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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孔雀柏（Ｃｈａｍａｅｃｙｐａｒｉｓ　ｏｂｔｕｓａ　ｃｖ．Ｔｅｔｒａｇｏｎ）的 化 学 及 活 性 成 分。方 法：综 合 运 用 工

业甲醇提取、碱溶酸沉，通过硅胶柱、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Ｃ１８反相硅胶以及制备液相等色谱方法分离纯化，
并采用 ＭＳ和ＮＭＲ等波谱学方法鉴定化合物结构，测试各化合物的细胞毒活性。结果：分离并鉴定了

８个化合物，分别为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１）、ｔａｘｉｆｏｌｉｎ－３－Ｏ－β－Ｄ－ｘｙｌ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２）、ｉｃａｒｉｓｉｄｅ　Ｅ４（３）、（－）ａｒｃｔｉｇｅｎｉｎ（４）、
ｓａｖｉｎｉｎ（５）、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ｎ（６）、ｄｉｈｙｄｒｏｓｅｓａｍｉｎ（７）和ｓｋｉｍｍｉｎ（８）。结论：此８个化合物均为在该植物中首次

分离得到。体外细胞毒活性筛选表明，孔雀柏的甲醇提取物及其总生物碱部位 在 体 外 对 人 肿 瘤 细 胞 株

Ａ５４９、ＢＧＣ－８２３、Ｋ５６２均具有一定的细胞毒活性。此８个化合物均无明显细胞毒活性，进一步活性测试

和化学研究尚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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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雀柏（Ｃｈａｍａｅｃｙｐａｒｉｓ　ｏｂｔｕｓａ　ｃｖ．Ｔｅｔｒａｇｏｎ）是扁柏属

植物日本扁柏的一个栽培变种，主要分布于北美、日本及我

国台湾，我国有１种及其１变种［１］。该属植物有凉血、止血

之功效，用于治疗吐血、鼻衄、便血、尿血、慢性气管炎、失眠

及便秘等证，具 有 广 阔 的 药 用 价 值［２］。其 含 有 的 化 合 物 大

多结构新颖，生物活性多样，很多具有抗肿瘤和抗病毒等活

性［３－５］。有关孔雀柏的化学及活性成分的研究献报道较少，
目前仅有本研究组前期从中分离得到一个新骨架的二萜生

物碱ｃｈａｍｏｂｔｕｓｉｎ　Ａ［６］。为 进 一 步 寻 找 孔 雀 柏 中 的 抗 肿 瘤

活性成分，笔者对孔雀柏 的 枝 叶 进 行 了 较 深 入 的 化 学 与 抗

肿瘤细胞毒活性研究。首次从其甲醇提取物中分离鉴定出

８个 化 合 物，体 外 活 性 筛 选 表 明 其 对 人 肿 瘤 细 胞 株 Ａ５４９、

ＢＧＣ－８２３和Ｋ５６２上尚无明显细胞毒活性。

１　仪器与材料

ＭＳ采用液相离子阱色谱质谱联用仪Ｂｒｕｋｅｒ　ＨＣＴ／ＥＳ－
ＱＵＩＲＥ测 定；ＮＭＲ采 用ＢｒｕｋｅｒＡＭ－４００和Ｂｒｕｋｅｒ　ＤＲＸ－
５００超导核磁共振仪测定；分离纯化采用安捷伦１１００、岛津

ＬＣ－２０Ａ高效液相色谱仪；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瑞士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
公司）；硅胶（青 岛 化 工 厂）；ＲＰ－Ｃ１８柱 色 谱 材 料（Ｍｅｒｃｋ公

司）；ＴＬＣ硅胶 Ｈ预制薄层板（青岛工厂），显色方法为２５４、

３６５ｎｍ荧光，１０％硫酸乙醇溶液显色。

孔雀柏枝叶２０１３年５月采集于云南昆明，原植物经中

国科学 院 昆 明 植 物 研 究 所 孙 卫 邦 研 究 员 鉴 定 为 孔 雀 柏

Ｃｈａｍａｅｃｙｐａｒｉｓ　ｏｂｔｕｓａ　ｃｖ．Ｔｅｔｒａｇｏｎ。

２　提取与分离

取孔雀柏干燥枝叶２２ｋｇ，粉碎后用工业甲醇冷浸提取

３次，减压回收甲醇得１．４５ｋｇ总浸膏。总浸膏用热水分散

后，以稀 ＨＣｌ酸化（ｐＨ２．０），用乙酸 乙 酯 萃 取 四 次，得 乙 酸

乙酯浸膏６３０ｇ。所得水部分用ＮａＯＨ碱化（ｐＨ１０．０），用氯

仿萃取４次，回收氯仿得到总碱部分１２．５ｇ。剩余水部分用

稀 ＨＣｌ调节ｐＨ７．０，再分别以氯仿和正丁醇萃取，得到正丁

醇部位浸膏４５６ｇ。乙酸乙酯部位经硅胶色谱分离，用石油

醚－丙酮（１０∶１→０∶１）系统梯度洗脱，得６个流分（Ｆｒ．７
～１２）。Ｆｒ．８经反复硅胶色谱（石油醚－乙酸乙酯８∶１→２
∶１）、凝胶色谱（ＬＨ－２０、氯仿－甲醇１∶１）分离纯化得到化合

物５（１３ｍｇ）和 化 合 物７（１８ｍｇ）。Ｆｒ．１１经 反 复 硅 胶 色 谱

（石油醚－乙酸乙酯８∶１→２∶１）、凝胶色谱（ＬＨ－２０，氯仿

－甲 醇１∶１）分 离 纯 化 得 到 化 合 物４（１５ｍｇ）、化 合 物６
（１７ｍｇ）、化合物１（３０ｍｇ）。正丁醇部位经硅胶色谱用氯仿

－甲醇（９∶１→１∶１）系统梯度洗脱，得６个流分（Ｆｒ．１～
６）。Ｆｒ．１和Ｆｒ．３经反复凝胶色谱（ＬＨ－２０、氯仿－甲醇１∶
１）、ＲＰ－Ｃ１８（甲醇－水０∶１００→３０∶７０）、ＨＰＬＣ（甲醇－水５

—９２—



∶９５→２０∶８０）分 离 得 到 化 合 物 ８（１６ｍｇ）、化 合 物 ２
（１５ｍｇ）、化合物３（５６ｍｇ）和化合物７（２０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合 物１：黄 色 针 状 结 晶，分 子 式 Ｃ１５Ｈ１４Ｏ６，ＥＳＩ－ＭＳ
ｍ／ｚ：２８９［Ｍ－Ｈ］－。１　Ｈ－ＮＭＲ（ＣＤ３ＯＤ，５００ＭＨｚ）：δ４．５６
（１Ｈ，ｄ，Ｊ＝７．６Ｈｚ，Ｈ－２），３．９９（１Ｈ，ｍ，Ｈ－３），２．８３（１Ｈ，ｄ，Ｊ
＝９．１Ｈｚ，Ｈａ－４），２．５９（１Ｈ，ｄ，Ｊ ＝９．１Ｈｚ，Ｈｂ－４），２．５９（１Ｈ，
ｄ，Ｊ＝９．１Ｈｚ，Ｈ－４），５．９３（１Ｈ，ｄ，Ｊ ＝２．２Ｈｚ，Ｈ－６），５．８５
（１Ｈ，ｄ，Ｊ＝２．２Ｈｚ，Ｈ－８），６．８３（１Ｈ，ｄ，Ｊ＝１．８Ｈｚ，Ｈ－２′），
６．７６（１Ｈ，ｄ，Ｊ＝８．３Ｈｚ，Ｈ－５′），６．７０（１Ｈ，ｄ，Ｊ＝８．３Ｈｚ，Ｈ－
６′）；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３ＯＤ，１２５ＭＨｚ）：δ８２．８（Ｃ－２），６８．７（Ｃ－３），

２８．５（Ｃ－４），１５７．５（Ｃ－５），９６．４（Ｃ－６），１５６．８（Ｃ－７），９５．６（Ｃ－
８），１５７．７（Ｃ－９），１００．９（Ｃ－１０），１３２．２（Ｃ－１′），１１５．３（Ｃ－２′），

１４６．２（Ｃ－３′），１４６．２（Ｃ－４′），１１５．３（Ｃ－５′），１２０．１（Ｃ－６′）。通 过

波谱数据分析并与文献［７］比较，鉴定化合物１为ｃａｔｅｃｈｉｎ。
化合物２：黄色结晶，分 子 式Ｃ２０Ｈ２０Ｏ１１，ＥＩ＋－ＭＳ　ｍ／ｚ：

４３５［Ｍ－Ｈ］－。１　Ｈ－ＮＭＲ（ＣＤ３ＯＤ，４００ＭＨｚ）：δ５．０６（１Ｈ，ｄ，Ｊ
＝１０．０Ｈｚ，Ｈ－２），４．７３（１Ｈ，ｄ，Ｊ＝１０．０Ｈｚ，Ｈ－３），５．８８（１Ｈ，
ｄ，Ｊ＝２．０Ｈｚ，Ｈ－６），５．８９（１Ｈ，ｄ，Ｊ＝２．０Ｈｚ，Ｈ－８），６．９５
（１Ｈ，ｄ，Ｊ＝１．８Ｈｚ，Ｈ－２′），６．８０（１Ｈ，ｄ，Ｊ ＝１．８Ｈｚ，Ｈ－５′），
６．８０（１Ｈ，ｄ，Ｊ＝１．８Ｈｚ，Ｈ－６′），３．８２（１Ｈ，ｄ，Ｊ＝６．１Ｈｚ，Ｈ－
１）１３Ｃ－ＮＭＲ（ＣＤ３ＯＤ，１００ＭＨｚ）：δ８３．６（Ｃ－２），７７．４（Ｃ－３），

１９５．７（Ｃ－４），１６５．４（Ｃ－５），９６．４（Ｃ－６），１６８．９（Ｃ－７），９７．４（Ｃ－
８），１６４．１（Ｃ－９），１０２．４（Ｃ－１０），１２９．０（Ｃ－１′），１１５．３（Ｃ－２′），

１４６．２（Ｃ－３′），１４６．２（Ｃ－４′），１１６．２（Ｃ－５′），１２０．９（Ｃ－６′），

１０３．１（Ｃ－１〞），７３．４ （Ｃ－２〞），７５．８（Ｃ－３〞），７０．８（Ｃ
－４〞），６６．０（Ｃ－５〞）。通过波谱数据分析并与文献［８］比较，
鉴定化合物２为ｔａｘｉｆｏｌｉｎ－３－Ｏ－β－Ｄ－ｘｙｌ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化合物３：白色粉末，分 子 式Ｃ２６Ｈ３４Ｏ１０，ＥＩ＋－ＭＳ　ｍ／ｚ：

５０６［Ｍ］＋。１　Ｈ－ＮＭＲ（ＣＤ３ＯＤ，４００ＭＨｚ）：δ６．７１（１Ｈ，ｓ，Ｈ－
２），７．０６（１Ｈ，ｓ，Ｈ－６），２．６０（２Ｈ，ｔ，Ｈ－７），１．８０（２Ｈ，ｍ，Ｈ－
８），３．５５（２Ｈ，ｍ，Ｈ－９），７．０１（１Ｈ，ｄ，Ｊ＝１．８Ｈｚ，Ｈ－２′），７．０９
（１Ｈ，ｄ，Ｊ＝８．５Ｈｚ，Ｈ－５′），６．８９（１Ｈ，ｄｄ，Ｊ＝８．５，１．８Ｈｚ，Ｈ－
６′），５．５３（１Ｈ，ｄ，Ｊ＝６．０Ｈｚ，Ｈ－７′），３．４４（１Ｈ，ｍ，Ｈ－８′），
３．８０（２Ｈ，ｍ，Ｈ－９′），５．３３（１Ｈ，ｄ，Ｊ＝１．５Ｈｚ，Ｈ－１），３．７６
（３Ｈ，ｓ，３－ＯＣＨ３），３．８４（３Ｈ，ｓ，３′－ＯＣＨ３）；１３　Ｃ－ＮＭＲ
（ＣＤ３ＯＤ，１００ＭＨｚ）：δ１３７．１（Ｃ－１），１１４．０（Ｃ－２），１４５．２（Ｃ－
３），１４７．４（Ｃ－４），１２９．６（Ｃ－５），１１７．９（Ｃ－６），３２．９（Ｃ－７），３５．８
（Ｃ－８），６５．２（Ｃ－９），１３８．８（Ｃ－１′），１１１．２（Ｃ－２′），１５２．１（Ｃ－３′），

１４６．５（Ｃ－４′），１１９．６（Ｃ－５′），１１９．１（Ｃ－６′），８８．６（Ｃ－７′），５５．６
（Ｃ－８′），６５．１（Ｃ－９′），１０１．３（Ｃ－１〞），７２．１（Ｃ－２〞），７２．０（Ｃ
－３〞），７３．８（Ｃ－４〞），７０．８（Ｃ－５〞），１８．０（Ｃ－６〞），５６．４（３－
ＯＣＨ３），５６．７（３′－ＯＣＨ３）。通过波谱数据分析并与文献［９］比

较，鉴定化合物３为ｉｃａｒｉｓｉｄｅ　Ｅ４。
化合物４：无 色 油 状，分 子 式Ｃ２１Ｈ２４Ｏ６，ＥＳＩ－ＭＳ　ｍ／ｚ：

３７１［Ｍ－Ｈ］－。其１　Ｈ－ＮＭＲ和１３　Ｃ－ＮＭＲ图 谱 与 本 实 验 室 对

照品（－）ａｒｃｔｉｇｅｎｉｎ图 谱 一 致，ＴＬＣ上 的 斑 点 位 置 及 显 色 与

（－）ａｒｃｔｉｇｅｎｉｎ标准品相同。通过波谱数据分析并与文献［１０］

比较，鉴定化合物４为（－）ａｒｃｔｉｇｅｎｉｎ。

化合物５：白 色 结 晶，分 子 式Ｃ２０Ｈ１６Ｏ６，ＥＩ＋－ＭＳ　ｍ／ｚ：

３５２［Ｍ］＋。其１　Ｈ－ＮＭＲ和１３　Ｃ－ＮＭＲ图 谱 与 本 实 验 室 对 照

品ｓａｖｉｎｉｎ图谱一 致，ＴＬＣ上 的 斑 点 位 置 及 显 色 与ｓａｖｉｎｉｎ
标准品相同。通过波谱数据分析并与文献［１０］比较，鉴定化

合物５为ｓａｖｉｎｉｎ。
化合物６：白 色 针 状 结 晶，分 子 式 Ｃ２０Ｈ２０Ｏ６，ＥＩ＋－ＭＳ

ｍ／ｚ：３５６［Ｍ］＋，。其１　Ｈ－ＮＭＲ和１３Ｃ－ＮＭＲ图谱与本实验室

对照品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ｎ图谱一 致，ＴＬＣ上 的 斑 点 位 置 及 显 色 与

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ｎ标准品相同。通过波谱＼数据分析并与文献［１０］比

较，鉴定化合物６为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ｎ。
化合物７：无 色 结 晶，分 子 式Ｃ２０Ｈ２０Ｏ６，ＥＳＩ－ＭＳ　ｍ／ｚ：

３３９［Ｍ－ＯＨ］－。其１　Ｈ－ＮＭＲ和１３Ｃ－ＮＭＲ图谱与本实验室对

照品ｄｉｈｙｄｒｏｓｅｓａｍｉｎ图谱 一 致，ＴＬＣ上 的 斑 点 位 置 及 显 色

与ｄｉｈｙｄｒｏｓｅｓａｍｉｎ标准品相同。通过波谱数据分析并与文

献比较［１０］，鉴定化合物７为ｄｉｈｙｄｒｏｓｅｓａｍｉｎ。
化合物８：白色粉末，分子式Ｃ２０Ｈ１６Ｏ６，其１　Ｈ－ＮＭＲ和１３

Ｃ－ＮＭＲ图谱与本实验室对照品ｓｋｉｍｍｉｎ图谱一致，ＴＬＣ上

的斑点位置及显色与ｓｋｉｍｍｉｎ标准品相同。通过波谱数据

分析并与文献［１１］比较，鉴定化合物８为ｓｋｉｍｍｉｎ。

４　结论

本研究从 采 自 云 南 昆 明 的 孔 雀 柏 中 首 次 分 离 鉴 定 了

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１）、ｔａｘｉｆｏｌｉｎ－３－Ｏ－β－Ｄ－ｘｙｌ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２）、ｉｃａｒｉｓｉｄｅ
Ｅ４（３）、（－）ａｒｃｔｉｇｅｎｉｎ（４）、ｓａｖｉｎｉｎ（５）、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ｎ（６）、ｄｉ－
ｈｙｄｒｏｓｅｓａｍｉｎ（７）和ｓｋｉｍｍｉｎ（８）等８个化合物。体外活性

测试结果显示，孔雀柏甲醇总提物在Ａ５４９、ＢＧＣ－８２３、Ｋ５６２
肿瘤细胞株上均具有一定细胞毒活性（ＩＣ５０＝２．４７，３．８８，
３２．４８μｇ／ｍＬ），孔雀 柏 总 生 物 碱 部 分 在 Ｋ５６２肿 瘤 细 胞 株

上具有一定细胞毒活性（ＩＣ５０＝５．２９μｇ／ｍＬ）。本文中所分

离得到的８个单体化合物对 Ａ５４９、ＢＧＣ－８２３和 Ｋ５６２肿瘤

细胞株均无明显细胞毒 活 性，提 示 该 植 物 中 可 能 还 有 其 他

细胞毒活性小分子化合 物，为 其 活 性 成 分 的 进 一 步 开 发 研

究及临床应用奠定了试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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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食导滞散的制备及临床应用

李海波，谢　立

（云梦县中医院，湖北 孝感４３２５００）

摘　要：目的：制备消食导滞散并观察其临床疗效。方法：采用粉粹混合法制备内服散剂消食导滞散，采

用薄层色谱法对其有效成分山楂进行定性分析，并观察其消食导滞的效果。结果：该制备工艺简便易操

作、稳定可行，所制得的 消 食 导 滞 散 对 小 儿 厌 食 症 的 总 有 效 率 为８４．７６％，对 小 儿 积 滞 的 总 有 效 率 为

８８．６２％。结论：采用传统工艺制备消食导滞散质量可控，疗 效 确 切，适 合 于 大 规 模 生 产，满 足 医 院 临 床

用药的需求。
关键词：消食导滞散；制备；薄层色谱鉴别法；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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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食导滞散（制剂批准文号为鄂药制字Ｚ２０１１２５５１）系

我院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名老中医妇儿科专家谢伯豪老

先生通过长期临床实践总结的经验方，其疗效显著，安全稳

定，为我院疳儿科参评“湖北省 中 医 疳 病 医 疗 中 心”发 挥 了

积极作用，成 为 我 院 制 剂 室 品 牌 产 品。目 前，该 制 剂 已 被

《湖北省医疗机构制剂规范》２０１１年版上篇收载［１］。３０多年

的临床实践证明其对小儿厌食、积滞疗效可靠，受到广大患

儿家属的欢迎，现将其制备工艺及临床应用介绍如下。

１　设备与材料

ＸＤ－１２型热风循 环 烘 箱（湖 南 衡 阳 雁 翔 制 药 设 备 厂）；

ＳＦ２５０组合式高速粉碎机（上海中药机械厂）；消食导滞散处

方药材（购自安徽亳州市千草 药 业 有 限 公 司）；熊 果 酸 对 照

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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