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鹊肾树树皮的化学成分和抗炎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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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药理实验确定了鹊肾树树皮的乙酸乙酯萃取物为抗炎活性部位，并利用色谱技术从该部位中分 

离得到了7个化合物，通过uV、IR、NMR、MS等现代谱学方法鉴定化合物的结构分别为：丁二酸(1)、6-乙基一 

5～羟基一2，7一二甲氧基一1，4一萘醌(2)、3p，20一二羟基一5 孕甾烷(3)、5-羟基麦芽酚(4)、双[5一甲酰基糠基]醚(5)、 

5一羟 甲基糠酸(6)、p-胡萝 卜苷(7)。除 胡萝 卜苷，其余 6个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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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ntiphlogistic part of the barks of Streblus asper was investigated through pharmacological experi— 

ments．Through the use of chromatographic technology，seven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antiphlogistic part 

of，and their structures were identified by spectroscopic analyses，especially NMR．They are：succinic acid(1)，6-ethyl一 

5-hydroxy-2，7-dimethoxy-1，4-naphthoquinone(2)，35，20一dihydroxy-5ffpregnanes(3)，5-oxymaltol(4)，bis-(5-for— 

myl-furfury1)ether(5)，5-hydroxymethyl furoic acid(6)and ffdaueosterol(7)．All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from this 

plant for the first time except for fl-daucostero1． 

Key words：bark of Streblus asper；antiphlogistic；chemical constituents；isolation identification 

鹊肾树(Streblus asper)为桑科(Moraeeae)鹊 

肾树属(Streblus)植物，在我国分布于广西、云南、广 

东、海南等省区(中国科学 院中国植物志编委会， 

1998)，在国外主要分布于斯里兰卡、印度、马来西亚 

等国。目前，国外对鹊肾树化学成分及药理的研究 

结果表明，该植物具有抗菌(Taweechaisupapong 

等，2000)、杀虫 (Hashim 等，2003)、抗癌(Sultana 

等，2001)等功效，可以治疗齿龈炎(Taweechaisupa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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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ng等，2006)、溃疡、发烧、痢疾(Gaitone等，1964) 

等疾病。为更全面系统了解鹊肾树各部位的抗炎化 

学成分，更好地开发利用这一药用资源，我们对鹊肾 

树树皮 75 乙醇提取物的化学成分进行研究，从活 

性部位乙酸乙酯萃取物中分离得到 7个化合物，并 

通过 UV、IR、NMR、MS等现代谱学方法鉴定化合 

物的结构。7个化合物经鉴定为丁二酸(1)、6一乙基一 

5一羟基一2，7一二甲氧基一1，4一萘醌(2)、38，20一二羟基一 

5 孕甾烷(3)、5-羟基麦芽酚(4)、双E5一甲酰基糠基] 

醚(5)、5-羟甲基糠酸(6)、p-胡萝 卜苷(7)。 

1 仪器与材料 

DRX-500M核磁共振仪 (瑞士 Bruker公司)； 

VG Auto Spec 3000型有机磁质谱仪(电离方式： 

ESI；扫描范围：50-1 300 u；扫描速度：5 000 u／s) 

(德国Bruker公司)；傅立叶变换红外分析仪(美国 

Nicolet公司)；Alltech 426型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奥泰科技有限公司)；U-1901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公司)；X_4型显微 

熔点测定仪(温度计未校正)(北京泰克仪器有限公 

司)；BS210S、BL610电子天平 (北京 Sartorius Bal— 

ances，Ltd)；高效硅胶薄层板、柱层析硅胶(青岛海 

洋化工分厂)；葡聚糖凝胶 Sephadex LH一20(上海安 

玛西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试剂：乙醇、甲醇、石油 

醚、正丁醇、乙酸乙酯、三氯甲烷，以上试剂均为分析 

纯(AR，广州化学试剂二厂)。 

昆明种雄性小白鼠(20±20)g(本校实验动物中 

心提供)；灌胃器、JN—A型精密扭力天平(海第二天 

平仪器厂)、打孔器(d一6 ram)、定量移液管、剪刀； 

二甲苯(AR)、阿司匹林(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信谊制药总厂)、CMC—Na(1 9／5)、鹊肾树树皮。鹊肾 

树树皮于 2007年 8月采自广西桂林，由中国科学院 

广西植物研究所黄定中鉴定为桑科鹊肾树属植物鹊 

肾树(Streblus asper)的树皮，标本保存在广西师范 

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实验室。 

2 抗炎活性部位筛选 

供试液的制备：用 75 9／6乙醇加热回流提取鹊肾 

树树皮粗粉3次，每次 3 h，回收乙醇后加适量水，分 

别用氯仿、乙酸乙酯、正丁醇萃取，回收溶剂后，得各 

层浸膏，按人日服剂量2．4 g／kg，折算成20 g小鼠 

日服剂量约为 20 g／kg，通过计算将总浸膏及各层 

浸膏分别配成相当于 1 g生药／mL浓度溶液，乙酸 

乙酯层浸膏再多配成一份相当于 2 g生药／mL浓度 

的溶液，放置冰箱备用。阳性对照药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阿司匹林 0．54 g，研磨，加入 1 CMC—Na 

45 mL，继续研磨，均匀后转至瓶中，得 0．012 g／mL 

的阿司匹林混悬液 45 mL，放置冰箱备用。空白溶 

液：CMC—Na(1％)。 

采用小 鼠耳肿胀法，取雄性小鼠 9O只，雄性 ，随 

机分成 6组，每组 15只，即生理盐水阴性对照组、阿 

司匹林阳性对照组和鹊。肾树皮各部分萃取物组。每 

天用相应的药物灌胃，连续 3 d，末次给药后 1 h，将 

二甲苯 5O L滴于小鼠右耳两面，左耳不涂作为对 

照，1 h后，将小鼠脱颈椎处死，用直径 6 mm打孔器 

分别在左、右耳同一部位打下圆耳片，精密称重，比 

较各组间差异(表 1)。表 1显示，在鹊肾树皮各部 

分萃取物中，只有乙酸乙酯萃取物能较显著减轻二 

甲苯致炎小鼠的耳郭肿胀度，表明鹊肾树皮乙酸乙 

酯萃取物具有较好的抗炎消肿作用。 

表 1 鹊肾树皮各部分萃取物对 

二甲苯所致小鼠疼痛的影响 

Table 1 Various extracts of Streblus asper bark in 

mice induced by xylene on the impact of pain 

3 提取与分离 

取鹊肾树树皮 10 kg，干燥，粉碎，用 75 乙醇 

回流提取3次，每次 3 h，减压浓缩提取液，得褐色浸 

膏 957 g。将褐色浸膏悬浮于水中，依次用石油醚、 

氯仿、乙酸乙酯、正丁酯萃取，回收溶剂后，得到石油 

醚部分 I10．7 g、氯仿部分 155．5 g、乙酸乙酯部分 

120．2 g、正丁醇部分 260．6 g。 

将乙酸乙酯萃取物(120．2 g)进行硅胶 (粒径 

0．150~0．075 ram)柱层析 ，首先用石油醚 ：乙酸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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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100：0～O：IO0)进行梯度洗脱，然后再用乙酸 

乙酯 ：甲醇(100：0～O：100)洗脱，得到 5个组分： 

Fr．E一1(10．48 g)、Fr．E一2(27．82 g)、Fr．E一3(25．51 

g)、Fr．E-4(20．36 g)、Fr．E一5(18．52 g)。取 Fr．E一1 

(10．48 g)进行硅胶(粒径 0．075～0．048 ram)柱层 

析，用石油醚 ：乙酸乙酯(100：0～0：100)进行梯 

度洗脱，收集合并得 3个组分：Fr．E-1—1～Fr．E～1— 

3。Fr．E一1—2(3．35 g)经反 复 硅胶 (粒 径 0．048～ 

0．038 ram)柱层析后，析出固体，用石油醚一氯仿体 

系重结晶，得化合物 5(20 mg)。取 Fr．E一2(27．82 

g)进行硅胶(粒径 0．075～O．048 mm)柱层析 ，用石 

油醚 ：乙酸乙酯(0：10o～2o：8o)进行梯度洗脱， 

得到 4个组分 ：Fr．E一2—1～Fr．E一2—4。取 Fr．E一2—2 

(4．1 g)再经硅胶 (粒径 o．048～0．038 ram)柱层析 

后，有固体析出，用石油醚一丙酮体系重结晶，得化 

合物 6(34 mg)。Fr．E-3(25．51 g)进行硅胶(粒径 

0．15O～0．075 ram)柱层析，依次用氯仿 ：甲醇(O： 

1O0～50：40)进行梯度洗脱，得到 5个组分：Fr．E一 

3～1(2．8g)、Fr．E一3—2(3．4 g)、Fr．E一3—3(4．7 g)、Fr． 

E-3-4(10．6 g)、Fr．E-3—5(5．5 g)。将 Fr．E-3—1(2．8 

g)经 Sephadex LH一20纯化后，析出固体，用氯仿一甲 

醇体系反复重结晶，得化合物 3(25 mg)。将 Fr．E一 

3-2(3．4 g)进行硅胶(粒径 0．075～0．048 ram)柱层 

析，用乙酸乙酯 ：甲醇(0：100～2O：80)进行梯度 

洗脱，得 4个组分：Fr．E-3—2—1～Fr．E一3～2—3。取 

Fr．E一3-2—2(0．92 g)进行 Sephadex LH一20柱层析 

分离，用水 ：甲醇(100：0．-~0：100)进行洗脱，得化 

合物 2(15 mg)。将 Fr．E一3—4(10．6 g)进行硅胶(粒 

径 0．075～0．048 ram)柱层析，依次用氯仿 ：甲醇 

(0：100～5O：50)进行梯度洗脱，得到 5个组分： 

Fr．E 3—4 1～Fr．3 4 5。将 Fr．E一3—4 2(3．38 g)再 

进行硅胶(粒径 0．048~0．038 ram)柱层析，有固体 

析出，用氯仿一甲醇体系重结 晶，得到化合物 4(19 

mg)。将 Fr．E一4(20．36 g)进行硅胶(粒径 0．075～ 

0．048 ram)柱层析，依次用甲醇：氯仿(0：100～50 

：5O)进行梯度洗脱，得到 3个组分：Fr．E一4 1～Fr． 

E 4—3。取 Fr．E 4 2(3．2 g)再进行硅胶 (粒径 0．048 

～O．038 ram)柱层析，依次用乙酸乙酯 ：甲醇(0： 

100~30：7O)进行梯度洗脱，有白色固体析出，利用 

甲醇一乙醚体系反复重结晶，得化合物 1(38 mg)。 

将 Fr．E一5(18．52 g)进行硅胶 (粒径 0．075～0．048 

ram)柱层析，依次用甲醇 ：氯仿(O：100～50：4O) 

进行梯度洗脱，得到 3个组分：Fr．E一5—1～Fr
． E一5— 

4。取 Fr．E一5—3(4．5 g)再进行硅胶(粒径 0．048～ 

0．038 ram)柱层析，依次用氯仿 ：甲醇(0：1OO～3O 

：7O)进行梯度洗脱，有白色固体析出，用甲醇一氯仿 

体系重结晶，得化合物 7(17 rag)。 

4 化合物结构鉴定 

化合物 1 无色针状结晶(乙醚一甲醇)，mp189 

～ 190 C； H—NMR(DMSO—d6，500 MHz)6(mg／ 

L)：11．95(2H，s，H—COOH)，2．58(4H，S，H— 

CH2)； C NMR(DMSO d6，125 MHz)(mg／L)： 

174,9(C—COOH)，28．0(C—CH )。以上数据与陈玉 

等(2OO5)报道乙二酸的碳氢数据基本一致，故鉴定 

其为乙二酸。 

化合物 2 橙色针晶(石油醚～氯仿)，mp186～ 

188℃；HR—ESIMS( ／z)：263．1256[M +H] 

(calc．for C14 Hl4 O5，262．1539)， H NMR(CDCl3， 

500 MHz) (mg／L)：6．04(1H，S，H 3)，7．27(1H， 

S，H 8)，2．76(2H，q，J=：=7．4 Hz，H—CH2)，1．14 

(3H，t，J一 7．4 HZ，H—CH )，3．92(3H，S，H2一 

OCH。)，3．99(3H，S，H7一OCH )，12．52(1H，s，H— 

OH)；̈ C NMR(CDC13，125 MHz) (rag／L)：188．5 

(C一1)，154．5(C一2)，109．3(C一3)，197．8(C 4)，155．4 

(C一5)，13O．8(C一6)，160．6(C-7)，102．9(C_8)，128．3 

(C 9)，129．5(C一10)，16．3(C CH2)，12．9(C CH3)， 

56．5(C 一OCH。)，56．2(C7 OCH。)。以上数据与 

Bentley等(1981)报道的 6一乙基 5羟基一2，7一二甲氧 

基一1，4一萘醌碳氢数据基本一致，故鉴定其为 6一乙基 

5羟基 2，7一二甲氧基一1，4一萘醌。 

化合物 3 无 色 针 状 晶 体 (氯 仿一甲醇)， 

mp234．5～234．9。C；HR—ESIMS(m／z)：320．1527 

EM +H]一(calc．for C21 H35 O2，319．1832)， H— 

NMR(CDC13，500 MHz) (rag／L)：3．68(1H，m，H一 

2O)，3．60(1H，m，H一3)，1．25—2．00(多 H，m)，1．24 

(3H，d，J一 6．7 HZ，H一21)，0．94(3H，S，H 19)， 

0．67(3H，S，H一18)；̈ C NMR(CDC13，125 MHz)6 

(mg／L)：30．6(C 1)，25．7(C一2)，7O．3(C 3)，34．6 

(C_4)，36．5(C一5)，29．6(C一6)，27．1(C一7C)，35．4 

(C一8)，39．2(C一9)，35．5(C一10)，2O．5(C一11)，40．5 

(C 12)，42．1(C 13)，56．4(C一14)，24。1(C l5)，26。5 

(C_16)，58．6(C 17)，12．6(C一18)，23．4(C_19)，71．8 

(C 20)，24．4(C一21)。以上数据与Fumko等(1976) 

报道的 3 ，2o一二羟基一5 孕甾烷碳氢数据基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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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故鉴定其为 3 ，2O一二羟基一5 孕甾烷。 

化合物 4 浅黄色针状晶体 (氯仿一甲醇)， 

mp152~153℃；IR(KBr)ve ra - 1：3211(()-H键的伸缩 

振动吸收)；EA( )：C，5076 9／6，H，491％，N，O％； H— 

NMR(DMSO-d6，500 MHz)3(mg／L)：8．78(1H，br s， 

H3一OH)，8．95(1H，br s，H5一OH)，7．95(1H，s，H一6)， 

2．22(3H，5，H—CH )； C-NM．R(DMSO-d ，125 MHz) 

8(mg／L)：149．5(C_2)，141．8(C-3)，168．8(C-4)， 

144．6(C-5)，139．3(C_6)，14．8(GCH。)。以上数据与 

张君增等(1996)报道的 5一羟基麦芽酚碳氢数据基本 

一 致，故鉴定其为5一羟基麦芽酚。 

化合物5 淡黄色针状晶体(石油醚一氯仿)，mp 

105～ 107 ℃ ；UV (M eOH) rim ：227，279；HR． 

ESIMS m／z 235．1461 EM+H] (calc．for C]2 H]o 

O5，234．1517)， H—NMR(CDCl ，500 MHz)6：6．59 

(1H，d，J一3．5 Hz，H-3，3 )，7．24(1H，d，J一3．5 

Hz，H一4，4 )，4．66(2H，s，H一6，6 )，9．65(1H，s，H— 

CHO)；”C'NMR(CDCl3，125 MHz) ：157．2(C_2， 

2 )，111．8(C-3，3 )，121．7(C一4，4 )，152．8(C-5， 

5 )，64．6(C-7，7 )，177．7(C-CHO)。以上数据与Mu— 

sau等(1990)报道的双[5一甲酰基糠基]醚碳氢数据基 

本一致，故鉴定其为双[5一甲酰基糠基]醚。 

化合物 6 无色 片状 晶体 (石油醚一丙酮)， 

mpl64～ 165 ℃ ；IR (KBr)v cm l：3264，3264～ 

2530； H—NMR(acetone—d6，500 MHz)6(mg／L)： 

7．19(1H，d，J一3．4 Hz，H一3)，6．50(1H，d，J一3．4 

Hz，H一4)，4．61(2H，s，H一5 )；̈ C—NMR(acetone— 

d6，125 MHz)8(rag／L)：158．6(C_2)，160．0(C_2 )， 

118．7(C一3)，108．7(C-4)，144．0(C一5)，56．5(C-5 )。 

以上数据与刘海利等(2002)报道的 5一羟甲基糠酸 

碳氢数据基本一致，故鉴定其为 5一羟甲基糠酸。 

化合物7 白色片状晶体，(氯仿一甲醇)，mp298 
～ 299℃；Liebermann Bruehard反应阳性，提示存 

在甾体母核； H—NMR(CDC1。／CD。OD，500 MHz) 

(mg／L)：5．33(1H，d，J一5．1 Hz，H一6)，3．72(1H， 

m，H-3)，2．18(2H， )，0．80～2．5O(多个 H，m)， 

1．03(1H ，s，H一18)，0．7O(1H，s，H一19)，4．41(1H， 

d。J一7．8 Hz，H一1 )，3．2O～4．20(5H，m，H～2 ，3 ， 

4 ，5 ，6 )； 。C—NMR(CDC13／CD3OD，125 MHz)6 

(mg／L)：37．8(C．1)，30．0(C一2)，79．5(C一3)，46．4 

(C一4)。140．9(C-5)，122．4(C-6)，32．4(C一7)，34．4 

(C一8)，5O．8(C一9)，37．2(C一10)，21．7(c一11)，40·3 

(C-12)．42．8(C-13)，57．3(C-14)，26．6(C-15)，29·9 

(C一16)，56．6(C-17)，12．1(C-18)，19．9(C一19)，36．4 

(C一20)，19．6(C-21)，36．6(C一22)，24．7(C一23)，45．1 

(C-24)，19．3(C-25)，12．2(C一26)，23．5(C一27)。21．5 

(C一28)，19．3(C_29)，101．6(C一1 )，74．1(C_2 )， 

76．5(C-3 )，70．9(C一4 )，77．1(C-5 )，62．3(C-6 )。 

以上数据与李俊等(2006)报道的 胡萝 卜苷碳氢数 

据基本一致，故鉴定其为 胡萝 卜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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