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硕士学位论文，是本人在指导教师的

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己经注明引用

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己经发表或撰写过

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己在

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

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有砖
日期:协了年‘月7日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同意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送交学位论文的

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同意学校及国家有关机构有权

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并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

保存论文。

    本论文内容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或成果转让时须经导师同

意。

论文作者签名: 指导教师签名:

日期:扮卜歹月夕日 日期:么”八歹月夕日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文摘要

    尊麻科尊麻属植物狭叶尊麻 (UrticaangustlfoliaFischex
Homem)是民间常用药尊麻的主要来源之一，具有祛风通络、平

肝定惊、消积通便、解毒等功效。国外对于欧产尊麻属植物的研

究已较成熟，国内对尊麻属植物的研究也日渐增多。狭叶尊麻分

布广泛，生命力强，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等待开发。迄

今为止对其成分的研究仅限于对其微量元素的含量分析，故本文

着力于狭叶尊麻的化学成分研究。

    本实验利用溶剂法和色谱法等方法对狭叶尊麻的 95%乙醇

提取物进行了研究，从中分离得到7个化合物，利用理化方法和

，H一NMR、’3C一NMR、MS等波谱方法鉴定出其中4个化合物，分

别是东夏若内酷(scopoletin)、芦T(rutin)、棚皮素(quercetin)
和硝酸钾，这四个化合物均为首次从狭叶尊麻中分离得到。另外

几个化合物的结构鉴定工作正在进行中。

    本文的研究结果将为狭叶尊麻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对开发

利用黑龙江省丰富的尊麻药用资源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关键词:狭叶尊麻.

        化学成分

          东蓖若内酷

      .芦丁

        榭皮素

          硝酸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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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万caQ月9璐啦IiaFisch exHomem，whichbefongstoUrticaceae，

Urtica，isthemainsourceofNettle.IthastheeffectofdisPelling

windandremovingobstructioninthemeridians，calmingtheliver

andarrestingconvulsion，removingfoodretentionandrelaxingthe

bowelsanddeintoxicationetc.Overseasresearchershavedonealot

ofresearchonthenettlewhichProducedinEuroPe，andinternal

researchon、nettlehavebeenseentoincreasedaybyday.U

a刀9“st如Iia Fischex Home mwas extens1velysPread.Ithasstrong

bionergy，andhighvalueofmedicineandeconomy.Sofar，出eresearchon

Ua叹罗招砂IiaFischexHornemwas restrictedatthe contenianalssesof
minorelement.Sowefocusedonitschemicalconstituents.

  ThesolutionmethodandchromatograPhyhavebeenusedinthis

exPeriment，sevencomPoundshavebeenisolatedformthisPlant’5

95%Et0Hextraction.ByusingPhysicalandchemicalmethodsand

spectrumtechnology(IH一NMR、13c一NMR、Msetal.)，wehave
identifiedthechemica1structureoffourcomPounds.Theyare

scoPoletin，rutin，quercetinandKN03，andtheyarefirstisolated

from乙争渝口口柳卯”才扣liaFischex Home m.TheothercomPounds’5

chemicalstructuresarebeingidentified.

  This exPeriment will ground the neXt

Pharmacologicalresearchonitsresult.Andit

researchingfoundationfordeveloPing

FischexHornem.

researchof

  chemical and

willProvidethe

乙乍才亡‘。口彬洲占啦 如

Keyword: “从卯”咖 lia Fisch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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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尊麻始载于 《图经本草》，植物分类学上属于尊麻科尊麻属。

常作药用的有麻叶尊麻 (Urtica cannabinaL)狭叶尊麻 (U.

angustlfoliaFischexHornem)和宽叶尊麻(以laeteviten:Maxim)
等。作为一种常用的民族药和民间药，尊麻具有祛风通络、平肝

定惊、消积通便、解毒等功效。民间广泛用于治疗风湿关节痛、

产后抽风、小儿惊风、尊麻疹、慢性气管炎、糖尿病、毒蛇咬伤

等。近年来尊麻的抗炎、抗风湿作用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注意，国

外特别是德国和日本对盛产于欧洲大陆的大尊麻 (U.dioicaL)

研究较多，分离出多种化学成分，并研制出Salus抗风湿袋泡茶

  (德国 Salushaus公司)、Urticur胶囊 (德国 BIOCUR公司)、

Rheuma一Hek胶囊 (德国Strathmann公司)等药物。国内关于尊

麻属植物的研究报道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尤其是药理作用和

化学成分方面。狭叶尊麻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命力极强，广泛

分布于黑吉辽、晋冀鲁和内蒙古地区，天然资源十分丰富，目前

国内尚未见对狭叶尊麻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其显著的抗炎抗风

湿作用的作用机理和物质基础研究尚属空白。故本文以其为研究

对象，进行其化学成分的研究，研究成果将对狭叶尊麻今后的药

理、药效及临床等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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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尊麻科(Urticaceae)有47属，约1300种，分布于两半球热

带与温带。其尊麻族 (Trib.Urti“ae)植物具有独特的刺毛，触

及人或牲畜的皮肤会出斑，痛痒难忍。尊麻族包括五个属，分别

是尊麻属、花点草属、艾麻属、火麻树属和蝎子草属川。

    尊麻属植物全世界约有35种，中国产23种 (包括16种、6

亚种及1变种)，尊麻 厂U.户sa)、宽叶尊麻 (ulaetevirens少、狭

叶尊麻‘U.angusit如Iia夕在我国广泛分布，齿叶尊麻(v’Iaetvireo5
Maxim.)、新疆异株尊麻 (u成oicaL.subsp.xinjianggensis

C.J.chen)、甘肃尊麻 (以dioicaL.subspgansuensis)、粗根尊麻

  fumacrorrhiza少为我国特有种[2]。其属的多种植物均可入药，
具有祛风通络、平肝定惊、消积通便、解毒等功效，尤其在民间

应用广泛13]，常用者如尊麻 、宽叶尊麻、滇藏尊麻等，多以全草

入药，少数地方药用根及根茎 (称尊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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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狭叶尊麻以Angl招1啦liaFischex.Homem
    秦元满等[151对狭叶尊麻中的微量元素进行了研究，用火焰原

子吸收法测定了不同采集期的狭叶尊麻中10种无机元素的含量，

并对其动态含量趋势进行了分析。实验结果表明狭叶尊麻中的ro

种无机元素多随时间呈现锯齿形变化，其中宏量元素钙、镁的变

化呈上升趋势，微量元素铁、锌、锰、铜等的变化均呈下降趋势，

而有害元素锡在春季 (芽期)含量极微，入夏 (花期)以后呈上

升趋势。

1.5异株尊麻Udioica

    对于异株尊麻的研究和开发利用国外较为成熟，特别是德国

对其在医药方面的开发取得显著成效，临床应用范围被扩展，并

获得了异株尊麻提取物和提取物复方制剂多项专利。国外对异株

尊麻不同部位的化学成分进行了详细研究。其活性成分主要有黄

酮类、有机酸类、酚类、苯丙素类、幽醇、蛋白质、多糖及其他

类化合物。

1.5.1黄酮类化合物
    目前从异株尊麻全草和花中分离得到多个黄酮类化合物，分

属黄酮、黄酮醇类，其中以黄酮醇及其昔类为多。如山奈酚、山

奈酚一3一0一葡糖昔、山奈酚一3一0一芸香昔、异鼠李黄素、异鼠李黄

素一3一0一葡糖昔、异鼠李黄素一3一0一芸香昔、异鼠李黄素一3一0一新橙

皮营、5，2，，4’三轻基一7，8一二甲氧基黄酮、棚皮素、榭皮素一3一0一半

乳糖普(金丝桃昔)、棚皮素一3一0一葡糖昔、榭皮素一3一。一芸香昔等116]。

1.5.2酚类及木脂素类化合物

    国外学者曾经分得27个酚性成分和木质体成分。分别为:4-

轻基苯甲醛、3一经基苯甲醛，2一轻基苯甲醇，4一轻基苯甲醇，4一轻基

苯乙醇，4一经基苯乙酮，4一轻基一3一甲氧基苯酮，1，4一二轻基一2，6一二甲

氧基苯、4一轻基一3一甲氧基苯丙醇、香草醛、1一(4一经基一3一甲氧基苯

基卜1，2一丙酮，3一(4一轻基一3一甲氧基苯基卜2一轻基一丙酮，3一(4一经基

一3一甲氧基苯基卜2-丙烯醇，1.4一二轻基苯丙酮.3一叫噪甲醛，1，4，一二

经基一3’一甲氧基苯丙酮，3一(4一经基一3，5一二甲氧基苯基卜2一丙烯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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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4一轻苯基升2一(4一经基一3一甲氧基苯基卜1，3丙二醇，1，2一双(4一轻基

3一甲氧基苯基)1，3一丙二醇、二去氢异落叶松树脂酚

(didehydroisolariciresinol)、右旋异落叶松树脂酚
(isolariciresinol)、左旋开环异落叶松树脂酚

(secoisolariciresinol)，2一(4一经基一3一甲氧基苯基)一3一轻甲基一4一(4一轻
基一3一甲氧基苯基)轻甲基四氢吠喃，3一甲氧基开环异落叶松树脂酚

(3一methoxysec一oisolariciresinol)、轻基开环异落叶松树脂酚

(hydrox一ysecoisolariciresinol)、新橄榄脂素(neoolivil)1，7].
1.5.3幽醇及脂类

    5。hottner等从异株尊麻中分离得到p一谷幽醇一0一p一D一毗喃葡

糖基一(1一4)一0一p一D一毗喃阿糖昔、7p一经基谷幽醇一3一0一p一D一葡糖

普、7a一轻基谷幽醇一3一0一p一D一葡糖昔及 24R一乙基一5二一胆幽烷

一邓、6a一二醇、甘油三酷、幽醇酷、脂肪酸、脂肪酸甲酷、甘油

基乙醚、甘油二醋、半乳糖甘油二醋、磷脂、豆菌一4一烯一3一酮、

豆幽醇和菜子油醇等1”]。
1.5.4有机酸类

    对异株尊麻水提物进行分析，并鉴定出柠檬酸、富马酸、甘

油酸、苹果酸、草酸、奎尼酸、玻拍酸、苏糖酸、绿原酸、咖啡

酞苹果酸以及齐墩果酸、熊果酸、(92，11E升13一轻基一9，11一十八碳

二烯酸等[”]。
1，5.5蛋白质及多糖类

    尊麻属植物中含有大量蛋白质，鲜品中含5%一6%，干品中含

23%一24%，其中70%为可消化蛋白。异株尊麻中含有人类必需的

所有氨基酸种类。Peumans等1984年首次从异株尊麻根中分离得

到一种植物蛋白，具有勃附红细胞的特殊作用，命名为异株尊麻

凝集素(uDA)。实际上，uDA是一种混合物，由11种不同的外

源凝集素构成，每种蛋白含有 80一90个氨基酸，分子量为 8

300一9500Da，是一种单链多肤1201。多糖类包括鼠李搪、甘露糖、

阿拉伯糖、半乳糖、葡萄糖和木糖等。UDA通常与几丁质结合并

具有凝集活性，包括两个半胧氨酸和几丁质结合的区域，这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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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与橡胶蛋白具有高度同源性价’1。uDA前体包含一个N端的信

号肤和两个几丁质或橡胶蛋白结合区域以及一个 C端的几丁质

酶区域。编码尊麻凝集素前体的基因在几丁质酶编码区含有两个

内含子，与其他植物凝集素基因具有较高的同源性【221。

  1.5.6其他成分

    在尊麻属植物叶和茎、叶表面的鳌毛中含有乙酞胆碱、组胺、

5一轻色胺、软质等致敏物质。新鲜异株尊麻叶中含活性离子Fe2+、

Fe3+重金属Cd、Cr、Pb、Ni及活性铜[23]。Kraus还从异株尊麻

中分离得到3个菇二醇及其葡糖昔类成分川】。Neugebaue:等从异
株尊麻叶的甲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 3一轻基一a一紫罗兰醇基一p一D一毗

喃葡糖普和3一轻基一5，6一环氧一p一紫罗兰醇基一p一D一毗喃葡糖普等化

合物125]。

第三节 药理学研究

2.1抑菌活性

    研究人员以麻叶尊麻籽的不同提取物为抑菌剂进行抑菌实

验，结果显示麻叶尊麻籽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具有良好

的抗菌活性，对大肠杆菌的MIC(最低抑菌浓度)是1.25mg/ml，

金黄色葡萄球菌2.smg/ml，枯草芽抱杆菌的MIC是1.25mg/ml。

与中药金银花相比(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MIC是

1.smg/mL)126]，对大肠杆菌的抑制作用要强，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抑制作用相比稍弱。苦糠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芽

抱杆菌的最小抑菌浓度分Z[J3o、7.5、7.smg/ml[271，与其相比
麻叶尊麻籽的抑菌作用要强得多125]。
2.2抗炎镇痛作用

    研究表明尊麻多糖能明显抑制二甲苯致小鼠的急性耳廓肿

及角叉菜胶引起的大鼠足趾肿1291。狭叶尊麻根、茎、叶 70%乙

醇提取物及根水提取物对二甲苯致小鼠的急性耳廓肿及 0.5%醋

酸致小鼠扭体反应有明显的抑制作用130]。obertrei:等报道异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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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麻叶子提取物具有治疗风湿病作用[3’】，异株尊麻中uDA成分

具有抗炎作用，能抑制病毒中arachidoni。酸代谢(321。Riehemann
等报道异株尊麻叶子提取物通过抗炎作用而用于治疗风湿性关

节炎并推测其机制可能为抑制NF一Kb的活性[33，。
2.3抗凝血作用

    秦元满l3’l等人用玻片法、毛细玻管法和小鼠断尾法实验分别

考察了狭叶尊麻水煎液和甲醇提取物对小鼠凝血时间和出血时

间的影响。结果显示狭叶尊麻水煎液和甲醇提取物能明显延长小

鼠凝血时间和出血时间，表明它可抑制凝血因子、血小板和毛细

血管的功能，具有明显的抗凝血作用。

2.4抗艾滋病毒作用凝血素

    Balzarini等报道了异株尊麻中的尊麻凝血素(UDA)对HIV.l

HIV-2具有较强的选择性抑制作用[351。

2.5对T淋巴细胞增殖作用

      Lemcal等报道了异株尊麻中UDA成分对T-淋巴细胞增殖作

用要比传统干细胞促进分离剂ConA的作用强136]，saul等报道了
异株尊麻中UDA成分的结构.由结构推测UDA对T-细胞受体和

主要组织相溶性复杂分子的超抗原特性是由于对复杂聚糖的同

时定位，而uDA两位点的连接很可能是对vps.3十淋巴细胞呈现

特异性的主要因素137]。

2.6抑制良性前列腺增生作用

      良性前列腺增生(BPH)是老年男性常见和多发病。

    Hirano等报道了异株尊麻不同有机提取物对 BPH组织中的

Na+，K十一ATP酶的作用.异株尊麻中一些疏水性成分可以抑制前

列腺细胞Na+ ，K气ATP酶.从而抑制前列腺细胞代谢和生长135】。

Ganper等报道了异株尊麻根的甲醇提取物对芳香酶的抑制作用

159]。wagne:等报道uDA可以抑制表皮生长因子(EGF)与受体的
结合。并推测UDA通过阻断表皮生长因子 (EGF)与受体结合而

达到抑制前列腺增生的目的I’0l。

    Hartmann等报道异株尊麻提取物UD102在ED5014.7m只/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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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浓度抑制sa还原酶.同时在ED503.85mg/ml浓度可以抑制芳

香酶[4’】。Lichius等报道用异株尊麻根提取物用于治疗良性前列

腺增生症。结果表明:20%甲醇提取物是最有效的，达到 51.4%

的抑制生长强度[421。5比oettner等报道了从异株尊麻根的极性提

取物中分得的木脂素:(+)一neoolivil、(一)secoisolariciresinol、

dehydrodiconiferylalc、 isolariciresinol、 Pinoresinol、 3，4-

divanillylter一trahydrofuran.除‘)一pinoresinol外.都具有与性激素结
合球蛋白(sHBG)亲合的能力.介)3，4一divaniyltetra一hydrofuran的

亲和作用尤为突出.这些结果对尊麻治疗BPH的机理研究提供证

据143】。Lichius等报道了异株尊麻20%甲醇提取物中的多糖部分，

对人前列腺上皮细胞(LNcaP)的增殖具有明显抑制作用144】.GePel
等报道了异株尊麻提取物能抑制前列腺 al一肾上腺素受体与配位

体相结合.从而用于治疗BPH145]。Lichinu:等人报道异株尊麻根

20%甲醇提取物的多糖部分，对前列腺叶增生有抑制作用[461。

Konrad等报道了异株尊麻20%提取物[ME一2川，在体内实验中.对

小鼠前列腺增生显示了最强的抗增殖作用.并研究了ME一20对人

前列腺上皮细胞(LN一CaP)及基质细胞(hp叩5)增殖的体外作用。

结果显示:ME一20(5一11mg/ml)作用7天。与对照组比较。LN一caP

细胞的增殖明显受到抑制，而hpcPs增殖未受影响。该研究首次证

实异株尊麻根提取物对上皮细胞增殖具有特异性抑制作用，并与

时间，浓度相关，为其用于治疗早期BPH提供了可靠证据田1。
2.7降压、强心作用

    异株尊麻根提取物可通过内皮释放一氧化氮舒张血管、开放

钾离子通道及减弱血管收缩力而达到降压效果，成为血管舒张

药。动物试验表明，尊麻根水煎液能降低血压，作用呈剂量依赖

性，且持续时间较长.还有明显的强心作用。Legssyer研究异株

尊麻水提物对大鼠心脏和主动脉的作用。结果表明，水提物能够

诱导大鼠心率缓慢，但使心脏收缩性增强，其作用与卡巴胆碱相

似，但不受阿托品影响。并且此水提物剂量依赖性增强离体主动

脉的基础张力[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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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抗病毒及免疫调节活性

      异株尊麻凝集素抗原实际上包括一个短的超抗原活性部

位，特异性地结合于N一乙酞葡糖胺。多项试验结果表明，这种超

抗原能够抑制多种病毒，包括艾滋病病毒 (HIV)、感冒和流行

性感冒病毒。UDA可促进T细胞分裂，但与传统的T细胞凝集

素分裂素有所不同，己能够区别特定细胞如cD4+和cDS+T细胞，

并且能够诱导T细胞的原始活性.总之，UDA的免疫活性表现

为不仅能增强机体免疫系统功能，而且能调节免疫系统达到平衡

149，5。]另有实验表明，UDA对小鼠红斑狼疮进展有抑制作用，可

改变其自身抗体免疫功能，作用呈性别依赖方式[，l，52〕异株尊麻

根乙醇提取物具有抑制白细胞弹性蛋白酶及免疫调节活性。从异

株尊麻中提取的被N一乙酞葡糖胺特异性抑制的UDA能激发人淋

巴细胞活性，诱导产生丫一干扰素、TNF一a，具有免疫增强活性1531
2.9其他作用

    Musette等报道UDA成分能抑制系统红斑狼疮样病理发展。

其机制可能为UDA.改变了自身抗体的产生’54]。Karakaya等报道
尊麻全草、叶具有抗诱变活性，可用于预防癌症，其中全草作用

大于叶子:46.30;0>41.2%1，，1。

第四节 临床应用研究

3.1古代和民间应用

    在我国，尊麻是一种常用的民族药和民间药，药用历史悠久。

《图经本草》有 “尊麻生江宁府中，彼民云疗蛇毒”及 “风疹初

起，以此点之，一夜皆失”的记载。明.李时珍 《本草纲目》归

入毒草类，谓“紫背者入药”。清。《本草纲目拾遗》中云“浴风，

采取煮汁洗”。后来赵学敏在 《植物名实图考》中记载，尊麻“善

治风肿”，又云“土人采之沃以沸汤，则可已疯，亦可肥泵”。民

间一般用尊麻植物的叶捣汁外擦治疗尊麻疹，或用鲜叶捣烂外敷

治疗疮毒及蛇咬伤，或尊麻煎水局部擦洗治疗风湿关节疼痛和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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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治疗风寒感冒汗不出，或尊麻全草煎汤内服治疗产后抽风，

或嫩叶煎汤内服治小儿惊啼、吐乳等，或尊麻的干燥叶碾细、加

白糖冲服治疗慢性气管炎。在国外，尊麻从古罗马时期就开始药

用，主要用于治疗风湿关节炎。

3.2现 代应用

    现在国内还未充分挖掘尊麻属植物的药用价值和商业价值。

西方国家尤其是德国，在大量研究了异株尊麻、大尊麻、欧尊麻

等尊麻属植物后，充分的开发了它们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

3.2.1治疗前列腺增生 (BPH)

    尊麻根提取物临床治疗前列腺增生始于 20世纪 80 年代，

1984年stahl首次对4051例不同程度的BPH患者进行了大规模

临床观察，结果表明，尊麻根提取物能够有效改善 BPH患者泌

尿功能障碍。治疗2周后，夜尿症患者人数显著减少，8一9周后

减少50%卧]。s6keland等用异株尊麻与美洲蒲葵的复方制剂和
对照药保列治，对516例BPH患者进行为期48周的随机、双盲

试验。结果表明，两种药物对BPH均有较好的治疗效果，能明
显改善尿流量、排尿时间和残留尿等病理指标，而异株尊麻复方

制剂的副作用较小脚]。另外，Krzeski等用异株尊麻与另一种非

洲臀果联合用药，也能显著改善 BPH 患者的相关症状1551。

schneider等采用随机、双盲试验(分别用异株尊麻根提取物

459mg干粉和安慰剂)对 246 例前列腺增生患者进行了为期一年
的对照研究。结果表明，尊麻根提取物治疗组国际前列腺症状评

分IPSS平均从 18.7降到 13.0，而安慰剂组平均IPSS从 18.5降

到 13.8，二者之间差异显著 (P=0.0233)。尽管治疗组和安慰剂

组的平均排尿量、最大尿流量均明显增加，但无显著性差异。而

治疗组中出现副反应和尿道感染的人数明显少十安慰剂组1591.

3.2.2治疗风湿性关节炎

    由于异株尊麻中含有抗炎活性成分，大量的实验和临床研究

主要集中在治疗关节炎和风湿病方面[601。Randall等用异株尊麻

对 18例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进行研究，结果，除 1例认为异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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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治疗确实有较好的效果外，其余患者均认为自己己经完全治愈

1611。这类研究表明，异株尊麻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疗效好、安全、

经济。进一步对 27 例拇指和食指关节炎患者进行随机、双盲试

验，结果，每人在关节疼痛部位敷用异株尊麻叶，1周后疗效明

显优于安慰剂162].
3.2.3治疗过敏性鼻炎

      常用异株尊麻叶治疗过敏性炎症，Mittman等采用随机、双

盲试验，对 69例过敏性鼻炎患者，用异株尊麻叶冻干粉进行治

疗。结果，与安慰剂比较效果有显著性差异，异株尊麻叶冻干粉

优于安慰剂[631。
      目前。尊麻制剂在国外，特别是在德国己广泛应用。德国

商品“风湿安”为大尊麻和小尊麻叶的浸膏制剂。用于风湿痛患

者自助治疗，是德国5个最常用药物之一，并在 OTC药物中心

占重要地位。德国Bion一oria公司的产品urtipret系大尊麻根干浸
膏胶囊。瑞士Pharmaton公司生产的大尊麻提取物UR102等用

于治疗 BPH。德国Biocur公司生产了小尊麻干浸膏胶囊用作为

利尿剂，为长期治疗的处方药。欧洲科学协会植物治疗专集

(EPCoPMonographs)也收集了大尊麻。总之。尊麻治疗风湿病和
BPH疗效确切。大尊麻根提取物不仅用于BPH的治疗，也可用

于预防，如 90年代末，德国上市的大尊麻袋泡茶。大尊麻作为

预防 BPH的天然药物，在美国市场也很畅销。因为美国人不习

惯喝很苦的袋泡茶，故美国制药厂商将进口的大尊麻浸膏加工成

胶囊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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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狭叶尊麻的化学成分研究

第一节 提取与分离

    药材提取过程具体如下:狭叶尊麻干燥全草skg，粉碎至一

寸左右长度，用95%乙醇回流提取两次，过滤。所得滤液合并，

回收乙醇并浓缩，得浸膏。

    醇提浸膏加水混悬分散，依次用石油醚、氯仿、乙酸乙酷萃

取，一萃取液回收溶剂后所得浸膏分别有3409、249、859，醇提浸

膏水溶部分剩余2269。石油醚萃取物经硅胶薄层展开检识，发现
以叶绿素为主，其他成分含量及种类均少，故暂不分离。对其他

部位进行初步分离，得到七个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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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结构鉴定

    化合物 1

    化合物1为淡黄白色针状结晶，微溶于水、冷乙醇，可溶于

热乙醇，易溶于氯仿、乙酸乙酷，几不溶于四氯化碳、苯。乙醇

溶液中有蓝色荧光，紫外灯下有明显的蓝绿色荧光，浓氨水中荧

光明显增强，说明可能为香豆素类。三氯化铁反应阳性(浅绿色)，

示有酚轻基。化合物1的Esl一Ms中在m/2191处可见 脚一1]干峰，

表明化合物1的分子量为192，结合’H一NMR、’3C一NMR谱等数

据可推算出化合物 1的分子式为C，。HSO4，分子不饱和度Q=7。

    化合物1的’H一NMR谱中，66.91(IH，5)和66.54(IH，5)

为芳环上处于对位的两个单峰，应分别为 C，一H和 c。一H。86.26

(IH，d，J=9.6Hz)和67.60(IH，d，J=9.6Hz)为一对双键两个碳上

相互偶合质子，前者应为C3一H，后者应为C4一H。83.95 (3H，s)

为甲氧基质子。“.16 (lH，5) 应为连于芳环上的轻基质子。

    综上，该化合物为 C6、C:分别连有甲氧基和经基的香豆素

类化合物。

    在化合物 1的HMBC谱中，可见甲氧基碳与C6相关，证实

甲氧基连于 C6，从而确定轻基连于 C7上。

    HMBC谱中亦可确定其它碳氢间的远程偶合关系。化合物

的HMBC谱附图中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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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化合物1的’H一NMR、’3C一NMR谱、MS数据与文献中的

东食若内醋(scopoletin)的数据进行比较l6’l，发现两者基本一致。
确定化合物1为东蓑若内醋(scopoletin)·
    化合物1的’H书MR、’3C一NMR谱数据见表1，表2;’H

书MR、’3C-NMR和ESI一MS图谱见附图中图1、2、11。

介blellH一NMRDataotcompoundl(cDc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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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合物 6

    化合物6为淡黄色粉末HCI一Mg反应阳性，Molish反应阳性，
推断应为黄酮营类化合物，经酸水解薄层色谱检识证明其上有

D一葡萄糖和L一鼠李糖1651。化合物6的Esl一MS在m/2610处可见

分子离子峰，m/2302处有[M‘一glu一rha]峰。

    ，H一NMR谱中，66.20(IH，d，J=2.IHz)、66.39(IH，d，J=2.IHz)应

为 A环上一对远程偶合的氢信号。66.87(lH，d，J=2.2Hz)，

87.66(IH，d，J=9.SHz)和67.62(IH，dd，J=9.5，2.IHz)应为B环3’，4’-

二氧取代后，H一2‘，H一5‘和H一6‘的偶合信号，81.11(3H，d)应为

鼠李糖C，上甲基信号。’3c一NMR谱中6135.6处的单峰表明化合

物 6应为黄酮醇类化合物。617.9处的一个碳信号表明化合物中

有一个甲基五碳糖即鼠李糖的存在。

    ，H一NMR谱中，65.10(IH，d，J一7.6Hz)是D一葡萄糖上端基碳上
的氢信号，从其偶合常数数值可知D一葡萄糖相对构型为p一构型。

64.51(IH，d，J=1.6Hz)是L一鼠李糖上的端基质子信号。

    ’3C一NMR谱中，葡萄糖基的C一6向低场位移至868.6处，证

实葡萄糖与鼠李糖间为6~1连接。

    将化合物 6的 ’H一NMR、’3c一NMR数据与文献中的的芦丁

(rutin)的数据进行比较166】，发现两者基本一致。将化合物6与
芦丁对照品混匀后在硅胶薄层上以多种流动相展开，均得到单一

斑点，确定化合物6为芦丁 (rutin)‘

    化合物6的’H书MR、’3c一NMR数据见表3，表4;’H

书MR、’3C一NMR和ESI一MS图谱见附图中图4、5、6、7、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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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3lH一NMRDataofCompound6(CD3on)

N0 ComPound6 RutinI661

尹0

气
曰

，
山

2

0
0

11
甘

﹄、
~

2

月
，

，
矛

9

户()

，
1

06

 
 
 
 
 
 

.

…

…

6

6

7

产0

月了

气
曰

，，︸

20(IH，d，J=2.IHz)
39(IH，d，J=2.IHz)

沙0

了0

7.66(IH，
6.87(IH，

d，J=95Hz)
d，J=2.ZHz)

 
 
 
 
 
 
 
 
 
 
 
 
 
 
 
 
 
 
 
 
 
 
 
 
 
 
 
 
 
 
 
 

夕

，

6

0
几

2

11
~

7.62(IH，dd，J=9.5，2.IHz)
d，J，7.6Hz)
d，J=1.6Hz)

 
 
 
 
 
 
 
 
 
 
 
 
 
 
 
 
 
 
 
 
 
 
 
 
 
 
 
 

，

，

.

口

6

J.
三

，
且

5.10(IH，
4.51(IH，
111(3H

Table413C·NMRDataofCompound6(CD30D)

NO- ComPound6 Rutin〔66]

_ _ (cD30D)
  2 158.5 1585

  3 135.6 135.6

4 179.4 179.4

5 163.0 163.0

6 99.9 99.9

7 1660 _166.0

8 94.9 94.8

9 159.3 159.3

  10 105.6 105.6

  1 123.1 123.2

2 116.1 116.0

3 149.8 1497

4r l45.8 145.8

5护 117.7 117.7

6 1236 1235

1“ 102.4 102.4

2神 75.7 757

3‘ 78.2 78.2

4’ 71.4 71.4

5” 77.2 77.2

6‘ 686 68.5

1‘尸 104.7 104.7

2’产 72.1 721

3” 72.3 72.3

4“ 73.9 73.9

5”尸 69.7 69.7

6‘ 17.9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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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und‘

    化合物 7

    化合物7为棕黄色粉末，易溶于甲醇、无水乙醇、丙酮等有

机溶液。Hcl一Mg反应阳性，AICI3反应显黄绿色。化合物 7的

Esl一MS在 m/2302处可见分子离子峰。’H一NMR谱中 66.17

  (IH，d，J=ZHz)、66.37(IH，d，J=ZHz)应为5，7一二经基取代的A

环上 H一6和 H一8的远程偶合信号，66.57(IH，d，J=ZHz)，

87.72(IH，d，J=8.4Hz)和87.62(IH，dd，J=8.4，ZHz)应为B环3’，4、

二氧取代后，H一2’，H一5‘和 H一6’的偶合信号。将化合物 7的

，H一NMR、’3c一NMR数据与文献中的的榭皮素 (quercetin)的数

据进行比较[67]，发现两者基本一致。另外在化合物6芦丁的酸水

解薄层色谱上，化合物7的Rf值与芦丁昔元的Rf值一致，确定

化合物7为棚皮素 (quercetin)0

    化合物7的13C一NMR谱数据见表5;IH书MR、13C一NMR和

ESI一MS图谱见附图中图9、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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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sl3c一NMRDataotcompound7(cD30D)

ComPound7 QuercetinI671

        _ _ (cD30D)
  C2 148.0 146.9

  C3 一 135.8

  C4 . 177.3 175.9

  C5 158.2 156.2

  C6 99.2 98.3

  C7 165.5 1640

CS ’ 944 93.5

C9 162.5 160.8

C10 1045 103.1

CI‘ 124.2 122.1

CZ产 116.0 115.2

C3尸 “ 146.2 145.1

C4尸 148.7 147.7

CS‘ 116.2 115.7

C6‘ 121.7 120.1

ComPound7

    化合物 5

    化合物 5为白色针状结晶，310℃以上不熔。易溶于水，难

溶于无水乙醇、丙酮等有机溶剂。灼烧不灰化。化合物5水溶液

与亚硝酸钻钠试剂作用生成黄色结晶，证实化合物5含有钾离子。

与硫酸亚铁反应在界面生成棕色环，与铜丝加浓硫酸反应出现红

棕色气体，证实含有硝酸根。IR(KBr)cm一‘:2395(w)，1762(w)，
1345(brs)，525(5)，符合硝酸盐的吸收。化合物5与硝酸钾样品

混合压片后所测红外图谱与化合物 5单独压片测得红外图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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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确定化合物5为硝酸钾(potassiumnitrate)。化合物5红外吸
收光谱图见附图图14。

第三节 实验部分

1.材 料 与 仪 器

1.1药材

    本实验所用狭叶尊麻采自尚志市帽儿山林场，经黑龙江中医

药大学药学院药用植物学教研室于加宾教授鉴.定为狭叶尊麻

  (Urtica angustlfoliaFischexHornem)。样品标本保存于黑龙江
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1.2仪 器 、试剂和材料

1.2.1试剂和材料

    分离用试剂均为分析纯，甲醇为北京化工厂生产，氯仿、石

油醚、乙酸乙酷为天津试剂一厂生产。乙醇为医用酒精，黑龙江

华润金玉实业有限公司生产。柱色谱用硅胶G和薄层色谱用硅胶.

G均为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 (80一100目，200一300目)，聚酞胺薄

膜和柱层析用聚酞胺为台州市路桥四甲生化塑料厂产品，芦丁对

照品为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制备。

1.2.2仪 器

    R一205旋转蒸发器 (上海申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DGX一

9143B一1电热鼓风干燥箱 (上海福玛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AS312OA超声波清洗器 (天津奥特赛恩斯仪器有限公司)，DZF

一6090真空干燥箱(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AL204电子天

平 (Mettler肠ledoGroup)，AV‘400核磁共振仪(瑞士BRuKER

公司)，LcQLc舰5电喷雾质谱仪 (美国ThermoFinigan公司)，

FTIR一86005红外分光光度计 (日本岛津公司)。

2.提取与分离

2.1提取

    如提取分离流程图所示，狭叶尊麻干燥全草skg，适当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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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32L95%乙醇回流两次，每次1小时，过滤。所得滤液合并，

回收乙醇并浓缩，得浸膏6759。
    醇提浸膏加水稀释，分别用石油醚、氯仿、乙酸乙酷萃取，

萃取液回收溶剂后所得浸膏分别有34o9、249、859，醇提浸膏剩
余2269。

2.2分离

    如提取分离流程图所示，将氯仿层浸膏，进行硅胶柱层析，

以氯仿一甲醇溶剂系统梯度洗脱，洗脱液经薄层色谱检识后相近者

合并，共得12个组分 (Fr.1一Fr.12)。Fr.5在放置过程中析出化合

物1，Fr.11经两次硅胶柱层析，用氯仿一甲醇反复梯度洗脱，得化

合物2为白色粉末。No.Fr经聚酞胺柱层析得化合物3为白色粉末.

Fr.6经长期放置析出化合物4为黄色粉末。醇提浸膏剩余母液在浓

缩过程中析出化合物5为白色长针晶。母液经聚酞胺柱以水一甲醇

系统分离得的Fr.10组分再经硅胶柱层析得化合物6为淡黄色粉

末。乙酸乙醋层浸膏经聚酞胺柱以水一甲醇系统分离得的Fr.2组分

再经硅胶柱层析得化合物7为棕黄色粉末。
3，结构鉴定

    化合物1为淡黄白色针状结晶，硅胶薄层展开后在紫外灯下

可见明亮蓝色荧光。Esl一Ms在m/z191处可见 〔M一1]+离子峰，表

明化合物的分子量为192。’H一NMR、”c一NMR谱数据归属见表1，
2。

    化合物6为淡黄色粉末HCI一Mg反应阳性，Molish反应阳性。

Esl一Ms在m/2610处可见分子离子峰，m/2302处有[M气glu一rha]峰。

.H一NMR、’3c一NMR谱数据归属见表3，4。

    化合物7为棕黄色粉末，HCI一Mg反应阳性，AIC13反应显黄绿
色。Esl一Ms在m/2302处可见分子离子峰。’H一NMR(cnooD400M
Hz)66.17(IH，d，J=2.IH一6)，6.37(IH，d，J=2.1，H一8)，6.80(IH，d，J=8.3，

H一5‘)，7.60(IH，ad，J=2，1，5.3，H一6‘).’3c一NMR谱数据见表5。
    化合物5为白色针状结晶，易溶于水，灼烧不灰化。化合物5

配成适当浓度的溶液，与亚硝酸钻钠试液混合，反应出现黄色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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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日光下久置沉淀变混浊。3ml样品溶液与3mllmol几硫酸亚铁

溶液在试管中混匀，缓缓加入3ml浓硫酸，片刻后在界面生成棕

色环;样品溶液加浓硫酸混悬分散后插入铜丝，反应出现红棕色

气体。

4.酸 水 解

    按文献[65]报道的结合糖研究方法，取少量化合物6，用少量

甲醇溶解。取硅胶G板点样，同时点各种单糖对照品溶液，置于

装有7~8ml浓盐酸的层析缸中，密闭。将层析缸置于60℃水浴中

加热20分钟后取出，挥尽盐酸蒸气。取CHCI3一CH30H一玩0(30:12:4)
的下层，每gml下层液加lml冰醋酸混匀，作为展开剂。薄层板置

于装有展开剂的层析缸中，饱和20分钟后展开。前沿为约gcm时，

取出，挥展开剂至无醋酸味为止，再一次展开至gcm，取出，挥尽

展开剂。喷苯胺一邻苯二甲酸正丁醇溶液显色，置于100℃加热

15分钟，取出。结果，化合物在鼠李糖、葡萄糖的相应位置上，

出现黄色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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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结果与讨论

    1、本文在对尊麻属植物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总结的基础上，

选择国内外未进行系统分离且在我省广布的狭叶尊麻为研究对

象，对其化学成分进行研究，共分离出7个化合物，经过理化分

析和光谱数据的解析，确定了4个化合物的结构，分别为分别是

东蓖若内酷 (scopoletin)、硝酸钾、芦丁 (rutin)和懈皮素

(quercetin)，这4个化合物均为首次从狭叶尊麻中分离得到。论文

的研究成果为狭叶尊麻的后续研究与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实验依

据。

    2、狭叶尊麻全草中叶绿素含量很大， 在系统分离过程中会

产生较大的干扰，实验中我们采用了水沉并结合石油醚萃取95%

醇提取物的方法去除叶绿素，效果较好。石油醚萃取部分经过反

复处理后，成分分离工作也在进行中。

    3、尊麻属植物药用历史悠久，尊麻所具有的多种药理作用

将使其成为可开发利用的热点课题之一。我国的尊麻资源非常丰

富，国外常用的异株尊麻、欧尊麻在我国亦有分布，合理利用我

国的尊麻资源、研制开发保健食品及药物制剂将会有很好的发展

前景，应加强对国产药用尊麻的研究开发和综合利用。目前本项

目组正在进行狭叶尊麻抗风湿药理作用及其化学成分的研究，研

究成果将会对尊麻属植物的药用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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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情况

姓名:郑涛 性别:男

出生时间:1981年10月16 日

政治面貌:党员 外语语种:英语

二、主要学习经历

1997年9月一2000年7月 山东省东平县第二中学就读

2000年 9月一2004年 7月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攻读中药学学士学位

2004年 9月一2007年 7月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攻读中药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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