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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白背清风藤 Ｓａｂｉａ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Ｄｕｎｎ 的化学成分。【方法】采用硅胶柱层析、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制备

液相等多种色谱技术进行化合物的分离纯化，根据理化性质和波谱数据鉴定化合物的结构。【结果】分离得到 ８
个化合物，分别鉴定它们为白桦脂醇（１），齐墩果酸（２），ｉｍｂｅｒｉｃ ａｃｉｄ （３），槲皮素（４），芦丁（５），５-氧阿朴菲碱（６），

β-谷甾醇（７），β-胡萝卜苷（８）。【结论】所有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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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意义】白背清风藤（Ｓａｂｉａ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Ｄｕｎｎ ）
为清风藤科（Ｓａｂｉａｃｅａｅ）植物，为传统瑶药“七十二
风”中的大散骨风，产于广西金秀、昭平、桂平等县市；
分布于浙江南部及福建、江西、湖南、广东、云南等省
份。其根茎入药，味甘、苦，性平，具祛风除湿、活血止

痛之功效，传统用于治风湿骨痛、跌打损伤、肝炎等
症［１］。【前人研究进展】宋志钊等［２］采用薄层色谱检

测方法对大散骨风进行研究。【本研究切入点】目前
尚未见国内外对白背清风藤的化学成分研究的报道。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通过对白背清风藤乙醇提取物
的化学成分进行研究，为白背清风藤药材的进一步开
发和利用，提供化学物质基础和药学理论的科学
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国产 Ｘ-４ 熔点仪测定（上海精科物理光学仪器
厂）；ＵＣ３２５０ 制备型高效液相色谱仪：ＵＣ３２９２ 型紫
外检测器，Ｋｒｏｍａｓｉｌ Ｃ１８（２５０ ｍｍ×１０ ｍｍ，５ μ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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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柱（威玛龙色谱科技仪器有限公司）；Ｂｒｕｋｅｒ
ＴＥＮＳＯＲ ２７ＦＴＩＲ 型红外光谱仪 （溴化钾压片）；

Ｂｒｕｋｅｒ Ｄｒｅ-６００ 兆核磁共振仪；Ｂｒｕｋｅｒ Ａｍ-５００ 兆超
导核磁共振仪；Ｆｉｎｎｉｇａｎ Ｔｒａｃｅ ＤＳＱ 四极杆质谱仪；

Ａｇｉｌｅｎｔ Ｇ６２３０ ＴＯＦ 质谱仪；柱色谱和薄层色谱用硅
胶由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白背清风藤干燥枝叶，夏季采集于广西金秀县，
经广西中医药研究院中药研究所赖茂祥研究员鉴定

为白背清风藤 （Ｓａｂｉａ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Ｄｕｎｎ）。

１．２ 方法

  白背清风藤枝叶晾干后切碎称取 ５ ｋｇ，经体积
分数 ９５％乙醇回流提取 ３ 次，每次提取 ２ ｈ，过滤，合
并提取液，回收溶剂，得乙醇提取物。将乙醇提取物
用水悬浮后，依次用石油醚（６０～９０℃）、氯仿、乙酸乙
酯、正丁醇萃取，回收溶剂，得石油醚部位 ２４ ｇ，氯仿
部位 ５４ ｇ，乙酸乙酯部位 １４ ｇ，正丁醇部位 ８４ ｇ。氯
仿部位进行硅胶柱层析色谱分离，用石油醚-乙酸乙
酯（体积比 ９５∶５→９０∶１０→８０∶２０→７０∶３０→６０∶
４０→５０∶５０）梯度洗脱。在石油醚-乙酸乙酯（体积比

９０∶１０）的洗脱部分得到结晶，石油醚-乙酸乙酯重结
晶得到无色针状结晶７（２５０．５ ｍｇ）。在石油醚-乙酸
乙酯（体积比 ８０∶２０）的洗脱部分然后通过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凝胶柱色谱分离，再经过石油醚-乙酸乙酯重
结晶得到白色羽状结晶化合物 １（２８．４ ｍｇ）、白色粉
末３（１０．６ ｍｇ）、黄色针状结晶 ６（１８．８ ｍｇ）。在石油
醚-乙酸乙酯（体积比 ７０∶３０）的洗脱部分结合 Ｓｅｐｈ-
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凝胶柱色谱分离得到白色粉末化合物２
（３９．７ ｍｇ）、白色颗粒状８（６４.９ ｍｇ）。乙酸乙酯部位
经同样的方法分离得到化合物４（８１．５ ｍｇ）。正丁醇
部位经 Ｄ１０１ 大孔树脂、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凝胶色谱
和制备液相色谱进行分离得到化合物５（３０．９ ｍｇ）。

２ 结果与分析

  化合物 １：白色羽状结晶（石油醚-乙酸乙酯体积
比 ４∶１）。ＥＩ-ＭＳｍ／ｚ ４４２（Ｍ＋）。１ Ｈ-ＮＭＲ （５００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０．７５，０．８２，０．９６，０．９７，１．０１，１．６７
（各 ３Ｈ，ｓ，６×ＣＨ３）为 ６ 个特征的甲基质子信号，

３.２０ （１Ｈ，ｄｄ，Ｊ ＝１１．５，４．５ Ｈｚ，Ｈ－３），３．３１ （１Ｈ，

ｄ，Ｊ ＝１０．５ Ｈｚ，Ｈ－２８ａ），３．８１ （１Ｈ，ｄ，Ｊ ＝１０．５
Ｈｚ，Ｈ－２８ｂ），４．５５ （１Ｈ，ｂｒｓ，Ｈ－２９ａ），４．６６ （１Ｈ，

ｂｒｓ，Ｈ－ ２９ｂ）。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

３８.８（Ｃ－１），２７．３ （Ｃ－２），７９．０ （Ｃ－３），３８．８ （Ｃ－
４），５５．２ （Ｃ－５），１８．３ （Ｃ－６），３４．２ （Ｃ－７），４０．９
（Ｃ－８），５０．３ （Ｃ－９），３７．２ （Ｃ－１０），２０．７（Ｃ－１１），

２５．１（Ｃ－１２），３７．２ （Ｃ－１３），４４．８ （Ｃ－１４），２７．０ （Ｃ

－１５），２９．１ （Ｃ－１６），４７．７ （Ｃ－１７），４８．７ （Ｃ－１８），

４７．８ （Ｃ－１９），２９．７ （Ｃ－２０），３４．０ （Ｃ－２１），１５．３
（Ｃ－２２），２８．０ （Ｃ－２３），１６．１ （Ｃ－２４），１６．０ （Ｃ－
２５），１４．７ （Ｃ－２６），６０．５ （Ｃ－２７），１５０．４ （Ｃ－２８），

１０９．７ （Ｃ－２９），１９．２ （Ｃ－３０）。以上波谱数据与文
献［２］报道的白桦脂醇基本一致，故鉴定化合物 １ 为
白桦脂醇。

  化合物 ２：白色粉末（石油醚-乙酸乙酯体积比

３∶１）。１ Ｈ－ＮＭＲ（５００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０．７５，０．７７，

０．９０，０．９１，０．９３，０．９８，１．１３ （各 ３Ｈ，ｓ，７×ＣＨ３），

５.３０ （１Ｈ，ｍ）。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

３８．６ （Ｃ－１），２７．５ （Ｃ－２），７９．２ （Ｃ－３），３８．９ （Ｃ－
４），５５．４ （Ｃ－５），１８．５ （Ｃ－６），３２．８ （Ｃ－７），３９．４
（Ｃ－８），４７．８ （Ｃ－９），３７．２ （Ｃ－１０），２３．２ （Ｃ－１１），

１２２.８（Ｃ－１２），１４３．８ （Ｃ－１３），４１．８ （Ｃ－１４），２７．８
（Ｃ－１５），２３．６ （Ｃ－１６），４６．７ （Ｃ－１７），４１．１ （Ｃ－
１８），４６．０ （Ｃ－１９），３０．８ （Ｃ－２０），３４．０ （Ｃ－２１），

３２．６ （Ｃ－２２），２８．２ （Ｃ－２３），１５．８ （Ｃ－２４），１５．６
（Ｃ－２５），１７．３ （Ｃ－２６），２６．１ （Ｃ－２７），１８３．５ （Ｃ－
２８），３２．２ （Ｃ－２９），２３．７ （Ｃ－３０）。以上波谱数据与
文献［３］报道基本一致，故鉴定化合物２ 为齐墩果酸。

  化合物 ３：白色粉末（石油醚-乙酸乙酯体积比

３∶１）。１ Ｈ－ＮＭＲ（５００ ＭＨｚ，ＭｅＯＤ）δ：０．７５，０．７７，

０．９０，０．９１，０．９３，０．９８，１．１９ （各 ３Ｈ，ｓ ，７×ＣＨ３），

５．３０ （１Ｈ，ｍ）。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ＭｅＯＤ）δ：

７４．０ （Ｃ－１），３５．０ （Ｃ－２），７２．９ （Ｃ－３），４０．３ （Ｃ－
４），４９．２ （Ｃ－５），１９．３ （Ｃ－６），３３．６ （Ｃ－７），３９．９
（Ｃ－８），３９．３ （Ｃ－９），４２．１ （Ｃ－１０），２４．０ （Ｃ－１１），

１２３．８ （Ｃ－１２），１４５．０ （Ｃ－１３），４０．３ （Ｃ－１４），２６．８
（Ｃ－１５），２８．６ （Ｃ－１６），３１．６ （Ｃ－１７），４７．０ （Ｃ－
１８），４２．８ （Ｃ－１９），４２．９ （Ｃ－２０），３１．６ （Ｃ－２１），

３６．９ （Ｃ－２２），２９．０ （Ｃ－２３），１７．２ （Ｃ－２４），１６．２
（Ｃ－２５），１６．５ （Ｃ－２６），２６．５ （Ｃ－２７），２９．５ （Ｃ－
２８），１８１．９ （Ｃ－２９），１９．３ （Ｃ－３０）。以上数据与文
献［４］报道的 ｉｍｂｅｒｉｃ ａｃｉｄ一致。

  化合物 ４：黄色粉末（石油醚-乙酸乙酯体积比

４∶１）。１ 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７．７３ （１Ｈ，ｄ，

Ｊ ＝２．４ Ｈｚ，Ｈ－２′），７．６３ （１Ｈ，ｄｄ，Ｊ ＝２．４，８．４
Ｈｚ，Ｈ－６′），６．８８ （１Ｈ，ｄ，Ｊ ＝８．４ Ｈｚ，Ｈ－５′），６．３８
（１Ｈ，ｄ，Ｊ ＝２．０Ｈｚ，Ｈ－８），６．１８（１Ｈ，ｄ，Ｊ ＝２．０
Ｈｚ，Ｈ－６）。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５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４６.２
（Ｃ－２），１３７．２ （Ｃ－３），１７７．４ （Ｃ－４），１６２．５ （Ｃ－
５），９９．２ （Ｃ－６），１６５．６ （Ｃ－７），９４．４ （Ｃ－８），１５８．３
（Ｃ－９），１０４．５ （Ｃ－１０），１２４．２ （Ｃ－１′），１１６.０（Ｃ－
２′），１４８．０ （Ｃ－３′），１４８．８ （Ｃ－４′），１１６．２ （Ｃ－５′），

８５２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１ Ｎｏ.３，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



１２１．７ （Ｃ－６′）。以上数据与文献［５］报道一致，故化
合物４ 为槲皮素。

  化合物 ５：淡黄色粉末（甲醇）。１ 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Ｈｚ，ＭｅＯＤ）δ：７．７３ （１Ｈ，ｄ，Ｊ ＝２．４ Ｈｚ，Ｈ－２′），

７.６３（１Ｈ，ｄｄ，Ｊ ＝２．４，８．４Ｈｚ，Ｈ－６′），６．８８ （１Ｈ，

ｄ，Ｊ ＝８．４ Ｈｚ，Ｈ－５′），６．３８ （１Ｈ，ｄ，Ｊ ＝２．０Ｈｚ，Ｈ
－８），６．１８（１Ｈ，ｄ，Ｊ ＝２．０ Ｈｚ，Ｈ－６）。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ＭｅＯＤ）δ：ｌ５８．６ （Ｃ－２），１３５．６ （Ｃ－３），

１７９.４ （Ｃ－４），１６３．０ （Ｃ－５），１００．０ （Ｃ－６），１６６．１
（Ｃ－７），９４．９ （Ｃ－８），１５９．３ （Ｃ－９），１０４．７ （Ｃ－
１０），１２３．１ （Ｃ－１′），１１６．１ （Ｃ－２′），１４５．９ （Ｃ－３′），

１４８.８（Ｃ－４′），１１７．７ （Ｃ－５′），１２３．６ （Ｃ－６′），１０２.４
（Ｃ－１″），１０５．６ （Ｃ－１′″）。以上数据与文献［６］报道
一致，故化合物５ 为芦丁。

  化合物 ６：黄色针状结晶（石油醚-乙酸乙酯体积
比 ４∶１）。ＥＩ-ＭＳ：ｍ／ｚ ２７９［Ｍ］＋。１ Ｈ－ＮＭＲ （５００
ＭＨｚ，ＤＭＳＯ－ ｄ ６）δ：２．６８（１Ｈ，ｔ，Ｊ ＝１４.２Ｈｚ，Ｈ－
７），３．１２（１Ｈ，ｄｄ，Ｊ ＝１４．６，５．２ Ｈｚ，Ｈ－７），３．２９
（１Ｈ，ｍ，Ｈ－４），４．５４（１Ｈ，ｄ，Ｊ ＝１３．８ Ｈｚ，Ｈ－６ａ），

６．０４，６．１８（２Ｈ，ｅａｃｈ ｓ，ＯＣＨ２ Ｏ），６．７６ （１Ｈ，ｓ，Ｈ－
３），７．２６－７．３６ （３Ｈ，ｍ ，Ｈ－８，９，１０），８．００（１Ｈ，ｄ，

Ｊ ＝７．７ Ｈｚ，Ｈ－１１），８．２７（１Ｈ，ｓ，ＮＨ）。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ＤＭＳＯ－ ｄ ６）δ：１４２．６（Ｃ－１），ｌ４７．４（Ｃ－
２），１０６．６ （Ｃ－ ３），１２４．６ （Ｃ－ ３ａ），３６．２（Ｃ－４），

１６８.８（Ｃ－５），４９．９ （Ｃ－６ａ），３５．６ （Ｃ－７），１３３．８ （Ｃ
－７ａ），１２８．５ （Ｃ－８），１２８．０ （Ｃ－９），１２７．３ （Ｃ－
１０），１２６．４ （Ｃ－１１），１３０.３ （Ｃ－１１ａ），１１４．８ （Ｃ－
１１ｂ），１２４．０ （Ｃ－１１ｃ），１０１.１ （ＯＣＨ２ Ｏ）。以上数据
与文献［７］波谱数据完全一致，故鉴定化合物６ 为 ５-
氧阿朴菲碱。

  化合物 ７：无色针状结晶（石油醚-乙酸乙酯体积
比 ５∶１），ｍ．ｐ．１３９～ １４０ ℃，Ｌｉｂｅｒｍａｎ-Ｂｕｒｃｈａｒｄ 反
应为阳性。ＥＩ-ＭＳｍ／ｚ ：４１４［Ｍ］＋。ＩＲ （ＫＢｒ）：３４１５
ｃｍ－１，２９６５ ｃｍ－１，２９５０ ｃｍ－１，２８６３ ｃｍ－１，１６４５
ｃｍ－１，１４４５ ｃｍ－１，１３７３ ｃｍ－１，１０６１ ｃｍ－１，１０２２
ｃｍ－１，９５０ ｃｍ－１，８００ ｃｍ－１。以上数据与文献［８］数
据一致，并与标准品混合点样，与β-谷甾醇的 Ｒｆ 值

相同，与标准品混合熔点不下降，故鉴定为β-谷
甾醇。

  化合物 ８：白色颗粒状，ｍｐ ２８９～ ２９１℃，Ｌｉｅｂｅｒ-
ｍａｎｎ-Ｂｕｒｃｈａｒｄ 反应阳性。Ｍｏｌｉｓｈ 反应阳性，与胡
萝卜苷对照品共薄层 Ｒｆ 值相同，且二者混合熔点不
下降，故鉴定为胡萝卜苷 （ｄａｕｃｏｓｔｅｒｏｌ）。

３ 结论

  首次对白背清风藤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分离

得到 ８ 个化合物，其中 ３ 个为三萜类化物、２ 个为黄
酮类化合物、１ 个为生物碱类化合物和 ２ 个为甾醇类
化合物，这次化合物为首次从白背清风藤中分离得
到。通过对白背清风藤的化学成分进行研究，为白背
清风藤药材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提供化学物质基础
和药学理论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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