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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 ［基金项目］　湖南省科技重点计划（２０１６ＳＫ３００２）
 ［通信作者］　曾建国，教授，研究方向：中药资源与综合利用；Ｔｅｌ：（０７３１）８４６７３８２４，Ｅｍａｉｌ：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ｈｕｎａｕｅｄｕｃｎ

博落回鲜叶中生物碱类化学成分的分离与结构鉴定
△

杨鹏１，２，向锋１，２，卿志星１，２，曹华亮３，曾建国１，２，３

［１湖南中医药大学 药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２０８；
２国家中药材生产（湖南）技术中心，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２８；

３湖南农业大学 兽用中药资源与中兽药创制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２８］

［摘要］　目的：研究博落回叶的化学成分。方法：采用硅胶柱色谱以及制备液相色谱法进行分离纯化，并根据
波谱数据鉴定化合物结构。结果：从博落回新鲜叶的乙醇提取物中分离纯化得到１４个生物碱，分别鉴定为：原阿
片碱（１）、别隐品碱（２）、血根碱（３）、白屈菜红碱（４）、去甲基白屈菜红碱（５）、去氢紫堇碱（６）、Ｎ甲基四氢黄连碱
（７）、黄柏碱（８）、６甲氧基去甲基血根碱（９）、６氰基二氢血根碱（１０）、６氰基二氢白屈菜红碱（１１）、６丙酮基二氢血
根碱（１２）、二氢血根碱（１３）、二氢白屈菜红碱（１４）。结论：其中化合物５～９为首次在博落回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关键词］　博落回；叶；生物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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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Ｕｎ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Ｈｕｎ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１２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ａｌｋａｌｏｉｄ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ｅａｆｏｆＭａｃｌｅａｙａｃｏｒｄａｔａ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ａｌｋａｌｏｉｄｓｗｅｒｅｉｓｏｌａ
ｔｅｄａｎｄ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ｂｙｓｉｌｉｃａｇｅｌｃｏｌｕｍｎ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ｉｑｕｉｄ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ｗｅｒｅ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ｅｄ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ａｔａＲｅｓｕｌｔｓ：１４ａｌｋａｌｏｉｄｓ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ｔｈａｎｏ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ａｓｐｒｏｔｏｐｉｎｅ
（１），ａｌｌｏｃｒｙｐｔｏｐｉｎｅ（２），ｓａｎｇｕｎａｒｉｎｅ（３），ｃｈｅｌ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ｅ（４），Ｎｏｒｃｈｅｌ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ｅ（５），ｄｅｈｙｄｒｏ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ｎｅ（６），Ｎｍｅｔｈ
ｙｌ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ｃｏｐｔｉｓｉｎｅ（７），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ｉｎｅ（８），６ｍｅｔｈｏｘｙｌｄｅｍｅｔｈｙｌｓａｎｇｕｉｎａｒｉｎｅ（９），６ｃｙａｎｏｄｉｈｙｄｒｏｓａｎｇｕｎａｒｉｎｅ（１０），
６ｃｙａｎｏｄｉｈｙｄｒｏｃｈｅｌ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ｅ（１１），６ａｃｅｔｏｎｙｌｄｉｈｙｄｒｏｓａｎｇｕｎａｒｉｎｅ（１２），ｄｉｈｙｄｒｏｓａｎｇｕｎａｒｉｎｅ（１３）ａｎｄｄｉｈｙｄｒｏｃｈｅｌ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ｅ
（１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５９ａｒｅ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Ｍａｃｌｅａｙａｃｏｒｄａｔａ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ｃｌｅａｙａｃｏｒｄａｔａ（Ｗｉｌｌｄ）ＲＢｒ；ｌｅａｆ；ａｌｋａｌｏｉｄｓ
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１３／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８９０．２０１７．１０．００４

博落回 Ｍａｃｌｅａｙａｃｏｒｄａｔａ（Ｗｉｌｌｄ）ＲＢｒ系罂粟
科博落回属植物，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多以全草入

药。具有杀虫、解毒、消肿等功效，主要分布在中

国以及东南亚，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湖南、安徽、江

苏等省［１］。现代研究表明博落回中主要活性成分是

生物碱，具有抗炎、抗菌、抗肿瘤［２］、促进动物生

长［３］等作用。在本研究团队对博落回化学成分已有

的研究基础上［４８］，选择博落回不同部位进行更全面

的化学成分研究，本实验利用硅胶柱色谱和制备高

效液相色谱法对博落回叶化学成分进行研究。分离

得到１４个化合物，通过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等波谱技
术确定化合物的结构，分别鉴定为：原阿片碱（１）、
别隐品碱（２）、血根碱（３）、白屈菜红碱（４）、去甲
基白屈菜红碱（５）、去氢紫堇碱（６）、Ｎ甲基四氢黄
连碱（７）、黄柏碱（８）、６甲氧基去甲基血根碱（９）、
６氰基二氢血根碱（１０）、６氰基二氢白屈菜红碱
（１１）、６丙酮基二氢血根碱（１２）、二氢血根碱
（１３）、二氢白屈菜红碱（１４）。其中，５～９为首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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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落回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１　仪器与材料

ＢｒｕｋｅｒＡＶ４００ＭＨｚ型核磁共振仪（瑞士 Ｂｒｕｋｅｒ
公司）；ＨＰＬＣＱＴＯＦＭＳ（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公司）；制备
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公司）；柱色谱硅胶
（３００～４００目）、ＧＦ２５４薄层硅胶高效板（青岛海洋化
工厂）；实验用乙醇、甲醇、二氯甲烷、正己烷、丙

酮、三乙胺、浓氨水、浓硫酸均为分析纯；色谱纯

甲醇、乙腈、甲酸（德国 Ｍｅｒｃｋ公司）；实验用水为
蒸馏水和ＭｉｌｌｉＱ超纯水。

博落回新鲜叶于２０１４年９月采自国家中药材生
产（湖南）技术中心长沙基地，经湖南中医药大学杨

广民教授鉴定为罂粟科博落回属植物博落回 Ｍａ
ｃｌｅａｙａｃｏｒｄａｔａ（Ｗｉｌｌｄ）ＲＢｒ的叶子，标本存放于国
家中药材生产（湖南）技术中心。

２　提取与分离

取博落回新鲜叶１００ｋｇ，委托湖南美可达生物
资源有限公司提取，清水洗净，９５％乙醇水浸泡
１２ｈ，多功能提取罐回流提取２次，每次提取时间
为１ｈ，回收溶剂，浓缩得到博落回流浸膏 １４ｋｇ，
继续用旋转蒸发仪浓缩，得到浸膏６ｋｇ，浸膏加入
１０倍量 １％硫酸水溶液，搅拌，调 ｐＨ至 ３，静止
２４ｈ，滤去沉淀，滤液加浓氨水调 ｐＨ到１０，搅拌，
静止２４ｈ，除去上清液，得到沉淀，浓缩干燥后为
２９０５ｇ。沉淀部分经硅胶柱色谱，依次用石油醚乙
酸乙酯（４∶１～１∶１）和甲醇洗脱，收集流分，共得５个
组分。每个组分经反复硅胶柱色谱和制备高效液相色

谱法进行分离纯化。分离得到化合物１（７２８０ｍｇ）、
２（１４ｇ）、３（３１６４ｍｇ）、４（２２５３ｍｇ）、５（８２ｍｇ）、
６（７６ｍｇ）、７（７０ｍｇ）、８（５４ｍｇ）、９（９４ｍｇ）、
１０（１１６ｍｇ）、１１（１０４ｍｇ）、１２（２１６ｍｇ）、
１３（１７９ｍｇ）、１４（１５８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合物１：白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５４１［Ｍ＋
Ｈ］＋；分子式为 Ｃ２０Ｈ１９ＮＯ５。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６８９（１Ｈ，ｓ，Ｈ１），６６７（２Ｈ，ｄｄ，Ｊ＝
４Ｈｚ，Ｈ１１，１２），６６３（１Ｈ，ｓ，Ｈ４），５９４（２Ｈ，
ｓ，２ＯＣＨ２Ｏ３），５９１（２Ｈ，ｓ，９ＯＣＨ２Ｏ１０），３７８
（２Ｈ，ｍＨ１３），３５７（２Ｈ，ｍ，Ｈ８），２８８（２Ｈ，

ｍ，Ｈ６），２５２（２Ｈ，ｍ，Ｈ５），１９１（３Ｈ，ｓ，Ｎ
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０８２（Ｃ１），
１４８１（Ｃ２），１４６１（Ｃ３），１１０６（Ｃ４），１３２９（Ｃ
４ａ），３１９（Ｃ５），５７９（Ｃ６），５０９（Ｃ８），１１８０
（Ｃ８ａ），１４６４（Ｃ９），１４６０（Ｃ１０），１０６８（Ｃ
１１），１２５７（Ｃ１２），１２９１（Ｃ１２ａ），４６６（Ｃ１３），
１９４９（Ｃ１４），１３６３（Ｃ１４ａ），１０１３（２ＯＣＨ２Ｏ３），
１００９（９ＯＣＨ２Ｏ１０），４１７（ＮＣＨ３）。以上数据与
文献报道基本一致［９］，故鉴定化合物１为原阿片碱。

化合物２：无色晶体（甲醇）。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７０１
［Ｍ＋Ｈ］＋；分子式为Ｃ２１Ｈ２４ＮＯ５。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６９３（１Ｈ，ｓ，Ｈ１），６８７（１Ｈ，ｄ，Ｊ＝
４Ｈｚ，Ｈ１１），６７９（１Ｈ，ｄ，Ｊ＝４Ｈｚ，Ｈ１２），
６６１（１Ｈ，ｓ，Ｈ４），５９１（２Ｈ，ｓ，２ＯＣＨ２Ｏ３），
３８８（３Ｈ，ｓ，９ＯＣＨ３），３７９（３Ｈ，ｓ，１０ＯＣＨ３），
３７８（２Ｈ，ｍ，Ｈ１３），３５７（２Ｈ，ｍ，Ｈ８），２８８
（２Ｈ，ｍ，Ｈ６），２５２（２Ｈ，ｍ，Ｈ５），１９１（３Ｈ，
ｓ，Ｎ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０９２
（Ｃ１），１４６１（Ｃ２），１４７４（Ｃ３），１１０６（Ｃ４），
１３２９（Ｃ４ａ），３２４（Ｃ５），５７６（Ｃ６），５０２（Ｃ
８），１２８６（Ｃ８ａ），１５１６（Ｃ９），１４６１（Ｃ１０），
１１０６（Ｃ１１），１２７７（Ｃ１２），１２９６（Ｃ１２ａ），４６３
（Ｃ１３），１９３３（Ｃ１４），１３６０（Ｃ１４ａ），１０１２（２
ＯＣＨ２Ｏ３），６０１（９ＯＣＨ３），５５１（１０ＯＣＨ３），
４１２（ＮＣＨ３）。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９］，

故鉴定化合物２为别隐品碱。
化合物３：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３２０［Ｍ］＋，分子式为

Ｃ２０Ｈ１４ＮＯ４
＋；化合物４：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４８１［Ｍ］＋；

分子式为Ｃ２１Ｈ１８ＮＯ４
＋。与实验室血根碱、白屈菜红

碱对照品在石油醚乙酸乙酯（２∶１）、石油醚丙酮
（３∶１）中展开，结果 Ｒｆ值一致，故化合物３和４分
别鉴定为血根碱、白屈菜红碱。

化合物５：粉红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３４１［Ｍ＋
Ｈ］＋；分 子 式 为 Ｃ２０Ｈ１５ＮＯ４。

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９７７（１Ｈ，ｓ，Ｈ６），８７３（１Ｈ，ｓ，Ｈ
１），８３８（１Ｈ，ｓ，Ｈ４），８３８（１Ｈ，ｄ，Ｊ＝８４Ｈｚ，
Ｈ１２），７８７（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１１），７６２
（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１０），７２９（１Ｈ，ｄ，Ｊ＝
８４Ｈｚ，Ｈ９），６１６（２Ｈ，ｓ，２，３ＯＣＨ２Ｏ），４１５
（３Ｈ，ｓ，７ＯＣＨ３），４０８（３Ｈ，ｓ，８ＯＣＨ３）；

１３Ｃ
ＮＭＲ（１５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０４４（Ｃ１），１４８５（Ｃ
２），１４８０（Ｃ３），１０２１（Ｃ４），１２１８（Ｃ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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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０（Ｃ４ｂ），１４５２（Ｃ６），１２０１（Ｃ６ａ），１４６４
（Ｃ７），１４９４（Ｃ８），１２７１（Ｃ９），１１８２（Ｃ１０），
１２８８（Ｃ１０ａ），１１８７（Ｃ１０ｂ），１１８３（Ｃ１１），
１２９７（Ｃ１２），１３１０（Ｃ１２ａ），１０１４（２，３ＯＣＨ２Ｏ），
６２０（７ＯＣＨ３），５６８（８ＯＣＨ３）。以上数据与文献
报道基本一致［１０］，故鉴定化合物５为去甲基白屈菜
红碱，为首次在博落回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化合物６：黄色晶体（甲醇）。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６６１
［Ｍ］＋；分子式为Ｃ２２Ｈ２４ＮＯ４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δ：９６６（１Ｈ，ｓ，Ｈ８），８０１（１Ｈ，ｄ，Ｊ＝
８６Ｈｚ，Ｈ１１），７９２（１Ｈ，ｄ，Ｊ＝８６Ｈｚ，Ｈ１２），
７２５（１Ｈ，ｓ，Ｈ１），７０４（１Ｈ，ｓ，Ｈ４），４９８
（２Ｈ，ｔ，Ｊ＝６４Ｈｚ，Ｈ６），４２５（３Ｈ，ｓ，９
ＯＣＨ３），４０８（３Ｈ，ｓ，１０ＯＣＨ３），４０４（３Ｈ，ｓ，３
ＯＣＨ３），４０２（３Ｈ，ｓ，２ＯＣＨ３），３２２（２Ｈ，ｔ，Ｊ＝
６４Ｈｚ，Ｈ５），２８３（３Ｈ，ｓ，１３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
（１０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δ：１５２６（Ｃ２），１５１４（Ｃ１０），
１４９２（Ｃ３），１４６１（Ｃ９），１４５０（Ｃ８），１３５５（Ｃ
１２ａ），１３２６（Ｃ１３ａ），１３２２（Ｃ４ａ），１２８１（Ｃ
１１），１２３３（Ｃ８ａ），１２２７（Ｃ１２），１２１０（Ｃ１３ｂ），
１１６４（Ｃ１３），１１５９（Ｃ１），１１２３（Ｃ４），６２６（９
ＯＣＨ３），５８５（Ｃ６），５７３（１０ＯＣＨ３），５６９（２
ＯＣＨ３），５６５（３ＯＣＨ３），２８１（Ｃ５），１８５（１３
ＣＨ３）。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１１］，故鉴定

化合物６为去氢紫堇碱，为首次在博落回属植物中
分离得到。

化合物７：黄色晶体（甲醇）。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３８１
［Ｍ］＋；分子式为Ｃ２０Ｈ２０ＮＯ４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６８２（１Ｈ，ｓ，Ｈ１），６７５（１Ｈ，ｄ，Ｊ＝
８４Ｈｚ，Ｈ１２），６７０（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１２），
６６７（１Ｈ，ｓ，Ｈ４），６０１（２Ｈ，ｓ，２ＯＣＨ２Ｏ３），
５９５（２Ｈ，ｓ，９ＯＣＨ２Ｏ１０），４２５（１Ｈ，ｄ，Ｊ＝
１５６Ｈｚ，Ｈ８ｂ），３７４（１Ｈ，ｍ，Ｈ１４），３５６（１Ｈ，
ｄ，Ｊ＝１５６Ｈｚ，Ｈ８ａ），３２４（１Ｈ，ｍ，Ｈ１３ｂ），
３２０（３Ｈ，ｓ，ＮＣＨ３），３１５（１Ｈ，ｓ，Ｈ６ｂ），２８４
（１Ｈ，ｍ，Ｈ５ｂ），２６８（１Ｈ，ｍ，Ｈ６ａ），２６６（１Ｈ，
ｍ，Ｈ１３ａ），２６２（１Ｈ， ｍ， Ｈ５ａ）；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５０１（Ｃ９），１４８７（Ｃ２），
１４６２（Ｃ１０），１４５３（Ｃ３），１２８５（Ｃ１２ａ），１２１６
（Ｃ１３ｂ），１２０７（Ｃ１２），１２０１（Ｃ４ａ），１１８４（Ｃ
８ａ），１１２５（Ｃ４），１１０３（Ｃ１１），１０８３（Ｃ１），
１０２０（９ＯＣＨ２Ｏ１０），１０１５（２ＯＣＨ２Ｏ３），６４６（Ｃ

１３ａ），５６９（Ｃ８），５３５（Ｃ６），５２１（ＮＣＨ３），
３５６（Ｃ１３），２７８（Ｃ５）。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基
本一致［１２］，故鉴定化合物７为 Ｎ甲基四氢黄连碱，
为首次在博落回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化合物８：橙红色晶体（甲醇）。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４２１
［Ｍ］＋；分子式为Ｃ２０Ｈ２４ＮＯ４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δ：６８６（１Ｈ，ｓ，Ｈ１），６８４（１Ｈ，ｓ，Ｈ
４），６７５（１Ｈ，ｓ，Ｈ１２），６７２（１Ｈ，ｓ，Ｈ９），
５０８（１Ｈ，ｍ，Ｈ１３ａ），４６８（２Ｈ，ｍ，Ｈ８），３８２
（６Ｈ，ｓ，２×ＯＣＨ３），３４７（１Ｈ，ｍ，Ｈ６），３３８
（１Ｈ，ｍ，Ｈ６′），３３４（２Ｈ，ｍ，Ｈ１３），３１１（１Ｈ，
ｍ，Ｈ５），３０５（１Ｈ，ｍ，Ｈ５′）；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δ：１５０１（Ｃ１０），１４９１（Ｃ３），１４８７（Ｃ
２），１４７３（Ｃ１１），１２６１（Ｃ１２ａ），１２２５（Ｃ８ａ），
１２０２（Ｃ４ａ），１１６４（Ｃ１３ｂ），１１５７（Ｃ１２），
１１４３（Ｃ４），１１２８（Ｃ９），１１０７（Ｃ１），６６８（Ｃ
１３ａ），６５５（Ｃ８），５６２（２×ＯＣＨ３），５２５（Ｃ６），
５０７（ＮＣＨ３），３５１（Ｃ１３），２４５（Ｃ５）。以上数据
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１０］，故鉴定化合物 ８为黄柏
碱，为首次在博落回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化合物９：桔黄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４８１［Ｍ＋
Ｈ］＋；分子式为Ｃ２０Ｈ１３ＮＯ５；

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δ：９７７（１Ｈ，ｓ，Ｈ６），８７３（１Ｈ，ｓ，Ｈ１），８３８
（１Ｈ，ｓ，Ｈ４），８３８（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１２），
７８７（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１１），７６２（１Ｈ，ｄ，
Ｊ＝８４Ｈｚ，Ｈ１０），７２９（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９），
６１６（２Ｈ，ｓ，２，３ＯＣＨ２Ｏ），４１５（３Ｈ，ｓ，７
ＯＣＨ３），４０８（３Ｈ，ｓ，８Ｏ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１０４４（Ｃ１），１４８５（Ｃ２），１４８０（Ｃ３），
１０２１（Ｃ４），１２１８（Ｃ４ａ），１２８０（Ｃ４ｂ），１４５２
（Ｃ６），１２０１（Ｃ６ａ），１４６４（Ｃ７），１４９４（Ｃ８），
１２７１（Ｃ９），１１８２（Ｃ１０），１２８８（Ｃ１０ａ），１１８７
（Ｃ１０ｂ），１１８３（Ｃ１１），１２９７（Ｃ１２），１３１０（Ｃ
１２ａ），１０１４（２，３ＯＣＨ２Ｏ），６２０（７ＯＣＨ３），
５６８（８ＯＣＨ３）。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１１］，

故鉴定化合物９为６甲氧基去甲基血根碱，为首次
在博落回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化合物１０：白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５９１［Ｍ＋
Ｈ］＋；分子式Ｃ２１Ｈ１４Ｎ２Ｏ４。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δ：７７１（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１１），７６５（１Ｈ，ｓ，
Ｈ４），７５６（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１２），７３７
（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１０），７１２（１Ｈ，ｓ，Ｈ４），

·３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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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７（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９），６１２（２Ｈ，ｄｄ，
Ｊ＝１６Ｈｚ，２ＯＣＨ２Ｏ３），６１０（２Ｈ，ｓ，７ＯＣＨ２Ｏ
８），５３２（１Ｈ，ｓ，Ｈ６），２６６（３Ｈ，ｓ，Ｎ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０４６（Ｃ１），１４８１
（Ｃ２），１４７９（Ｃ３），１００７（Ｃ４），１２６８（Ｃ４ａ），
１３８６（Ｃ４ｂ），４８８（Ｃ６），１１７２（Ｃ６ａ），１４８７（Ｃ
７），１４５１（Ｃ８），１０９５（Ｃ９），１２５４（Ｃ１０），１２５４
（Ｃ１０ａ），１２３２（Ｃ１０ｂ），１２０２（Ｃ１１），１１７４（Ｃ
１２），１３１４（Ｃ１２ａ），１０１３（２ＯＣＨ２Ｏ３），１０２３（７
ＯＣＨ２Ｏ８），４１６（ＮＣＨ３），１０７７（６ＣＮ）。以上数据

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４］，故鉴定化合物１０为６氰基
二氢血根碱。

化合物１１：白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７５１［Ｍ＋
Ｈ］＋；分子式Ｃ２２Ｈ１８Ｎ２Ｏ４。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δ：７７２（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１１），７６５（１Ｈ，ｓ，
Ｈ４），７５８（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１０），７５６
（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１２），７１２（１Ｈ，ｓ，Ｈ１），
７０７（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９），６０６（２Ｈ，ｓ，２
ＯＣＨ２Ｏ３），５６（１Ｈ，ｓ，Ｈ６），４０（３Ｈ，ｓ，８
ＯＣＨ３），３９４（３Ｈ，ｓ，７ＯＣＨ３），２６２（３Ｈ，ｓ，Ｎ

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０４６（Ｃ１），

１４８６（Ｃ２），１４８１（Ｃ３），１００７（Ｃ４），１２６７（Ｃ
４ａ），１３８７（Ｃ４ｂ），４８７（Ｃ６），１２０８（Ｃ６ａ），
１４６２（Ｃ７），１５２４（Ｃ８），１１３６（Ｃ９），１１９４（Ｃ
１０），１２５１（Ｃ１０ａ），１２３０（Ｃ１０ｂ），１１９９（Ｃ１１），
１２５２（Ｃ１２），１３１４（Ｃ１２ａ），１０１３（２ＯＣＨ２Ｏ３），
４１６（ＮＣＨ３），１１８４（６ＣＮ），６１３（７ＯＣＨ３），５６１

（８ＯＣＨ３）。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４］，故鉴

定化合物１１为６氰基二氢白屈菜红碱。
化合物１２：白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９０１［Ｍ＋

Ｈ］＋；分子式Ｃ２３Ｈ１９ＮＯ５。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δ：７７１（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１１），７５３（１Ｈ，ｓ，
Ｈ４），７４８（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１２），７３４
（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１０），７１０（１Ｈ，ｓ，Ｈ１），
６８７（１Ｈ，ｄ，Ｊ＝８０Ｈｚ，Ｈ９），６０５（２Ｈ，ｓ，２
ＯＣＨ２Ｏ３），６０３（２Ｈ，ｓ，７ＯＣＨ２Ｏ８），４８８（１Ｈ，
ｄｄ，Ｊ＝６，１０４Ｈｚ，Ｈ６），２６５（３Ｈ，ｓ，ＮＣＨ３），
２３２（２Ｈ，ｄ，Ｊ＝１４８Ｈｚ，Ｈ１′），２０６（３Ｈ，ｓ，
Ｈ３′）；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０４５（Ｃ１），
１４８４（Ｃ２），１４７７（Ｃ３），１００７（Ｃ４），１２５８（Ｃ

４ａ），１３９３（Ｃ４ｂ），５４６（Ｃ６），１２３６（Ｃ６ａ），
１４４４（Ｃ７），１４７３（Ｃ８），１０７７（Ｃ９），１１６６（Ｃ
１０），１２７７（Ｃ１０ａ），１１６２（Ｃ１０ｂ），１２７７（Ｃ
１０ａ），１２０１（Ｃ１１），１２４１（Ｃ１２），１３１１（Ｃ
１２ａ），１０１６（２ＯＣＨ２Ｏ３），４３１（ＮＣＨ３），１０１２
（７ＯＣＨ２Ｏ８），４６７（Ｃ１′），２０７３（Ｃ２′），３１４

（Ｃ３′）。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９］，故鉴定

化合物１２为６丙酮基二氢血根碱。
化合物１３：白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３４１［Ｍ＋

Ｈ］＋；分子式 Ｃ２０Ｈ１５ＮＯ４。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δ：７７０（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１１），７６８（１Ｈ，ｓ，
Ｈ４），７４９（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１２），７３１
（１Ｈ，ｄ，Ｊ＝８４Ｈｚ，Ｈ１０），７１１（１Ｈ，ｓ，Ｈ１），
６８６（１Ｈ，ｄ，Ｊ＝８０Ｈｚ，Ｈ９），６０５（２Ｈ，ｓ，２
ＯＣＨ２Ｏ３），６０３（２Ｈ，ｓ，７ＯＣＨ２Ｏ８），４２０（２Ｈ，

ｓ，Ｈ６），２６２（Ｎ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δ：１０４４（Ｃ１），１４８２（Ｃ２），１４７６（Ｃ３），１００８
（Ｃ４），１２６６（Ｃ４ａ），１４２６（Ｃ４ｂ），４８５（Ｃ６），
１１３７（Ｃ６ａ），１４４７（Ｃ７），１４７２（Ｃ８），１０７３
（Ｃ９），１１６３（Ｃ１０），１２７４（Ｃ１０ａ），１２４５（Ｃ
１０ｂ），１２０４（Ｃ１１），１２４０（Ｃ１２），１３０９（Ｃ
１２ａ），１０１４（２ＯＣＨ２Ｏ３），４１７（ＮＣＨ３），１０１１

（７ＯＣＨ２Ｏ８）。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９］，

故鉴定化合物１３为二氢血根碱。
化合物１４：白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５０１［Ｍ＋

Ｈ］＋；分子式Ｃ２１Ｈ１９ＮＯ４。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δ：７７１（１Ｈ，ｄ，Ｊ＝８８Ｈｚ，Ｈ１１），７６７（１Ｈ，ｓ，
Ｈ４），７５１（１Ｈ，ｄ，Ｊ＝８８Ｈｚ，Ｈ１０），７４６
（１Ｈ，ｄ，Ｊ＝８８Ｈｚ，Ｈ１２），７１０（１Ｈ，ｓ，Ｈ１），
６９５（１Ｈ，ｄ，Ｊ＝８８Ｈｚ，Ｈ９），６０４（２Ｈ，ｓ，２
ＯＣＨ２Ｏ３），３９２（７ＯＣＨ３），３８８（８ＯＣＨ３），４２９

（２Ｈ，ｓ，Ｈ６），２５９（Ｎ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１０４４（Ｃ１），１４８２（Ｃ２），１４７６（Ｃ３），
１００８（Ｃ４），１２６５（Ｃ４ａ），１４２８（Ｃ４ｂ），４８８
（Ｃ６），１２６４（Ｃ６ａ），１４６０（Ｃ７），１５２２（Ｃ８），
１１１１（Ｃ９），１１８８（Ｃ１０），１２６５（Ｃ１０ａ），１２４２
（Ｃ１０ｂ），１２０２（Ｃ１１），１２３９（Ｃ１２），１３０９（Ｃ
１２ａ），１００８（２ＯＣＨ２Ｏ３），４１７（ＮＣＨ３），６１１
（７ＯＣＨ３），５５９（８ＯＣＨ３）。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

基本一致［９］，故鉴定化合物１４为二氢白屈菜红碱。
·４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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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国家地理等标志认定；单味药材在全国市场的

占有率优势；历史人文基础或公认的品质优异；湖

南在该资源的现代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成果显著。

通过聚焦特色品种培育，期待规模化品质化种植特

色药材，夯实与湖南省中药资源自然禀赋相对应的

中药材产业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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