ｈ１１），４３０（１Ｈ，ｄ，Ｊ＝

９４，６１Ｈｚ，Ｈ８），２６７（１Ｈ，ｍ，Ｈ７），１５７（３Ｈ，

ｄ，Ｊ＝６１Ｈｚ，Ｈ９），１１３（３Ｈ，ｄ，Ｊ＝６６Ｈｚ，Ｈ

１０）。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δ）：１８０３４（Ｃ

１），１７４３５（Ｃ１２），１４６０８（Ｃ５），１３３１７（Ｃ２），

１２８１７（Ｃ３），１１１７４（Ｃ４），８２０６ （Ｃ８），６３６４

（Ｃ６），５６５９ （Ｃ１１），４５１１（Ｃ７），１８６４ （Ｃ９），

１４５４（Ｃ１０）。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０］报道的广金钱草

碱一致，故鉴定化合物１２为广金钱草碱（ｄｅｓｍｏｄｉ

ｍｉｎｅ）。该化合物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得，该结构类

型也是首次从伞形科植物中分发现。

　　化合物１３：白色粉末，ｍｐ５４～５６℃。ＥＩＭＳ

ｍ／ｚ：２５６（Ｍ＋），２２７，２１３，１８５，１７１，１５７，１２９，１１５，

９７，与棕榈酸的质谱一致，并与对照品共薄层Ｒｆ值

一致，故鉴定化合物１３为棕榈酸（ｐａｌｍｉｔｉｃａｃｉｄ）。

　　化合物１４：白色结晶，ｍｐ１６８～１６９℃。ＥＩＭＳ

ｍ／ｚ：４１２［Ｍ＋］，３９７，２７１，２５５，２２９，２１３，１８７，１５９，

１４７，８３。结合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ＤＥＰＴ谱，确定分

子式为 Ｃ２９Ｈ４８Ｏ。１ＨＮＭＲ（５００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

０７０（３Ｈ，ｓ，Ｈ１８），０８０（３Ｈ，ｄ，Ｊ＝７０ Ｈｚ，Ｈ

２９），０８１（３Ｈ，ｔ，Ｊ＝８０Ｈｚ，Ｈ２７），０８５（３Ｈ，ｄ，

Ｊ＝６０Ｈｚ，Ｈ２８），１０１（３Ｈ，ｓ，Ｈ１９），１０２（３Ｈ，

ｄ，Ｊ＝７０Ｈｚ，Ｈ２１），３２５（１Ｈ，ｍ，Ｈ３），５０２（１Ｈ，

ｄｄ，Ｊ＝９０，１６０Ｈｚ，Ｈ２３），５１７（１Ｈ，ｄｄ，Ｊ＝９０，

１６０Ｈｚ，Ｈ２２），５３５（１Ｈ，ｔ，Ｊ＝２５Ｈｚ，Ｈ６）。
１３ＣＮＭＲ（１２５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３７２２（Ｃ１），３１５１
（Ｃ２），７１８５（Ｃ３），４２２１（Ｃ４），１４０８３（Ｃ５），

１２１７５（Ｃ６），３１７３（Ｃ７），３１７２Ｃ８），５０１６（Ｃ９），

３６５８（Ｃ１０），２１２４（Ｃ１１），３９７１（Ｃ１２），４２２０（Ｃ

１３），５６８１（Ｃ１４），２４３２（Ｃ１５），２８９１（Ｃ１６），

５６０２（Ｃ１７），１２１１（Ｃ１８），１９４１（Ｃ１９），４０５０（Ｃ

２０），２１２３（Ｃ２１），１３８３８（Ｃ２２），１２９３２（Ｃ２３），

５１２１（Ｃ２４），３１９４（Ｃ２５），１９０３（Ｃ２６），１２２１（Ｃ

２７），２１１３（Ｃ２８），１９０４（Ｃ２９）。以上数据与文献

报道豆甾醇（ｓｔｉａｍａｓｔｅｒｏｌ）一致。

　　化合物１５：无色针晶，ＥＩＭＳｍ／ｚ（％）：４１４
（Ｍ＋）３９７（１００），２７１，２５５，２２９，２１３，１８７，１５９，１４７，

８３。与β谷甾醇的质谱一致，并与对照品共薄层Ｒｆ
值一致，故鉴定为β谷甾醇（βｓｉｔｏｓｔｅｒｏｌ）。

　　化合物１６：白色无定形粉末，ｍｐ２８７～２８９℃，

ＬｉｂｅｒｍａｎｎＢｕｒｃｈａｒｄ 反 应 阳 性，ＥＩＭＳ ｍ／ｚ：５７６
［Ｍ＋］，１ＨＮＭＲ与β胡萝卜苷一致，并与对照品共薄

层Ｒｆ值一致，故鉴定为β胡萝卜苷（βｄａｕｃｏｓｔｅｒｉｎ）。

　　化合物１７：白色结晶，ｍｐ１８５～１８６℃。ＥＩ

ＭＳｍ／ｚ：１８０（Ｍ＋），与蔗糖对照品共薄层 Ｒｆ值一

致，故鉴定为蔗糖（ｓｕｃｒｏｓｅ）。

　　化合物１～１２的结构式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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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化合物１～１２的结构式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１１２

３　讨　论

　　我国为白芷的主产地，占世界白芷产量的９０％
以上。白芷含有多种有效成分，具有多种药理作用，

在临床上应用广泛，尤其在消炎、镇痛、皮肤病方面

作用显著。白芷的镇痛部位能有效地预防化学组织

损伤诱致的持续自发痛，对原发性热和机械痛敏也

有抑制作用［１１］，但其有效物质及作用机制尚未明

确，因此，对中药白芷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有助于

阐明其药理活性物质基础。从目前白芷的临床应用

来看，白芷多以复方形式出现，临床多为水煎剂。我

们对白芷水溶性部位的系统研究，明确了其主要成

分依然是香豆素类化合物异欧前胡素、水合氧化前

胡内酯、别欧前胡素、欧前胡素等，还有部分多糖和

苷类物质结构尚在鉴定中。此次我们还在白芷中首

次发现了生物碱成分，其药理活性未见有报道。水

溶性部位的研究对于明确白芷活性成分与临床应用

的对应关系有着积极的意义，也为白芷的深入开发

提供了化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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