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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农业部热带作物生物学与遗传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 海口 ５７１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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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从大叶山楝根 ９５％乙醇提取物的乙酸乙酯萃取物中分离得到 １０ 个化合物，经波谱解析分

别鉴定为 ｓｃｈｌｅｉｃｈｅｏｌ ２ （１），β⁃扶桑甾醇（２），ｆｒｅｇｅｎｅｄａｄｉｏｌ （３），异巴西红厚壳素 （４），丁香酯素 （５），表丁香

酯素 （６），ｇｒａｍｉｎｏｎｅ Ａ （７），ｓｙｌｖａｔｅｓｍｉｎ （８），Ｚ⁃６⁃十九烯酸甲酯 （９），棕榈酸 （１０）。 其中，化合物 １－４、化合

物 ７－９ 为首次从山楝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细胞毒活性测试结果表明，化合物 １ 和化合物 ２ 对人胃癌细胞

ＳＧＣ⁃７９０１ 生长具有一定的抑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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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叶山楝 （ Ａｐｈａｎａｍｉｘｉｓ 　 ｇ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是楝科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植物，别名山椤 （海南）、红萝木 （广

西）、罗浪果、苦柚木（广东）、胡桐（云南）、叶好娇

（云南哈尼族语），生长于低海拔至中海拔（５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的山地、沟谷、密林或疏林中。 国内主要

分布在云南省的西双版纳自治州、普洱市和麻栗

坡县，广西、广东及海南也有分布。 国外主要分布

在中南半岛，印度尼西亚（爪哇、加里曼丹）至帝汶

岛，马来半岛和伊里安岛，有些地方已引为栽培

（如美国夏威夷等）。 根据《新华本草纲要》中的

记载，大叶山楝的根及叶具有舒筋活络、通痹及祛

风除湿等功效，在民间用于治疗四肢麻木、屈伸不

利、拘挛和风寒痹痛等疾病，为祛风止痛药。
国内外学者从大叶山楝枝叶、茎皮、果实和种

子中分离鉴定出了四环三萜类、二萜类、倍半萜类

等多种化学成分，但对于大叶山楝地下部分的物

质基础研究较少。 为了更全面地掌握大叶山楝的

药效物质基础，本研究对大叶山楝根 ９５％乙醇提

取物的乙酸乙酯萃取物进行了化学成分的分离鉴

定，共得到 １０ 个化合物（１－１０），并对这 １０ 个化合

进行了细胞毒活性测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仪器和材料

仪器： ＡＶ⁃５００ 型超导核磁仪 （ Ｂｒｕｃｋｅｒ， Ｇｅｒ⁃
ｍａｎ）；Ｎ⁃１０００ （ ２Ｌ） 立式旋转蒸发仪； Ａｕｔｏｓｐｅｃ⁃
３０００ 质谱仪；柱色谱硅胶（２００ ～ ３００ 目）和薄层层

析硅胶（Ｑｉｎｇｄａｏ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 Ｌｔｄ，Ｃｈｉｎａ）；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Ｍｅｒｃｋ，Ｇｅｒｍａｎ）；ＲＰ⁃１８ 反相材料

（２０ ～ ４５ μｍ ） （ Ｆｕｊｉ Ｓｉｌｙｓｉａ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 Ｌｔｄ，
Ｊａｐａｎ），ＭＣＩ Ｇｅｌ（７５ ～ １５０ μｍ）（Ｍｉｔｓｕｂｉｓｈｉ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Ｊａｐａｎ）。

材料： 大叶山楝（Ａｐｈａｎａｍｉｘｉｓ ｇ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ａ）样品

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采自海南省海口市石山镇，经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刘寿柏博士

鉴定，凭证标本（Ｎｏ． ＡＧ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存放于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人胃癌细胞

ＳＧＣ⁃７９０１ 和慢性髓原白血病细胞 Ｋ５６２ 均购于中

国科学院上海细胞库。
１．２ 提取和分离

将干燥的大叶山楝根粉碎成粗粉（８．５ ｋｇ），用
９５％乙醇加热回流提取 ３ 次，每次 ３ ｈ。 减压回收

乙醇至无醇味，得到乙醇提取物，将乙醇提取物分

散于水中成悬浊液，依次用石油醚、乙酸乙酯、正
丁醇各萃取 ３ 次，分别浓缩得浸膏。

将乙酸乙酯萃取物（１０４．０ ｇ）经减压硅胶柱色

谱，以氯仿⁃甲醇（１ ∶ ０ ～ ０ ∶ １）梯度洗脱，得到 １０
个流分（Ｆｒ．１－１０）。 Ｆｒ．２（２．８ ｇ）经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凝胶柱色谱（以氯仿⁃甲醇１ ∶ １为洗脱系统）和反

复硅胶柱色谱（以石油醚⁃乙酸乙酯，石油醚⁃丙酮

为洗脱系统） 得到化合物 ４ （ ２． ４ ｍｇ） 和 １０ （ ８． ０
ｍｇ）。 Ｆｒ．４（５．１ ｇ）经 ＭＣＩ 柱色谱、反相 ＲＰ⁃１８ 柱

色谱、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凝胶柱色谱（以氯仿⁃甲醇

１ ∶ １，甲醇为洗脱系统）和反复硅胶柱色谱（以石

油醚⁃乙酸乙酯、石油醚⁃丙酮、石油醚⁃氯仿为洗脱

系统） 得到化合物 １ （ ２． ８ ｍｇ），２ （ １３． １ ｍｇ） 和 ９
（２９．２ ｍｇ）。 Ｆｒ．５（５．１ ｇ）反相 ＲＰ⁃１８ 柱色谱、Ｓｅｐｈ⁃
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凝胶柱色谱（以甲醇为洗脱系统）和反

复硅胶柱色谱（以石油醚⁃乙酸乙酯、石油醚⁃丙酮、
石油醚⁃氯仿、氯仿⁃甲醇、氯仿⁃丙酮为洗脱系统）
得到化合物 ３（６．３ ｍｇ），５（８．８ ｍｇ），６（９．１ ｍｇ），７
（３．０ ｍｇ） 和 ８（２．４ ｍｇ）。

２　 结构鉴定

化合物１ 　 白色针状结晶，Ｃ３０Ｈ５２Ｏ２ ，ＥＳＩ⁃ＭＳ

８５４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图 １　 化合物 １－１０ 的结构式
Ｆｉｇ． 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１－１０

ｍ ／ ｚ：４４５ ［Ｍ＋Ｈ］ ＋。１Ｈ⁃ＮＭＲ（５００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δ：
３．６２（１Ｈ，ｍ，Ｈ⁃３），５．７６（１Ｈ，ｄｄ，Ｊ ＝ ４．２，２．１ Ｈｚ，
Ｈ⁃６），３． ２９ （ １Ｈ，ｍ，Ｈ⁃７），０． ６７ （ ３Ｈ， ｓ，ＣＨ３⁃１８），
１．００ （ ３Ｈ， ｓ，ＣＨ３⁃１９），０． ９３ （ ３Ｈ， ｄ， Ｊ ＝ ５． ８ Ｈｚ，
ＣＨ３⁃２１）， ３． ３８ （ ３Ｈ， ｓ， ＯＣＨ３⁃７ ）； １３Ｃ⁃ＮＭＲ （ １２５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δ： ３６． ９ （ Ｃ⁃１， ｔ），３１． ６ （ Ｃ⁃２， ｔ），７１． ６
（Ｃ⁃３，ｄ），４２．２（Ｃ⁃４，ｔ），１４６．３（Ｃ⁃５，ｓ），１２０．９（Ｃ⁃６，
ｄ），７４． １ （ Ｃ⁃７， ｄ），３７． ３ （ Ｃ⁃８， ｄ），４３． ０ （ Ｃ⁃９， ｄ），
３７．３（Ｃ⁃１０，ｓ），２０．９（Ｃ⁃１１，ｔ），３９．２（Ｃ⁃１２，ｔ），４２．１
（Ｃ⁃１３，ｓ），４９．２（Ｃ⁃１４，ｄ），２４．４（Ｃ⁃１５，ｔ），２８．４（Ｃ⁃
１６，ｔ），５５．６（Ｃ⁃１７，ｄ），１１．６（Ｃ⁃１８，ｑ），１８．４（Ｃ⁃１９，
ｑ），３６．２（Ｃ⁃２０，ｄ），１８．９（Ｃ⁃２１，ｑ），３４．１（Ｃ⁃２２，ｔ），
２６．１（Ｃ⁃２３，ｔ），４６．０（Ｃ⁃２４，ｄ），２９．３（Ｃ⁃２５，ｄ），１９．０

（Ｃ⁃２６，ｑ），２０．０（Ｃ⁃２７，ｑ），２３．２（Ｃ⁃２８，ｔ），１２．０（Ｃ⁃
２９，ｑ）， ５６． ９ （ ＯＣＨ３⁃７， ｑ）。 经鉴定化合物 １ 为

ｓｃｈｌｅｉｃｈｅｏｌ ２（Ｇｅｏｒｇ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吴少华等，２００８）。
化合物 ２ 　 白色针状结晶，Ｃ２９ Ｈ５０ Ｏ，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４１５ ［Ｍ＋Ｈ］ ＋。１ Ｈ⁃ＮＭＲ（５００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 δ：
３．５４（１Ｈ，ｍ，Ｈ⁃３），５．３７（１Ｈ，ｄ，Ｊ ＝ ５．０ Ｈｚ，Ｈ⁃４），
０．７０ （ ３Ｈ， ｓ，Ｈ⁃１８），１． ０３ （ ３Ｈ， ｓ，Ｈ⁃１９）；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２５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δ： ３７．３（Ｃ⁃１，ｔ），３１．７（Ｃ⁃２，ｔ），
７１．６（Ｃ⁃３，ｄ），１２１．６（Ｃ⁃４，ｄ），１４１．０（Ｃ⁃５，ｓ），２５．８
（Ｃ⁃６，ｔ），３２． ０ （ Ｃ⁃７， ｔ），３１． ４ （ Ｃ⁃８，ｄ），５０． ３ （ Ｃ⁃９，
ｄ），３６．６（Ｃ⁃１０，ｓ），２１．４（Ｃ⁃１１，ｔ），３９．８（Ｃ⁃１２，ｔ），
４２．２（Ｃ⁃１３，ｓ），５６．６（Ｃ⁃１４，ｄ），２４．４（Ｃ⁃１５，ｔ），２８．４
（Ｃ⁃１６，ｔ），５５．８（Ｃ⁃１７，ｄ），１２．１（Ｃ⁃１８，ｑ），１９．２（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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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ｑ），３６．２（Ｃ⁃２０，ｄ），１８．９（Ｃ⁃２１，ｑ），３４．１（Ｃ⁃２２，
ｔ），２６．１（Ｃ⁃２３，ｔ），４６．０（Ｃ⁃２４，ｄ），２９．３（Ｃ⁃２５，ｄ），
１９．０（Ｃ⁃２６，ｑ），２０．０（Ｃ⁃２７，ｑ），２３．２（Ｃ⁃２８，ｔ），１２．０
（ Ｃ⁃２９， ｑ ）。 经 鉴 定 化 合 物 ２ 为 β⁃扶 桑 甾 醇

（Ｍｉｓｈｒａ ＆ Ｓｒｅｅ，２００９）。
化合物 ３ 　 白色油状，Ｃ２０ Ｈ３２ Ｏ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３０３ ［Ｍ－Ｈ］ －，１Ｈ⁃ＮＭＲ（５００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δ： ２．２７
（２Ｈ，ｍ，Ｈ⁃１），１． ９９ （ ２Ｈ，ｍ，Ｈ⁃２），５． ０６ （ １Ｈ，ｄｄ，
Ｊ ＝ ６．８，４．４ Ｈｚ，Ｈ⁃３），７．００（１Ｈ，ｓ，Ｈ⁃６），２．６５（２Ｈ，
ｍ，Ｈ⁃１１），４． １８ （ ２Ｈ，ｍ，Ｈ⁃１５），０． ９６ （ ３Ｈ， ｄ， Ｊ ＝
６．７ Ｈｚ，Ｈ⁃１６），２．３０（３Ｈ，ｓ，Ｈ⁃１７），２．２１（３Ｈ，ｓ Ｈ⁃
１８），１．３４ （ ３Ｈ，ｓ，Ｈ⁃１９），１． ２７ （ ３Ｈ， ｓ，Ｈ⁃２０）；１３ Ｃ⁃
ＮＭＲ（１２５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δ： ２４． ０（ Ｃ⁃１，ｔ），２７． ４（ Ｃ⁃
２，ｔ），７７．０（Ｃ⁃３，ｄ），３８．５（Ｃ⁃４，ｓ），１４１．６（Ｃ⁃５，ｓ），
１２５．８ （ Ｃ⁃６， ｄ）， １３４． １ （ Ｃ⁃７， ｓ）， １３２． ２ （ Ｃ⁃８， ｓ），
１３８．４ （ Ｃ⁃９， ｄ），１２９． ８ （ Ｃ⁃１０， ｓ），２７． ０ （ Ｃ⁃１１， ｔ），
３６．８（Ｃ⁃１２，ｔ），３０．２（Ｃ⁃１３，ｄ），３９．４（Ｃ⁃１４，ｔ），６１．８
（Ｃ⁃１５，ｔ），１９．８（Ｃ⁃１６，ｑ），１５．２（Ｃ⁃１７，ｑ），２９．７（Ｃ⁃
１８，ｑ），２５．５（Ｃ⁃１９，ｑ），２１．１（Ｃ⁃２０，ｑ）。 经鉴定化

合物 ３ 为 ｆｒｅｇｅｎｅｄａｄｉｏｌ（Ｍａｒｃｏ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
化合物 ４ 　 黄色针状结晶，Ｃ１８ Ｈ１４ Ｏ６，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３２５ ［Ｍ－Ｈ］ －。１Ｈ⁃ＮＭＲ （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δ：
６．２０（１Ｈ， ｓ， Ｈ⁃２），６．９５（１Ｈ， ｄ， Ｊ ＝ ９．０ Ｈｚ， Ｈ⁃
７），７．４５（１Ｈ，ｄ，Ｊ ＝ ９．０ Ｈｚ，Ｈ⁃８），５．７６（１Ｈ，ｄ，Ｊ ＝
１０．０ Ｈｚ，Ｈ⁃３′），７．０４（１Ｈ，ｄ，Ｊ ＝ １０．０ Ｈｚ，Ｈ⁃４′），
１． ４８ （ ６Ｈ， ｓ， ＣＨ３⁃５′， ６′）；１３ Ｃ⁃ＮＭＲ （ １２５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 １６３．０（Ｃ⁃１，ｓ），９９．１（Ｃ⁃２，ｄ），１６０．０（Ｃ⁃
３，ｓ），１０２．９ （ Ｃ⁃４， ｓ），１３２． ８ （ Ｃ⁃５， ｓ），１５２． ７ （ Ｃ⁃６，
ｓ），１１５．４（Ｃ⁃７，ｄ），１１６．３（Ｃ⁃８，ｄ），１８０．８（Ｃ⁃９，ｓ），
７８．７（ Ｃ⁃２′， ｓ），１２８． １ （ Ｃ⁃３′， ｄ），１１３． ８ （ Ｃ⁃４′， ｄ），
２８．１ （ Ｃ⁃５′，６′，ｑ），１５２． １ （ Ｃ⁃４ａ， ｓ），１４６． ２ （ Ｃ⁃４ｂ，
ｓ），１１３．７（Ｃ⁃８ａ，ｓ），１０１．５（Ｃ⁃８ｂ，ｓ），经鉴定化合物

４ 为异巴西红厚壳素（金媛媛，２００６；张淏，２００８；
Ｗｕ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

化合物 ５ 　 白色粉末，Ｃ２２ Ｈ２６ Ｏ８，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４４１ ［Ｍ＋Ｎａ］ ＋。１Ｈ⁃ＮＭＲ（５００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δ： ６．５８
（２Ｈ，ｓ，Ｈ⁃２，Ｈ⁃６），４．７２（１Ｈ，ｄ，Ｊ ＝ ４．５ Ｈｚ，Ｈ⁃７），
３．０９（１Ｈ，ｍ，Ｈ⁃８），４．２７（１Ｈ，ｄｄ，Ｊ ＝ ９．０，６．０ Ｈｚ，
Ｈ⁃９ａ），３． ７３ （ １Ｈ，ｍ，Ｈ⁃９ｂ）， ６． ５８ （ １Ｈ， ｓ，Ｈ⁃２′），

６．５８ （ １Ｈ， ｓ，Ｈ⁃６′），４． ７２ （ １Ｈ， ｄ， Ｊ ＝ ４． ５ Ｈｚ，Ｈ⁃
７′），３．０９（１Ｈ，ｍ，Ｈ⁃８′），４．２７（１Ｈ，ｄｄ，Ｊ ＝ ９．０，６．０
Ｈｚ，Ｈ⁃９′ａ）， ３． ７３ （ １Ｈ，ｍ，Ｈ⁃９′ ｂ）， ３． ８９ （ １２Ｈ， ｓ，
ＯＣＨ３⁃３，５，３′，５′）；１３Ｃ⁃ＮＭＲ（１２５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δ：
１３３．２ （ Ｃ⁃１， ｓ）， １０４． ４ （ Ｃ⁃２， ｄ）， １４８． ６ （ Ｃ⁃３， ｓ），
１３６．１（Ｃ⁃４，ｓ），１４８．６（Ｃ⁃５，ｓ），１０４．４（Ｃ⁃６，ｄ），８６．８
（Ｃ⁃７，ｄ），５５．３（Ｃ⁃８，ｄ），７２．３（Ｃ⁃９，ｔ），１３３．２（Ｃ⁃１′，
ｓ），１０４． ４（ Ｃ⁃２′，ｄ），１４８． ６（ Ｃ⁃３′，ｓ），１３６． １（ Ｃ⁃４′，
ｓ），１４８． ６ （ Ｃ⁃５′， ｓ），１０４． ４ （ Ｃ⁃６′， ｄ），８６． ８ （ Ｃ⁃７′，
ｄ），５５．３（Ｃ⁃８′，ｄ），７２．３（Ｃ⁃９′，ｔ），５６．６（ＯＣＨ３⁃３，５，
３′，５′，ｑ）。 经鉴定化合物 ５ 为丁香脂素（于洋等，
２０１０）。

化合物 ６ 　 白色粉末，Ｃ２２ Ｈ２６ Ｏ８，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４４１ ［Ｍ＋Ｎａ］ ＋。１Ｈ⁃ＮＭＲ（５００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δ： ６．６０
（２Ｈ，ｓ，Ｈ⁃２，Ｈ⁃６），４．８６（１Ｈ，ｄ，Ｊ ＝ ４．５ Ｈｚ，Ｈ⁃７），
３．３５（２Ｈ，ｍ，Ｈ⁃８，Ｈ⁃９ａ），３．８３（１Ｈ，ｍ，Ｈ⁃９ｂ），６．６６
（２Ｈ，ｓ，Ｈ⁃２′，Ｈ⁃６′），４． ４１ （ １Ｈ，ｄ， Ｊ ＝ ６． ６ Ｈｚ，Ｈ⁃
７′），２．９４（１Ｈ，ｍ，Ｈ⁃８′），４．１３（１Ｈ，ｄ，Ｊ ＝ ９．０ Ｈｚ，
Ｈ⁃９′ａ），３．８３（１Ｈ，ｍ，Ｈ⁃９′ｂ），３．８５（１２Ｈ，ｓ，ＯＣＨ３⁃

３，５，３′，５′）；１３Ｃ⁃ＮＭＲ（１２５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δ： １２９． ５
（Ｃ⁃１，ｓ），１０２．５（Ｃ⁃２，ｄ），１４７．１（Ｃ⁃３，ｓ），１３３．８（Ｃ⁃
４，ｓ），１４７． １ （ Ｃ⁃５， ｓ），１０２． ５ （ Ｃ⁃６， ｄ），８２． ０ （ Ｃ⁃７，
ｄ），５０．２ （ Ｃ⁃８，ｄ），６９． ５ （ Ｃ⁃９， ｔ），１３２． ３ （ Ｃ⁃１′， ｓ），
１０２．９（ Ｃ⁃２′，ｄ），１４７． ３（ Ｃ⁃３′，ｓ），１３４． ４（ Ｃ⁃４′，ｓ），
１４７．３（ Ｃ⁃５′， ｓ），１０２． ９ （ Ｃ⁃６′， ｄ），８８． ０ （ Ｃ⁃７′， ｄ），
５４．７（Ｃ⁃８′，ｄ），７１．１（Ｃ⁃９′，ｔ），５６．５（ＯＣＨ３⁃３，５，３′，
５′，ｑ）。 经鉴定化合物 ６ 为表丁香脂素（丛悦等，
２０１１）。

化合物 ７ 　 棕色粉末，Ｃ２０ Ｈ２０ Ｏ７，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３９５ ［Ｍ＋Ｎａ］ ＋。１Ｈ⁃ＮＭＲ（５００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δ： ３．４９
（１Ｈ，ｄｄ，Ｊ ＝ ９．２，３．８ Ｈｚ，Ｈ⁃１），５．３２（１Ｈ，ｄ，Ｊ ＝
３．９ Ｈｚ，Ｈ⁃２），４． ０４ （ １Ｈ，ｄｄ， Ｊ ＝ ９． ４，５． ７ Ｈｚ，Ｈ⁃
４ａ），４． ３３ （ １Ｈ，ｄｄ， Ｊ ＝ ９． ４，５． ７ Ｈｚ，Ｈ⁃４ｂ），３． ２６
（１Ｈ，ｍ，Ｈ⁃５），５．３４（１Ｈ，ｄ，Ｊ ＝ ３．８ Ｈｚ，Ｈ⁃６），３．９０
（６Ｈ， ｓ， ＯＣＨ３⁃３′， ３′′）， ５． ６５ （ １Ｈ， ｓ， ＯＨ）， ５． ７２

（１Ｈ，ｓ，ＯＨ）；１３ Ｃ⁃ＮＭＲ（１２５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δ： ５３． ４
（Ｃ⁃１，ｄ），８３．５（ Ｃ⁃２，ｄ），７２．８（ Ｃ⁃４，ｔ），５０． １（ Ｃ⁃５，
ｄ），８４．８（Ｃ⁃６，ｄ），１７７．１（Ｃ⁃８，ｓ），１３１．２（Ｃ⁃１′，ｓ），
１１４．５（Ｃ⁃２′，ｄ），１４６．８（ Ｃ⁃３′，ｓ），１０７． ９（ Ｃ⁃４′，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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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７．１（Ｃ⁃５′，ｓ），１１４．８（ Ｃ⁃６′，ｄ），１３２．４（ Ｃ⁃１′′，ｓ），
１０８．５ （ Ｃ⁃２′′， ｄ），１４６． １ （ Ｃ⁃３′′， ｓ），１０８． ２ （ Ｃ⁃４′′，
ｄ），１４５．４（Ｃ⁃５′′，ｓ），１１７．９（ Ｃ⁃６′，ｓ），５６．１（ＯＣＨ３⁃
３′，３′′，ｑ）。 经鉴定化合物 ７ 为 ｇｒａｍｉｎｏｎｅ Ａ（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化合物 ８　 淡黄色粉末，Ｃ２１Ｈ２６Ｏ６，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３９５ ［Ｍ＋Ｎａ］ ＋。１Ｈ⁃ＮＭＲ（５００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δ： ２．８３
（１Ｈ，ｍ，Ｈ⁃１），４．３８（１Ｈ，ｄ，Ｊ ＝ ７．２ Ｈｚ，Ｈ⁃２），３．６６
（１Ｈ，ｍ，Ｈ⁃４ａ），３．１４（１Ｈ，ｍ，Ｈ⁃４ｂ），３．３８（１Ｈ，ｍ，
Ｈ⁃５），４．８４（１Ｈ，ｄ，Ｊ ＝ ５．５ Ｈｚ，Ｈ⁃６），４．１０（１Ｈ，ｍ，
Ｈ⁃８ａ），３． ７８ （ １Ｈ， ｍ， Ｈ⁃８ｂ）， ３． ９２ （ ３Ｈ， ｓ， ＯＣＨ３⁃
３′），３． ９３ （ ３Ｈ， ｓ， ＯＣＨ３⁃３′′）， ３． ９４ （ ３Ｈ， ｓ， ＯＣＨ３⁃

４′′）， ５． ５９ （ １Ｈ， ｓ， ＯＨ ）；１３ Ｃ⁃ＮＭＲ （ １２５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 ５３．９（Ｃ⁃１，ｄ），８７．１（Ｃ⁃２，ｄ），６９．２（Ｃ⁃４，
ｔ），４９． ５ （ Ｃ⁃５， ｄ）， ８１． ４ （ Ｃ⁃６， ｄ）， ６９． ９ （ Ｃ⁃８， ｔ），
１３２．４（ Ｃ⁃１′，ｓ），１１０． ３（ Ｃ⁃２′，ｄ），１４７． ６（ Ｃ⁃３′，ｓ），
１４５．８（Ｃ⁃４′，ｓ），１１５．０（ Ｃ⁃５′，ｄ），１１８． ７（ Ｃ⁃６′，ｄ），
１３１．２ （ Ｃ⁃１′′， ｓ），１０９． ３ （ Ｃ⁃２′′， ｄ），１４８． ６ （ Ｃ⁃３′′，
ｓ），１４７． ８ （ Ｃ⁃４′′， ｓ），１１１． ５ （ Ｃ⁃５′′， ｄ），１１７． ９ （ Ｃ⁃
６′′，ｄ），５５． ７ （ ＯＣＨ３⁃３′， ｑ）。 经鉴定化合物 ８ 为

ｓｙｌｖａｔｅｓｍｉｎ（彭双等，２０１２）。
化合物 ９ 　 白色油状，Ｃ２０Ｈ３８Ｏ２，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３３３ ［Ｍ ＋ Ｎａ］ ＋，６４３ ［２Ｍ ＋ Ｎａ］ ＋，并且含有特征

的 Ｍ－ＣＨ３ＯＨ 的碎片峰，由此可知化合物为脂肪

酸甲酯。 由１３Ｃ⁃ＮＭＲ 数据 δ １２９．９ 和 １３０．１ 可知

它是一个含－ＣＨ＝ＣＨ－基团的不饱和脂肪酸甲酯。
从１Ｈ⁃ＮＭＲ 中的烯质子的耦合常数为 ４．６ Ｈｚ 可知

双键为顺式。 经鉴定化合物 ９ 为 Ｚ⁃６⁃十九烯酸甲

酯（曾陇梅等，１９９０；王冬梅等，２０１０）。
化合物 １０ 　 白色粉末，Ｃ２１Ｈ２６Ｏ６，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２７９ ［ Ｍ ＋ Ｎａ ］ ＋。１ Ｈ⁃ＮＭＲ （ 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 ） δ：
０．９００（３Ｈ，ｔ，Ｊ ＝ ７．０ Ｈｚ）为末端 ＣＨ３质子信号，δ
１．６４（２Ｈ，ｍ），δ １．２８（２４Ｈ，ｍ）为其他一系列 ＣＨ２

质子信号，δ ２．３８（２Ｈ，ｍ）为羧基旁的 ＣＨ２质子信

号。１３Ｃ ＮＭＲ（ＣＤＣｌ３，１２５ ＭＨｚ） δ： １４．１ 为 ＣＨ３的

碳信号，δ ２２．７，２４．７，２９．１，２９．２，２９．４，２９．６，２９．７，
３１．９，３４．０ 等为亚甲基碳信号，δ １７９． ７ 为 ＣＯＯＨ
的碳信号。 经鉴定化合物 １０ 为棕榈酸（十六烷

酸）（任冰如等，２００９）。

３　 生物活性测试

采用 ＭＴＴ 法（以 ＤＭＳＯ 溶剂为阴性对照组和

紫杉醇为阳性对照组）将所有的待测样品分别设

为 ５ 个浓度梯度，测定化合物 １－１０ 对三株肿瘤细

胞 Ｋ５６２、 ＳＧＣ⁃７９０１ 和 ＢＥＬ⁃７４０２ 的细胞毒活性

（Ｍｏｓｍａｎｎ，１９８３；吴娇等，２０１１）。 实验结果表明，
化合物 １ 和化合物 ２ 对人胃癌细胞 ＳＧＣ⁃７９０１ 有

生长具有一定的抑制活性，其 ＩＣ５０值分别为 ２９．２
和 ２９．８ ｍｇ·ｍＬ⁃１。

４　 结论

本研究从大叶山楝根 ９５％乙醇提取物的乙酸

乙酯萃取物中分离鉴定出 １０ 个化合物，其中化合

物 １－４ 和化合物 ７－９ 均为首次从山楝属植物中分

离得到。 对化合物 １－１０ 的细胞毒活性测试结果

显示，化合物 １ 和化合物 ２ 对人胃癌细胞 ＳＧＣ⁃
７９０１ 有生长具有一定的抑制活性其 ＩＣ５０值分别为

２９．２、２９．８ μｇ·ｍＬ⁃１。 本研究丰富了大叶山楝的化

学成分与生物活性，为该药用植物的进一步开发

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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