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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药对 “都梁丸”化学成分的研究
△

韦玮１，王力２ａ，梁丽２ａ，王逾珍２ａ，海丽娜３，杨秀伟１

（１北京大学 药学院 天然药物学系，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２长治医学院，山西　长治　０４６０００；３．北京振东光明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１００１２０）

［摘要］　目的：研究中药药对 “都梁丸”的化学成分。方法：采用硅胶、高效液相等柱色谱方法进行分离纯

化，通过质谱、核磁共振等谱学数据鉴定化合物结构。结果：从 “都梁丸”环己烷、乙酸乙酯、正丁醇萃取部位中

共鉴定了４１个化合物，分别为５羟甲基糠醛（１），香草醛（２），阿魏酸（３），松柏醛（４），花椒毒素（５），佛手酚
（６），镰叶芹二醇（７），洋川芎内酯 Ｈ（８），洋川芎内酯Ｉ（９），洋川芎内酯Ｄ（１０），４羟基３丁基苯酞（１１），洋川芎
内酯Ａ（１２），Ｚ藁本内酯（１３），３丁烯基苯酞（１４），新蛇床内酯（１５），欧当归内酯Ａ（１６），β谷甾醇（１７），异茴芹
内酯（１８），邻苯二甲酸正丁酯（１９），邻苯二甲酸异丁酯（２０），川芎二内酯Ｒ１（２１），白术内酰胺（２２），香柑内酯（２３），
补骨脂素（２４），异氧化前胡内酯（２５），珊瑚菜内酯（２６），独活属醇（２７），牧草栓翅芹酮（２８），异白当归脑（２９），
欧前胡素（３０），异欧前胡素（３１），别异欧前胡素（３２），水合氧化前胡内酯 （３３），白当归素（３４），印枳苷（３５），
（２′Ｓ，３′Ｒ）３′羟基印枳苷（３６），仲ＯβＤ吡喃葡萄糖基白当归素（３７），叔ＯβＤ吡喃葡萄糖基白当归素（３８），
（２′Ｒ，３′Ｓ）３′－羟基紫花前胡苷（３９），花椒毒酚８ＯβＤ吡喃葡糖苷（４０），腺苷（４１）。结论：香豆素以及香豆素
类成分应来源于复方中的白芷；藁本内酯类化合物应来源于复方中的川芎。

［关键词］　都梁丸；药对；白芷；川芎；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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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味中药是组成方剂的核心，药有个性之特长，

方有合群之妙用。单味中药配伍成复方是中医用药

的主要形式，亦是中医治法治则在组方用药上的具

体应用，显示了传统医药防病治病的特色。因此，

中药物质基础的研究，中药材、饮片应突出全成分

分析和稳定性物质基础研究，中药复方应突出药效

物质基础研究［１］。在系列研究中，我们报道了 “黄

连解毒汤”［２４］、“通脉方”［５９］、“左金方”和 “反左

金方”［１０１３］、“吴茱萸汤（精制吴茱萸胶囊）”［１４１６］等

物质基础的研究；“都梁丸”是由白芷和川芎以４∶１
质量配比组成的蜜丸剂，已被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２０１５版收载［１７］。方中以白芷为君药，辛温发

散、芳香走窜，善入头部祛风散寒、通窍止痛；辅

以辛散之川芎活血行气散风，使风除寒散、气血和

调、祛风散寒、活血止痛。二味药合用，共奏祛风

散寒、活血通络之功。本方治疗风寒之邪上犯头部、

清阳之气受阻、气血凝滞引起的头痛。以传统蜜丸

为基础的 “都梁滴丸”现代中药已开发上市。现代

药理学研究证明 “都梁丸”具有显著的镇痛作用，

可能与影响痛觉调节的神经递质５羟色胺（５ＨＴ）和
５羟吲哚乙酸（５ＨＩＡＡ）等的含量有关［１８１９］；与抑制

外周组织 ｃｆｏｓ基因的表达有关［２０］。本文报道 “都

梁丸”物质基础研究。

１　仪器与材料

１１仪器

ＢｒｕｋｅｒＡＶＩＩＩ４００型核磁共振波谱仪（Ｂｒｕｋｅｒ
ＢｉｏＳｐｉｎＡＧ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Ｆｌｌａｎｄｅｎ，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四甲
基硅烷为内标；ＦｉｎｎｉｇａｎＴＲＡＣＥ２０００ＧＣＭＳ质谱仪
（ＥＩＭＳ；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ｎｎｉｇａｎ，ＳａｎＪｏｓｅ，ＣＡ，ＵＳＡ）；
ＭＤＳＳＣＩＥＸＡＰＩＱＳＴＡＲ型质谱仪（ＥＳＩＴＯＦＭＳ；Ａｐ
ｐｌｉｅｄ 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ＤＳ Ｓｃｉｅｘ， Ｆｏｓｔｅｒ Ｃｉｔｙ， ＣＡ，
ＵＳＡ）；ＬＣ３０００半制备型高效液相色谱（ＳＰＨＰＬＣ）
仪系统（北京创新通恒科技有限公司），配置 Ｐ３０５０
二元泵，ＣＸＴＨ３０００色谱工作站；中压液相色谱柱
（４６ｃｍ×２６ｃｍ，北京元宝山色谱科技有限公司）；
柱色谱硅胶（２００～３００目，青岛海洋化工厂）；Ｓｅｐｈ
ａｄｅｘＬＨ２０为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公司产品；ＭＣＩｇｅｌＣＨＰ２０
（７５～１５０μ）为日本三菱化学产品；ＧＦ２５４薄层色谱
（ＴＬＣ）硅胶板分别为青岛海洋化工厂和 Ｍｅｒｃｋ公司
（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Ｇｅｒｍａｎｙ）产品。分析纯乙醇、甲醇、乙
酸乙酯、三氯甲烷、丙酮、环己烷等为北京化工厂

产品。

１２材料

杭白芷药材于２０１２年８月采自杭白芷道地产地
浙江省磐安县深泽乡仰头村，为伞形科植物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ｄａｈｕｒｉｃａｃｖＨａｎｇｂａｉｚｈｉ的 干 燥 根；川 芎 药 材 于
２０１５年５月采自四川省彭州市敖平镇兴全村，为伞
形科藁本属植物 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ｕｍｃｈｕａｎｘｉｏｎｇＨｏｒｔ的干燥
根茎。杭白芷（ＨＢＺ２０１２０８）和川芎（２０１５０５２０ＣＸＲ）
药材凭证标本存放在北京大学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

国家重点实验室，均经本文作者之一杨秀伟教授鉴

定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版规定的正品。

２　提取与分离

都梁丸药材粉末（１０ｋｇ，其中杭白芷８ｋｇ，川
芎２ｋｇ）用７０％乙醇水溶液回流提取，料液比为１∶３，
共提取８次，合并提取液，过滤后减压回收有机溶
剂至无乙醇味，加适量水，然后依次采用石油醚、

乙酸乙酯、正丁醇萃取，萃取液分别旋干得到石油

醚萃取部位（１２０ｇ）、乙酸乙酯萃取部位（１８１ｇ）、
正丁醇萃取部位（２０７ｇ）。

石油醚萃取部位采用硅胶柱进行分离，以石油

醚乙酸乙酯（５０∶１
!

１∶１）为洗脱体系进行梯度洗脱，
经ＴＬＣ检识，合并相同的流分，得到 １２个流分
（Ｆｒ１～Ｆｒ１２）。Ｆｒ１０（１２ｇ）采用硅胶柱（环己烷∶乙
酸乙酯 ＝９∶１）进行分离得到 ４个流分（Ｆｒ１０１～
Ｆｒ１０４）。Ｆｒ１０４（１ｇ）经 ＨＰＬＣ制备（甲醇∶水 ＝
４５∶５５）分离得到 ７个流分（Ｆｒ１０４１～Ｆｒ１０４７）。
其中 Ｆｒ１０４３为水合氧化前胡内酯（３３，ｔＲ ＝
３０９ｍｉｎ，５ｍｇ），Ｆｒ１０４４（３００ｍｇ）经 ＨＰＬＣ制备
（乙腈∶水 ＝１５∶８５）分离得到独活属醇（２７，ｔＲ ＝
６２１ｍｉｎ，２５ｍｇ）。Ｆｒ１０４６为洋川芎内酯 Ｉ（９，
ｔＲ＝４９１ｍｉｎ，１５ｍｇ），Ｆｒ１０４７为白当归素（３４，
ｔＲ＝５５１ｍｉｎ，２００ｍｇ）。Ｆｒ３（２ｇ）经 ＨＰＬＣ制备
（乙腈∶水 ＝６０∶４０）分离得到３丁烯基苯酞（１４，ｔＲ＝
５０５ｍｉｎ，３００ｍｇ）。Ｆｒ４（１５ｇ）采用硅胶柱（环己
烷∶乙酸乙酯＝９∶１）进行分离得到５个流分（Ｆｒ４１～
Ｆｒ４５）。Ｆｒ４２（１００ｍｇ）经过ＨＰＬＣ（乙腈∶水＝６０∶４０）制
备分离得到新蛇床内酯（１５，ｔＲ＝３１４ｍｉｎ，３３ｍｇ）。
Ｆｒ４３（１９５ｍｇ）采用硅胶柱色谱（乙酸乙酯∶三氯甲烷＝
１∶９９）进行分离得到４个流分（Ｆｒ４３１～Ｆｒ４３４）。
其中Ｆｒ４３３（８８ｍｇ）采用硅胶柱色谱（环己烷∶乙酸
乙酯 ＝９∶１）进行分离得到２个流分（Ｆｒ４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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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４３３２）。Ｆｒ４３３２（４５ｍｇ）经ＨＰＬＣ（乙腈∶水 ＝
５５∶４５）制备分离得到洋川芎内酯 Ａ（１２，ｔＲ ＝
４１８ｍｉｎ，１１ｍｇ）。Ｆｒ７（５ｇ）经ＨＰＬＣ制备（甲醇∶
水＝７０∶３０）分离得到 ７个流分（Ｆｒ７１～Ｆｒ７７）。
Ｆｒ７５（３ｇ）采用硅胶柱色谱（环己烷∶乙酸乙酯 ＝
９∶１）进行分离得到 ４个流分（Ｆｒ７５１～Ｆｒ７５４）。
Ｆｒ７５２（２ｇ）经ＨＰＬＣ（乙腈∶水＝４５∶５５）制备分离得
到异欧前胡素（３１，ｔＲ ＝２５１ｍｉｎ，１０ｇ）。Ｆｒ７２
（２００ｍｇ）经ＨＰＬＣ（甲醇∶水＝５５∶４５）制备分离得到４
羟基３丁基苯酞（１１，ｔＲ＝２１６ｍｉｎ，５ｍｇ）。Ｆｒ７４
（２２ｍｇ）经ＨＰＬＣ（甲醇∶水 ＝６０∶４０）制备分离得到补
骨脂素（２４，ｔＲ＝３４５ｍｉｎ，４ｍｇ）。Ｆｒ８（１５ｇ）经
ＨＰＬＣ（乙腈∶水 ＝６０∶４０）制备分离得到４个流分
（Ｆｒ８１～Ｆｒ８４）。Ｆｒ８３（５５０ｍｇ）经 ＨＰＬＣ（乙腈∶
水＝４５∶５５）制备分离得到４个流分（Ｆｒ８３１～Ｆｒ８３
４），欧前胡素（３０，ｔＲ＝８１７ｍｉｎ，３３０ｍｇ），珊瑚菜
内酯（２６，ｔＲ＝１０２７ｍｉｎ，２２ｍｇ）。

乙酸乙酯萃取部位用硅胶柱色谱分离，以石油

醚乙酸乙酯（１００∶０
!

０∶１）为洗脱体系进行梯度洗
脱，经ＴＬＣ检识，合并相同的流分，得到１０个流分
（Ｆｒ１～Ｆｒ１０）。Ｆｒ１（１ｇ）经硅胶柱色谱（环己烷∶丙
酮＝１０∶１）等度洗脱，分别得到 ５羟甲基糠醛（１，
５ｍｇ）、香草醛（２，７ｍｇ）和松柏醛 （４，３ｍｇ）。
Ｆｒ２（３ｇ）经硅胶柱色谱（三氯甲烷∶甲醇＝１００∶１→１０∶１）
梯度洗脱，ＴＬＣ检识后合并得到３个流分（Ｆｒ２１～
３），Ｆｒ２１（１５ｇ）流分采用中压制备得到１１个流分
（Ｆｒ２１１～１１）。Ｆｒ２１６（２００ｍｇ）经 ＨＰＬＣ制备纯
化得到花椒毒素（５，ｔＲ＝５６ｍｉｎ，５ｍｇ）。Ｆｒ２１７
（３００ｍｇ）经硅胶柱色谱，以环己烷丙酮（３０∶１）进行
分离得到异茴芹内酯（１８，ｔＲ ＝２１２ｍｉｎ，８ｍｇ）。
Ｆｒ２１９（７００ｍｇ）经硅胶柱色谱（环己烷∶丙酮＝４９∶１）
得到４个流分（Ｆｒ２１９１～４）。Ｆｒ２１９４（１００ｍｇ）
经ＨＰＬＣ（乙腈∶水＝５０∶５０）制备分离得到牧草栓翅芹
酮（２８，ｔＲ＝２６ｍｉｎ，７ｍｇ）。Ｆｒ２１１０（２００ｍｇ）经
ＨＰＬＣ（甲醇∶水＝４５∶５５）制备分离得到香柑内酯（２３，
ｔＲ＝１６７ｍｉｎ，５ｍｇ）。Ｆｒ２１１１（４５０ｍｇ）经硅胶柱色
谱（环己烷∶丙酮 ＝３０∶１）得到８个流分（Ｆｒ２１１１１～
８）。Ｆｒ２１１１５（５５ｍｇ）经制备 ＨＰＬＣ（甲醇∶水 ＝
６０∶４０）分离得到异白当归脑（２９，ｔＲ ＝５１ｍｉｎ，
５ｍｇ）。Ｆｒ３（１６ｇ）经硅胶柱色谱（石油醚∶丙酮 ＝
３０∶１）等度洗脱得到佛手酚（６，３ｍｇ）、镰叶芹二醇
（７，１ｇ）、洋川芎内酯Ｄ（１０，１５ｍｇ）。Ｆｒ４（４ｇ）经
硅胶柱色谱（石油醚∶乙酸乙酯 ＝１０∶１）等度洗脱得到

Ｚ藁本内酯（１３，４００ｍｇ）、３丁烯基苯酞（１４，
１００ｍｇ）、欧当归内酯 Ａ（１６，２０ｍｇ）、β谷甾醇
（１７，１ｇ）。Ｆｒ５（６００ｍｇ）经 ＨＰＬＣ（乙腈∶水 ＝７０∶３０，
检测波长：２５４ｎｍ，流速：８ｍＬ·ｍｉｎ－１，进样 ０２
ｍＬ）制备，得到川芎二内酯 Ｒ１（２１，ｔＲ＝３１ｍｉｎ，５
ｍｇ）、白术内酰胺（２２，ｔＲ＝５０ｍｉｎ，６ｍｇ）、邻苯
二甲酸正丁酯（１９，ｔＲ＝４３１ｍｉｎ，２３ｍｇ）、邻苯二
甲酸异丁酯（２０，ｔＲ＝４５２ｍｉｎ，１３ｍｇ）。Ｆｒ６（１ｇ）
经硅胶柱色谱（环己烷∶乙酸乙酯 ＝１０∶１）等度洗脱得
到别异欧前胡素（３２，１１ｍｇ）和水合氧化前胡内酯
（３３，３３ｍｇ）。

正丁醇萃取部位用硅胶柱进行分段，以三氯甲

烷甲醇（２０∶１→１∶１）为洗脱体系进行梯度洗脱，经
ＴＬＣ分析后合并相似组份，共得到 ４个流分（Ｆｒ１
４）。Ｆｒ４（１００ｇ）经制备 ＨＰＬＣ以乙腈水为洗脱体系
（１０∶９０→１００∶０）分段得到１０个流分（Ｆｒ４５１～１０）。
将以上流分 Ｆｒ４５１～１０经过 ＴＬＣ检视，选择流分
进行分离。Ｆｒ４５１（２ｇ）经ＨＰＬＣ（乙腈∶水＝１０∶９０，
波长：２５４ｎｍ，流速：８ｍＬ·ｍｉｎ－１，进样０２ｍＬ）
制备分段得到３个流分（Ｆｒ４５１１～３），Ｆｒ４５１３
（２５０ｍｇ）经ＨＰＬＣ（乙腈∶水＝１５∶８５，波长：２５４ｎｍ，
流速：５ｍＬ·ｍｉｎ－１，进样０５ｍＬ）制备分离，进一
步纯化得到腺苷（４１，ｔＲ ＝１３１ｍｉｎ，５５ｍｇ）。
Ｆｒ４５２（１３５ｇ）经硅胶柱（三氯甲烷∶甲醇＝９５∶５

!

８０∶２０）进行分段得到 ４个流分（Ｆｒ４５２１～４）。
Ｆｒ４５２３（７ｇ）经 ＨＰＬＣ（乙腈∶水 ＝２０∶８０，波长：
２５４ｎｍ，流速：１５ｍＬ·ｍｉｎ－１，进样１ｍＬ）制备分段
得到 ７个 流 分 （Ｆｒ４５２３１～７）。Ｆｒ４５２４
（９５０ｍｇ）经 ＨＰＬＣ（乙腈∶水＝２０∶８０，波长：２５４ｎｍ，
流速：１５ｍＬ·ｍｉｎ－１，进样１ｍＬ）制备分段得到４个
流分（Ｆｒ４５２４１～４）。其中，Ｆｒ４５２４３为印枳
苷（３５，ｔＲ ＝５９３ｍｉｎ，１５ｍｇ）。Ｆｒ４５３（１５ｇ）经
ＨＰＬＣ（甲醇∶酸水 ＝２５∶７５，波长：２５４ｎｍ，流速：
８ｍＬ·ｍｉｎ－１，进样０１ｍＬ）制备分段得到４个流分
（Ｆｒ４５３１～４）。其中Ｆｒ４５３３（４００ｍｇ）经ＨＰＬＣ
（乙腈∶水＝１２∶８８，波长：３２０ｎｍ，流速：８ｍＬ·ｍｉｎ－１，
进样 ０２ｍＬ）纯化得到洋川芎内酯 Ｈ（８，ｔＲ ＝
７９３ｍｉｎ，８ｍｇ）。Ｆｒ４５４（９００ｍｇ）经ＨＰＬＣ（甲醇∶
水＝３０∶７０）制备分离得到２个流分（Ｆｒ４５４１～２）。
Ｆｒ４５４１与Ｆｒ４５４２两个流分均经ＨＰＬＣ（乙腈∶
水＝１５∶８５，波长：２８０ｎｍ，流速：８ｍＬ·ｍｉｎ－１，进
样０５ｍＬ），制备纯化，得到（２′Ｒ，３′Ｓ）３′－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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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前胡苷（３９，ｔＲ＝５３９ｍｉｎ，３０ｍｇ）、花椒毒酚
８ＯβＤ吡喃葡萄糖苷（４０，ｔＲ＝５５１ｍｉｎ，１１ｍｇ）。
Ｆｒ４５５与Ｆｒ４５６两个流分合并为 Ｆｒ４５（５６）
（１０ｇ），此流分经硅胶柱色谱（三氯甲烷∶甲醇＝９５∶５

!

８０∶２０）进行分段得到 ６个流分 ［Ｆｒ４５（５６）１～
６］，其中，Ｆｒ４５（５６）５（３００ｍｇ）经 ＨＰＬＣ（乙
腈∶水＝３０∶７０，波长：３２０ｎｍ，流速：８ｍＬ·ｍｉｎ－１，进
样０２ｍＬ）制备分段，得到５个流分 ［Ｆｒ４５（５６）
５１～５］。Ｆｒ４５（５６）６再经 ＨＰＬＣ（乙腈∶水 ＝
１５∶８５，波长：２５４ｎｍ，流速：１５ｍＬ·ｍｉｎ－１，进样
０５ｍＬ）制备分段，得到５个流分 ［Ｆｒ４５（５６）６
１～５］。Ｆｒ４５７（６００ｍｇ）经ＨＰＬＣ（甲醇∶水＝４５∶５５，波
长：２５４ｎｍ，流速：１０ｍＬ·ｍｉｎ－１，进样０４ｍＬ）制备
分段，得到异氧化前胡内酯（２５，ｔＲ＝５７３ｍｉｎ，
２７ｍｇ）、仲ＯβＤ吡喃葡萄糖基白当归素（３７，ｔＲ＝
６１４ｍｉｎ，７ｍｇ）、叔ＯβＤ吡喃葡萄糖基白当归素
（３８，ｔＲ＝６４１ｍｉｎ，５ｍｇ）。Ｆｒ４５７１（１００ｍｇ）经
ＨＰＬＣ（乙腈∶水 ＝１７∶８３，波长：２５４ｎｍ，流速：
８ｍＬ·ｍｉｎ－１，进样 ０２ｍＬ）纯化，得到阿魏酸（３，
ｔＲ＝９３ｍｉｎ，５０ｍｇ）和（２′Ｓ，３′Ｒ）３′羟基印枳苷
（３６，ｔＲ＝１５ｍｉｎ，５ｍｇ）。

３　化合物结构鉴定

化合物１：黄色油状物；ＥＩＭＳｍ／ｚ１２６［Ｍ］＋；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９５０（１Ｈ，ｓ，
ＣＨＯ），７４７（１Ｈ，ｄ，Ｊ＝３４Ｈｚ，Ｈ３），６５９
（１Ｈ，ｄ，Ｊ＝３４Ｈｚ，Ｈ４），４５０（２Ｈ，ｓ，ＣＨ２ＯＨ）；
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１７８０（ＣＨＯ），
１６２２（Ｃ５），１５１８（Ｃ２），１２４５（Ｃ３），１０９９
（Ｃ４），５６０（ＣＨ２ＯＨ）。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
致［２１］，故鉴定化合物１为５羟甲基糠醛（５ｈｙｄｒｏｘｙ
ｍｅｔｈｙｌｆｕｒｆｕｒａｌ）。

化合物２：白色固体（甲醇）；ｍｐ８０℃；ＥＩＭＳ
ｍ／ｚ１５２［Ｍ］＋；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９８３
（１Ｈ，ｓ，ＣＨＯ），７４４（１Ｈ，ｄ，Ｊ＝１８Ｈｚ，Ｈ２），
７４２（１Ｈ，ｄｄ，Ｊ＝８５，１８Ｈｚ，Ｈ２），７０５（１Ｈ，
ｄ，Ｊ＝８５Ｈｚ，Ｈ５），６１６（１Ｈ，ｓ，ＯＨ），３９７
（３Ｈ，ｓ，ＯＣＨ３）。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

［２２］，

故鉴定化合物２为香草醛（ｖａｎｉｌｌｉｎ）。
化合物３：无色油状物；ＥＩＭＳｍ／ｚ１９４［Ｍ］＋；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７４９（１Ｈ，ｄ，
Ｊ＝１５９Ｈｚ，Ｈ７），７２７（１Ｈ，ｄ，Ｊ＝１６Ｈｚ，Ｈ

２），７０７（１Ｈ，ｄｄ，Ｊ＝８１，１６Ｈｚ，Ｈ６），６７９
（１Ｈ，ｄ，Ｊ＝８１Ｈｚ，Ｈ５），６３７（１Ｈ，ｄ，Ｊ＝
１５９Ｈｚ，Ｈ８），３８１（３Ｈ，ｓ，３Ｏ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
（１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

"

ｄ６）δ：１６８１（Ｃ９），１４９１（Ｃ
３），１４８０（Ｃ４），１４４４（Ｃ７），１２５９（Ｃ１），
１２２８（Ｃ８），１１５９（Ｃ６），１１５６（Ｃ５），１１２２
（Ｃ２），５５７（３ＯＣＨ３）。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
致［２３］，故鉴定化合物３为阿魏酸（ｆｅｒｕｌｉｃａｃｉｄ）。

化合物４：黄色固体（乙酸乙酯）；ｍｐ３７２℃；
ＥＩＭＳｍ／ｚ１７８［Ｍ］＋；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
δ：９６５（１Ｈ，ｄ，Ｊ＝７７Ｈｚ，ＣＨＯ），７４０（１Ｈ，
ｄ，Ｊ＝１５８Ｈｚ，Ｈ７），７１３（１Ｈ，ｄｄ，Ｊ＝８２，
１９Ｈｚ，Ｈ５），７０７（１Ｈ，ｄ，Ｊ＝１９Ｈｚ，Ｈ３），
６９６（１Ｈ，ｄ，Ｊ＝８２Ｈｚ，Ｈ６），６６０（１Ｈ，ｄｄ，
Ｊ＝１５８，７７Ｈｚ，Ｈ８），５９７（１Ｈ，ｓ，ＯＨ），
３９５（３Ｈ，ｓ，Ｏ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
δ：１９６４（Ｃ９），１５６１（Ｃ７），１５０９（Ｃ１），
１４９８（Ｃ２），１２７２（Ｃ８），１２７０（Ｃ４），１２５１
（Ｃ５），１１６８（Ｃ６），１１１５（Ｃ３），５６１（ＯＣＨ３）。
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２４］，故鉴定化合物４为松
柏醛（ｃｏｎｉｆｅｒｙｌ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化合物５：无色针晶（乙酸乙酯）；ｍｐ１５０℃；
ＥＩＭＳｍ／ｚ２１６［Ｍ］＋；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
δ：７７７（１Ｈ，ｄ，Ｊ＝９６Ｈｚ，Ｈ４），７６９（１Ｈ，ｄ，
Ｊ＝２２Ｈｚ，Ｈ２′），７３５（１Ｈ，ｓ，Ｈ５），６８２（１Ｈ，
ｄ，Ｊ＝２２Ｈｚ，Ｈ３′），６３８（１Ｈ，ｄ，Ｊ＝９６Ｈｚ，Ｈ
３），４３０（３Ｈ，ｓ，８Ｏ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
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６０６（Ｃ２），１４７９（Ｃ７），１４６８
（Ｃ２′），１４４４（Ｃ４），１４３２（Ｃ８ａ），１３３０（Ｃ
８），１２６３（Ｃ６），１１６７（Ｃ４ａ），１１５０（Ｃ３），
１１３０（Ｃ５），１０６９（Ｃ３′），６１５（８ＯＣＨ３）。
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２５］，故鉴定化合物５为花
椒毒素（ｘａｎｔｈｏｔｏｘｉｎ）。

化合物６：无色针晶（乙酸乙酯）；ｍｐ２７６℃；
ＥＩＭＳｍ／ｚ２０２［Ｍ］＋；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
ｄ６）δ：１１３１（１Ｈ，ｓ，５ＯＨ），８２６（１Ｈ，ｄ，Ｊ＝
９８Ｈｚ，Ｈ４），７９１（１Ｈ，ｄ，Ｊ＝２３Ｈｚ，Ｈ２′），
７２０（１Ｈ，ｄ，Ｊ＝２３Ｈｚ，Ｈ３′），７１６（１Ｈ，ｓ，
Ｈ８），６２７（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３）。ＮＭＲ数据
与文献报道一致［２６］，故鉴定化合物６为佛手酚（ｂｅｒ
ｇａｐｔｏｌ）。

化合物 ７：淡黄色油状物；ＥＩＭＳｍ／ｚ２６０
·７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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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５８９（１Ｈ，
ｄｄｄ，Ｊ＝１７０，１０１，５４Ｈｚ，Ｈ２），５５８～５５４
（１Ｈ，ｍ，Ｈ１０），５４８（１Ｈ，ｄ，Ｊ＝８２Ｈｚ，Ｈ
９），５４１（１Ｈ，ｄ，Ｊ＝１７１Ｈｚ，Ｈｂ１），５２０（１Ｈ，
ｄ，Ｊ＝１０１Ｈｚ，Ｈａ１），５１５（１Ｈ，ｄ，Ｊ＝８２Ｈｚ，
Ｈ８），４８９（１Ｈ，ｄ，Ｊ＝５４Ｈｚ，Ｈ３），２０５
（２Ｈ，ｑ，Ｊ＝７４Ｈｚ，Ｈ１１），１３０～１３９（ｍ，
２Ｈ），１２０～１３０（ｍ，８Ｈ），０８４（３Ｈ，ｔ，Ｊ＝
６８Ｈｚ，Ｈ１７）；１３Ｃ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
１３５９（Ｃ２），１３４２（Ｃ１０），１２７８（Ｃ９），１１７２
（Ｃ１），７９８（Ｃ４），７８４（Ｃ７），７０２（Ｃ５），
６８７（Ｃ６），６３２（Ｃ３），５８４（Ｃ８），３１８（Ｃ
１５），２９３（Ｃ１２），２９２（Ｃ１３），２９１（Ｃ１４），
２７７（Ｃ１１），２２６（Ｃ１６），１４１（Ｃ１７）。ＮＭＲ数据
与文献报道一致［２７］，故鉴定化合物７为镰叶芹二醇
（ｆａｌｃａｒｉｎｄｉｏｌ）。

化合物８：无色油状物；ＥＩＭＳｍ／ｚ２２４［Ｍ］＋；
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５２７（１Ｈ，ｔ，Ｊ＝
７７Ｈｚ，Ｈ８），４５７（１Ｈ，ｂｒｓ，Ｈ７），３９５（１Ｈ，
ｂｒｓ，Ｈ６），２６１（１Ｈ，ｍ，Ｈｂ４），２４０（１Ｈ，ｍ，
Ｈａ４），２３３（２Ｈ，ｍ，Ｈ９），２０４（１Ｈ，ｂｒｓ，Ｈｂ
５），１８３（１Ｈ，ｂｒｓ，Ｈａ５），１４６（２Ｈ，ｓｅｘｔ，Ｈ
１０），０９２（３Ｈ，ｔ，Ｊ＝７２Ｈｚ，Ｈ１１）；１３Ｃ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６９５（Ｃ１），１５３８（Ｃ３），
１４８３（Ｃ３ａ），１２５９（Ｃ７ａ），１１４５（Ｃ８），６８２
（Ｃ６），６２８（Ｃ７），２８２（Ｃ９），２５３（Ｃ５），
２２３（Ｃ１０），１９１（Ｃ４），１３９（Ｃ１１）。ＮＭＲ数
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２８］，故鉴定化合物８为洋川芎内
酯 Ｈ（ｓｅｎｋｙｕｎｏｌｉｄｅＨ）。

化合物９：淡黄色油状物；ＥＩＭＳｍ／ｚ２２４［Ｍ］＋；
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０９４（３Ｈ，ｔ，Ｊ＝
７４Ｈｚ，Ｈ１１），１５１（２Ｈ，ｍ，Ｈ１０），１９１（１Ｈ，
ｍ，Ｈ５），２１０（Ｈ，ｍ，Ｈ５），２３１（２Ｈ，ｑ，Ｈ
９），２３９（２Ｈ，ｍ，Ｈ４），３９８（１Ｈ，ｍ，Ｈ６），
４４８（１Ｈ，ｄ，Ｊ＝５２Ｈｚ，Ｈ７），５２７（１Ｈ，ｔ，
Ｊ＝８４Ｈｚ，Ｈ８）；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
１６９３（Ｃ１），１５１９（Ｃ３），１５１１（Ｃ３ａ），１２５８
（Ｃ７ａ），１１５５（Ｃ８），７１１（Ｃ６），６７６（Ｃ７），
２８０（Ｃ９），２６８（Ｃ５），２２１（Ｃ１０），１９６（Ｃ
４），１３８（Ｃ１１）。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２８］，

故鉴定化合物９为洋川芎内酯Ｉ（ｓｅｎｋｙｕｎｏｌｉｄｅＩ）。
化合物 １０：淡黄色油状物；ＥＩＭＳｍ／ｚ２２２

［Ｍ］＋；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６２６（１Ｈ，
ｄ，Ｊ＝９４Ｈｚ，Ｈ７），６０９（１Ｈ，ｍ，Ｈ６），５３４
（１Ｈ，ｓ，ＯＨ），２６７（２Ｈ，ｍ，Ｈ９），２２７（２Ｈ，
ｍ，Ｈ６），２４８（１Ｈ，ｍ，Ｈ５），２２３（１Ｈ，ｍ，Ｈ
５），１６５（２Ｈ，ｍ，Ｈ１０），０９２（３Ｈ，ｔ，Ｊ＝７３Ｈｚ，
Ｈ１１）；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２０２７（Ｃ
９），１６８７（Ｃ１），１５５１（３ａ），１３１８（Ｃ６），
１２９０７，１１６３（Ｃ７），１０２８（Ｃ３），３６６（Ｃ９），
２２６（Ｃ６），１９１（Ｃ４），１７１（Ｃ１０），１３６（Ｃ
１１）。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２９］，故鉴定化合物

１０为洋川芎内酯Ｄ（ｓｅｎｋｙｕｎｏｌｉｄｅＤ）。
化合物１１：白色结晶（甲醇）；ｍｐ１９０℃；ＥＳＩ

ＭＳ ｍ／ｚ２０７１ ［Ｍ ＋Ｈ］＋；１ Ｈ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
４００ＭＨｚ）δ：７４８（１Ｈ，ｄ，Ｊ＝７６Ｈｚ，Ｈ５），
７３７（１Ｈ，ｔ，Ｊ＝７６Ｈｚ，Ｈ６），７０１（１Ｈ，ｄ，
Ｊ＝７６Ｈｚ，Ｈ７），５６８（１Ｈ，ｓ，７ＯＨ），５５６
（１Ｈ，ｄｄ，Ｊ＝７９，２９Ｈｚ，Ｈ３），２３０（１Ｈ，ｍ，
Ｈ８），１７８（１Ｈ，ｍ，Ｈ８），１４８～１２８（４Ｈ，ｍ，
Ｈ９，１０），０９０（３Ｈ，ｔ，Ｊ＝６５Ｈｚ，Ｈ１１）；１３Ｃ
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７１４（Ｃ１），１３６４
（Ｃ３ａ），１５２５（Ｃ４），１２０２（Ｃ５），１３０４（Ｃ
６），１１５９（Ｃ７），１２７９（Ｃ７ａ），８０９（Ｃ３），
３２７（Ｃ８），２７０（Ｃ９），２２９（Ｃ１０），１４０（Ｃ
１１）。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３０］，故鉴定化合物

１１ 为 ４羟 基３丁 基 苯 酞 （４ｈｙｄｒｏｘｙ３ｂｕｔｙｌ
ｐｈｔｈａｌｉｄｅ）。

化合物１２：无色油状物；ＥＩＭＳｍ／ｚ１９２［Ｍ］＋；
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６２０（１Ｈ，ｄ，Ｊ＝
９７Ｈｚ，Ｈ７），５９５～５８６（１Ｈ，ｍ，Ｈ６），４９２
（１Ｈ，ｄｄ，Ｊ＝７３，３５Ｈｚ，Ｈ３），２５５～２３９
（２Ｈ，ｍ，Ｈ４），２５５～２３９（２Ｈ，ｍ，Ｈ５），１８７
（１Ｈ，ｍ，Ｈ８），１５９～１４６（１Ｈ，ｍ，Ｈ８），１４７～
１３１（２Ｈ，ｍ，Ｈ９），１４７～１３１（２Ｈ，ｍ，Ｈ
１０），０９０（３Ｈ，ｔ，Ｊ＝７０Ｈｚ，Ｈ１１）；１３Ｃ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７１４（Ｃ１），１６１５（Ｃ
３ａ），１２８４（Ｃ６），１２４７（Ｃ７ａ），１１７０（Ｃ７），
８２６（Ｃ３），３２１（Ｃ８），２６９（Ｃ９），２２６（Ｃ
５），２２４（Ｃ１０），２０９（Ｃ４），１４０（Ｃ１１）。
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３１］，故鉴定化合物１２为
洋川芎内酯Ａ（ｓｅｎｋｙｕｎｏｌｉｄｅＡ）。

化合物１３：淡黄色油状物；ＥＩＭＳｍ／ｚ１９０［Ｍ］＋；
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６２５（１Ｈ，ｄｔ，Ｊ＝
９７１５Ｈｚ，Ｈ７），５９５（１Ｈ，ｍ，Ｈ６），５１８

·８４９·



２０１７年７月　第１９卷　第７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Ｊｕｌ２０１７　Ｖｏｌ１９　Ｎｏ７

（１Ｈ，ｔ，Ｊ＝８０Ｈｚ，Ｈ８），２５７（２Ｈ，ｔ，Ｊ＝
１３５Ｈｚ，Ｈ５），２５５～２３９（２Ｈ，ｍ，Ｈ４），２３３
（２Ｈ，ｍ，Ｈ９），１４７～１３１（２Ｈ，ｍ，Ｈ１０），
０９２（３Ｈ，ｔ，Ｊ＝７５Ｈｚ，Ｈ１１）；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
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６７４（Ｃ１），１４８５（Ｃ３ａ），１４７４
（Ｃ３），１２９７（Ｃ６），１２３７（Ｃ７ａ），１１７０（Ｃ
７），１１２１（Ｃ８），２８２（Ｃ９），２２４（Ｃ１０），２２１
（Ｃ５），１８９（Ｃ４），１４０（Ｃ１１）。ＮＭＲ数据与文
献报道一致［３２］，故鉴定化合物１３为Ｚ藁本内酯（Ｚ
ｌｉｇｕｓｔｉｌｉｄｅ）。

化合物１４：淡黄色油状物；ＥＳＩＭＳｍ／ｚ１８９［Ｍ＋
Ｈ］＋；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６１３（１Ｈ，ｄ，
Ｊ＝８１Ｈｚ，Ｈ７），６００（１Ｈ，ｍ，Ｈ６），５１０
（１Ｈ，ｔ，Ｊ＝７６Ｈｚ，Ｈ８），２６０（２Ｈ，ｍ，Ｈ９），
２５４（２Ｈ，ｍ，Ｈ５），２３９（２Ｈ，ｍ，Ｈ４），１４０
（２Ｈ，ｍ，Ｈ１０），０９６（３Ｈ，ｔ，Ｊ＝７２Ｈｚ，Ｈ
１１）。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３３］，故鉴定化合物

１４为３丁烯基苯酞（３ｂｕｔｙｌｉｄｅｎｅｐｈｔｈａｌｉｄｅ）。
化合 物 １５：无 色 油 状 物；ＥＩＭＳｍ／ｚ１９４

［Ｍ］＋；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６７４（１Ｈ，
ｄｔ，Ｊ＝３２，３２Ｈｚ，Ｈ７），３９４（１Ｈ，ｄｄｄ，Ｊ＝
８８，７２，５６Ｈｚ，Ｈ３），２５３～２４１（１Ｈ，ｍ，
Ｈ３ａ），２３２（１Ｈ，ｍ，Ｈ６），２２４～２１１（１Ｈ，
ｍ，Ｈ６），２０８～２００（１Ｈ，ｍ，Ｈ４），１９１（１Ｈ，
ｄｄｄｄ，Ｊ＝１３９，６８，３３，３１Ｈｚ，Ｈ５），１８２～
１６５（２Ｈ，ｍ，Ｈ８），１６０～１４４（２Ｈ，ｍ，Ｈ５，
９），１４４～１２６（２Ｈ，ｍ，Ｈ９，１０），１２４～１０８
（１Ｈ，ｍ，Ｈ４），０８９（３Ｈ，ｔ，Ｊ＝７１Ｈｚ，Ｈ
１１）；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７０２（Ｃ１），
１３５２（Ｃ７），１３１２（Ｃ７ａ），８５４（Ｃ３），４３１
（Ｃ３ａ），３４４（Ｃ８），２７６（Ｃ９），２５４（Ｃ４），
２５０（Ｃ６），２２６（Ｃ１０），２０８（Ｃ５），１３９（Ｃ
１１）。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３４］，故鉴定化合物

１５为新蛇床内酯（ｎｅｏｃｎｉｄｉｌｉｄｅ）。
化合物１６：白色固体（丙酮）；ｍｐ１１４℃；ＥＳＩ

ＭＳ ｍ／ｚ３８１２ ［Ｍ ＋Ｈ］＋；１ Ｈ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
４００ＭＨｚ）δ：７３３（１Ｈ，ｄ，Ｊ＝６６Ｈｚ，Ｈ７′），
５０５（１Ｈ，ｔ，Ｊ＝７９Ｈｚ，Ｈ８），４９７（１Ｈ，ｔ，Ｊ＝
７４Ｈｚ，Ｈ８′），３２３（１Ｈ，ｄ，Ｊ＝８９Ｈｚ，Ｈ７），
２９７（１Ｈ，ｍ，Ｈ６′），２５３（１Ｈ，ｔ，Ｊ＝７９Ｈｚ，
Ｈ６），２２６（２Ｈ，ｍ，Ｈ９），２１９～２１１（２Ｈ，ｍ，
Ｈ９′），０９１（３Ｈ，ｔ，Ｊ＝７３，Ｈ１１），０９０（３Ｈ，

ｔ，Ｊ＝７３，Ｈ１１′）；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
１６８５（Ｃ１），１６５０（Ｃ１′），１５５１（Ｃ３ａ），１５０６
（Ｃ３′），１４８１（Ｃ３），１４２２（Ｃ７′），１３４２（Ｃ７′ａ），
１２６６（Ｃ７ａ），１１２１（Ｃ８），１０８６（Ｃ８′），４７７
（Ｃ３′ａ），４１６（Ｃ７），４１６（Ｃ６′），３８４（Ｃ６），
３１１（Ｃ４′），２９８（Ｃ３），２８１（Ｃ９），２７５（Ｃ
９′），２５８（Ｃ５′），２２５（Ｃ１０），２２４（Ｃ１０′），
１９８（Ｃ４），１４０（Ｃ１１），１３９（Ｃ１１′）。ＮＭＲ数
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３３］，故鉴定化合物１６为欧当归
内酯Ａ（ｌｅｖｉｓｔｏｌｉｄｅＡ）。

化合物１７：白色粉末（甲醇），与对照品 β谷甾
醇ＴＬＣ分析，３种展开剂展开，色谱行为一致，故
鉴定为β谷甾醇（βｓｉｔｏｓｔｅｒｏｌ）。

化合物１８：黄色粉末（乙酸乙酯）；ｍｐ１５２℃；
ＥＩＭＳｍ／ｚ２４６［Ｍ］＋；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
δ：８１２（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４），７６２（１Ｈ，ｄ，
Ｊ＝２２Ｈｚ，Ｈ２′），６９９（１Ｈ，ｄ，Ｊ＝２２Ｈｚ，Ｈ
３′），６２９（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３），４１７（３Ｈ，
ｓ，ＯＣＨ３），４１７ （３Ｈ， ｓ， Ｏ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６０９（５ＯＣＨ３），６１７（８
ＯＣＨ３），１０５１（Ｃ３′），１０７７（Ｃ１０），１１３０（Ｃ
３），１１４９（Ｃ６），１２８３（Ｃ８），１３９４（Ｃ４），
１４３７（Ｃ９），１４４３（Ｃ５），１４５１（Ｃ２′），１５００
（Ｃ７），１６０４（Ｃ２）。ＮＭＲ波谱数据与文献报道一
致［２５］，故鉴定化合物１８为异茴芹内酯（ｉｓｏｐｉｍｐｉｎｅｌ
ｌｉｎ）。

化合 物 １９：无 色 油 状 物；ＥＩＭＳｍ／ｚ２７８
［Ｍ］＋；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７７２（２Ｈ，
ｄｄ，Ｊ＝５３，３５Ｈｚ，Ｈ３，６），７５３（２Ｈ，ｄｄ，
５３，３５Ｈｚ，Ｈ４，５），４３０（４Ｈ，ｔ，Ｊ＝６７Ｈｚ，
Ｈ９，９′），１７２（４Ｈ，ｍ，Ｈ１１，１１′），１４４（４Ｈ，
ｍ，Ｈ１０，１０′），０９６（６Ｈ，ｔ，Ｊ＝７４Ｈｚ，１２，
１２′ＣＨ３，）。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

［３５］，故鉴定

化合 物 １９为 邻 苯 二 甲 酸 正 丁 酯 （ｄｉｂｕｔｙｌＯ
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

化合物２０：无色油状物；ＥＩＭＳｍ／ｚ２７８［Ｍ］＋；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７７２（２Ｈ，ｄｄ，Ｊ＝
５３，３５Ｈｚ，Ｈ３，６），７５３（２Ｈ，ｄｄ，Ｊ＝５５，
３５Ｈｚ，Ｈ４，５），４０９（４Ｈ，ｄ，Ｊ＝６７Ｈｚ，Ｈ
１′，１″），２０４（２Ｈ，ｍ，Ｈ２′，２″），０９９（１２Ｈ，
ｄ，Ｊ＝６７Ｈｚ，Ｈ３′，３″，４′，４″）。ＮＭＲ数据与文
献报道一致［３５］，故鉴定化合物２０为邻苯二甲酸异
丁酯（ｄｉｉｓｏｂｕｔｙｌ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

·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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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２１：淡黄色油状物；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７９１
［Ｍ＋Ｈ］＋；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７７６
（１Ｈ，ｄ，Ｊ＝７６Ｈｚ，Ｈ７），７５７（１Ｈ，ｄ，Ｊ＝
７０Ｈｚ，Ｈ７′），７５３（１Ｈ，ｔ，Ｊ＝７７Ｈｚ，Ｈ５），
７４１（１Ｈ，ｔ，Ｊ＝７７Ｈｚ，Ｈ６），７１５（１Ｈ，ｄ，
Ｊ＝７７Ｈｚ，Ｈ４），３７０（３Ｈ，ｓ，ＯＣＨ３），２９０
（１Ｈ，ｍ，Ｈ６′），２６２ （１Ｈ，ｍ，Ｈ４′），２４４
（２Ｈ，ｍ，Ｈ８′），２１３ （１Ｈ，ｍ，Ｈ５′），１８３
（１Ｈ，ｍ，Ｈ８），１７５（１Ｈ，ｍ，Ｈ４′），１５３（１Ｈ，
ｍ，Ｈ５′），１５０（２Ｈ，ｍ，Ｈ９），１２３（２Ｈ，ｍ，
Ｈ９′），１１３（２Ｈ，ｍ，Ｈ１０′），０８３（３Ｈ，Ｊ＝
７２Ｈｚ，Ｈ１１′），０７６（３Ｈ，ｔ，Ｊ＝７２Ｈｚ，Ｈ
１１）；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２０７１（Ｃ３′），
１７０４（Ｃ１），１６５４（Ｃ１′），１５５０（Ｃ３ａ），１４８６
（Ｃ７′），１３６２（Ｃ７ａ′），１３３９（Ｃ５），１２８５（Ｃ
６），１２５７（Ｃ７ａ），１２４６（Ｃ７），１２２０（Ｃ４），
８９０（Ｃ３），５８２（Ｃ３ａ′），５２１（ＯＣＨ３），４９１
（Ｃ８），４０９（Ｃ８′），３３８（Ｃ６′），２８１（Ｃ９），
２６３（Ｃ９），２５６（Ｃ９′），２２１（Ｃ１０′），２０７（Ｃ
１０），１７９（Ｃ５′），１４０（Ｃ１１），１３８（Ｃ１１′）。
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３６］，故鉴定化合物２１为
川芎二内酯Ｒ１（ｃｈｕａｎｘｉｏｎｇｄｉｏｌｉｄｅＲ１）。

化合物２２：白色粉末（甲醇）；ｍｐ１２０～１２３℃；
ＥＳＩＭＳｍ／ｚ２３０２［Ｍ＋Ｈ］＋。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７５０（１Ｈ，ｓ，ＮＨ），４６３（１Ｈ，ｂｒｓ，
Ｈａ１５），４８９（１Ｈ，ｂｒｓ，Ｈｂ１５），５４５（１Ｈ，ｓ，
Ｈ９），２６３（１Ｈ，ｄｄ，Ｊ＝３８，１６４Ｈｚ，Ｈｂ６），
２４６（１Ｈ，ｄ，Ｊ＝１３４Ｈｚ，Ｈａ６），２３６（１Ｈ，ｍ，
Ｈ３），２３４（１Ｈ，ｍ，Ｈ１），２０４（１Ｈ，ｍ，Ｈ１），
１６４（２Ｈ，ｍ，Ｈ２），１６１（１Ｈ，ｍ，Ｈ３），１５８
（１Ｈ，ｍ，Ｈ５），１８７（３Ｈ，ｓ，Ｈ１３），０９１（３Ｈ，
ｓ，Ｈ１４）；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７３３
（Ｃ１２），１４８８（Ｃ４），１４１８（Ｃ８），１３５４（Ｃ
７），１２４９（Ｃ１１），１２０９（Ｃ９），１０７２（Ｃ１５），
４９２（Ｃ５），３９５（Ｃ１），３８２（Ｃ１０），３６４（Ｃ
３），２３３（Ｃ６），２２５（Ｃ２），１８７（Ｃ１４），８３
（Ｃ１３）。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３７］，故鉴定化

合物２２为白术内酰胺（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ｅｎｏｌａｃｔａｍ）。
化合物 ２３：淡黄色结晶（甲醇）；ｍｐ１８８℃；

ＥＩＭＳｍ／ｚ２１６［Ｍ］＋；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
δ：８１３（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４），７５９（１Ｈ，ｄ，
Ｊ＝２２Ｈｚ，Ｈ２′），７１０（１Ｈ，ｓ，Ｈ８），７０２
（１Ｈ，ｄ，Ｊ＝２２Ｈｚ，Ｈ３′），６２５（１Ｈ，ｄ，Ｊ＝

９８Ｈｚ，Ｈ３），４２７（３Ｈ，ｓ，５Ｏ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６１２（Ｃ２），１５８３（Ｃ７），
１５２７（Ｃ８ａ），１４９５（Ｃ５），１４４７（Ｃ２′），１３９２
（Ｃ４），１１２７（Ｃ６），１１２５（Ｃ３），１０６４（Ｃ
４ａ），１０５０（Ｃ３′），９３８（Ｃ８），６０１（５ＯＣＨ３）。
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３８］，故鉴定化合物２３为
香柑内酯（ｂｅｒｇａｐｔｅｎ）。

化合物２４：黄色固体；ｍｐ１８６℃；ＥＩＭＳｍ／ｚ
１８６［Ｍ］＋；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７８０
（１Ｈ，ｄ，Ｊ＝９６Ｈｚ，Ｈ４），７６９（１Ｈ，ｄ，Ｊ＝
２２Ｈｚ，Ｈ２′），７６８（１Ｈ，ｓ，Ｈ５），７４７（１Ｈ，
ｓ，Ｈ８），６８３（１Ｈ，ｄ，Ｊ＝２２Ｈｚ，Ｈ３′），６３８
（１Ｈ，ｄ，Ｊ＝９６Ｈｚ，Ｈ３）。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
一致［２５］，故鉴定化合物２４为补骨脂素（ｐｓｏｒａｌｅｎ）。

化合物２５：白色粉末（丙酮）；ｍｐ１４６℃；ＥＩ
ＭＳｍ／ｚ２８６［Ｍ］＋；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
８３２（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４），７６１（１Ｈ，ｄ，
Ｊ＝２４Ｈｚ，Ｈ２′），７１７（１Ｈ，ｓ，Ｈ８），６８４
（１Ｈ，ｄ，Ｊ＝２４Ｈｚ，Ｈ３′），６３２（１Ｈ，ｄ，Ｊ＝
９８Ｈｚ，Ｈ３），５１０（２Ｈ，ｓ，Ｈ１″），２８６（１Ｈ，
ｑ，Ｊ＝８０Ｈｚ，Ｈ３″），１１８（６Ｈ，ｄ，Ｊ＝６９Ｈｚ，
３″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２０８９（Ｃ
２″），１６１１（Ｃ２），１５８１（Ｃ７），１５２７（Ｃ８ａ），
１４８０（Ｃ５），１４５６（Ｃ２′），１３９４（Ｃ４），１１３７
（Ｃ６），１１３４（Ｃ３），１０７６（Ｃ４ａ），１０４２（Ｃ
３′），９５２（Ｃ８），７５１（Ｃ１″），３７５（Ｃ３″），
１８１（３″ＣＨ３）。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

［２５］，故

鉴定化合物 ２５为异氧化前胡内酯（ｉｓｏｏｘｙｐｅｕｃｅｄａ
ｎｉｎ）。

化合物２６：淡黄色固体（乙酸乙酯）；ｍｐ１０２℃；
ＥＩ

"

ＭＳｍ／ｚ３００［Ｍ］＋；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
δ：８１１（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４），７６０（１Ｈ，ｄ，
Ｊ＝２３Ｈｚ，Ｈ２′），６９９（１Ｈ，Ｊ＝２３Ｈｚ，Ｈ３′），
６２６（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３），５５９（１Ｈ，ｔ，
Ｊ＝７２Ｈｚ，Ｈ２″），４８３（２Ｈ，ｄ，Ｊ＝７２Ｈｚ，Ｈ
１″），４１６（３Ｈ，ｓ，５ＯＣＨ３），１７２（３Ｈ，ｓ，３″
ＣＨ３），１６８（３Ｈ，ｓ，３″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
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６０７（Ｃ２），１５０９（Ｃ７），１４５２
（Ｃ２′），１４４５（Ｃ８ａ），１４４４（Ｃ５），１３９８（Ｃ
３″），１３９６（Ｃ４），１２６９（Ｃ８），１１９９（Ｃ２″），
１１４６（Ｃ６），１１２８（Ｃ３），１０７６（Ｃ４ａ），１０５２
（Ｃ３′），７０５（Ｃ１″），６０８（５ＯＣＨ３），２５９（３″

·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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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３），１８２（３″ＣＨ３）。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
致［２５］，故鉴定化合物 ２６为珊瑚菜内酯（ｐｈｅｌｌｏｐ
ｔｅｒｉｎ）。

化合物２７：白色粉末（乙酸乙酯）；ｍｐ１３０℃；
ＥＩＭＳｍ／ｚ３０４［Ｍ］＋；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
δ：７７４（１Ｈ，ｄ，Ｊ＝９６Ｈｚ，Ｈ４），７６９（１Ｈ，ｄ，
Ｊ＝２２Ｈｚ，Ｈ２′），７３５（１Ｈ，ｓ，Ｈ５），６８１
（１Ｈ，ｄ，Ｊ＝２２Ｈｚ，Ｈ３′），６３４（１Ｈ，ｄ，Ｊ＝
９６Ｈｚ，Ｈ３），４７３（１Ｈ，ｄｄ，Ｊ＝１０２，２７Ｈｚ，
Ｈｂ１″），４４０（１Ｈ，ｄｄ，Ｊ＝１０２，７９Ｈｚ，Ｈａ１″），
３８７（１Ｈ，ｄｄ，Ｊ＝７９，２７Ｈｚ，Ｈ２″），１３２
（３Ｈ，ｓ，３″ＣＨ３），１２８（３Ｈ，ｓ，３″ＣＨ３）；

１３Ｃ
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６０４（Ｃ２），１４８０
（Ｃ７），１４６９（Ｃ２′），１４４５（Ｃ４），１４３３（Ｃ
８ａ），１３１７（Ｃ８），１２６２（Ｃ６），１１６５（Ｃ４ａ），
１１４８（Ｃ３），１１３８（Ｃ５），１０６９（Ｃ３′），７６１
（Ｃ２″），７５７（Ｃ１″），７１７（Ｃ３″），２５２（３″
ＣＨ３），２６７（３″ＣＨ３）。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
致［３８］，故鉴定化合物２７为独活属醇（ｈｅｒａｃｌｅｎｏｌ）。

化合物２８：无色针晶 （石油醚
"

乙酸乙酯）；ｍｐ
１３３℃；ＥＳＩＭＳｍ／ｚ２８７１［Ｍ ＋Ｈ］＋；１Ｈ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δ：７７６（１Ｈ，ｄ，Ｊ＝９６Ｈｚ，
Ｈ４），７６６（１Ｈ，ｄ，Ｊ＝２０Ｈｚ，Ｈ２′），７３６
（１Ｈ，ｓ，Ｈ５），６８１（１Ｈ，ｄ，Ｊ＝２０Ｈｚ，Ｈ３′），
６３７（１Ｈ，ｄ，Ｊ＝９６Ｈｚ，Ｈ３），５１９（２Ｈ，ｓ，Ｈ
１″），３０５ （１Ｈ，ｍ，Ｈ３″），１２１ （３Ｈ，ｓ，３″
ＣＨ３），１２０（３Ｈ，ｓ，３″ＣＨ３）。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
道一致［３９］，故鉴定化合物２８为牧草栓翅芹酮（ｐａｂｕ
ｌａｒｉｎｏｎｅ）。

化合物２９：白色粉末（甲醇）；ｍｐ１０６℃；ＥＳＩ
ＭＳｍ／ｚ３１７１［Ｍ＋Ｈ］＋；１Ｈ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４００ＭＨｚ）
δ：８０８（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４），７５９（１Ｈ，ｄ，
Ｊ＝２３Ｈｚ，Ｈ２′），６９８（１Ｈ，ｄ，Ｊ＝２３Ｈｚ，Ｈ
３′），６２３（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３），５００（２Ｈ，
ｓ，Ｈ１″），４１５（３Ｈ，ｓ，５ＯＣＨ３），３０７（１Ｈ，ｑ，
Ｊ＝６９Ｈｚ，Ｈ３″），１１８（６Ｈ，ｄ，Ｊ＝６９Ｈｚ，３″
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００ＭＨｚ）δ：２１０３（Ｃ
２″），１６０２（Ｃ２），１４９５（Ｃ７），１４５３（Ｃ２′），
１４４７（Ｃ５），１４３３（Ｃ８ａ），１３９５（Ｃ４），１２６４
（Ｃ８），１１４７（Ｃ６），１１２８（Ｃ３），１０７５（Ｃ
４ａ），１０５３（Ｃ３′），７５９（Ｃ１″），６０８（５ＯＣＨ３），
３７０（Ｃ３″），１８０（３″ＣＨ３）。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

道一致［２５］，故鉴定化合物 ２９为异白当归脑（ａｎ
ｈｙｄｒｏｂｙａｋａｎｇｅｌｉｃｉｎ）。

化合物３０：无色针晶（乙酸乙酯）；ｍｐ１０２℃；
ＥＳＩＭＳｍ／ｚ２７１１［Ｍ＋Ｈ］＋；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７７６（１Ｈ，ｄ，Ｊ＝９６Ｈｚ，Ｈ４），７６８
（１Ｈ，ｄ，Ｊ＝２２Ｈｚ，Ｈ２′），７３５（１Ｈ，ｓ，Ｈ５），
６８０（１Ｈ，ｄ，Ｊ＝２２Ｈｚ，Ｈ３′），６３５（１Ｈ，ｄ，
Ｊ＝９６Ｈｚ，Ｈ３），５６０（１Ｈ，ｔ，Ｊ＝７２Ｈｚ，Ｈ
２″），４９９（２Ｈ，ｄ，Ｊ＝７２Ｈｚ，Ｈ１″），１７３（３Ｈ，
ｓ，３″ＣＨ３），１７１ （３Ｈ，ｓ，３″ＣＨ３）；

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６０７（Ｃ２），１４８７（Ｃ７），
１４６８（Ｃ２′），１４４５（Ｃ４），１４３９（Ｃ８ａ），１３９９
（Ｃ３″），１３１８（Ｃ８），１２６０（Ｃ６），１１９９（Ｃ
２″），１１６６（Ｃ４ａ），１１４８（Ｃ３），１１３３（Ｃ５），
１０６８（Ｃ３′），７０３（Ｃ１″），２５９（３″ＣＨ３），１８２
（３″ＣＨ３）。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

［３８］，故鉴定

化合物３０为欧前胡素（ｉｍｐｅｒａｔｏｒｉｎ）。
化合物３１：无色针晶（乙酸乙酯）；ｍｐ１０８℃；

ＥＳＩＭＳｍ／ｚ２７１１［Ｍ＋Ｈ］＋；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８１６（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４），７５９
（１Ｈ，ｄ，Ｊ＝２４Ｈｚ，Ｈ２′），７１５（１Ｈ，ｓ，Ｈ８），
６９５（１Ｈ，ｄ，Ｊ＝２４Ｈｚ，Ｈ３′），６２７（１Ｈ，ｄ，
Ｊ＝９８Ｈｚ，Ｈ３），５５４（１Ｈ，ｔ，Ｊ＝７０Ｈｚ，Ｈ
２″），４９２（２Ｈ，ｄ，Ｊ＝７０Ｈｚ，Ｈ１″），１８０（３Ｈ，
ｓ，３″ＣＨ３），１７０ （３Ｈ，ｓ，３″ＣＨ３）；

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６１４（Ｃ２），１５８３（Ｃ７），
１５２８（Ｃ９），１４９１（Ｃ５），１４５０（Ｃ２′），１４００
（Ｃ３″），１３９７（Ｃ４），１１９３（Ｃ２″），１１４４（Ｃ
６），１１２７（Ｃ３），１０７７（Ｃ４ａ），１０５２（Ｃ３′），
９４４（Ｃ８），６９９（Ｃ１″），２５９（３″ＣＨ３），１８４
（３″ＣＨ３）。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

［３８］，故鉴定

化合物３１为异欧前胡素（ｉｓｏｉｍｐｅｒａｔｏｒｉｎ）。
化合物３２：无色针晶 （甲醇）；ｍｐ１７８℃；ＥＳＩ

ＭＳｍ／ｚ２７１５［Ｍ ＋Ｈ］＋；１ＨＮＭＲ （ＤＭＳＯｄ６，
４００ＭＨｚ）δ：８１８（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４），
８０４（１Ｈ，ｂｒｓ，Ｈ２′），７０８（１Ｈ，ｂｒｓ，Ｈ３′），
６４０（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３），５１２（１Ｈ，ｔ，
Ｊ＝６６Ｈｚ，Ｈ２″），３７２（２Ｈ，ｄ，Ｊ＝６６Ｈｚ，Ｈ
１″），３１９（１Ｈ，ｂｒｓ，５ＯＨ），１８０（３Ｈ，ｓ，３″
ＣＨ３），１６３（３Ｈ，ｓ，３″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
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６０２（Ｃ２），１４６９（Ｃ２′），１４５４
（Ｃ７），１４２０（Ｃ５，９），１４０９（Ｃ４），１３１２（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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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８１（Ｃ６），１２４９（Ｃ８），１２３２（Ｃ２″），
１１３９（Ｃ１０），１１３６（Ｃ３），１０６６（Ｃ３′），２７４
（３″ＣＨ３），２５１（Ｃ１″），１８０（３″ＣＨ３）。ＮＭＲ数
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４０］，故鉴定化合物３２为别异欧
前胡素（ａｌｌｏｉｓｏｉｍｐｅｒａｔｏｒｉｎ）。

化合物 ３３：淡黄色固体（丙酮）；ｍｐ１３８℃；
ＥＩＭＳｍ／ｚ３０４［Ｍ］＋；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δ：８１６（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４），７５９（１Ｈ，ｄ，
Ｊ＝１８Ｈｚ，Ｈ２′），７１１（１Ｈ，ｓ，Ｈ８），６９８
（１Ｈ，ｄ，Ｊ＝１８Ｈｚ，Ｈ３′），６２４（１Ｈ，ｄ，Ｊ＝
９８Ｈｚ，Ｈ３），４５４（１Ｈ，ｄｄ，Ｊ＝９７，２５Ｈｚ，
Ｈｂ１″），４４３（１Ｈ，ｔ，Ｊ＝９７Ｈｚ，Ｈａ１″），３９１
（１Ｈ，ｄ，Ｊ＝７２Ｈｚ，Ｈ２″），１３６（３Ｈ，ｓ，３″
ＣＨ３），１３１（３Ｈ，ｓ，３″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１６１３（Ｃ２），１５８２（Ｃ７），１５２６（Ｃ
８ａ），１４８７（Ｃ５），１４５４（Ｃ２′），１３９３（Ｃ４），
１１４３（Ｃ６），１１３１（Ｃ３），１０７４（Ｃ４ａ），１０４９
（Ｃ３′），９４８（Ｃ８），７６７（Ｃ３″），７４６（Ｃ２″），
７１８（Ｃ１″），２６８（３″ＣＨ３），２５３（３″ＣＨ３）。
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３８］，故鉴定化合物３３为
水合氧化前胡内酯 （ｏｘｙ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ｉｎｈｙｄｒａｔｅ）。

化合物３４：白色粉末（甲醇）；ｍｐ１１８℃；ＥＳＩ
ＭＳｍ／ｚ３５７１［Ｍ ＋Ｎａ］＋；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８１２（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４），７６３
（１Ｈ，ｄ，Ｊ＝２３Ｈｚ，Ｈ２′），７０２（１Ｈ，ｄ，Ｊ＝
２３Ｈｚ，Ｈ３′），６２９（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３），
４６０（１Ｈ，ｄｄ，Ｊ＝１０２，２６Ｈｚ，Ｈｂ１″），４２６
（１Ｈ，ｄｄ，Ｊ＝１０２，７９Ｈｚ，Ｈａ１″），４１９（３Ｈ，
ｓ，５ＯＣＨ３），３８３（１Ｈ，ｄｄ，Ｊ＝７９，２６Ｈｚ，Ｈ
２″），１３２（３Ｈ，ｓ，３″ＣＨ３），１２８（３Ｈ，ｓ，３″
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６０３（Ｃ
２），１５０３（Ｃ７），１４５４（Ｃ２′），１４５０（Ｃ５），
１４４１（Ｃ８ａ），１３９６（Ｃ４），１２６９（Ｃ８），１１４７
（Ｃ６），１１３０（Ｃ３），１０７７（Ｃ４ａ），１０５５（Ｃ
３′），７６２（Ｃ２″），７６１（Ｃ１″），７１７（Ｃ３″），
６０９（５ＯＣＨ３），２６８（３″ＣＨ３），２５２（３″ＣＨ３）。
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２５］，故鉴定化合物３４为
白当归素（ｂｙａｋａｎｇｅｌｉｃｉｎ）。

化合物３５：白色粉末（乙酸乙酯）；ｍｐ２６０℃；
ＥＳＩＭＳｍ／ｚ４３１［Ｍ＋Ｎａ］＋，４０７［ＭＨ］"；１ＨＮＭＲ
（ＤＭＳＯｄ６，４００ＭＨｚ）δ：７９５（１Ｈ，ｄ，Ｊ＝９５Ｈｚ，
Ｈ４），７４８（１Ｈ，ｓ，Ｈ５），６８２（１Ｈ，ｓ，Ｈ８），

６２２（１Ｈ，ｄ，Ｊ＝９５Ｈｚ，Ｈ３），４８２～４８９（４Ｈ，
ｍ，Ｈ２′，４″ＯＨ，３″ＯＨ，２″ＯＨ），４４０（１Ｈ，ｄ，
Ｊ＝７８Ｈｚ，Ｈ１″），４３０（１Ｈ，ｔ，Ｊ＝５７Ｈｚ，６″
ＯＨ），３４４～３３３（２Ｈ，ｍ，Ｈｂ６″，Ｈａ６″），３３３～
３０３（５Ｈ，ｍ，Ｈ３′，３″，４″，５″），２８８～２８３
（１Ｈ，ｍ，Ｈ２″），１２６（３Ｈ，ｓ，４′ＣＨ３），１２３
（３Ｈ，ｓ，４′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１００ＭＨｚ）
δ：１６３２（Ｃ７），１６０６（Ｃ２），１５５１（Ｃ９），
１４４８（Ｃ４），１２５７（Ｃ６），１２４０（Ｃ５），１１２３
（Ｃ１０），１１１４（Ｃ３），９７４（Ｃ１″），９６９（Ｃ８），
９０２（Ｃ２′），７７０（Ｃ４′），７７０（Ｃ５″），７６６（Ｃ
３″），７３６（Ｃ２″），７０１（Ｃ４″），６１０（Ｃ６″），
２８９（Ｃ３′），２３２（４′ＣＨ３），２１９（４′ＣＨ３）。
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４０］，故鉴定化合物３５为
印枳苷 ［（－）ｍａｒｍｅｓｉｎｉｎ］。

化合物３６：白色针状结晶（甲醇）；ｍｐ２５８℃；
ＥＳＩＭＳｍ／ｚ４４７［Ｍ＋Ｎａ］＋；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
４００ＭＨｚ）δ：８００（１Ｈ，ｄ，Ｊ＝９６Ｈｚ，Ｈ４），
７６６（１Ｈ，ｓ，Ｈ５），６９６（１Ｈ，ｓ，Ｈ８），６２８
（１Ｈ，ｄ，Ｊ＝９６Ｈｚ，Ｈ３），５２０～５２７（２Ｈ，ｍ，
Ｈ３′，３′ＯＨ），４９９（１Ｈ，ｄ，Ｊ＝３１Ｈｚ，４″ＯＨ），
４８９（１Ｈ，ｂｒｓ，３″ＯＨ），４８６（１Ｈ，ｂｒｓ，２″
ＯＨ），４５２～４５５（２Ｈ，ｍ，Ｈ１″，Ｈ２′），４３１
（１Ｈ，ｂｒｓ，６″ＯＨ），３３６（１Ｈ，ｏｖｅｒｌａｐ，Ｈａ６″，
Ｈｂ６″），３１５（１Ｈ，ｍ，Ｈ５″），３０６（２Ｈ，ｂｒｓ，
Ｈ３″，４″），２８８（１Ｈ，ｄ，Ｊ＝７２Ｈｚ，Ｈ２″），１４７
（６Ｈ，ｓ，２×４′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１００ＭＨｚ）
δ：１６２４（Ｃ７），１６０４（Ｃ２），１５６１（Ｃ９），
１４４９（Ｃ４），１２８６（Ｃ６），１２５７（Ｃ５），１１２９
（Ｃ１０），１１１８（Ｃ３），９７７（Ｃ１″），９７３（Ｃ８），
９１９（Ｃ２′），７７５（Ｃ３′），７６９（Ｃ３″），７６７（Ｃ
５″），７３５（Ｃ２″），７０１（Ｃ４″），６９８（Ｃ４′），
６０８（Ｃ６″），２４６（４′ＣＨ３），２２８（４′ＣＨ３）。
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４１］，故鉴定化合物３６为
（２′Ｓ，３′Ｒ）３′羟基印枳苷 ［（２′Ｓ，３′Ｒ）３′ｈｙｄｒｏｘｙ
ｍａｒｍｅｓｉｎｉｎ］。

化合物 ３７：白色固体（乙腈水）；ｍｐ９２５℃；
ＥＳＩＭＳｍ／ｚ４９６［Ｍ ＋Ｈ］＋；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
４００ＭＨｚ）δ：８１８（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４），
８１０（１Ｈ，ｄ，Ｊ＝２３Ｈｚ，Ｈ２′），７３４（１Ｈ，ｄ，
Ｊ＝２３Ｈｚ，Ｈ３′），６３４（１Ｈ，ｄ，Ｊ＝９８Ｈｚ，Ｈ
３），５２５４９３（３Ｈ，ｂｒｓ，２ＯＨ，３ＯＨ，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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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Ｈ），４５０４４３（４Ｈ，ｍ，Ｈ１，Ｈａ１″，Ｈｂ１″，
３″ＯＨ），４１８（３Ｈ，ｓ，５ＯＣＨ３），４１２（１Ｈ，ｂｒｓ，
６ＯＨ），３７３（１Ｈ，ｔ，Ｊ＝４９Ｈｚ，Ｈ２″），３４０
（２Ｈ，ｏｖｅｒｌａｐ，Ｈ６），３１９～３０８（３Ｈ，ｍ，Ｈ３，
４，５），３０１（１Ｈ，ｔ，Ｊ＝８３Ｈｚ，Ｈ２），１２６
（３Ｈ，ｓ，３″ＣＨ３），１２４（３Ｈ，ｓ，３″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
（ＤＭＳＯｄ６，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５９９（Ｃ２），１４９１（Ｃ
７），１４６６（Ｃ２′），１４４３（Ｃ５），１４３１（Ｃ９），
１３９８（Ｃ４），１２６６（Ｃ８），１１４８（Ｃ６），１１２８
（Ｃ３），１０７１（Ｃ１０），１０５９（Ｃ３′），１０５２（Ｃ
１），８６０（Ｃ２″），７６８（Ｃ５），７６６（Ｃ３），
７４４（Ｃ１″），７４２（Ｃ２），７１４（Ｃ３″），７００（Ｃ
４），６１０（Ｃ６），６１０（５ＯＣＨ３），２６６（３″
ＣＨ３），２５３（３″ＣＨ３）。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
致［４１］，故鉴定化合物３７为仲ＯβＤ吡喃葡萄糖基
白当归素（ｓｅｃ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ｂｙａｋａｎｇｅｌｉｃｉｎ）。

化合物３８：白色固体（甲醇）；ｍｐ９４４℃；ＥＳＩ
ＭＳｍ／ｚ５１９ ［Ｍ ＋Ｎａ］＋；１ＨＮＭＲ （ＤＭＳＯｄ６，
４００ＭＨｚ）δ：８１６（１Ｈ，ｄ，Ｊ＝９６Ｈｚ，Ｈ４），
８１０（１Ｈ，ｄ，Ｊ＝２２Ｈｚ，Ｈ２′），７３５（１Ｈ，ｄ，
Ｊ＝２２Ｈｚ，Ｈ３′），６３５（１Ｈ，ｄ，Ｊ＝９６Ｈｚ，Ｈ
３），４８６（２Ｈ，ｂｒｓ，３ＯＨ，４ＯＨ），４７０（１Ｈ，
ｄ，Ｊ＝７８Ｈｚ，Ｈ１），４６６（１Ｈ，ｄｄ，Ｊ＝１０９，
２８Ｈｚ，Ｈａ１″），４３７（１Ｈ，ｄ，Ｊ＝１０９，６２Ｈｚ，
Ｈｂ１″），４５６（１Ｈ，ｄ，Ｊ＝３４Ｈｚ，２ＯＨ），４３４
（１Ｈ，ｓ，２″ＯＨ），４３６（１Ｈ，ｓ，６ＯＨ），４１７
（３Ｈ，ｓ，５ＯＣＨ３），３９４ （１Ｈ，ｄｄ，Ｊ＝６２，
２８Ｈｚ，Ｈ２″），３６９（１Ｈ，ｄｄ，Ｊ＝１１５，２７Ｈｚ，
Ｈａ６），３４４（１Ｈ，ｍ，Ｈｂ６），３２５～３０７（３Ｈ，
ｍ，Ｈ３，４，５），３０１（１Ｈ，ｍ，Ｈ２），１２３
（３Ｈ，ｓ，３″ＣＨ３），１１１（３Ｈ，３″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
（ＤＭＳＯｄ６，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５９８（Ｃ２），１４９７（Ｃ
７），１４６４（Ｃ２′），１４４３（Ｃ５），１４３２（Ｃ９），
１３９９（Ｃ４），１２６３（Ｃ８），１１４６（Ｃ６），１１２７
（Ｃ３），１０７１（Ｃ１０），１０５９（Ｃ３′），１０２０（Ｃ
１），８２９（Ｃ３″），７６９（Ｃ１″），７６７（Ｃ２″），
７５３（Ｃ３），７５６（Ｃ５），７３９（Ｃ２），７０２
（Ｃ４），６１６（Ｃ６），６０７（５ＯＣＨ３），２７４（３″
ＣＨ３），２５５（３″ＣＨ３）。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
致［４１］，故鉴定化合物３８为叔ＯβＤ吡喃葡萄糖基
白当归素（ｔｅｒｔ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ｂｙａｋａｎｇｅｌｉｃｉｎ）。

化合物 ３９：白色粉末（乙腈水）；ｍｐ６１４℃；

ＥＳＩＭＳｍ／ｚ４２５［Ｍ＋Ｈ］＋。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
ｄ６）δ：８０３（１Ｈ，ｄ，Ｊ＝９５Ｈｚ，Ｈ４），７６９
（１Ｈ，ｓ，Ｈ５），６９３（１Ｈ，ｓ，Ｈ８），６２７（１Ｈ，
ｄ，Ｊ＝９５Ｈｚ，Ｈ３），５２５（１Ｈ，ｄ，Ｊ＝６６Ｈｚ，
Ｈ３′），５２４（１Ｈ，ｓ，３′ＯＨ），５０１（１Ｈ，ｓ，２″
ＯＨ），４９３（１Ｈ，ｓ，３″ＯＨ），４８８（１Ｈ，ｓ，４″
ＯＨ），４５３（１Ｈ，ｄ，Ｊ＝７１Ｈｚ，Ｈ１″），３３６
（２Ｈ，ｏｖｅｒｌａｐ，Ｈ６），３１６（１Ｈ，ｓ，Ｈ３″），３０６
（１Ｈ，ｍ，Ｈ４），３０５（１Ｈ，ｍ，Ｈ５），２８８（１Ｈ，
ｍ，Ｈ２′），１４７（６Ｈ，ｓ，３″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δ：１６２２（Ｃ７），１６０３（Ｃ２），１５６０
（Ｃ８ａ），１４４８（Ｃ４），１２８５（Ｃ６），１２５６（Ｃ
５），１１２７（Ｃ４ａ），１１１７（Ｃ３），９７６（Ｃ１″），
９７２（Ｃ８），９１８（Ｃ２′），７７４（Ｃ３′），７６８（Ｃ
３″），７６６（Ｃ５″），７３３（Ｃ２″），７００（Ｃ４″），
６９７（Ｃ３′），６０７（Ｃ６″），２４５（３″ＣＨ３），２２７
（３″ＣＨ３）。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

［４２］，故鉴定

化合物３９为（２′Ｒ，３′Ｓ）３′－羟基紫花前胡苷［（２′
Ｒ，３′Ｓ）３′ｈｙｄｒｏｘｙｎｏｄａｋｅｎｉｎ］。

化合物 ４０：油状物（丙酮）；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８７
［Ｍ＋Ｎａ］＋；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４００ＭＨｚ）δ：８１５
（１Ｈ，ｄ，Ｊ＝９６Ｈｚ，Ｈ４），８１１（１Ｈ，ｄ，Ｊ＝
２２Ｈｚ，Ｈ２′），７６９（１Ｈ，ｓ，Ｈ５），７０９（１Ｈ，
ｄ，Ｊ＝２２Ｈｚ，Ｈ３′），６４４（１Ｈ，ｄ，Ｊ＝９６Ｈｚ，
Ｈ３），５６２（１Ｈ，ｄ，Ｊ＝７５Ｈｚ，Ｈ１″），５５３
（１Ｈ，ｄ，Ｊ＝５０Ｈｚ，４″ＯＨ），５１５（１Ｈ，ｄ，Ｊ＝
３６Ｈｚ，３″ＯＨ），５０３（１Ｈ，ｂｒｓ，２″ＯＨ），４３４
（１Ｈ，ｔ，Ｊ＝５６Ｈｚ，Ｈａ６″），３５３（１Ｈ，ｄｄ，Ｊ＝
１１６，４９Ｈｚ，Ｈｂ６′），３３９（２Ｈ，ｏｖｅｒｌａｐ，Ｈ３″，
５″），３２１（２Ｈ，ｂｒｓ，Ｈ２″，４″）；１３ＣＮＭＲ（ＤＭＳＯ
ｄ６，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６０１（Ｃ２），１４８０（Ｃ２′），
１４６３（Ｃ７），１４５４（Ｃ４），１４２３（Ｃ９），１２８９
（Ｃ８），１２６１（Ｃ６），１１６５（Ｃ１０），１１４４（Ｃ
３），１１４２（Ｃ５），１０７１（Ｃ３′），１０２１（Ｃ１″），
７７７（Ｃ５″），７６９（Ｃ３″），７４１（Ｃ２″），６９８（Ｃ
４″），６０７（Ｃ６″）。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４１］，

故鉴定化合物４０为花椒毒酚８ＯβＤ吡喃葡萄糖苷
（ｘａｎｔｈｏｔｏｘｏｌ８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化合物 ４１：白色粉末（乙腈水）；ｍｐ２３６℃；
ＥＳＩＭＳｍ／ｚ２９０［Ｍ＋Ｎａ］＋。１Ｈ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
４００ＭＨｚ）δ：８３６（１Ｈ，ｓ，Ｈ２），８１４（１Ｈ，ｓ，
Ｈ８），７３６（２Ｈ，ｂｒｓ，ＮＨ２），５８８（１Ｈ，ｄ，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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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Ｈｚ，Ｈ１′），５４７（１Ｈ，ｄ，Ｊ＝５７Ｈｚ，２′
ＯＨ），５４４（１Ｈ，ｍ，３′ＯＨ），５２１（１Ｈ，ｄ，Ｊ＝
３８Ｈｚ，４′ＯＨ），４６４（１Ｈ，ｑ，Ｊ＝５５Ｈｚ，Ｈ
２′），４１５（１Ｈ，ｄ，Ｊ＝２８Ｈｚ，Ｈ３′），３９７（１Ｈ，
ｄ，Ｊ＝２６Ｈｚ，Ｈ４′），３６８（１Ｈ，ｍ，Ｈａ５′），
３５６（１Ｈ，ｍ，Ｈｂ５′）；

１３ＣＮＭＲ（ＤＭＳＯｄ６，１００ＭＨｚ）
δ：１５６２（Ｃ６），１５２４（Ｃ２），１４９０（Ｃ４），
１３９９（Ｃ８），１１９３（Ｃ５），８７９（Ｃ１′），７３４
（Ｃ２′），７０６（Ｃ３′），８５９（Ｃ４１′），６１７（Ｃ５′）。
ＮＭＲ数据与文献报道一致［４３］，故鉴定化合物４１为
腺苷（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

４　结果与讨论

“都梁丸”为中药复方中典型的药对之一，组

方精当。前期工作中，我们首先对组方药味中的白

芷［２５，３８，４０４１，４４４９］和川芎［５０５１］的化学成分进行了详细研

究，本文首次把 “都梁丸”作为单味药处理，对其

物质基础进行了化学成分的研究，分离鉴定了４１个
化合物，明确了其中的香豆素及香豆素苷类化合物

应该来源于白芷，藁本内酯类化合物应该来源于川

芎。由于 “都梁丸”临床疗效确切，且组方简单，

易于采用现代化的分析检测手段对该复方进行研究，

从中找出规律，阐明物质基础，研制出现代中药。

详细的研究工作嗣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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