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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昆明 ６５０２０４； ３． 云南大学 化学科学与

工程学院教育部自然资源药物化学重点实验室，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

摘　 要： 该研究利用硅胶、凝胶、ＭＣＩ、中压制备色谱 （ＭＰＬＣ） 和高效液相半制备色谱 （ｓｅｍｉ⁃ＨＰＬＣ） 等方法，
对晶帽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ｕｍ）进行了化学成分研究。 结果表明：提纯、分离共得到 １０ 个化合物，经波

谱数据分析及与文献数据对照，分别鉴定为石斛酚（１），３，４′⁃二羟基⁃５⁃甲氧基联苄（２），３，４′，５⁃三羟基⁃３⁃甲氧

基联苄 （３），二氢藜芦醇（４），安告佛醇（５），３′，５，７⁃三羟基⁃４′⁃甲氧基黄烷酮（６），４′，５，７⁃三羟基⁃ ６⁃甲氧基黄

烷酮（７），丁香树脂醇（８），β⁃谷甾醇（９），β⁃胡萝卜苷（１０）。 其中，除化合物 ２ 和化合物 １０ 以外，其余 ８ 个化合

物均在该种植物中首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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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斛属（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为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第二

大属，有１ ５００余种植物，我国记载的石斛共 ８３ 种，
供药用的石斛属植物有 ３０ 多种，中国药典（２０１０
版）仅收载 ５ 种（邵曰凤等，２０１２）。 近十年来，课题

组已经对云南产石斛属球花石斛（Ｄ． ｔｈｙｒｓｉｆｌｏｒｕｍ）、
金钗石斛（Ｄ． ｎｏｂｉｌｅ）等近十种植物进行了系统的植

物化学成分及活性研究，并取得了相关的研究成

果。 结合课题研究方向，我们对产于云南南部（勐
腊、勐海、景洪）的晶帽石斛（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ｕｍ）进行了

系统的化学成分研究，为其深入开发与利用提供参

考。 晶帽石斛茎直立或斜立，稍肉质，圆柱形，生于

海拔 ５４０～ １ ７００ ｍ 的山地林缘或疏林中树干上，分

布于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中国植物志编

辑委员会，１９８８）。
本研究利用多种色谱技术手段 （ 硅胶柱、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ＲＰ⁃１８、ＭＣＩ、ＨＰＬＣ）等，从晶帽石斛

９５％ 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并鉴定 １０ 个化合物，化合

物类型涉及联苄、黄酮、木质素等。 对照文献波谱

数据分别鉴定为石斛酚（１），３，４′⁃二羟基⁃５⁃甲氧基

联苄 （２），３，４′，５⁃三羟基⁃３⁃甲氧基联苄 （３），二氢

藜芦醇（４），安告佛醇（５），３′，５，７⁃三羟基⁃４′⁃甲氧基

黄烷酮（６），４′，５，７⁃三羟基⁃６⁃甲氧基黄烷酮（７），丁
香树脂醇（８），β⁃谷甾醇（９），β⁃胡萝卜苷（１０）。 化

合物结构见图 １。

图 １　 晶帽石斛化合物结构（１～１０）
Ｆｉｇ． １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１⁃１０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ｅｍ 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ｕｍ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仪器与材料

Ｂｒｕｋｅｒ ＡＶ⁃４００、Ｂｒｕｋｅｒ Ａｖａｎｃｅ Ⅲ⁃６００ 型超导核

磁共振仪，内标为 ＴＭＳ （四甲基硅烷）；ＡＰＩ ＱＳＴＡＲ
Ｐｕｌｓａｒ Ｉ 液相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仪；薄层层析硅

胶、柱层析硅胶 （２００～３００ 目，自青岛海洋化工厂）；
ＸＲＣ⁃１ 型显微熔点仪（四川大学科仪厂）；Ｊａｓｃｏ Ｐ⁃
１０２０ 数字式旋光仪；ＵＶ⁃２４０１ＰＣ 型紫外光谱仪；
Ｂｒｕｋｅｒ Ｔｅｎｓｏｒ ２７ ＦＴ⁃ＩＲ 型红外光谱仪； ＬｉＣｈｒｏｐｒｅｐ
ＲＰ⁃１８ （４０ ～ ６３ μｍ， Ｍｅｒｃｋ， 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ＭＣＩ ｇｅｌ ＣＨＰ ２０Ｐ （７５～１５０ μｍ， Ｍｉｔｓｕｂｉｓｈｉ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ｒｐ．， Ｔｏｋｙｏ， Ｊａｐａｎ）；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Ａｍｅｒｓｈａｒｍ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Ｕｐｐｓａｌａ， Ｓｗｅｄｅｎ ）； 显 色 剂 为 Ｈ２ＳＯ４

（１０％） 乙醇溶液，所有试剂均为分析纯。
晶帽石斛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采于云南省版纳市勐

腊，经于虹教授鉴定为晶帽石斛（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ｃｒｙｓ⁃
ｔａｌｌｉｎｕｍ）。 标本存放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药用植物资源化学研究组。
１．２ 提取

自然阴干的晶帽石斛茎 ３．０ ｋｇ，粉碎后用 ９５％
乙醇回流提取（１５ Ｌ × ４）。 减压回收乙醇，浓缩为

水混悬液，分别用乙酸乙酯 （３ Ｌ × ３） 和正丁醇 （３
Ｌ × ３） 萃取。 乙酸乙酯部分 １００ ｇ 经硅胶柱色谱

（ＣＨＣｌ３ ∶ ＭｅＯＨ ＝ ６０ ∶ １， ２０ ∶ １， ５ ∶ １） 洗脱，得
到 ４ 个组分 Ａ－Ｄ。

组分 Ｂ （２０ ｇ） 经硅胶柱 （ ＣＨＣｌ３ ∶ ＭｅＯＨ ＝
９０ ∶ １， ６０ ∶ １， ３０ ∶ １， １０ ∶ １） 洗脱得到 ４ 个组分

（Ｂ１－Ｂ４）。 组分 Ｂ３ （８ ｇ） 经硅胶柱 （ ＣＨＣｌ３ ∶
ＭｅＯＨ ＝ ６０ ∶ １， ３０ ∶ １， ２０ ∶ １） 和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凝胶 （ＣＨＣｌ３ ∶ ＭｅＯＨ ＝ １ ∶ １） 得到化合物 １ （２０
ｍｇ）， ２ （１５ ｍｇ） 和 ９ （２００ ｍｇ）。 组分 Ｃ （２０ ｇ） 经

ＲＰ⁃１８ 反相柱 （ＭｅＯＨ ∶ Ｈ２Ｏ ＝ ３０ ∶ ７０， ５０ ∶ ５０， ７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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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９０ ∶ １０） 洗脱得到 ５ 个组分 Ｃ１－Ｃ５。 Ｃ２ （７ ｇ）
经过硅胶柱 （ＣＨＣｌ３ ∶ ＭｅＯＨ ＝ ６０ ∶ １， ４０ ∶ １， ２０ ∶
１， １０ ∶ １）洗脱，进一步用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凝胶柱

（ＣＨＣｌ３ ∶ ＭｅＯＨ ＝ １ ∶ １） 纯化得到化合物 ３ （４
ｍｇ）， ４ （２０ ｍｇ）， ５ （３ ｍｇ） 和 ６ （５ ｍｇ）。 组分 Ｄ
（１０ ｇ） 经过硅胶柱 （ＣＨＣｌ３ ∶ ＭｅＯＨ ＝ ４０ ∶ １， ２０ ∶
１， １０ ∶ １， ５ ∶ １） 洗脱， 并且用 ＲＰ⁃１８ 反相柱

（ＭｅＯＨ ∶ Ｈ２Ｏ ＝ ２０ ∶ ８０， ４０ ∶ ６０， ６０ ∶ ４０， ８０ ∶
２０）纯化得到化合物 ７ （８ ｍｇ），８ （２０ ｍｇ） 和 １０
（２００ ｍｇ）。

２　 结构鉴定

化合物 １ 　 白色粉末， Ｃ１６ Ｈ１８ Ｏ４， １Ｈ 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 ６００ ＭＨｚ） δ： ６．８２ （１Ｈ， ｄ， Ｊ ＝ ７．８ Ｈｚ， Ｈ⁃
５′）， ６．７０ （１Ｈ， ｄｄ， Ｊ ＝ ７．８， １．８ Ｈｚ， Ｈ⁃６′）， ６．６３
（１Ｈ， ｄ， Ｊ ＝ １．８ Ｈｚ， Ｈ⁃２′）， ６．３１ （１Ｈ， Ｊ ＝ １．８， Ｈ⁃
２）， ６．２６ （２Ｈ， ｄ， Ｊ ＝ １．８， Ｈ⁃６， ４）， ３．８３ （３Ｈ， ｓ，
ＯＭｅ⁃５）， ３． ７５ （ ３Ｈ， ｓ， ＯＭｅ⁃５′）， ２． ７８ （ ４Ｈ， ｍ，
⁃ＣＨ２⁃ＣＨ２⁃）； １３Ｃ 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 １５０ ＭＨｚ） δ： １６０．７
（ｓ， Ｃ⁃５）， １５６．６ （ｓ， Ｃ⁃３）， １４６．２ （ｓ， Ｃ⁃３′）， １４４．５
（ｓ， Ｃ⁃４′）， １４３．６ （ｓ， Ｃ⁃１）， １３３．７ （ｓ， Ｃ⁃１′）， １２０．９
（ｄ， Ｃ⁃６′）， １１４． ２ （ ｄ， Ｃ⁃５′）， １１１． ２ （ ｄ， Ｃ⁃２′），
１０８．１ （ｄ， Ｃ⁃２）， １０６．７ （ｄ， Ｃ⁃６）， ９９．０ （ｄ， Ｃ⁃４），
５５．８ （ｑ， ＯＭｅ⁃ ５）， ５５．２ （ｑ， ＯＭｅ⁃３′） ， ３８．２ （ｔ， Ｃ⁃
ａ）， ３７．２ （ ｔ， Ｃ⁃ａ′）。 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 Ｊｕｎｅｊ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５）报道的一致，故鉴定 １ 为石斛酚。

化合物 ２ 　 无色油状， Ｃ１５ Ｈ１６ Ｏ３， １Ｈ 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 ６００ ＭＨｚ） δ： ７．０２ （２Ｈ， ｄ， Ｊ ＝ ８．４ Ｈｚ， Ｈ⁃
２′， ６′）， ６．７４ （２Ｈ， ｄ， Ｊ ＝ ８．４ Ｈｚ， Ｈ⁃３′， ５′）， ６．３１
（１Ｈ， ｄ， Ｊ ＝ ２．４， Ｈ⁃４）， ６．２４ （２Ｈ， ｄ， Ｊ ＝ ２．４， Ｈ⁃
２， ６）， ３．７５ （３Ｈ， ｓ， ＯＣＨ３⁃４′）， ２．８０ ～ ２．８３ （４Ｈ，
ｍ， Ｈ⁃α， α′）； １ ３Ｃ ＮＭＲ （ ＣＤＣｌ３， １５０ ＭＨｚ） δ：
１６０．８ （ｓ， Ｃ⁃３）， １５６．５ （ｓ， Ｃ⁃５）， １５３．７ （ｓ， Ｃ⁃４′），
１４４．６ （ｓ， Ｃ⁃１）， １３３．９ （ｓ， Ｃ⁃１′）， １２９．６ （ｄ， Ｃ⁃２′，
６′）， １１６．２ （ｄ， Ｃ⁃３′， ５′）， １０８．０ （ｄ， Ｃ⁃２）， １０６．８
（ ｄ， Ｃ⁃６）， ９９． ０ （ ｄ， Ｃ⁃４）， ５５． ３ （ ｑ， ＯＣＨ３⁃４′），
３８．２ （ ｔ， α）， ３６．６ （ ｔ， α′）。 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

（王磊等，２０１１）报道的一致，故鉴定 ２ 为 ３，４′⁃二羟

基⁃５⁃甲氧基联苄。
化合物 ３ 　 白色粉末， Ｃ１５ Ｈ１６ Ｏ４； １Ｈ 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 ６００ ＭＨｚ） δ： ６．８２ （１Ｈ， ｄ， Ｊ ＝ ７．８ Ｈｚ， Ｈ⁃
５′）， ６．７３ （１Ｈ， ｄｄ， Ｊ ＝ ８．０， １．８ Ｈｚ， Ｈ⁃６′）， ６．６１
（１Ｈ， ｄ， Ｊ ＝ １．８ Ｈｚ， Ｈ⁃５′）， ６．２３ （２Ｈ， ｄ， Ｊ ＝ １．８
Ｈｚ， Ｈ⁃２， ６）， ６．１９ （１Ｈ， ｄｄ， Ｊ ＝ １．８， １．８ Ｈｚ， Ｈ⁃
４）， ３．８４ （３Ｈ， ｓ， ＯＭｅ⁃３′）， ２．８３⁃２．７５ （４Ｈ， ｍ， Ｈ⁃
ａ， ａ′）； １３Ｃ 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 １５０ ＭＨｚ） δ：１５６．６ （ｓ， Ｃ⁃
３， ５）， １４６． ２ （ ｓ， Ｃ⁃３′）， １４４． ９ （ ｓ， Ｃ⁃４′）， １４３． ７
（ｓ， Ｃ⁃１）， １３３．５ （ｓ， Ｃ⁃１′）， １２１．０ （ｄ， Ｃ⁃６′）， １１４．２
（ｄ， Ｃ⁃５′）， １１１．１ （ｄ， Ｃ⁃２′）， １０８．２ （ｄ， Ｃ⁃２， ６），
１００．４ （ｄ， Ｃ⁃４）， ５５．９ （ｑ， ＯＣＨ３⁃３′）， ３８．０ （ｔ， α），
３７．１ （ ｔ， α′）。 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Ｍａｊｕｍｄ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报道的一致，故鉴定 ３ 为 ３，４′，５⁃三羟基⁃
３′⁃甲氧基联苄。

化合物 ４　 油状， １Ｈ 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 ６００ ＭＨｚ）
δ： ７．０２ （２Ｈ， ｄ， Ｊ ＝ ８．４ Ｈｚ， Ｈ⁃２′， ６′）， ６．７２ （２Ｈ，
ｄ， Ｊ ＝ ８．４ Ｈｚ， Ｈ⁃３′， ５′ ）， ６．２０ （２Ｈ， ｄ， Ｊ ＝ １．８
Ｈｚ， Ｈ⁃２， ６）， ６． １７ （１Ｈ， ｄ， Ｊ ＝ １． ８ Ｈｚ， Ｈ⁃４），
２．７４⁃２． ６９ （ ４Ｈ， ｍ， Ｈ⁃ａ， ａ′）； １３Ｃ 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
１５０ ＭＨｚ） δ： １５９．２ （２Ｃ， ｓ， Ｃ⁃３， ５）， １５６．３ （ｓ， Ｃ⁃
４′）， １４５．２ （ ｓ， Ｃ⁃１）， １３３．５ （ ｓ， Ｃ⁃１′）， １３０．１ （ｄ，
Ｃ⁃２′， ６′）， １１５． ８ （ ｄ， Ｃ⁃３′， ５′）， １０７． ７ （ ｄ， Ｃ⁃２，
６）， １０１．１ （ｄ， Ｃ⁃４），３９．０ （ｔ， α）， ３７．５ （ｔ， α′）。 以

上波谱数据与文献（Ａｄｅｓａｎｙ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９）报道的一

致，故鉴定 ４ 为二氢藜芦醇。
化合物 ５　 白色粉末， Ｃ１６Ｈ１４Ｏ５， １Ｈ ＮＭＲ （Ａｃ⁃

ｅｔｏｎｅ ６００ ＭＨｚ） δ： ７．３７ （２Ｈ， ｄ， Ｊ ＝ ７．８ Ｈｚ， Ｈ⁃２′，
６′）， ６． ８７ （２Ｈ， ｄ， Ｊ ＝ ７． ８ Ｈｚ， Ｈ⁃３′， ５′）， ５． ９３
（２Ｈ， ｂｒ ｓ， Ｈ⁃６， ８）， ５．４２ （１Ｈ， ｄ， Ｊ ＝ １３．２ Ｈｚ， Ｈ⁃
２）， ３．１４ （１Ｈ， ｄｄ， Ｊ ＝ １６．８， １３．２ Ｈｚ， Ｈ⁃３ａ）， ２．７０
（１Ｈ， ｄｄ， Ｊ ＝ １６．８， ２．４ Ｈｚ， Ｈ⁃３ｂ）； １３Ｃ ＮＭＲ （Ａｃ⁃
ｅｔｏｎｅ １５０ ＭＨｚ） δ： １９５．９ （ ｓ， Ｃ⁃４）， １６７．５ （ ｓ， Ｃ⁃
７）， １６５．２ （ｓ， Ｃ⁃５）， １６４．３ （ｓ， Ｃ⁃９）， １３０．７ （ｓ， Ｃ⁃
１′）， １２９． ０ （ ｄ， Ｃ⁃２′， ６′）， １１６． １ （ ｄ， Ｃ⁃３′， ５′），
１０３．１ （ｓ， Ｃ⁃１０）， ９６．８ （ｄ， Ｃ⁃６）， ９５．８ （ｄ， Ｃ⁃８），
７９．９ （ｄ， Ｃ⁃２）， ４９．７ （ｑ， ＯＭｅ⁃４′）， ４３．４ （ ｔ， Ｃ⁃３）。
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Ｗａｇｎ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６）报道的一

致，故鉴定 ５ 为安告佛醇。
化合物 ６ 　 黄色粉末， Ｃ１６ Ｈ１４ Ｏ６， １Ｈ 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 ６００ ＭＨｚ） δ： ７．３７ （２Ｈ， ｄ， Ｊ ＝ ７．８ Ｈｚ， Ｈ⁃
２′， ６′）， ６．８７ （２Ｈ， ｄ， Ｊ ＝ ７．８ Ｈｚ， Ｈ⁃３′， ５′）， ５．９３
（２Ｈ， ｂｒ ｓ， Ｈ⁃６， ８）， ５．４２ （１Ｈ， ｄ， Ｊ ＝ １３．２ Ｈｚ，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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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１４ （１Ｈ， ｄｄ， Ｊ ＝ １６．８， １３．２ Ｈｚ， Ｈ⁃３ａ）， ２．７０
（１Ｈ， ｄｄ， Ｊ ＝ １６． ８， ２． ４ Ｈｚ， Ｈ⁃３ｂ）； １３Ｃ 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 １５０ ＭＨｚ） δ： １９５．９ （ ｓ， Ｃ⁃４）， １６４．６ （ ｓ，
Ｃ⁃７）， １６４．３ （ｓ， Ｃ⁃５）， １６４．２ （ ｓ， Ｃ⁃９）， １３０．２ （ ｓ，
Ｃ⁃１′）， １１９．６ （ ｄ， Ｃ⁃６′）， １１４． ５ （ ｄ， Ｃ⁃５′）， １０８． ８
（ｄ， Ｃ⁃２′）， １０３．２ （ｓ， Ｃ⁃１０）， ９６．８ （ｄ， Ｃ⁃６）， ９５．５
（ｄ， Ｃ⁃８）， ７９．４ （ｄ， Ｃ⁃２）， ５６．０ （ｑ， ＯＭｅ⁃４′）， ４３．４
（ｔ， Ｃ⁃３）。 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 （Ｍｏｓｉｈｕｚｚ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３）报道的一致，故鉴定 ６ 为 ３′，５，７⁃三羟基⁃
４′⁃甲氧基黄烷酮。

化合物 ７ 　 黄色粉末， Ｃ１６ Ｈ１４ Ｏ６， １Ｈ 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 ６００ ＭＨｚ） δ： ７．３０ （２Ｈ， ｄ， Ｊ ＝ ８．４ Ｈｚ， Ｈ⁃
２′， ６′）， ６．９２ （２Ｈ， ｄ， Ｊ ＝ ８．４ Ｈｚ， Ｈ⁃３′， ５′）， ６．１８
（Ｈ， ｓ， Ｈ⁃８）， ５．４０ （１Ｈ， ｍ， Ｊ ＝ １０．８ Ｈｚ， Ｈ⁃２），
３．０８ （１Ｈ， ｄ， Ｊ ＝ １６．８， Ｈｚ， Ｈ⁃３ａ）， ２．８６ （１Ｈ， ｄ，
Ｊ ＝ １６．８ Ｈｚ， Ｈ⁃３ｂ）； １３Ｃ 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 １５０ ＭＨｚ）
δ： １９６．５ （ｓ， Ｃ⁃４）， １５９．５ （ ｓ， Ｃ⁃７）， １５９．４ （ ｓ， Ｃ⁃
４′）， １５５．０ （ｓ， Ｃ⁃９）， １５５．０ （ｓ， Ｃ⁃５）， １２７．８ （ｄ， Ｃ⁃
２′， ６′）， １１３． １ （ ｄ， Ｃ⁃３′， ５′）， １０３． １ （ ｓ， Ｃ⁃１０），
９５．５ （ｄ， Ｃ⁃８）， ７９．２ （ｄ， Ｃ⁃２）， ６１．８ （ｑ， ＯＭｅ⁃４′），
４３．４ （ｔ， Ｃ⁃３）。 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Ｍｏｓｉｈｕｚｚ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３）报道的一致，故鉴定 ７ 为 ４′，５，７⁃三羟基⁃
６⁃甲氧基黄烷酮。

化合物 ８ 　 白色粉末， Ｃ２２ Ｈ２６ Ｏ８， １ Ｈ 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 ６００ ＭＨｚ） δ： ６．５７ （４Ｈ， ｂｒ ｓ， Ｈ⁃２′， ２＂ ，
６′， ６＂ ）， ４．７２ （２Ｈ， ｄ， Ｊ ＝ ４．２ Ｈｚ， Ｈ⁃２ ａｎｄ ⁃６），
４．２６ （２Ｈ， ｄｄ， Ｊ ＝ ８．４， ６．６ Ｈｚ， Ｈａ⁃４ ａｎｄ Ｈａ⁃８），
３．８９ （２Ｈ， ｄ， Ｊ ＝ ３．０ Ｈｚ， Ｈｂ⁃４ ａｎｄ Ｈｂ⁃８）， ３．８０
（１２Ｈ， ｓ， ＯＭｅ⁃３′， ３＂ ， ５′， ５＂ ）， ３．０８ （２Ｈ， ｂｒ ｓ， Ｈ⁃
１， ５）； １３Ｃ ＮＭＲ （ＣＤＣｌ３， １５０ ＭＨｚ） δ： １４７．１ （ｓ， Ｃ⁃
３′， ３＂ ， ５′， ５＂ ）， １３４．２ （ ｓ， Ｃ⁃４′， ４＂ ）， １３２．０ （ ｓ，
Ｃ⁃１′， １＂ ）， １０２．６ （ｄ， Ｃ⁃２′， ２＂ ， ６′， ６＂ ）， ８６．０ （ｄ，
Ｃ⁃２， ６）， ７１．７ （ｔ， Ｃ⁃４， ８）， ５６．３ （ｑ， ＯＭｅ⁃３′， ３＂ ，
５′， ５＂ ）， ５４．２ （ｄ， Ｃ⁃１， ５）。 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

（Ｖｅｒｍｅ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１）报道的一致，故鉴定 ８ 为丁香

树脂醇。
化合物 ９　 白色针晶，在 １０％硫酸乙醇溶液中

显紫红色，与 β⁃谷甾醇标准品对照，ＴＬＣ 检测 Ｒｆ值

一致，且混合后熔点不降低。 故化合物 ９ 鉴定为 β⁃
谷甾醇。

化合物 １０　 白色粉末，在 １０％硫酸乙醇溶液中

显紫红色，与 β⁃胡萝卜苷标准品对照，ＴＬＣ 检测 Ｒｆ

值一致，且混合后熔点不降低。 故化合物 １０ 鉴定为

β⁃胡萝卜苷。

３　 讨论

已有研究证实，石斛属植物具有抗肿瘤、防治

白内障、抗氧化、抗诱变等活性，中药石斛在中医临

床上主要用于滋阴清热，在眼科疾病、咽炎、胃病等

方面应用广泛（林萍等，２００３）。 石斛属植物化学成

分差别较大，如铁皮石斛、流苏石斛、鼓槌石斛等主

要化学成为联苄、菲类等酚性化合物；金钗石斛、钩
状石斛等主要成分为石斛碱类生物碱、倍半萜（苷）
类化合物。 从晶帽石斛中分离的化合物类型包括

联苄、黄酮、木质素等酚性化合物，结合文献（王磊

等，２００８，２０１１）报道，晶帽石斛主要化学成分与铁

皮石斛等相近。 应进一步对晶帽石斛药理活性进

行研究，验证是否具有临床应用价值，在资源保护

的前提下，进行可持续的植物资源开发利用。

参考文献：

ＡＤＥＳＡＮＹＡ ＳＡ， ＯＧＵＮＤＡＮＡ ＭＦ， １９８９． Ｄｉｈｙｄｒｏｓｔｉｌｂｅｎｅ
ｐｈｙｔｏａｌｅｘ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ａｎｄ Ｄ． ｄｕｍｅｎｔｏｒｕｍ
［Ｊ］． 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８： ７７３－７７４．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８８． Ｆｌｏｒ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 １０９． ［中国植物志编委

会． １９８８． 中国植物志 ［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１９： １０９．］
ＪＵＮＥＪＡ ＲＫ， ＳＨＡＭＡ ＳＣ， ＴＡＮＤＯＮ ＪＳ， １９８５． Ａ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１， ２⁃ｄｉａｒｙｌｅｔｈａｎｅ ｆｒｏｍ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ｇｉｇａｎｔｅｕｍ ［ Ｊ］． Ｐｈｙｔｏ⁃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４： ３２１－３２４．

ＬＩＮＧ Ｐ， ＢＩ ＺＭ， ＸＵ 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Ｓｗ ［Ｊ］． Ｃｈｉｎ Ｔｒａｄ
Ｈｅｒｂ Ｄｒｕｇｓ， ３４（１１）：１９－２２． ［林萍， 毕志明， 徐红， 等，
２００３． 石斛属植物药理活性研究进展． 中草药 ［ Ｊ］． ３４
（１１）：１９－２２．］

ＭＯＳＩＨＵＺＺＭＡＮ Ｍ， ＨＡＲＥＥＭ Ｓ， ＴＡＬＩ 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α⁃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ｇｌｙ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Ｉｒｉｓ ｌｏｃｚｙｉ ａｎｄ Ｉｒｉｓ ｕｎｇｕ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 Ｊ］． 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２
（５）： １３０６－１３０７．

ＳＨＡＯ ＹＦ， ＨＵ ＦＱ， ＺＯＵ 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ＳＷ ［ Ｊ］． Ｎａｔ Ｐｒｏｄ Ｒｅｓ Ｄｅｖ， ２４： １５２ － １５７，
１２１． ［邵曰凤，胡粉青，邹澄，等， ２０１２． 石斛属植物化学

５８１１９ 期 杨丹等： 晶帽石斛的化学成分研究



成分和药理活性研究现状 ［ Ｊ］．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２４：１５２－１５７，１２１．］

ＶＥＲＭＥＳ Ｂ， ＯＴＴＯ Ｓ， ＨＩＬＤＥＢＥＲＴ Ｗ， １９９１．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ｂ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ｆｕｒｏｆｕｒａｎｌｉｇｎａｎ （ｓｙｒｉｎｇｉｎ， ｐｉｎｏｒｅｓ⁃
ｉｎｏｌ） ｍｏｎｏ⁃ ａｎｄ ｂｉｓ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ｓ ［Ｊ］． 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３０（９）：
３０８７－３０５９．

ＷＡＧＮＥＲ Ｈ， ＣＨＡＲＩ ＶＭ， ＳＯＮＮＥＮＢＩＣＨＬＥＲ Ｊ， １９７６．
Ｃａｒｂｏｎ⁃１３ ＮＭ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Ｊ］． Ｔｅｔｒａｈｅｄｒｏｎ Ｌｅｔｔ， ２１： １７９９－１８０２．

ＷＡＮＧ Ｌ，ＺＨＡＮＧ ＣＦ，ＷＡＮＧ Ｚ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ｕｍ ［Ｊ］． Ｃｈｉｎ
Ｔｒａｄ Ｈｅｒｂ Ｄｒｕｇｓ， ４２（１）： ３１－３３． ［王磊， 张朝凤， 王峥

涛， 等， ２０１１． 晶帽石斛化学成分研究 ［Ｊ］． 中草药， ４２
（１）： ３１－３３．］

ＷＡＮＧ Ｌ，ＺＨＡＮＧ ＣＦ，ＷＡＮＧ Ｚ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ｕｍ ［Ｊ］． Ｃｈｉｎ
Ｊ Ｃｈｉｎ Ｍａｔ Ｍｅｄ， ３３（１５）： １８４７－１８４８． ［王磊， 张朝凤， 王

峥涛， 等， ２００８． 晶帽石斛化学成分的研究 ［Ｊ］． 中国中

药杂志， ３３（１５）： １８４７－１８４８．］



中文核心期刊（北大）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源期刊

全国首批国家认定的学术期刊

《广西植物》征订启事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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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创新与基因发掘利用以及能源植物的开发利用等方面的新成果。 主要栏目有：系统与进化植物学、植物生态学、植
物地理学、植物生理学、分子生物学、植物细胞学、植物遗传学、植物育种学、植物化学、化学生物学、生物多样性、民族

植物学等。 读者对象为国内外有关植物科学的科研人员、高等学校教师、研究生，以及从事相关学科、交叉学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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