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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部位化学成分研究(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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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苍耳(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ｓｔｒｕｍａｒｉｕｍ)为民间传统药用植物ꎬ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蒙古苍耳大孔树脂 ５０％
乙醇洗脱部位具有显著的抑制细胞坏死性凋亡(ｎｅｃｒｏｐｔｏｓｉｓ)活性ꎮ 为明确蒙古苍耳(Ｘ.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的活性

成分ꎬ活性部位采用反复硅胶柱色谱、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 柱色谱、制备高效液相色谱、重结晶等多种方法进行

分离和纯化ꎬ运用 ＮＭＲ、ＭＳ 等波谱方法并结合文献数据对分离得到的化合物进行结构鉴定ꎮ 结果表明:从
该活性部位中分离得到 １４ 个化合物ꎬ分别鉴定为 ｈｙｄｒｏｘｙｄｉｈｙｄｒｏｂｏｖｏｌｉｄｅ(１)、树莓酮(２)、水杨醇(３)、对羟

基苯乙酮(４)、对羟基苯甲醛(５)、咖啡酸乙酯(６)、阿魏醛(７)、异东莨菪素(８)、３ꎬ３′￣ｂｉｓ( ３ꎬ４￣ｄｉｈｙｄｒｏ￣４￣
ｈｙｄｒｏｘｙ￣６￣ｍｅｔｈｏｘｙ￣２Ｈ￣１￣ｂｅｎｚｏｐｙｒａｎ)(９)、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ｎ (１０)、槲皮素(１１)、(＋)松脂素(１２)、β￣谷甾醇(１３)和棕榈

酸(１４)ꎮ 化合物 １－４、７－１０ 均为首次从苍耳中分离得到ꎮ
关键词: 苍耳ꎬ 坏死性凋亡ꎬ 活性部位ꎬ 化学成分ꎬ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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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ｘｙ￣２Ｈ￣１￣ｂｅｎｚｏｐｙｒａｎ)(９)ꎬ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ｎ (１０)ꎬ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 (１１)ꎬ (＋) ｐｉｎｏｒｅｓｉｎｏｌ(１２)ꎬ β￣ｓｉｔｏｓｔｅｒｏｌ(１３) ａｎｄ ｐａｌｍａｔｉｃ
ａｃｉｄ(１４).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１－４ꎬ ７－１０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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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ｅｃｒｏｐｔｏｓｉｓ 又被称为程序性细胞坏死或细胞

坏死性凋亡ꎬ是近年来新发现的一种既受死亡信

号调控、又出现坏死样结构特点的细胞死亡类型ꎮ
许多研究表明 Ｎｅｃｒｏｐｔｏｓｉｓ 与肿瘤细胞转移及对化

疗产生耐药、药物诱导的肝损伤、神经退行性病症

以及心肌梗死、中风、胰腺炎、肠炎和皮肤炎等许

多疾病的病理性和器质性等损伤有关 (Ａｎｄｒｅｓ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ꎮ 对 Ｎｅｃｒｏｐｔｏｓｉｓ 进行干预可能在临床上

减少这些疾病带来的损伤(Ｇａｌｌｕｚｚ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ꎮ
中药有数千年治疗炎症和免疫疾病的历史ꎮ

苍耳(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ｓｔｒｕｍａｒｉｕｍ)为菊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苍
耳属(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Ｌ.)一年生草本植物ꎮ 作为民间传

统药用植物ꎬ世界各地民间常用苍耳治疗鼻炎、风
湿性关节炎、发烧、白癜风、淋巴结核、疱疹和癌症

(Ｍ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ꎻ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ꎻ Ｎｉｂｒｅ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中华本草»记载苍耳性寒ꎬ味苦、辛ꎬ
有小毒ꎬ具有驱风散寒、解毒杀虫的功效(中药大

词典ꎬ１９８５)ꎮ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ꎬ苍耳具有抗炎、
抗肿瘤、抗菌、抗氧化等药理作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ꎬ２０２０)ꎮ 江西省境内该属植物主要为蒙古

苍耳(Ｘ.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付小梅等ꎬ２０１７)ꎮ 本课题

组前期在美国得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对自建的江

西 １００ 种中草药提取物组分库样品进行活性筛选

时发现ꎬ蒙古苍耳乙醇提物经大孔树脂乙醇洗脱

部位具有抑制程序性细胞坏死的生理活性ꎮ 为明

确蒙古苍耳抑制程序性细胞坏死的活性成分ꎬ逐
展开对其活性成分的系统化学成分分离ꎮ 本研究

从大孔树脂 ５０％乙醇洗脱部位分离得到的 １４ 个

化合物(图 １)ꎮ 其中ꎬ化合物 １－４、７－１０ 为首次从

蒙古苍耳中分离得到ꎮ

１　 材料与仪器

药材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采于江西南昌ꎬ由江西中

医药大学刘贤旺教授鉴定为菊科苍耳属植物蒙古

苍耳(Ｘ.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的地上部分ꎬ凭证标本保存

于江西中医药大学标本室( ＺＹ￣２０１７０７０１)ꎮ
２６９５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ｏｄｕｌｅ 型高效液相

色 谱 仪 和 １５２５ 型 制 备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仪

[Ｌｉｃｈｒｏｓｐｈｅｒ Ｃ１８ 制备液相色谱柱( ３０ ｍｍ × ２５０
ｍｍꎬ１０ μｍ)] (美国 Ｗａｔｅｒｓ 公司)ꎬＩｎｏｖａ￣６００ 型超

导核磁共振波谱仪(美国 Ｖａｒｉａｎ 公司)ꎬＡＢ Ｔｒｉｐｌｅ
ＱＵＡＤ ４５００ 质谱仪(美国 ＡＢ ＳＣＩＥＸ 公司)ꎬＷＦＨ￣
２０３(ＺＦ￣１)型三用紫外分析仪(上海精科实业有限

公司)ꎬＡＥ１００ 型电子分析天平(瑞士梅特勒－托利

多公司)ꎮ ＬＨ￣２０ 羟丙基葡聚糖凝胶 (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ꎬ瑞典 ＧＥ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 公司)ꎬ柱色谱及薄层色

谱用硅胶(２００ 目ꎬ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ꎮ 提取

分离用试剂均为分析纯ꎬ半制备 ＨＰＬＣ 用甲醇为

色谱纯(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ꎬ水为超纯水ꎮ
活性筛选用的细胞系为人直肠癌细胞系

ＨＴ２９ꎬ培养基为 ＤＭＥＭ Ｍｅｄｉｕｍ 加 １０％ ＦＢＳ 和 １％
Ｐ / Ｓꎮ Ｃｅｌｌ Ｔｉｔｅｒ￣Ｇｌｏ 细胞活性检测试剂盒 购 于

Ｐｒｏｍｅｇａ 公司ꎬ肿瘤坏死因子 ＴＮＦ￣α 通过大肠杆菌

表达系统表达并纯化得到ꎻ促凋亡化合物 Ｓｍａｃ
ｍｉｍｅｔｉｃ 和 Ｃａｓｐａｓｅ 抑制剂 ｚ￣ＶＡＤ.ｆｍｋ 由北京生命

科学研究所化学中心合成ꎮ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提取和分离

自然阴干的 １０ ｋｇ 药材粉碎后过筛ꎬ９５ ％乙醇

冷浸提取ꎬ每次 ７ ｄꎬ提取 ３ 次ꎬ合并提取液ꎬ减压

回收溶剂后得到提取物总浸膏 ８００ ｇꎮ 总浸膏以

适量乙醇溶解ꎬ拌样ꎬ装入已处理好的大孔树脂柱

中ꎬ依次以不同浓度乙醇梯度洗脱ꎬ得到水洗脱部

位(标记为 Ａ 部位) (２００ ｇ)、３０ ％乙醇洗脱部位

(标记为 Ｂ 部位) (８０ ｇ)、５０ ％乙醇洗脱部位(标

记为 Ｃ 部位)(１２０ ｇ)、７０％乙醇洗脱部位(标记为

Ｄ 部位)(６０ ｇ)、９０ ％乙醇洗脱部位(标记为 Ｅ 部

位)(１５０ ｇ)ꎮ 分别取各组分浸膏 ２０ ｍｇ 用 ＤＭＳＯ
配制成 ２０ ｍｇｍＬ￣１储存液ꎬ编号ꎬ于－２０ ℃保存ꎬ
备筛选用ꎮ
２.２ 活性部位筛选

ＨＴ２９(人直肠癌)细胞模型ꎬ经 ＴＳＺ(终浓度分

别为 ２０ ｎｇｍＬ￣１ ＴＮＦ￣αꎬ１００ ｎＭ Ｓｍａｃ 和 ２０ ｎＭ ｚ￣

３３１１ 期 盛天露等: 蒙古苍耳抑制坏死性凋亡(ｎｅｃｒｏｐｔｏｓｉｓ)活性部位化学成分研究(Ⅰ)



图 １　 化合物 １－１４ 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１－１４

图中数据是使用 Ｃｅｌｌ Ｔｉｔｅｒ￣Ｇｌｏ 试剂盒测定的 ＡＴＰ 水平ꎬ反
映 ＨＴ２９ 细胞诱导坏死后用不同样品刺激后存活 １２ ｈ 的细

胞数量ꎮ ＤＭＳＯ. 二甲亚砜ꎻ Ｔ.肿瘤坏死因子 ＴＮＦ￣αꎻ Ｓ. 促
凋亡化合物 Ｓｍａｃ ｍｉｍｅｔｉｃꎻ Ｚ. Ｃａｓｐａｓｅ 抑制剂 ｚ￣ＶＡＤ. Ａ. 水
洗脱部位ꎻ Ｂ. ３０％乙醇洗脱部位ꎻ Ｃ. ５０％乙醇洗脱部位ꎻ
Ｄ. ７０％乙醇洗脱部位ꎻ Ｅ. ９０％乙醇洗脱部位ꎮ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ｇ ＨＴ２９ ｃｅｌｌ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ｔｉｍｕｌｉ ｆｏｒ
１２ ｈ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ｒｎ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ＡＴＰ ｌｅｖｅｌ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ｅｌｌ
Ｔｉｔｅｒ￣Ｇｌｏ ｋｉｔ. ＤＭＳＯ. Ｄｉｍｅｔｈｙｓｕｌｆｏｘｉｄｅꎻ Ｔ. ＴＮＦ￣αꎻ Ｓ. Ｓａｍｃꎻ
Ｚ. Ｚ￣ＶＡＤ. Ａ. Ｗａｔｅｒ ｅｌｕｔｅｄ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ꎻ Ｂ. ３０％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ｅｌｕｔｅｄ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ꎻ Ｃ. ５０％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ｅｌｕｔｅｄ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ꎻ Ｄ. ７０％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ｅｌｕｔｅｄ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ꎻ Ｅ. ９０％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ｅｌｕｔｅｄ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图 ２　 苍耳大孔吸附树脂各洗脱部位筛选结果
Ｆｉｇ. 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ｌｕｔｅｄ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ｍａｃｒｏｐｏｒｏｕｓ

ｒｅｓｉｎ ｏｆ 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ＶＡＤ 诱 导 过 夜 后ꎬ 产 生 Ｎｅｃｒｏｐｔｏｓｉｓꎻ 将 配 成 ２０
ｍｇｍＬ￣１的样品加到经 ＴＳＺ 处理诱导成细胞坏死

的 ＨＴ２９ 细胞模型中ꎬ３７ ｏＣ 恒温培养箱放置过夜ꎻ
Ｃｅｌｌ Ｔｉｔｅｒ￣Ｇｌｏ(Ｐｒｏｍｅｇａ)试剂盒检测细胞 ＡＴＰ 水平

以确定细胞存活率ꎮ 细胞存活率高的组分说明对

ＴＳＺ 介导的细胞坏死有抑制作用ꎮ
上述洗脱部位进行细胞程序性坏死抑制实

验ꎬ筛选结果如图 ２ 所示ꎮ 由图 ２ 可知ꎬ经 ＴＳＺ 诱

导 的 ＨＴ２９ 细 胞 的 存 活 率 为 ２８％ꎬ 诱 导 成

ｎｅｃｒｏｐｔｏｓｉｓ 的 ＨＴ２９ 细胞在加入 Ｃ(５０ ％乙醇洗脱

部位)后将存活率提高到 ７５％ꎬ说明 ５０％乙醇洗脱

部位为活性部位之一ꎮ

３　 化学成分分离与结构鉴定

３.１ 化学成分分离

为进一步明确其活性成分ꎬ将 ５０％乙醇洗脱

部位 Ｃ(１２０ ｇ)以二氯甲烷 ∶ 甲醇(２００ ∶ １ ~ ０ ∶ １)
梯度洗脱ꎬ经 ＴＬＣ 合并相同 Ｒ ｆ值ꎬ得到 Ｃ－１~ Ｃ－１１
组分ꎮ 将 Ｃ－５(１５ ｇ)以石油醚 ∶ 乙酸乙酯 ９ ∶ １ ~
０ ∶ １ 进行梯度洗脱ꎬ得到 Ｃ－５－１ ~ Ｃ－５－２ 组分ꎮ
将 Ｃ－５－１(５ ｇ)以二氯甲烷 ∶ 甲醇 １５ ∶ １ ~ ０ ∶ １ 梯

度洗脱ꎬ得到 Ｃ－５－１－１ ~ Ｃ－５－１－７ 组分ꎮ Ｃ－５－
１－１出现白色结晶ꎬ重结晶后得化合物 １３ ( ３３
ｍｇ)ꎮ Ｃ－５－１－５(０.２ ｇ)析出白色晶体ꎬ经甲醇重

结晶得到化合物 ８(９ ｍｇ)ꎮ 将其余组分运用制备

型高效液进行分离纯化ꎬ得到化合物 ６(５ ｍｇ)、１０

４３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４ ｍｇ)、３(５ ｍｇ)ꎮ Ｃ－５－２(７ ｇ)以二氯甲烷 ∶ 甲

醇 １５ ∶ １ ~ ０ ∶ １ 梯度洗脱ꎬ得 Ｃ－５－２－１ ~ Ｃ－５－２－
５ 组分ꎮ 将各组分分别以制备型高效液相柱进行

色谱分离ꎬ得到化合物 １１(６ ｍｇ)、４(３ ｍｇ)、６(５０
ｍｇ)、９(４ ｍｇ)、２(５ ｍｇ)ꎮ Ｃ－６(８ ｇ)以二氯甲烷 ∶
甲醇 １５ ∶ １ ~ ０ ∶ １ 梯度洗脱ꎬ得到 Ｃ－６－１ ~ Ｃ－６－
８ 组分ꎮ 将各组分分别用制备型高效液相柱进行

色谱分离ꎬ得到化合物 ７( ４ ｍｇ)、１１( ７ ｍｇ)、５( ５
ｍｇ)、１４(１０ ｍｇ)、１(８ ｍｇ)、１２(５ ｍｇ)ꎮ
３.２ 结构鉴定

化合物 １ 　 黄色固体 (甲醇)ꎬ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１９９ [Ｍ＋Ｈ] ＋ꎬ分子式为 Ｃ１１Ｈ１８Ｏ３ꎮ１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ꎬ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ｄ４) δ:１. ８１( ｄꎬ Ｊ ＝ ０. ８５ Ｈｚꎬ ３Ｈꎬ
Ｈ￣１２)ꎬ１.９５( ｄꎬ Ｊ ＝ ０.７５ Ｈｚꎬ ３Ｈꎬ Ｈ￣１１)ꎬ１.３２ ~
１.０１(ｍꎬ ８Ｈꎬ Ｈ￣６ꎬ ７ꎬ ８ꎬ ９)ꎬ０.９１( ｔꎬ Ｊ ＝ ６.８ Ｈｚꎬ
１Ｈꎬ Ｈ￣１０) ꎮ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 ＭＨｚꎬ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ｄ４) δ:
１７３.１６(Ｃ￣２)ꎬ１２４.２８(Ｃ￣３)ꎬ１５９.１１(Ｃ￣４)ꎬ１０７.７３
(Ｃ￣５)ꎬ ３５. ５０ ( Ｃ￣６)ꎬ３１. ３０ ( Ｃ￣７)ꎬ２２. ３７ ( Ｃ￣８)ꎬ
２２.１０(Ｃ￣９)ꎬ１２. ９６( Ｃ￣１０)ꎬ９. ３１( Ｃ￣１１)ꎬ６. ９１( Ｃ￣
１２)ꎮ１Ｈ￣ＮＭＲ 与１３Ｃ￣ＮＭＲ 数据与文献(苏丽丽等ꎬ
２０１１ ) 报 道 一 致ꎬ 故 鉴 定 该 化 合 物 为

ｈｙｄｒｏｘｙｄｉｈｙｄｒｏｂｏｖｏｌｉｄｅꎮ
化合物 ２　 无色粉末(甲醇)ꎬＥＳＩ￣ＭＳ ｍ / ｚ:１６３

[Ｍ￣Ｈ] －ꎬ分子式为 Ｃ１０Ｈ１２Ｏ２ꎮ１Ｈ￣ＮＭＲ(６００ ＭＨｚꎬ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ｄ４) δ: ７. ０２ (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 ５ Ｈｚꎬ Ｈ￣２′ /
６′)ꎬ６.７０(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５ ＨｚꎬＨ￣３′ / ５′)ꎬ２.７６(４Ｈꎬ
ｍꎬ Ｈ￣３ꎬ ４)ꎬ２.１４(３Ｈꎬ ｓꎬ １￣ ＣＨ３)ꎮ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ꎬ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ｄ４ ) δ: ２８. ６ ( Ｃ￣１)ꎬ ２１０. ０ ( Ｃ￣２)ꎬ
２８.６(Ｃ￣３)ꎬ４４.９(Ｃ￣４)ꎬ１３１.８(Ｃ￣１′)ꎬ１２８.８(Ｃ￣２′ /
６′)ꎬ１１４. ７ ( Ｃ￣３′ / ５′)ꎬ１５５. ２ ( Ｃ￣４′)ꎮ １Ｈ￣ＮＭＲ与１３

Ｃ￣ＮＭＲ 数据与文献(Ｂａｅｋ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报道一致ꎬ
故鉴定该化合物为树莓酮( ｒａｓｐｂｅｒｒｙ ｋｅｔｏｎｅꎬ ＲＫ)ꎬ
也称为覆盆子酮ꎮ

化合物 ３　 淡黄色粉末(水)ꎬＥＳＩ￣ＭＳ ｍ / ｚ:１２６
[Ｍ￣Ｈ] －ꎬ分子式为 Ｃ７ Ｈ８ Ｏ２ꎮ１ 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ꎬ
Ｄ２Ｏ) δ:７.２４(１Ｈꎬ ｄｄꎬ Ｊ ＝ ７.５ Ｈｚꎬ Ｊ ＝ １.７ Ｈｚꎬ Ｈ￣
３)ꎬ７.１８(１Ｈꎬ ｍꎬ Ｈ￣５)ꎬ６.８９(１Ｈꎬ ｍꎬ Ｈ￣４)ꎬ６.８４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８.１ Ｈｚꎬ Ｈ￣６)ꎬ４.５７(２Ｈꎬ ｓꎬ Ｈ￣７)ꎮ
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ꎬ Ｄ２ Ｏ) δ:１５３. ８ ( Ｃ￣１)ꎬ １２６. ５
(Ｃ￣２)ꎬ１２９. ６ ( Ｃ￣３)ꎬ １２０. ５ ( Ｃ￣４)ꎬ １２９. ５ ( Ｃ￣５)ꎬ
１１５.５(Ｃ￣６)ꎬ５９.６(Ｃ￣７)ꎮ１Ｈ￣ＮＭＲ 与１３Ｃ￣ＮＭＲ 数据

与文献( Ｊｅ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７９)报道一致ꎬ故鉴定该

化合物为水杨醇ꎮ
化合物 ４　 无色粉末(甲醇)ꎬＥＳＩ￣ＭＳ ｍ / ｚ:１３４

[Ｍ￣Ｈ] ￣ꎬ分子式为 Ｃ８ Ｈ８ Ｏ２ꎮ１ 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ꎬ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ｄ４) δ: ７. ８７ (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 ５ Ｈｚꎬ Ｈ￣２ꎬ
６)ꎬ６.８０(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６ Ｈｚꎬ Ｈ￣３ꎬ ５)ꎬ２.５３(３Ｈꎬ
ｓꎬ８￣ ＣＨ３ )ꎮ １３Ｃ￣ＮＭＲ ( １５０ ＭＨｚꎬ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ｄ４ ) δ:
１２９.２ ( Ｃ￣１)ꎬ １３２. ２ ( Ｃ￣２ꎬ ６ )ꎬ １１６. ３ ( Ｃ￣３ꎬ ５ )ꎬ
１６５.９ ( Ｃ￣４)ꎬ １９９. ４ ( Ｃ￣７)ꎬ ２６. ２ ( Ｃ￣８)ꎮ１ Ｈ￣ＮＭＲ
与１３Ｃ￣ＮＭＲ 数据与文献(达娃卓玛等ꎬ２００８)报道

一致ꎬ故鉴定该化合物为对羟基苯乙酮ꎮ
化合物 ５ 　 淡黄色粉末(甲醇)ꎬ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１２３ [Ｍ ＋Ｈ] ＋ꎬ分子式为 Ｃ７ Ｈ６ Ｏ２ꎮ１ Ｈ￣ＮＭＲ ( ６００
ＭＨｚꎬ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ｄ４) δ:９. ７ ( １Ｈꎬ ｓꎬ － ＣＨＯ)ꎬ ７. ７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６ Ｈｚꎬ Ｈ￣３ꎬ ５)ꎬ ６.９(１Ｈꎬ ｄꎬ Ｊ ＝
８.５ Ｈｚꎬ Ｈ￣２ꎬ ６)ꎮ１３ 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ꎬ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
ｄ４) δ:１９１. ３ ( ￣ＣＨＯ)ꎬ １６５. １ ( Ｃ￣４)ꎬ １３２. １ ( Ｃ￣２ꎬ
６)ꎬ １２８.３(Ｃ￣１)ꎬ１１５.８(Ｃ￣３ꎬ ５)ꎮ１Ｈ￣ＮＭＲ 与１３Ｃ￣
ＮＭＲ 数与文献(徐丽等ꎬ２０１９)报道一致ꎬ故鉴定

该化合物为对羟基苯甲醛ꎮ
化合物 ６ 　 淡黄色簇晶(甲醇)ꎬ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２０９ [Ｍ＋Ｈ] ＋ꎬ分子式为 Ｃ１１ Ｈ１２ Ｏ４ꎮ１ Ｈ￣ＮＭＲ(６００
ＭＨｚꎬ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ｄ４) δ:７.５２(１Ｈꎬ ｄꎬ Ｊ ＝ １５. ９ Ｈｚꎬ
Ｈ￣７)ꎬ７.０２(１Ｈꎬ ｄꎬ Ｊ ＝ ２.１ Ｈｚꎬ Ｈ￣２)ꎬ６.９３(１Ｈꎬ
ｄꎬ Ｊ ＝ ８.２ Ｈｚꎬ Ｊ ＝ ２.１ Ｈｚꎬ Ｈ￣６)ꎬ６.７６(１Ｈꎬ ｄꎬ
Ｊ ＝ ８.１ Ｈｚꎬ Ｈ￣５)ꎬ６.２４(１Ｈꎬ ｄꎬ Ｊ ＝ １５.９ Ｈｚꎬ Ｈ￣
８)ꎬ４.２０(２Ｈꎬ ｑꎬ Ｊ ＝ ７.１ Ｈｚꎬ Ｈ￣１０)ꎬ１.３０(３Ｈꎬ ｔꎬ
Ｊ ＝ ７.１ Ｈｚꎬ Ｈ￣１１)ꎮ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 ＭＨｚꎬ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
ｄ４) δ:１２２.９(Ｃ￣１)ꎬ１１５.１(Ｃ￣２)ꎬ１４６.７(Ｃ￣３)ꎬ１４９.５
(Ｃ￣４)ꎬ１１６. ５ ( Ｃ￣５)ꎬ １２７. ７ ( Ｃ￣６)ꎬ １４６. ８ ( Ｃ￣７)ꎬ
１１５.３(Ｃ￣８)ꎬ１６９. ３ ( Ｃ￣９)ꎬ６１. ４ ( Ｃ￣１０)ꎬ１４. ６ ( Ｃ￣
１１)ꎮ１Ｈ￣ＮＭＲ 与１３Ｃ￣ＮＭＲ 数据与文献(朱伶俐等ꎬ
２０１８)报道一致ꎬ故鉴定该化合物为咖啡酸乙酯ꎮ

化合物 ７ 　 浅黄色油状(甲醇)ꎬ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１７９ [Ｍ＋Ｈ] ＋ꎬ分子式为Ｃ１０Ｈ１０Ｏ３ꎮ１ 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ꎬ Ａｃｅｔｏｎｅ￣ｄ６) δ:９.６４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７.７ Ｈｚꎬ Ｈ￣
９)ꎬ７.５５ ( １Ｈꎬ ｓꎬ Ｈ￣２)ꎬ８. １４ (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１５. ８
Ｈｚꎬ Ｈ￣７)ꎬ ７.２０(１Ｈꎬ ｄｄꎬ Ｊ ＝ ８.３ꎬ ２.０ Ｈｚꎬ Ｈ￣６)ꎬ
７.０４(１Ｈꎬ ｄꎬ Ｊ ＝ ８. ３ Ｈｚꎬ Ｈ￣５)ꎬ６. ５９ ( １Ｈꎬ ｄｄꎬ
Ｊ ＝ １５.８ꎬ ７.７ Ｈｚꎬ Ｈ￣８)ꎬ３.９１ (３Ｈꎬ ｓꎬ ３￣ＯＣＨ３)ꎮ
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ꎬ Ａｃｅｔｏｎｅ￣ｄ６ ) δ: １２６. ６ ( Ｃ￣１)ꎬ
１１１.４(Ｃ￣２)ꎬ１５０.５ ( Ｃ￣３)ꎬ１４７.０( Ｃ￣４)ꎬ１２２.０( Ｃ￣
５)ꎬ１２６.６( Ｃ￣６)ꎬ１５３.９( Ｃ￣７)ꎬ１１４. ０( Ｃ￣８)ꎬ１９３. １
(Ｃ￣９)ꎬ５５.４(３￣ＯＣＨ３)ꎮ １Ｈ￣ＮＭＲ与 １３Ｃ￣ ＮＭＲ数据

与文献(Ｈａｒｕｎａ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８２)报道一致ꎬ故鉴定该

化合物为阿魏醛ꎮ
化合物 ８　 白色粉末(甲醇)ꎬＥＳＩ￣ＭＳ ｍ / ｚ:１９３

[Ｍ＋Ｈ] ＋ꎬ分子式为 Ｃ１０Ｈ８Ｏ４ꎮ１Ｈ￣ＮＭＲ(６００ ＭＨｚꎬ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ｄ４)δ:７.８６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９.５ Ｈｚꎬ Ｈ￣４)ꎬ

５３１１ 期 盛天露等: 蒙古苍耳抑制坏死性凋亡(ｎｅｃｒｏｐｔｏｓｉｓ)活性部位化学成分研究(Ⅰ)



７.１２ ( １Ｈꎬ ｓꎬ Ｈ￣８ )ꎬ ６. ７８ ( １Ｈꎬ ｓꎬ Ｈ￣５)ꎬ ６. ２１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９. ４ Ｈｚꎬ Ｈ￣３)ꎬ ３. ９１ ( ３Ｈꎬ ｓꎬ Ｈ￣
１１)ꎮ１３ Ｃ￣ＮＭＲ ( １５０ ＭＨｚꎬ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ｄ４ ) δ: １１１. ２２
(Ｃ￣３)ꎬ１４４. ７３ ( Ｃ￣４)ꎬ１０２. ５６ ( Ｃ￣５)ꎬ１０６. ５４ ( Ｃ￣
８)ꎬ５５.４１(Ｃ￣１１)ꎮ１Ｈ￣ＮＭＲ 与１３Ｃ￣ＮＭＲ 数据与文献

(舒任庚等ꎬ２０１０)报道一致ꎬ故鉴定该化合物为异

东莨菪素ꎮ
化合物 ９ 　 淡黄色油状物 (甲醇)ꎬ ＥＳＩ￣ＭＳ

ｍ / ｚ:３３５ [Ｍ＋Ｈ] ＋ꎬ分子式为 Ｃ２０ Ｈ２２ Ｏ６ꎮ１ 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ꎬ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ｄ４) δ:６. ９７ (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１. ９
Ｈｚꎬ Ｈ￣５ꎬ ５′)ꎬ６.８３(２Ｈꎬ ｄｄꎬ Ｊ ＝ ８.２ Ｈｚꎬ Ｊ ＝ ２.０
Ｈｚꎬ Ｈ￣７ꎬ ７′)ꎬ ６. ７９ (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 １ Ｈｚꎬ Ｈ￣８ꎬ
８′)ꎬ４. ７３ (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４. ２ Ｈｚꎬ Ｈ￣４ꎬ ４′)ꎬ ４. ２５
(２Ｈꎬ ｄｄꎬ Ｊ ＝ ９.１ꎬ ６.９ Ｈｚꎬ Ｈ￣２ａꎬ ２ａ′)ꎬ３.８８(６Ｈꎬ
ｓꎬ ６ꎬ ６′￣ＯＣＨ３)ꎬ３. ８６( ２Ｈꎬ ｄｄꎬ Ｊ ＝ ９. ５ Ｈｚꎬ ３. ９
Ｈｚꎬ Ｈ￣２ｂꎬ ２ｂ′)ꎬ３.１７(２Ｈꎬ ｍꎬ Ｈ￣３ꎬ ３′)ꎮ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ꎬ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ｄ４ ) δ: ７１. ２ ( Ｃ￣２ꎬ ２′)ꎬ ５４. ０
(Ｃ￣３ꎬ ３′)ꎬ８６.１(Ｃ￣４ꎬ ４′)ꎬ１１４.７(Ｃ￣５ꎬ ５′)ꎬ１４７.７
(Ｃ￣６ꎬ ６′)ꎬ １１８. ６ ( Ｃ￣７ꎬ ７′)ꎬ １０９. ５ ( Ｃ￣８ꎬ ８′)ꎬ
１４５. ９ ( Ｃ￣９ꎬ ９′)ꎬ １３２. ４ ( Ｃ￣１０ꎬ １０′)ꎬ ５５. ０
(ＯＣＨ３)ꎮ１Ｈ￣ＮＭＲ 与１３Ｃ￣ＮＭＲ 数据与文献( Ｓａｌｅｅｍ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７)报道一致ꎬ故鉴定该化合物为 ３ꎬ ３′￣
ｂｉｓ ( ３ꎬ ４￣ｄｉｈｙｄｒｏ￣４￣ｈｙｄｒｏｘｙ￣ ６￣ｍｅｔｈｏｘｙ￣２Ｈ￣１￣
ｂｅｎｚｏｐｙｒａｎ)ꎮ

化合物 １０ 　 黄色粉末(甲醇)ꎬ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３４７ [Ｍ＋Ｈ] ＋ꎬ分子式为 Ｃ１７Ｈ１４Ｏ８ꎮ１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ꎬ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ｄ４) δ:７.６２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２.２ Ｈｚꎬ
Ｈ￣２′)ꎬ ７.５２ (１Ｈꎬ ｄｄꎬ Ｊ ＝ ８.５ꎬ ２.２ Ｈｚꎬ Ｈ￣６′)ꎬ
６.８９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８.５ Ｈｚꎬ Ｈ￣５′)ꎬ ６.４９ (１Ｈꎬ ｓꎬ
Ｈ￣８)ꎬ３. ８８ ( ３Ｈꎬ ｓꎬ ３′￣ＯＣＨ３ )ꎬ３. ７８ ( ３Ｈꎬ ｓꎬ ６￣
ＯＣＨ３) ꎮ １３Ｃ￣ＮＭＲ ( １５０ ＭＨｚꎬ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ｄ４ ) δ:
１５６.７２(Ｃ￣２) １３７.８３(Ｃ￣３)ꎬ１７８.８９(Ｃ￣４)ꎬ １５２.２８
(Ｃ￣５)ꎬ１３１.１８(Ｃ￣６)ꎬ１５７.４０(Ｃ￣７)ꎬ９３.５８( Ｃ￣８)ꎬ
１５２. ３７ ( Ｃ￣９ )ꎬ １０４. ８９ ( Ｃ￣１０ )ꎬ １２１. ５３ ( Ｃ￣１′)ꎬ
１１５. ０２ ( Ｃ￣２′)ꎬ １４５. ０７ ( Ｃ￣３′)ꎬ １４８. ５８ ( Ｃ￣４′)ꎬ
１１５.０７ ( Ｃ￣５′)ꎬ１２０. ９４ ( Ｃ￣６′)ꎬ５９. ５５ ( ３￣ＯＣＨ３ )ꎬ
５９.１１(６￣ＯＣＨ３)ꎮ１Ｈ￣ＮＭＲ 与１３Ｃ￣ＮＭＲ 数据与文献

(Ｆａｄｕｌ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０)报道一致ꎬ故鉴定该化合物为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ｎꎮ
化合物 １１ 　 黄色针晶(甲醇)ꎬＥＳＩ￣ＭＳ ｍ / ｚ:

３０３ [Ｍ＋Ｈ] ＋ꎬ分子式为 Ｃ１５ Ｈ１０ Ｏ７ꎮ１ Ｈ￣ＮＭＲ(６００
ＭＨｚꎬ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ｄ４ ) δ: ７. ５１ ( １Ｈꎬ ｓꎬ Ｈ￣２′)ꎬ ７. ３７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８.５ Ｈｚꎬ Ｈ￣６′)ꎬ６.７２(１Ｈꎬ ｄꎬ Ｊ ＝ ８.４
Ｈｚꎬ Ｈ￣５′)ꎬ６. ２４ ( １Ｈꎬ ｓꎬ Ｈ￣８)ꎬ６. ０２ ( １Ｈꎬ ｓꎬ Ｈ￣
６)ꎮ１３Ｃ￣ＮＭＲ(１５０ ＭＨｚꎬ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ｄ４) δ:１４６. ８ ( Ｃ￣

２)ꎬ１３５. ７ ( Ｃ￣３)ꎬ１７５. ８ ( Ｃ￣４)ꎬ１５６. １ ( Ｃ￣５)ꎬ９８. ２
( Ｃ￣６)ꎬ １６３. ９ ( Ｃ￣７)ꎬ ９３. ４ ( Ｃ￣８)ꎬ １６０. ７ ( Ｃ￣９)ꎬ
１０３. ０ ( Ｃ￣１０)ꎬ１２２. ０ ( Ｃ￣１′)ꎬ１１５. １ ( Ｃ￣２′)ꎬ１４５. １
(Ｃ￣３′)ꎬ １４７. ７ ( Ｃ￣４′)ꎬ １１５. ６ ( Ｃ￣５′)ꎬ １２０. ０ ( Ｃ￣
６′)ꎮ１Ｈ￣ＮＭＲ 与１３Ｃ￣ＮＭＲ 数据与文献(曾令峰等ꎬ
２０１７)报道一致ꎬ故鉴定该化合物为槲皮素ꎮ

化合物 １２ 　 黄色粉末状晶体(甲醇)ꎬＥＳＩ￣ＭＳ
ｍ / ｚ:３５９ [Ｍ＋Ｈ] ＋ꎮ 分子式为 Ｃ２０ Ｈ２２ Ｏ６ꎮ１ 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ꎬ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ｄ４) δ:６. ９７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１.
９Ｈｚꎬ Ｈ￣２ꎬ ２′ )ꎬ６.９３ (２Ｈꎬ ｄｄꎬ Ｊ ＝ ８.２ꎬ １.８Ｈｚꎬ Ｈ￣
６ꎬ ６′)ꎬ６. ７９ (２Ｈꎬ ｄꎬ Ｊ ＝ ８. １Ｈｚꎬ Ｈ￣５ꎬ ５′)ꎬ４. ７３
(１Ｈꎬ ｄꎬ Ｊ ＝ ４.４ Ｈｚꎬ Ｈ￣７ꎬ ７′)ꎬ４.２６ (２Ｈꎬ ｄｄꎬ Ｊ ＝
９.０ꎬ ６.９ Ｈｚꎬ Ｈ￣９ａꎬ ９′ａ)ꎬ３.８６(２Ｈꎬ ｄｄꎬ Ｊ ＝ ９.０ꎬ
３.２Ｈｚꎬ Ｈ￣９ｂꎬ ９′ｂ)ꎬ３.８８ (各 ３Ｈꎬ ｓꎬ ２×－ＯＣＨ３)ꎮ
１３Ｃ￣ＮＭＲ ( １５０ ＭＨｚꎬ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ｄ４ ) δ: １３２. ３ ( Ｃ￣１ꎬ
１′)ꎬ１０９.５(Ｃ￣２ꎬ ２′) １４７.７(Ｃ￣３ꎬ ３′)ꎬ１４５.９ (Ｃ￣ ４ꎬ
４′)ꎬ１１４. ６ ( Ｃ￣５ꎬ ５′)ꎬ１１８. ６ ( Ｃ￣６ꎬ ６′)ꎬ８６. １ ( Ｃ￣７ꎬ
７′)ꎬ５３.９(Ｃ￣８ꎬ ８′)ꎬ７１. ２(Ｃ￣４ꎬ ８)ꎬ５４. ９ ( ３′ꎬ ３′′￣
ＯＣＨ３)ꎮ１Ｈ￣ＮＭＲ 与１３Ｃ￣ＮＭＲ 数据与文献(张莲等ꎬ
２０２０)报道一致ꎬ故鉴定该化合物为(＋)松脂素ꎮ

化合物 １３　 无色针状结晶(甲醇)ꎬ分子式为

Ｃ３２Ｈ５６Ｏꎬ１０％硫酸￣乙醇溶液呈紫色斑点ꎮ 与对照

品混合后三个不同体系展开 Ｒ ｆ值一致ꎬ熔点不下

降ꎬ故鉴定该化合物为 β￣谷甾醇ꎮ
化合物 １４ 　 白色粉末结晶 (甲醇)ꎬＥＳＩ￣ＭＳ

ｍ / ｚ:２５７ [Ｍ＋Ｈ] ＋ꎬ分子式为 Ｃ１６ Ｈ３２ Ｏ２ꎮ１ Ｈ￣ＮＭＲ
(６００ ＭＨｚꎬ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ｄ４) δ:０. ８９(３Ｈꎬ ｔꎬ Ｊ ＝ ５. ９
Ｈｚꎬ Ｈ￣２)ꎬ１.６(２４Ｈꎬ ｂｒｓꎬ Ｈ￣４~ １５)ꎬ２.０８(２Ｈꎬ ｍꎬ
Ｈ￣３)ꎬ２. ２９ ( ２Ｈꎬ ｔꎬ Ｊ ＝ ５. ９ Ｈｚꎬ Ｈ￣２)ꎮ １３Ｃ￣ＮＭＲ
(１５０ ＭＨｚꎬ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ｄ４) δ:１７３.７( Ｃ￣１)ꎬ３３.２( Ｃ￣
２)ꎬ３１.７(Ｃ￣１４)ꎬ２９.６(Ｃ￣７~ １２)ꎬ２９.５(Ｃ￣ ６)ꎬ２９.４
(Ｃ￣１３)ꎬ２９.３(Ｃ￣ ４)ꎬ２４.７(Ｃ￣３)ꎬ２２.４(Ｃ￣１５)ꎬ１３.５
(Ｃ￣１６)ꎮ１Ｈ￣ＮＭＲ 与１３Ｃ￣ＮＭＲ 数据与文献(朱伶俐

等ꎬ２０１８)报道一致ꎬ故鉴定该化合物为棕榈酸ꎮ

４　 讨论

苍耳、苍耳子为同基源不同药用部位的药材ꎬ
系菊科植物苍耳的干燥地上部分和成熟带总苞的

果实ꎬ分别收载于 １９８９ 版«江苏省中药材标准»和
２０２０ 版«中国药典»ꎮ 苍耳子性温ꎬ具散风寒、通
鼻鸾、祛风湿之功效ꎮ 而苍耳性微寒ꎬ具清风热、
解毒之功效(刘秀娟等ꎬ２０１３)ꎮ 本课题组前期在

美国得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进行活性筛选时发现

采自江西的蒙古苍耳具有抑制程序性细胞坏死的

６３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生理活性ꎬ确定其大孔树脂 ５０％乙醇洗脱部位活

性显著ꎮ
从活性部位分离得到的 １４ 个化合物中ꎬ化合

物 １(ｈｙｄｒｏｘｙｄｉｈｙｄｒｏｂｏｖｏｌｉｄｅ)为蒙古苍耳中首次分

离得到的 αꎬ β￣不饱和￣γ￣内酯ꎬ具有显著抗肿瘤

(苏丽丽等ꎬ２０１１) 和抗 ＨＩＶ 活性 (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ꎮ 化合物 ２－７ 为酚类化合物ꎬ其中树莓酮具

有保肝、保心、抗氧化和抗炎作用(Ｈａｍｄ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ꎻ Ｍｉ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ꎬ现在已广泛应用于食品中

的调味剂产品和化妆品美白剂(Ｌｉ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水杨醇具有较好的抗金黄色葡萄球菌活性(杜鹃

等ꎬ２０２０)ꎮ ４￣ＨＡＰ 常作为防腐增效剂使用(范培

浩等ꎬ２０２０)ꎮ ４￣ＨＢｄ 除了具有抗血栓形成(申婷

等ꎬ２０１７)、保护血脑屏障(祝燕平等ꎬ２０１８)、减轻

神经炎症损伤(向彬等ꎬ２０１７)、抗神经细胞凋亡

(周晓楠等ꎬ２０１７)等作用以外ꎬ还可以诱导小鼠骨

髓源性巨噬细胞的自噬 (Ｊｉｎ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咖啡

酸乙酯具有抗炎、免疫调节和抗肿瘤等活性ꎬ是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的特异性抑制剂ꎬ具有良好的临

床应用前景(马瑞丽等ꎬ２０１２)ꎮ 阿魏醛( ＦＲＡ)多

存在于水果和蔬菜的果皮以及不同植物的叶子

中ꎬ不仅 具 有 抗 炎 和 抗 氧 化 活 性 ( Ｚｈａ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ꎬ还能抑制脂多糖(ＬＰＳ)诱导的小鼠巨噬细

胞 ＲＡＷ２６４.７ 中诱导一氧化氮酶的表达和一氧化

氮的合成(Ｋｉｍ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９)ꎮ 化合物 ８(异东莨菪

素)为首次从蒙古苍耳中分离得到的香豆素类化

合物ꎮ 化合物 ９[３ꎬ３′￣ｂｉｓ(３ꎬ４￣ｄｉｈｙｄｒｏ￣４￣ｈｙｄｒｏｘｙ￣６￣
ｍｅｔｈｏｘｙ￣２Ｈ￣１￣ｂｅｎｚｏｐｙｒａｎ)] 为首次从蒙古苍耳中

分离得到的聚合物ꎮ 化合物 １０(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ｎ)和化合

物 １１(槲皮素)为黄酮类化合物ꎬ其中化合物 １０ 表

现出较强的抗白色念珠菌( Ｆａｔｍ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ＤＰＰＨ 自 由 基 清 除 和 超 负 氧 阴 离 子 清 除 活 性

(Ｆａｄｕ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ꎬ化合物 １１ 具有抑制自由基、
抗氧化、抗菌、抗炎、免疫调节、抗病毒、抗癌等多

种生物活性ꎬ可能在控制或治疗 ＣＯＶＩＤ￣１９ 方面发

挥有益作用 ( Ｋｈａｚｄａｉ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化合物 １２
(松脂素)是一种高价值的植物源木脂素ꎬ能够显

著抑制人白血病细胞的增殖能力( Ｓｅｐｐｏｒｔ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ꎬ并通过诱导肿瘤细胞周期阻滞和凋亡来减

弱结肠癌的进展(Ｆｉｎ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ꎮ
Ｎｅｃｒｏｐｔｏｓｉｓ 是一种与机体炎症反应和免疫功

能密切相关的细胞死亡类型ꎮ 以上化合物除化合

物 ８、９、１３ 和 １４ 外ꎬ其余化合物都表现出各自的

抗炎免疫活性ꎮ 但这些化合物表现的生理活性是

否与前期发现的蒙古苍耳对 Ｎｅｃｒｏｐｔｏｓｉｓ 产生抑制

作用的活性相关ꎬ是否能从中确定蒙古苍耳抑制

Ｎｅｃｒｏｐｔｏｓｉｓ 的天然小分子抑制剂ꎬ还有待后期进行

更加系统和深入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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