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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滨大戟化学成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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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海滨大戟犈狌狆犺狅狉犫犻犪犪狋狅狋狅Ｆｏｒｓｔ．地上部分的化学成分组成。方法　采用硅胶

柱色谱、Ｒｐ１８反相柱色谱、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凝胶柱色谱以及重结晶方法进行分离纯化，并根据理

化性质及核磁共振波谱和质谱数据鉴定化合物结构。结果　从海滨大戟地上部分９５％乙醇提取

物中分离得到１４个化合物，分别鉴定为 ｍａｙｏｌｅｎｅ１６（１）、（＋）（犚）脱犗甲基拉西奥地丁（２）、熊

果烷（３）、α香树脂醇（４）、伪蒲公英甾醇（５）、（３β，２４犚）大戟烷７，２５二烯３，２４二醇（６）、２９ｎｏｒ２１

αＨｈｏｐａｎｅ３，２２ｄｉｏｎｅ（７）、Ｈｏｌｌｏｎｇｄｉｏｎｅ（８）、５α豆甾醇３，６二酮（９）、２２犈，２４犚麦角甾烷７，２２

二烯３β，５α，６β三醇（１０）、菜油甾醇（１１）、豆甾醇（１２）、β谷甾醇（１３）、芹菜素（１４）。结论　首次从

海滨大戟中分离得到１４个单体化合物，其中化合物ｍａｙｏｌｅｎｅ１６（１）为新的天然产物。

［关键词］海滨大戟；化学成分；分离纯化；结构鉴定

［中图分类号］Ｒ２８４．１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７２４６．２０２１．０６．０２０

　　海滨大戟 犈狌狆犺狅狉犫犻犪犪狋狅狋狅Ｆｏｒｓｔ．为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大戟属犈狌狆犺狅狉犫犻犪Ｌｉｎｎ．多年生草

本植物，别名林氏大戟、滨大戟等，主产于广东（南部

沿海）、海南和台湾等地［１］。农业农村部“南锋专项”

考察团队调查发现，海滨大戟为西沙群岛特色植物，

并且是永乐群岛和宣德群岛的主要海岸带优势植

物［２３］。大戟属植物化学成分结构类型多样，富含三

萜、二萜等成分，且该属中有三萜及甾醇类化合物具

有多种生物活性［４］。民间有人将海滨大戟作为抗炎、

抗菌药物使用，可治疗痢疾、泄泻、白喉等症［５］。本研

究以海滨大戟为研究对象，综合利用各种色谱技术对

海滨大戟乙醇提取物中乙酸乙酯萃取部位化学成分的

分离和鉴定进行了相关研究工作，现报道如下。

１　仪器与材料

１．１　仪器　ＢｒｕｋｅｒＡＶ５００型超导核磁仪：德国

Ｂｒｕｋｅｒ公司；质谱仪：ＢｒｕｋｅｒａｍａｚｏｎＳＬ公司；ＣＡ

１１１１冷却水循环装置：上海爱朗仪器有限公司；

ＢＳＡ１００Ａ自动部分收集器：上海青浦沪西仪器厂；

旋转蒸发仪：德国 ＨｅｉｄｏｌｐｈＬａｂｏｒｏｔａ；ＭＥＴＴＬＥＲ

基金项目：农业农村部财政专项（ＮＦＺＸ２０２１）；海南省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ＺＤＹＦ２０１９０２９）；财政部和农业农村部国家

现代农业技术体系资助（ＣＡＲＳ２１）

作者简介：赵焕（１９９５），女，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黄圣卓（１９８４），男，副研究员，ｈｕ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ｚｈｕｏ＠

ｉｔｂｂ．ｏｒｇ．ｃｎ

ＴＯＬＥＤＯＭＥ２０４精密和分析天平（万分之一）：梅

特勒托力多仪器（上海）公司；色谱硅胶板Ｇ，柱色

谱硅胶（２００～３００目）：青岛海洋化工厂；Ｒｐ１８

（２０～４５μｍ）：日本富士硅化学株式会社；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Ｇ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公司。

１．２　材料　海滨大戟样品（１０．０ｋｇ），采集于海南

省三沙市宣德群岛赵述岛，经鉴定为大戟科大戟属

多年生草本海滨大戟犈狌狆犺狅狉犫犻犪犪狋狅狋狅Ｆｏｒｓｔ．。凭

证标本（编号 ＨＵＡＮＧ２０２０００５５）存放于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２　提取与分离

取新鲜海滨大戟地上部分１０ｋｇ，晒干、粉碎，

用９５％乙醇回流，提取３次，每次３ｈ，合并提取液，

减压浓缩回收溶剂，得乙醇浸膏。浸膏加适量水混

悬，用乙酸乙酯萃取３次，得乙酸乙酯萃取物３４７ｇ。

取乙酸乙酯部分３４７ｇ，经硅胶柱色谱，石油醚丙酮

（３０∶１→０∶１）梯度洗脱，得１２个流分Ｆｒ．１—Ｆｒ．１２。

Ｆｒ．３（３７．０ｇ）经Ｒｐ１８反相柱色谱梯度洗脱得４个流

分Ｆｒ．３．１—Ｆｒ．３．４。Ｆｒ．３．１（２．３ｇ）流经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甲醇）洗脱得１０个流分Ｆｒ．３．１．１—３．１．１０。过

凝胶过程中有结晶析出，洗出结晶，经硅胶柱色谱石

油醚乙酸乙酯（９∶１→４∶１）洗脱纯化后得化合物１２

（６．８ｍｇ）和１３（６．４ｍｇ）。Ｆｒ．３．１．３（５１．３ｍｇ）经硅

胶柱色谱石油醚丙酮（１５∶１）洗脱得化合物２（３．４

ｍｇ）。Ｆｒ．３．１．５（７０．０ｍｇ）经硅胶柱色谱石油醚丙

２９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ｈｔｔｐ：／／ｘｕｅｂａｏ．ａｈｔｃｍ．ｅｄｕ．ｃｎ　　　　　　　　　　　　　　　　　 Ｅｍａｉｌ　ａｈｘｂｂｊｂ＠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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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９∶１）洗脱得化合物８（１．８ｍｇ）。Ｆｒ．３．３（３８３．４

ｍｇ）经反复硅胶柱色谱石油醚丙酮（４０∶１）洗脱，再

经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甲醇）分离纯化得化合物７（２．６

ｍｇ）和９（３．５ｍｇ）。Ｆｒ．４（４２．０ｇ）经Ｒｐ１８反相柱色

谱梯度洗脱得７个流分Ｆｒ．４．１—４．７。Ｆｒ．４．２（６．７

ｇ）经反复硅胶柱色谱，石油醚丙酮（１００∶１）、石油

醚丙酮（３０∶１）、石油醚丙酮（１５∶１）洗脱，再经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甲醇）分离纯化得化合物１（２．１

ｍｇ）、３（１．３ｍｇ）和１１（１．０ｍｇ）。

Ｆｒ．５（２９．０ｇ）经Ｒｐ１８反相柱色谱梯度洗脱得

３个流分Ｆｒ．５．１—５．３。Ｆｒ．５．１（６．７ｇ）经反复硅胶

柱色谱，石油醚丙酮（３０∶１）、石油醚丙酮（５０∶１）、

石油醚丙酮（２０∶１）洗脱，再经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甲

醇）分离纯化得化合物４（２．９ｍｇ）和５（３．７ｍｇ）。

Ｆｒ．６（５．８ｇ）经Ｒｐ１８反相柱色谱梯度洗脱得５

个流分Ｆｒ．６．１—６．５。Ｆｒ．６．２（１．３ｇ）经硅胶柱色

谱，石油醚丙酮（１０∶１）洗脱，再经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

（甲醇），重结晶得到化合物６（２．９ｍｇ）。

Ｆｒ．８（３．１ｇ）经Ｒｐ１８反相柱色谱梯度洗脱得６

个流分Ｆｒ．８．１—８．６。Ｆｒ．８．３（４０．３ｍｇ）经硅胶柱色

谱，石油醚丙酮（１０∶１）洗脱得化合物１０（２．８ｍｇ）和

１４（１．６ｍｇ）。

３　结构鉴定

化合物１：白色固体。ＥＳＩＭＳ犿／狕：５３３［Ｍ＋

Ｈ］＋，分子式为 Ｃ３４Ｈ６０Ｏ４。
１
ＨＮＭＲ（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５．３１５．４５（６Ｈ，ｍ），３．６９（１Ｈ，ｓ），１．２０

３．００（４６Ｈ，ｍ），１．００（３Ｈ，ｄ，犑＝７．５Ｈｚ），０．９０

（３Ｈ，ｄ，犑＝６．２Ｈｚ）；１３ＣＮＭＲ（１２５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δ：１８０．２（ｓ，Ｃ１），１３２．１（ｄ，Ｃ９），１２８．４（ｄ，Ｃ１０），

５１．６（ｄ，Ｃ１１），１２７．９（ｄ，Ｃ１３），１２７．３（ｄ，Ｃ１５），

１４．３（ｑ，Ｃ１８），１７３．９（ｓ，Ｃ１′），２０．７３４．３（２３Ｃ，ｔ，

Ｃ２８，１４，１７，２′１５′），１３０．４（ｄ，Ｃ１１′），１２８．４（ｄ，Ｃ

１５′），１４．４（ｑ，Ｃ１８′）。以上数据与文献［６］报道一

致，故鉴定化合物１为ｍａｙｏｌｅｎｅ１６。检索相关文献

发现，目前都是通过一定的合成方法得到该化合物，

本次为首次从海滨大戟植物中分离得到，故化合物

１为新的天然产物。

化合物２：无色针晶。ＥＳＩＭＳ犿／狕：２７９［Ｍ＋

Ｈ］＋，分子式为 Ｃ１６Ｈ２２Ｏ４。
１ＨＮＭＲ（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６．２９（１Ｈ，ｄ，犑＝２．６Ｈｚ，Ｈ３），６．２４（１Ｈ，

ｄ，犑＝２．６Ｈｚ，Ｈ５），５．１６（１Ｈ，ｍ，Ｈ８′），３．２７（１Ｈ，

ｔ，犑＝１２．０Ｈｚ，Ｈ１′ａ），２．４９（１Ｈ，ｄｔ，犑＝５．８，１２．０

Ｈｚ，Ｈ１′ｂ），１．３８（３Ｈ，ｄ，犑＝６．３Ｈｚ，Ｈ９′）；１３Ｃ

ＮＭＲ（１２５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１０５．７（ｓ，Ｃ１），１６５．６（ｓ，

Ｃ２），１０１．５（ｄ，Ｃ３），１６０．２（ｓ，Ｃ４），１１０．８（ｄ，Ｃ５），

１４９．６（ｓ，Ｃ６），１７２．０（ｓ，Ｃ７），３３．７（ｔ，Ｃ１′），３０．８

（ｔ，Ｃ２′），２７．４（ｔ，Ｃ３′），２１．３（ｔ，Ｃ４′），２４．３（ｔ，Ｃ

５′），２４．８（ｔ，Ｃ６′），３１．２（ｔ，Ｃ７′），７５．２（ｄ，Ｃ８′），

２０．３（ｑ，Ｃ９′）。以上数据与文献［７］报道一致，故鉴

定化合物２为（＋）（犚）脱犗甲基拉西奥地丁。

化合物３：白色针晶。ＥＳＩＭＳ犿／狕：４２７［Ｍ＋

Ｈ］＋，分子式为 Ｃ３０ Ｈ５０Ｏ。
１ＨＮＭＲ（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１．１９（３Ｈ，ｓ，Ｈ２），３．２１（１Ｈ，ｄｄ，犑＝９．１，

３．６Ｈｚ，Ｈ３），５．５６（１Ｈ，ｔ，犑＝３．５Ｈｚ，Ｈ１２），１．１５

（３Ｈ，ｓ），１．１２（３Ｈ，ｓ），０．９９（３Ｈ，ｓ），０．８８（３Ｈ，ｄ，

犑＝６．３Ｈｚ），０．９１（３Ｈ，ｓ），０．８３（３Ｈ，ｓ），０．８２（３Ｈ，

ｄ，犑＝６．８Ｈｚ）；１３ＣＮＭＲ（１２５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３８．９

（ｔ，Ｃ１），２７．２（ｔ，Ｃ２），７８．７（ｄ，Ｃ３），３８．９（ｓ，Ｃ４），

５４．８（ｄ，Ｃ５），１８．４（ｔ，Ｃ６），３３．２（ｔ，Ｃ７），３９．１（ｄ，

Ｃ８），４７．５（ｄ，Ｃ９），３８．９（ｓ，Ｃ１０），２２．６（ｔ，Ｃ１１），

１３０．３（ｄ，Ｃ１２），１４０．３（ｓ，Ｃ１３），４３．５（ｓ，Ｃ１４），

２９．０（ｔ，Ｃ１５），２６．３（ｔ，Ｃ１６），３３．８（ｓ，Ｃ１７），５８．９

（ｄ，Ｃ１８），３９．０（ｄ，Ｃ１９），３８．９（ｄ，Ｃ２０），３１．８（ｔ，Ｃ

２１），４０．９（ｔ，Ｃ２２），２８．９（ｑ，Ｃ２３），１５．５（ｑ，Ｃ２４），

１４．０（ｑ，Ｃ２５），１６．４（ｑ，Ｃ２６），２３．３（ｑ，Ｃ２７），２８．０

（ｑ，Ｃ２８），１７．４（ｑ，Ｃ２９），２３．５（ｑ，Ｃ３０）。以上数据

与文献［８９］报道一致，故鉴定化合物３为熊果烷。

化合物４：白色针晶。ＥＩＭＳ犿／狕：４２７［Ｍ＋

Ｈ］＋，分子式为 Ｃ３０ Ｈ５０Ｏ。
１ＨＮＭＲ（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３．２３（１Ｈ，ｍ，Ｈ３），５．７２（１Ｈ，ｍ，Ｈ１２），

１．１６（３Ｈ，ｓ，Ｈ２３），０．７８（３Ｈ，ｓ，Ｈ２４），０．８７（３Ｈ，

ｓ，Ｈ２５），０．８６（３Ｈ，ｓ，Ｈ２６），１．１６（３Ｈ，ｓ，Ｈ２７），

０．９９（３Ｈ，ｓ，Ｈ２８），１．２７（６Ｈ，ｓ，Ｈ２９，３０）；１３Ｃ

ＮＭＲ（１２５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３９．２（ｔ，Ｃ１），２７．０（ｔ，Ｃ

２），７８．０（ｄ，Ｃ３），３８．０（ｓ，Ｃ４），５５．１（ｄ，Ｃ５），１８．３

（ｔ，Ｃ６），３２．６（ｔ，Ｃ７），４０．０（ｓ，Ｃ８），４７．４（ｄ，Ｃ９），

３７．３（ｓ，Ｃ１０），２５．１（ｔ，Ｃ１１），１２５．５（ｄ，Ｃ１２），

１４２．１（ｓ，Ｃ１３），４１．９（ｓ，Ｃ１４），２５．８（ｔ，Ｃ１５），２６．６

（ｔ，Ｃ１６），３２．３（ｓ，Ｃ１７），４５．３（ｄ，Ｃ１８），４４．２（ｄ，Ｃ

１９），３１．７（ｄ，Ｃ２０），３５．７（ｔ，Ｃ２１），３８．０（ｔ，Ｃ２２），

２５．７（ｑ，Ｃ２３），１５．５（ｑ，Ｃ２４），１５．６（ｑ，Ｃ２５），１６．６

（ｑ，Ｃ２６），２６．１（ｑ，Ｃ２７），２７．７（ｑ，Ｃ２８），３３．２（ｑ，Ｃ

２９），２５．０（ｑ，Ｃ３０）。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０］报道基本

一致，故鉴定化合物４为α香树脂醇。

化合物５：白色固体。ＥＩＭＳ犿／狕：４２７［Ｍ＋

Ｈ］＋，分子式为 Ｃ３０ Ｈ５０Ｏ。
１ＨＮＭＲ（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３．２５（１Ｈ，ｍ，Ｈ３），５．２５（１Ｈ，ｄ，犑＝７．８

Ｈｚ，Ｈ２１），０．９６（３Ｈ，ｓ，Ｈ２３），０．８６（３Ｈ，ｓ，Ｈ２４），

０．８３（３Ｈ，ｓ，Ｈ２５），１．１０（３Ｈ，ｓ，Ｈ２６），０．９０（３Ｈ，

ｓ，Ｈ２７），１．７２（３Ｈ，ｓ，Ｈ２８），０．８０（３Ｈ，ｄ，犑＝６．０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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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ｚ，Ｈ２９），０．８０（３Ｈ，ｓ，Ｈ３０）；１３ＣＮＭＲ（１２５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３９．１（ｔ，Ｃ１），２７．４（ｔ，Ｃ２），７９．１（ｄ，

Ｃ３），３８．９（ｓ，Ｃ４），５５．２（ｄ，Ｃ５），１８．２（ｔ，Ｃ６），

３４．１（ｔ，Ｃ７），４０．８（ｓ，Ｃ８），５０．７（ｄ，Ｃ９），３７．３（ｓ，

Ｃ１０），２１．７（ｔ，Ｃ１１），２７．７（ｔ，Ｃ１２），３９．１（ｄ，Ｃ

１３），４２．６（ｓ，Ｃ１４），２７．４（ｔ，Ｃ１５），３６．８（ｔ，Ｃ１６），

３４．１（ｓ，Ｃ１７），４９．１（ｄ，Ｃ１８），３６．２（ｄ，Ｃ１９），１４０．０

（ｓ，Ｃ２０），１１７．９（ｄ，Ｃ２１），４２．５（ｔ，Ｃ２２），２８．０（ｑ，

Ｃ２３），１５．５（ｑ，Ｃ２４），１６．６（ｑ，Ｃ２５），１６．１（ｑ，Ｃ

２６），１４．８（ｑ，Ｃ２７），１７．７（ｑ，Ｃ２８），２２．８（ｑ，Ｃ２９），

２１．６（ｑ，Ｃ３０）。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１］报道基本一

致，故鉴定化合物５为伪蒲公英甾醇。

化合物６：白色针晶。ＥＳＩＭＳ犿／狕：４４３［Ｍ＋

Ｈ］＋，分 子 式 为 Ｃ３０ Ｈ５０Ｏ２。
１ＨＮＭＲ（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３．０８（１Ｈ，ｄｄ，犑＝１１．４，４．０ Ｈｚ，Ｈ３），

５．１５（１Ｈ，ｍ，Ｈ７），０．７７（３Ｈ，ｄ，犑＝６．０Ｈｚ，Ｈ２１），

３．９０（１Ｈ，ｔ，犑＝６．２Ｈｚ，Ｈ２４），４．８３，４．７３（１Ｈｅａｃｈ，

ｓ，Ｈ２６），０．８６（９Ｈ，ｓ，Ｈ１８，Ｈ１９，Ｈ２８），０．７６，０．７１，

０．６４（３Ｈｅａｃｈ，ｓ）；１３ＣＮＭＲ（１２５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３７．３

（ｔ，Ｃ１），２７．８（ｔ，Ｃ２），７９．４（ｄ，Ｃ３），３９．１（ｓ，Ｃ４），

５０．８（ｄ，Ｃ５），２４．１（ｔ，Ｃ６），１１８．０（ｄ，Ｃ７），１４６．０（ｓ，Ｃ

８），４９．１（ｄ，Ｃ９），３５．１（ｓ，Ｃ１０），１８．３（ｔ，Ｃ１１），３３．９

（ｔ，Ｃ１２），４３．７（ｓ，Ｃ１３），５１．３（ｓ，Ｃ１４），３４．１（ｔ，Ｃ

１５），２８．３（ｔ，Ｃ１６），５３．００（ｄ，Ｃ１７），２２．１（ｑ，Ｃ１８），

１３．３（ｑ，Ｃ１９），３６．２（ｄ，Ｃ２０），１８．６（ｔ，Ｃ２１），３１．０（ｔ，

Ｃ２２），３１．９（ｔ，Ｃ２３），７５．５（ｄ，Ｃ２４），１４７．９（ｓ，Ｃ２５），

１１１．１（ｔ，Ｃ２６），１７．８（ｑ，Ｃ２７），２７．８（ｑ，Ｃ２８），１４．９（ｑ，

Ｃ２９），２７．４（ｑ，Ｃ３０）。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２］报道一

致，故鉴定化合物６为（３β，２４犚）大戟烷７，２５二烯

３，２４二醇。

化合物７：白色针晶。ＥＳＩＭＳ犿／狕：４２７［Ｍ＋

Ｈ］＋，分子式为 Ｃ２９Ｈ４６Ｏ２。
１ＨＮＭＲ（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２．０３（１Ｈ，ｍ，Ｈ１），２．４０（２Ｈ，ｍ，Ｈ２），

１．８７（１Ｈ，ｍ，Ｈ９），１．８４（１Ｈ，ｔ，犑＝１１．５Ｈｚ，Ｈ

１３），２．５８（１Ｈ，ｔｄ，犑＝１１．２，６．０Ｈｚ，Ｈ１７），２．１５

（３Ｈ，ｓ，Ｈ２９），２．１８，１．０９，１．０７，１．０４，１．００，０．９４，

０．８０（３Ｈｅａｃｈ，ｓ）；１３ＣＮＭＲ（１２５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

３９．９（ｔ，Ｃ１），３４．２（ｔ，Ｃ２），２１８．３（ｓ，Ｃ３），４７．４（ｓ，

Ｃ４），５４．９（ｄ，Ｃ５），１９．８（ｔ，Ｃ６），３３．６（ｔ，Ｃ７），

４０．８（ｓ，Ｃ８），４９．７（ｄ，Ｃ９），３７．０（ｓ，Ｃ１０），２１．５（ｔ，

Ｃ１１），２７．３（ｔ，Ｃ１２），４９．６（ｄ，Ｃ１３），４２．９（ｓ，Ｃ

１４），３５．０（ｔ，Ｃ１５），２７．８（ｔ，Ｃ１６），５２．７（ｄ，Ｃ１７），

４３．２（ｓ，Ｃ１８），３９．７（ｔ，Ｃ１９），２７．４（ｔ，Ｃ２０），３７．３

（ｄ，Ｃ２１），２１３．０（ｓ，Ｃ２２），２６．９（ｑ，Ｃ２３），２１．２（ｑ，

Ｃ２４），１５．８（ｑ，Ｃ２５），１６．１（ｑ，Ｃ２６），１８．１（ｑ，Ｃ

２７），１４．５（ｑ，Ｃ２８），２９．４（ｑ，Ｃ３０）。以上数据与文

献［１３］报道一致，故鉴定化合物７为２９ｎｏｒ２１α

Ｈｈｏｐａｎｅ３，２２ｄｉｏｎｅ。

化合物８：白色针晶。ＥＳＩＭＳ犿／狕：３５９［Ｍ＋

Ｈ］＋，分子式为 Ｃ２４Ｈ３８Ｏ２。
１ＨＮＭＲ（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０．９１，０．９７，１．０５，１．０６，１．１１（３Ｈｅａｃｈ，

ｓ），２．１４（３Ｈ，ｓ，Ｈ２１）；１３ＣＮＭＲ（１２５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４０．２（ｔ，Ｃ１），３４．３（ｔ，Ｃ２），２１８．８（ｓ，Ｃ

３），４８．４（ｓ，Ｃ４），５５．６（ｄ，Ｃ５），１９．８（ｔ，Ｃ６），３５．０

（ｔ，Ｃ７），４０．６（ｄ，Ｃ８），５０．２（ｄ，Ｃ９），３７．１（ｓ，Ｃ

１０），２１．９（ｔ，Ｃ１１），２５．８（ｔ，Ｃ１２），４５．３（ｄ，Ｃ１３），

５０．２（ｓ，Ｃ１４），３１．７（ｔ，Ｃ１５），２６．２（ｔ，Ｃ１６），５４．３

（ｄ，Ｃ１７），１５．９（ｑ，Ｃ１８），１５．５（ｑ，Ｃ１９），２１１．７（ｓ，

Ｃ２０），３０．２（ｔ，Ｃ２１），２６．９（ｑ，Ｃ２８），２１．２（ｑ，Ｃ

２９），１６．２（ｑ，Ｃ３０）。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４］报道一

致，故鉴定化合物８为ｈｏｌｌｏｎｇｄｉｏｎｅ。

化合物９：白色针晶。ＥＳＩＭＳ犿／狕：４２９［Ｍ＋

Ｈ］＋，分子式为 Ｃ２９Ｈ４８Ｏ２。
１ＨＮＭＲ（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０．７１（３Ｈ，ｓ，Ｈ１８），０．９６（３Ｈ，ｓ，Ｈ１９），

０．９４（３Ｈ，ｄ，犑＝６．４Ｈｚ，Ｈ２１），０．８４（３Ｈ，ｄ，犑＝

４．９Ｈｚ，Ｈ２６），０．８２（３Ｈ，ｄ，犑＝１．４Ｈｚ，Ｈ２７），

０．９８（３Ｈ，Ｈ２９）；１３ＣＮＭＲ（１２５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

３７．６（ｔ，Ｃ１），３７．２（ｔ，Ｃ２），２０９．４（ｓ，Ｃ３），３８．３（ｔ，

Ｃ４），５７．７（ｄ，Ｃ５），２１１．５（ｓ，Ｃ６），４６．８（ｔ，Ｃ７），

３８．２（ｄ，Ｃ８），５３．７（ｄ，Ｃ９），４１．５（ｓ，Ｃ１０），２１．９（ｔ，

Ｃ１１），３９．６（ｔ，Ｃ１２），４３．２（ｓ，Ｃ１３），５６．８（ｄ，Ｃ

１４），２４．２（ｔ，Ｃ１５），２８．２（ｔ，Ｃ１６），５６．２（ｄ，Ｃ１７），

１２．２（ｑ，Ｃ１８），１２．８（ｑ，Ｃ１９），３６．２（ｄ，Ｃ２０），１８．９

（ｑ，Ｃ２１），３４．０（ｔ，Ｃ２２），２６．２（ｔ，Ｃ２３），４５．９（ｄ，Ｃ

２４），２９．３（ｄ，Ｃ２５），１９．２（ｑ，Ｃ２６），２０．０（ｑ，Ｃ２７），

２３．２（ｔ，Ｃ２８），１２．２（ｑ，Ｃ２９）。以上数据与文献

［１５］报道一致，故鉴定化合物９为５α豆甾醇３，６

二酮。

化合物１０：白色针晶。ＥＳＩＭＳ犿／狕：４３１［Ｍ＋

Ｈ］＋，分子式为 Ｃ２８Ｈ４６Ｏ３。
１ＨＮＭＲ（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３．０８（１Ｈ，ｄｄ，犑＝１１．４，４．０Ｈｚ，Ｈ４），

０．７７（３Ｈ，ｄ，犑＝６．０Ｈｚ，Ｈ２１），５．１５（１Ｈ，ｍ，Ｈ

２３），３．９０（１Ｈ，ｔ，犑＝６．２Ｈｚ，Ｈ２４），４．８３，４．７３（１Ｈ

ｅａｃｈ，ｓ，Ｈ２６），０．８６（９Ｈ，ｓ），０７６，０．７１，０．６４（３Ｈ

ｅａｃｈ，ｓ）；１３ＣＮＭＲ（１２５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３３．１（ｔ，Ｃ

１），３１．７（Ｃ２），６７．９（ｄ，Ｃ３），３９．３（ｔ，Ｃ４），７６．１（ｓ，

Ｃ５），７３．８（ｄ，Ｃ６），１１７．７（ｄ，Ｃ７），１４４．２（ｓ，Ｃ８），

４３．６（ｄ，Ｃ９），３７．３（ｓ，Ｃ１０），２２．２（ｔ，Ｃ１１），３９．６

（ｔ，Ｃ１２），４３．９（ｓ，Ｃ１３），５４．９（ｄ，Ｃ１４），２２．８（ｔ，Ｃ

１５），２８．１（ｔ，Ｃ１６），５６．１（ｄ，Ｃ１７），１４．３（ｑ，Ｃ１８），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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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７（ｑ，Ｃ１９），４０．５（ｄ，Ｃ２０），２１．２（ｑ，Ｃ２１），１３５．５

（ｄ，Ｃ２２），１３２．３（ｄ，Ｃ２３），４３．０（ｄ，Ｃ２４），３３．２（ｄ，

Ｃ２５），１９．８（ｑ，Ｃ２６），２０．０（ｑ，Ｃ２７），１９．０（ｑ，Ｃ

２８）。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６］报道一致，故鉴定化合物１０

为２２犈，２４犚麦角甾烷７，２２二烯３β，５α，６β三醇。

化合物１１：白色针状晶体。ＥＳＩＭＳ犿／狕：４０１

［Ｍ＋ Ｈ］＋，分子式为 Ｃ２８ Ｈ４８Ｏ。
１ＨＮＭＲ（５００

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３．５１（１Ｈ，ｍ，Ｈ３），５．３５（１Ｈ，ｔ，犑＝

６．５Ｈｚ，Ｈ６），１．００（３Ｈ，ｓ，Ｈ１８），０．９１（３Ｈ，ｄ，犑＝

７．０Ｈｚ，Ｈ１９），１．４７（３Ｈ，ｓ，Ｈ２１），０．８５（３Ｈ，ｄ，

犑＝６．５Ｈｚ，Ｈ２６），０．８７（３Ｈ，ｄ，犑＝６．８Ｈｚ，Ｈ

２７），０．６８（３Ｈ，ｓ，Ｈ２８）；１３ＣＮＭＲ（１２５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３６．１（ｔ，Ｃ１），２８．４（ｔ，Ｃ２），７１．９（ｄ，Ｃ３），

４２．４（ｔ，Ｃ４），１４１．４（ｄ，Ｃ５），１２１．８４（ｄ，Ｃ６），２９．２

（ｔ，Ｃ７），２４．４（ｄ，Ｃ８），５０．２（ｄ，Ｃ９），３６．６（ｓ，Ｃ

１０），２２．４（ｔ，Ｃ１１），３７．３（ｔ，Ｃ１２），４５．９（ｓ，Ｃ１３），

５６．９（ｄ，Ｃ１４），２３．８（ｔ，Ｃ１５），２３．８（ｔ，Ｃ１６），５６．４

（ｄ，Ｃ１７），１２．０（ｑ，Ｃ１８），１９．５（ｑ，Ｃ１９），３４．０（ｄ，Ｃ

２０），１８．９（ｔ，Ｃ２１），２９．８（ｔ，Ｃ２２），３１．８（ｄ，Ｃ２３），

３９．９（ｄ，Ｃ２４），３２．０（ｑ，Ｃ２５），２１．２（ｑ，Ｃ２６），２１．２

（ｑ，Ｃ２７），１９．１（ｑ，Ｃ２８）。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７］报

道基本一致，故鉴定化合物１１为菜油甾醇。

化合物１２：无色针晶。ＥＳＩＭＳ犿／狕：４３５［Ｍ＋

Ｎａ］＋，分子式为 Ｃ２９Ｈ４８Ｏ。
１ＨＮＭＲ（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３．５１（１Ｈ，ｍ，Ｈ３），５．３７（１Ｈ，ｄｄ，犑＝２．７，

２．１Ｈｚ，Ｈ６），５．１５（１Ｈ，ｄｄ，犑＝１５．０，８．７Ｈｚ，Ｈ

２２），５．０１（１Ｈ，ｄｄ，犑＝１５．０，８．８Ｈｚ，Ｈ２３）；１３Ｃ

ＮＭＲ（１２５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３７．４（ｔ，Ｃ１），３１．８（ｔ，Ｃ

２），７１．９（ｄ，Ｃ３），４２．４（ｔ，Ｃ４），１４０．９（ｓ，Ｃ５），

１２１．８（ｄ，Ｃ６），３２．０（ｔ，Ｃ７），３２．１（ｄ，Ｃ８），５０．３（ｄ，

Ｃ９），３７．４（ｓ，Ｃ１０），２１．４（ｔ，Ｃ１１），３９．８（ｔ，Ｃ１２），

４２．４（ｓ，Ｃ１３），５７．０（ｄ，Ｃ１４），２５．６（ｔ，Ｃ１５），２８．４

（ｔ，Ｃ１６），５６．１（ｄ，Ｃ１７），１２．４（ｑ，Ｃ１８），１９．１（ｑ，Ｃ

１９），４０．６（ｄ，Ｃ２０），２１．２（ｑ，Ｃ２１），１３８．５（ｄ，Ｃ２２），

１２９．４（ｄ，Ｃ２３），５１．４（ｄ，Ｃ２４），２９．１（ｄ，Ｃ２５），１９．９

（ｔ，Ｃ２６），１９．９（ｑ，Ｃ２７），２４．５（ｑ，Ｃ２８），１２．２（ｑ，Ｃ

２９）。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８］报道一致，故鉴定化合物

１２为豆甾醇。

化合物１３：无色针晶。ＥＳＩＭＳ犿／狕：４３７［Ｍ＋

Ｎａ］＋，分子式为 Ｃ２９Ｈ５０Ｏ。
１ＨＮＭＲ（５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３．５３（１Ｈ，ｍ，Ｈ３），５．３７（１Ｈ，ｄｄ，犑＝２．７，

２．１Ｈｚ，Ｈ６）；１３ＣＮＭＲ（１２５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３７．４

（ｔ，Ｃ１），３１．８（ｔ，Ｃ２），７１．９（ｄ，Ｃ３），４２．４（ｔ，Ｃ４），

１４０．９（ｓ，Ｃ５），１２１．９（ｄ，Ｃ６），３２．０（ｔ，Ｃ７），３２．１

（ｄ，Ｃ８），５０．３（ｄ，Ｃ９），３７．４（ｓ，Ｃ１０），２１．２（ｔ，Ｃ

１１），３９．９（ｔ，Ｃ１２），４２．５（ｓ，Ｃ１３），５６．９（ｄ，Ｃ１４），

２４．５（ｔ，Ｃ１５），２８．４（ｔ，Ｃ１６），５６．２（ｄ，Ｃ１７），１２．０

（ｑ，Ｃ１８），１９．２（ｑ，Ｃ１９），３６．３（ｄ，Ｃ２０），１８．９（ｑ，Ｃ

２１），３４．１（ｔ，Ｃ２２），２６．２（ｔ，Ｃ２３），４５．９（ｄ，Ｃ２４），

２９．３（ｄ，Ｃ２５），１９．６（ｔ，Ｃ２６），１９．６（ｑ，Ｃ２７），２３．２

（ｑ，Ｃ２８），１２．１（ｑ，Ｃ２９）。以上数据与文献［１９］报

道一致，故鉴定化合物１３为β谷甾醇。

化合物１４：黄色粉末。ＥＳＩＭＳ犿／狕：２６９［Ｍ

Ｈ］－，分子式为Ｃ１５Ｈ１０Ｏ５。
１ＨＮＭＲ（５００ＭＨｚ，ａｃｅ

ｔｏｎｅｄ６）δ：６．６６（１Ｈ，ｓ，Ｈ３），６．２６（１Ｈ，ｄ，犑＝２．１

Ｈｚ，Ｈ６），６．５５（１Ｈ，ｄ，犑＝２．１Ｈｚ，Ｈ８），７．０３

（２Ｈ，ｄ，犑＝８．８Ｈｚ，Ｈ３′，５′），７．９５（２Ｈ，犑＝８．８

Ｈｚ，Ｈ２′，６′）；１３ＣＮＭＲ（１２５ＭＨｚ，ａｃｅｔｏｎｅｄ６）δ：

１６２．４（ｓ，Ｃ２），１０３．２（ｄ，Ｃ３），１８２．２（ｓ，Ｃ４），１６１．５

（ｓ，Ｃ５），９９．８（ｄ，Ｃ６），１６４．０（ｓ，Ｃ７），９３．８（ｄ，Ｃ

８），１５７．９（ｓ，Ｃ９），１０４．１（ｓ，Ｃ１０），１２２．４（ｓ，Ｃ１′），

１２８．４（ｄ，Ｃ２′，６′），１１５．９（ｄ，Ｃ３′，５′），１６１．５（ｓ，Ｃ

４′）。以上数据与文献［２０］报道基本一致，故鉴定化

合物１４为芹菜素。

４　讨论

海滨大戟作为南海岛礁和海岸带优势植物，在

民间常被用以入药［３５］，目前尚未检索到其化学成分

相关研究报道。本研究首次对海滨大戟地上部分的

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从海滨大戟的地上部分分离

并鉴定出１４个单体化合物，为海滨大戟的药效物质

基础提供参考依据。

据文献［２１］报道，化合物（＋）（犚）脱犗甲基拉

西奥地丁（２）具有抗菌活性，且对Ｋ５６２细胞具有体

外细胞毒活性。化合物２２犈，２４犚麦角甾烷７，２２二

烯３β，５α，６β三醇（１０）在诱导 ＭＣ３Ｔ３Ｅ１细胞分化活

性中起重要作用，且能抑制诱导 ＭＣ３Ｔ３Ｅ１细胞凋

亡［１６］。化合物α香树脂醇（４）具有一定的皮肤刺激

性［１０］。化合物芹菜素（１４）具有抗肿瘤、抗炎、降血压、

抗动脉硬化和血栓、抗焦虑、抗菌、抗病毒以及抗氧化

作用［２２］。海滨大戟中的单体化合物生物活性丰富，

为海滨大戟药用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也为海滨大

戟的药理研究、产品开发等奠定了基础。

（致谢：化合物的波谱数据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海南省黎药资源天然产物研

究与利用重点实验室测试中心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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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犎犝犃犖犌犛犺犲狀犵狕犺狌狅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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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犳狅狉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犳犖犪狋狌狉犪犾犘狉狅犱狌犮狋狊犳狉狅犿犔犻犉狅犾犽犕犲犱犻犮犻狀犲，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犜狉狅狆犻犮犪犾犅犻

狅狊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犅犻狅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犆犺犻狀犲狊犲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犜狉狅狆犻犮犪犾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犎犪犻狀犪狀犎犪犻犽狅狌　５７１１０１，犆犺犻

狀犪；３．犎犪犻狀犪狀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犜狉狅狆犻犮犪犾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犎犪犻狀犪狀犎犪犻犽狅狌　５７１１０１，犆犺犻狀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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