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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项目（２０１０ＤＦＢ３３２６０）
 ［通信作者］　徐暾海，教授，研究方向：中药活性成分及质量控制；Ｅｍａｉｌ：ｔｈｘｕ＠１６３ｃｏｍ

朱寅荻，讲师，研究方向：中药活性成分；Ｔｅｌ：（０５７７）８６６９９５７２，Ｅｍａｉｌ：ｚｈｕｙｉｎｄｉ３１４＠ ｓｉｎａｃｏｍ

菜头肾化学成分研究
△

屈玲霞１，２，３，４，王扬１，２，３，刘永巧１，２，３，李龙宇１，２，３，邹小华４，胡晓焱４，陆成豪４，

褚夏燕４，徐暾海１，２，３
!，朱寅荻４

!

１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２中医养生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３中医养生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４温州医科大学 药学院，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３５

［摘要］　目的：研究菜头肾的化学成分。方法：综合运用硅胶、ＯＤＳ、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柱色谱及制备高效液相
色谱等方法，对菜头肾提取物进行化学成分分离纯化，利用理化性质和 ＮＭＲ波谱特征进行结构鉴定。结果：从中
分离鉴定了７种成分，分别为ｃｏｒｎｏｓｉｄｅ（１）、（－）（２Ｒ）１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２｛２ｍｅｔｈｏｘｙ４［１（Ｅ）ｐｒｏｐｅｎ３ｏｌ］
ｐｈｅｎｏｘｙｌ｝ｐｒｏｐａｎｅ３ｏｌ（２）、ｂｅｎｚ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βＤ（２′ＯβＤｘｙｌ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３）、腺嘌呤核苷（４）、白桦脂
醇（５）、羽扇豆醇（６）、β谷甾醇（７）。结论：化合物１～５为首次从黄?草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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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ｅｌｌａ；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ｅｌｌａｓａｒ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ＣＬｉｎｇ；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菜头肾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ｅｌｌａｓａｒ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ＣＬｉｎｇ为爵床科
黄?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别名土太子参、肉根马

蓝。味甘，微苦，性凉，归肝经，块状肉质根养阴

补肾，可以治疗肾虚腰痛等证；茎、叶清热解毒，

用于治疗疔疮疖肿、肌腱扭伤等证，为浙江特有种

植物，是温州民间的草药［１２］。菜头肾常用作补肾方

剂七肾汤的君药，由于其治疗效果较好，在温州当

地广为流传。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导致野生菜头肾

资源遭到了破坏，为了保护野生菜头肾资源和供应市

场需求，目前菜头肾已经实现了人工种植［３４］。初步

研究表明，菜头肾中含有酚类、生物碱、还原糖、三

萜、甾醇等类成分［５］。目前对于菜头肾化学成分方面

的文献报道较少，谢自新等［６］对菜头肾石油醚提取物

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从中分离鉴定了６３个脂溶性
成分；董建勇等［７］对菜头肾石油醚和乙醇提取物的化

学成分进行了研究，从中分离鉴定出９个成分。为了
进一步阐明其物质基础，本研究希望通过对菜头肾进

行化学成分研究，从中获得结构多样的天然产物，从

·８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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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更好地开发利用该中药提供依据。本实验利用各

种色谱技术从菜头肾中分离鉴定了７个化合物，分别
为：ｃｏｒｎｏｓｉｄｅ（１）、（－）（２Ｒ）１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
ｓｙｌ２｛２ｍｅｔｈｏｘｙ４［１（Ｅ）ｐｒｏｐｅｎ３ｏｌ］ｐｈｅｎｏｘｙｌ｝
ｐｒｏｐａｎｅ３ｏｌ（２）、ｂｅｎｚ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βＤ（２′ＯβＤｘｙｌｏｐｙ
ｒａｎｏｓｙｌ）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３）、腺嘌呤核苷（４）、白桦酯
醇（５）、羽扇豆醇（６）、β谷甾醇（７）。其中，化合物
１～５为首次从黄?草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１　仪器与材料

ＢｒｕｋｅｒＡｖａｎｃｅⅢ６００型核磁共振仪（德国Ｂｒｕｋｅｒ
公司）；ＬＴＱＯｂｉｔｒａｐＸＬ质谱仪（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
公司）；Ａｇｉｌｅｎｔ１１００型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安捷伦
公司）；ＹＭＣＰａｃｋＯＤＳＡ半制备色谱柱（１０ｍｍ×
２５０ｍｍ，５μｍ，日本ＹＭＣ公司）；柱色谱硅胶、薄
层色谱硅胶（青岛海洋化工厂）；Ｄ１０１大孔树脂（南
开大学）；Ｃ１８反相填料（日本 ＹＭＣ公司），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瑞典 Ａｍｅｒｓｈａｍ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公司），水为实验
室自制（杭州永洁达净化科技有限公司），其他所用

试剂均为分析纯（常熟市杨园化工有限公司）。

菜头肾药材购于磐安市中药材市场，经温州医

科大学中药学基础教研室汪洪副教授鉴定为菜头肾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ｅｌｌａｓａｒ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ＣＬｉｎｇ的干燥肉质根茎。

２　提取与分离

菜头肾干燥肉质根茎约１５ｋｇ，切碎，以７０％乙
醇水回流提取３次，减压浓缩得乙醇浸膏１０ｋｇ，将
浸膏用水溶解，依次用石油醚、乙酸乙酯、正丁醇萃

取３次，减压回收溶剂，得到石油醚、乙酸乙酯和正
丁醇萃取物。将正丁醇萃取物经过Ｄ１０１大孔树脂粗
分段，３０％乙醇水洗脱部位经硅胶柱色谱，以二氯甲
烷甲醇溶剂系统梯度洗脱（１００∶０～５０∶５０），回收溶
剂，经薄层色谱检视，合并相似组分得到６个部位
（ＦｒＺ１～６）。ＦｒＺ３经中压反相柱色谱，以甲醇水梯
度洗脱，经薄层色谱检视，合并相似组分，得到６个
组分ＦｒＺ３１～３６。将ＦｒＺ３３经凝胶柱色谱和高效制
备液相色谱分离纯化得到化合物１（１０ｍｇ）、２（１２ｍｇ）
和３（６ｍｇ）。将 ＦｒＺ３２经凝胶柱色谱，以甲醇梯度
洗脱，重结晶纯化得到化合物４（４ｍｇ）。将乙酸乙酯
萃取物经硅胶柱色谱，以二氯甲烷甲醇溶剂系统梯
度洗脱（１００∶０～５０∶５０），回收溶剂，经薄层色谱检视，
合并相似组分得到５个部位（ＦｒＹ１～６）。ＦｒＹ２经过
重结晶纯化得到化合物５（１５ｍｇ）；将石油醚萃取物经
硅胶柱色谱，以二氯甲烷甲醇溶剂系统梯度洗脱

（１００∶０～５０∶５０），回收溶剂，经薄层色谱检视，合并
相似组分得到６个部位（ＦｒＳ１～６）。用重结晶方法得
到化合物６（１０ｇ）。将 ＦｒＳ２经过中压反相柱色谱、
高效制备液相色谱分离纯化，得到化合物７（１５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合物 １：无色胶状。ＥＳＩＭＳ：ｍ／ｚ３１７１
［Ｍ＋Ｈ］＋。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δ：６１２
（２Ｈ，ｄｄ，Ｊ＝２４，１０８Ｈｚ，Ｈ３，５），６９６（２Ｈ，
ｄｄ，Ｊ＝２４，１０８Ｈｚ，Ｈ２，６），２０５（２Ｈ，ｔ，Ｊ＝
６４Ｈｚ，Ｈ７），３７６（１Ｈ，ｄｔ，Ｊ＝６４，９８Ｈｚ，
Ｈ８ａ），３９０（１Ｈ，ｄｔ，Ｊ＝７６，１０２Ｈｚ，Ｈ８ｂ），
４１６（１Ｈ，ｄ，Ｊ＝６０Ｈｚ，Ｈ１′）；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δ：６９２（Ｃ１），１５４５（Ｃ２），１２７９（Ｃ３），
１８８０（Ｃ４），１２７８（Ｃ５），１５４４（Ｃ６），４０８
（Ｃ７），６５６（Ｃ８），１０４０（Ｃ１′），７４８（Ｃ２′），
７７８（Ｃ３′），７１４（Ｃ４′），７７７（Ｃ５′），６２３
（Ｃ６′）。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的 ｃｏｒｎｏｓｉｄｅ数据基本
一致［８］，为首次从黄?草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化合物 ２：无定型粉。ＥＳＩＭＳ：ｍ／ｚ４３９１
［Ｍ＋Ｎａ］＋。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δ：４０３
（１Ｈ，ｄｄ，Ｊ＝１２０，５０Ｈｚ，Ｈ１ａ），３７６（１Ｈ，
ｄｄ，Ｊ＝１２０，５０Ｈｚ，Ｈ１ｂ），４３３（１Ｈ，ｑ，Ｊ＝
５０Ｈｚ，Ｈ２），３７７（１Ｈ，ｄｄ，Ｊ＝１２０，５０Ｈｚ，
Ｈ３ａ），３７２（１Ｈ，ｄｄ，Ｊ＝１２０，５０Ｈｚ，Ｈ３ｂ），
６９９（１Ｈ，ｂｒｓ，Ｈ２′），７０１（１Ｈ，ｄ，Ｊ＝８０Ｈｚ，
Ｈ５′），６８６（１Ｈ，ｄｄ，Ｊ＝８０，１５Ｈｚ，Ｈ６′），
６５０（１Ｈ，ｄ，Ｊ＝１６０Ｈｚ，Ｈ７′），６２３（１Ｈ，ｄｔ，
Ｊ＝１６０，６０Ｈｚ，Ｈ８′），４１７（２Ｈ，ｄ，Ｊ＝６０Ｈｚ，
Ｈ９′），４２５（１Ｈ，ｄ，Ｊ＝８０Ｈｚ，Ｈ１″），３８２（３Ｈ，
ｓ，ＯＭｅ）；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δ：６８８（Ｃ１），
８０９（Ｃ２），６２０（Ｃ３），１３３３（Ｃ１′），１１１２（Ｃ２′），
１５１９（Ｃ３′），１４８１（Ｃ４′），１１８５（Ｃ５′），１２０７
（Ｃ６′），１３１４（Ｃ７′），１２８７（Ｃ８′），６３７（Ｃ９′），
１０４８（Ｃ１″），７５０（Ｃ２″），７７９（Ｃ３″），７１５（Ｃ４″），
７７９（Ｃ５″），６２６（Ｃ６″），５６４（ＯＭｅ）。以上数据与
文献报道的（－）（２Ｒ）１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２｛２
ｍｅｔｈｏｘｙ４［１（Ｅ）ｐｒｏｐｅｎ３ｏｌ］ｐｈｅｎｏｘｙｌ｝ｐｒｏｐａｎｅ３ｏｌ
数据基本一致［９］，为首次从黄?草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化合物 ３：无定型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４０３２
［Ｍ＋Ｈ］＋。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δ：７２２
（２Ｈ，ｔ，Ｊ＝７２Ｈｚ，Ｈ３，５），７３３（２Ｈ，ｄｄ，Ｊ＝
２４，７２Ｈｚ，Ｈ２，６），７１６（１Ｈ，ｔｔ，Ｊ＝２４，
７２Ｈｚ，Ｈ４），４５４（１Ｈ，ｄ，Ｊ＝１２０Ｈｚ，Ｈ７ａ），

·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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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４（１Ｈ，ｄ，Ｊ＝１２０Ｈｚ，Ｈ７ｂ），４３９（１Ｈ，ｄ，
Ｊ＝８０Ｈｚ，Ｈ１′），４４０（１Ｈ，ｄ，Ｊ＝７０Ｈｚ，
Ｈ１″）；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δ：１３９１（Ｃ１），
１２８９（Ｃ２，６），１２９２（Ｃ３，５），１２８６（Ｃ４），
７１４（Ｃ７），１０２３（Ｃ１′），８３８（Ｃ２′），７７９
（Ｃ３′），７１１（Ｃ４′），７７９（Ｃ５′），６２７（Ｃ６′），
１０６３（Ｃ１″），７４８（Ｃ２″），７７４（Ｃ３″），７１４
（Ｃ４″），６７２（Ｃ５″）。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的ｂｅｎｚｙｌ
ａｌｃｏｈｏｌβＤ（２′ＯβＤｘｙｌ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数据基本一致［１０］，为首次从黄?草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化合物 ４：白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２６７１
［Ｍ＋Ｈ］＋。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Ｃ６Ｄ５Ｎ）δ：８１７（１Ｈ，
ｓ，Ｈ２），８３０（１Ｈ，ｓ，Ｈ８），５９５（１Ｈ，ｄ，Ｊ＝
６０Ｈｚ，Ｈ１′）；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ＭＨｚ，Ｃ６Ｄ５Ｎ）δ：
１５６０（Ｃ２），１５２５（Ｃ４），１２０９（Ｃ５），１６０１
（Ｃ６），１４５４（Ｃ８），９０７（Ｃ１′），７８０（Ｃ２′），
７５２（Ｃ３′），９０７（Ｃ４′），６６０（Ｃ５′）。以上数据
与文献报道的腺嘌呤核苷数据基本一致［１１］，为首次

从黄?草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化合物 ５：为白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４４３１
［Ｍ＋Ｈ］＋。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δ：３１２
（１Ｈ，ｍ，Ｈ３），２４０（１Ｈ，ｍ，Ｈ１９），０７８（３Ｈ，
ｓ，Ｈ２３），０８５（３Ｈ，ｓ，Ｈ２４），０９４（３Ｈ，ｓ，
Ｈ２５），１００（３Ｈ，ｓ，Ｈ２６），１０７（３Ｈ，ｓ，Ｈ２７），
３２７（１Ｈ，ｄ，Ｊ＝１００Ｈｚ，Ｈ２８ａ），３７３（１Ｈ，ｄ，
Ｊ＝１００Ｈｚ，Ｈ２８ｂ），４６７（１Ｈ，ｓ，Ｈ２９ａ），４５６
（１Ｈ，ｓ，Ｈ２９ｂ），１６０（３Ｈ，ｓ，Ｈ３０）；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δ：４０４（Ｃ１），２８７（Ｃ２），
８１８（Ｃ３），４０８（Ｃ４），５８０（Ｃ５），１８８（Ｃ６），
３４３（Ｃ７），４０８（Ｃ８），５０９（Ｃ９），３７６（Ｃ１０），
２１５（Ｃ１１），２４１（Ｃ１２），３７６（Ｃ１３），４２２
（Ｃ１４），２８７（Ｃ１５），３０１（Ｃ１６），４５９（Ｃ１７），
４５９（Ｃ１８），４７１（Ｃ１９），１５３９（Ｃ２０），２９９
（Ｃ２１），３２９（Ｃ２２），２８１（Ｃ２３），１５５（Ｃ２４），
１６２（Ｃ２５），１６１（Ｃ２６），１４６（Ｃ２７），６０１
（Ｃ２８），１０９４（Ｃ２９），１９４（Ｃ３０）。以上数据与
文献报道白桦脂醇（Ｂｅｔｕｌｉｎ）的数据基本一致［１２］，为

首次从黄?草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化合物 ６：白色粉末。ＥＳＩＭＳ：ｍ／ｚ４２６３
［Ｍ］＋。１ＨＮＭＲ（６００ＭＨｚ，ＣＤ３Ｃｌ３）δ：３１８（ｄ，Ｊ＝
４８Ｈｚ，Ｈ３），２４１（１Ｈ，ｍ，Ｈ１９），０７８（３Ｈ，ｓ，
Ｈ２３），０８２（３Ｈ，ｓ，Ｈ２４），０８６（３Ｈ，ｓ，Ｈ２５），
０９９（３Ｈ，ｓ，Ｈ２６），１００（３Ｈ，ｓ，Ｈ２７），１０６
（３Ｈ，ｓ，Ｈ２８），４７２（１Ｈ，ｓ，Ｈ２９ａ），４６０（１Ｈ，

ｓ，Ｈ２９ｂ），１７２（３Ｈ，ｓ，Ｈ３０）；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ＭＨｚ，
ＣＤ３Ｃｌ３）δ：３８８（Ｃ１），２７５（Ｃ２），７９１（Ｃ３），
３８９（Ｃ４），５５４（Ｃ５），１８４（Ｃ６），３４３（Ｃ７），
４０９（Ｃ８），５０５（Ｃ９），３７３（Ｃ１０），２１０
（Ｃ１１），２５２（Ｃ１２），３８１（Ｃ１３），４２９（Ｃ１４），
２７５（Ｃ１５），３５６（Ｃ１６），３４１（Ｃ１７），４８４
（Ｃ１８），４８１（Ｃ１９），１５１１（Ｃ２０），２９９（Ｃ２１），
４０１（Ｃ２２），２８１（Ｃ２３），１５５（Ｃ２４），１６２
（Ｃ２５），１６１（Ｃ２６），１４６（Ｃ２７），１８１（Ｃ２８），
１０９４（Ｃ２９），１９４（Ｃ３０）。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
的羽扇豆醇ｌｕｐｅｏｌ数据基本一致［１３］。

化合物７：无色针晶。５％硫酸乙醇溶液加热显紫
红色。与β谷甾醇标样对照，其 Ｒｆ值在多种展开剂
中均相同，显色一致。由此推测该化合物为β谷甾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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