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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蒙药材蓝玉簪龙胆的化学成分。方法  采用硅胶柱色谱、Sephadex LH-20凝胶柱色谱以及制备型 HPLC

等色谱手段进行分离纯化,并通过波谱数据和理化常数鉴定化合物结构。结果  从蓝玉簪龙胆龙胆花中分离得到 10 个化

合物，已知化合物分别鉴定为龙胆苦苷(2)、2’-(o,m-Dihydroxybenzoyl)sweroside(3)、异荭草素(4)、异荭草素-3’-甲基醚(5)、

异牡荆苷(6)、异荭草素-4’-O-吡喃葡萄糖苷(7)、异肥皂草苷(8)、熊果酸(9)、β-谷甾醇(10)。结论  化合物 1 鉴定为新的

苄醇糖苷类化合物，命名为 2,3-二羟基苯甲醇 β-吡喃葡萄糖苷；化合物 10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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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Mongolian medicinal material Gentian veitchiorum. 

METHODS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were separated and purified by silica gel column chromatography, Sephadex LH-20 gel 

column chromatography, and preparative HPLC. Subsequently, the structure of the compound was identified by spectroscopic 

data and physicochemical constants. RESULTS  A total of 9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from Gentian veitchiorum flowers, and 

identified as: gentiopicroside, 2’-(O,m-dihydroxybenzoyl) sweroside, isoorientin, isoorientin-3-methyl ether, isovitexin, 

isoorientin-4’-O-glucopyranoside, isosaponarin, ursolic acid, and β-Sitosterol. CONCLUSION  Gentiopicroside,named 2, 

3-dihydroxybenzyl alcohol β-glucopyranoside, was a new benzyl alcohol glycoside. β-Sitosterolwas isolated from this plant for 

the first time.【中英文不太对应，需认真修改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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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药材蓝玉簪龙胆为龙胆科 Gentianaceae 多

年生草本植物蓝玉簪龙胆 Gentiana veitchiorum 

Hemsl.的干燥花，蒙文名哈日—珠勒根—其木格，

又名哈日—邦占[1]。味涩、苦，性特凉，具有清热，

解毒，止咳，利喉咽功效，主治天花。该植物分

布于西藏、青海、云南西北部、四川及甘肃等地[2]。 

本课题组前期文献调研发现[3-4]，该植物中主

要含有黄酮类、萜类及甾体类等化学成分，具有

抗氧化、抗病毒、抗菌及保肝等药理作用。国内

外学者对蓝玉簪龙胆其花的化学成分研究较少，

活性研究也以粗提物为主。因此，加强蓝玉簪龙

胆花化学成分研究,可促进其植物资源的综合利用

与保护，同时也为深入阐明蓝玉簪龙胆花的药效

物质基础提供参考。本课题组对蓝玉簪龙胆花

95%乙醇提取物进行化学成分研究，从中分离得到

10个化合物，已知化合物分别鉴定为龙胆苦苷(2)、

2’-(O,m-Dihydroxybenzoyl)sweroside(3)、异荭草素

(4)、异荭草素-3’-甲基醚(5)、异牡荆苷(6)、异荭

草素-4’-O-吡喃葡萄糖苷(7)、异肥皂草苷(8)、熊果

酸(9)、β-谷甾醇(10)。化合物 1为新的苄醇糖苷类

化合物，命名为 2,3-二羟基苯甲醇 β-吡喃葡萄糖

苷，化合物 10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1  仪器与材料 

Bruker AVAIVCE Ⅲ-500 核磁共振波谱仪(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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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布鲁克公司 )；LC-20AT 型制备液相色谱仪

C18(21.2 mm×250 mm，10 μm，100A，日本岛津制

作所 )； AB SCIEX X500r 高分辨质谱 C18 

(50 mm×2.1 mm，1.6 um，100 A，百瑞科技有限

公司)；柱色谱硅胶(200~300目，青岛海浪硅胶干

燥剂有限公司)；葡聚糖凝胶(Sephadex LH-20，瑞

典 Pharmacia 公 司 ) ； 硅 胶 预 制 板 (GF254 

100 mm×200 mm，青岛永海硅胶有限公司)。实验

所用的色谱甲醇及其它提取分离所用的试剂均为

分析纯(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 

实验所用的蓝玉簪龙胆 Gentiana veitchiorum 

Hemsl.花购自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冷背药材店(产

地为西藏)。经内蒙古民族大学曹乌吉斯古楞副教

授鉴定为龙胆科 Gentianaceae 龙胆属 Gentiana 植

物蓝玉簪龙胆干燥花，标本(20201009)存放于内蒙

古民族大学蒙医药学院 205实验室。 

2  提取与分离 

取蓝玉簪龙胆干燥花 310 g，用 95%乙醇回流

提取 3次，每次 3 h，合并提取液并减压浓缩得到

总浸膏 168.9 g。从总浸膏取 30 g浸膏，加去离子

水 150 ml进行溶解，再依次用石油醚、二氯甲烷、

正丁醇萃取，减压浓缩后分别得到石油醚部位

(2.7 g)、二氯甲烷部位(2.7 g)、正丁醇部位(24.5 g)。 

将正丁醇萃取物，首先用葡聚糖凝胶 LH-20

柱色谱进行分离，以甲醇:二氯甲烷(4:1)为洗脱剂

进行等度洗脱，共得到 19 个流分(LZ1~19)。将

LZ10 部分，经半制备高效液相色谱仪(LD-20AT)

进行制备分离，液相准备条件为，流动相甲醇：

水(0.1~10 min，15~25%，10~20 min，25~45%，

20~30 min，45~55%，30~45 min，55~65%，45~ 

65 min，65~75%，65~85 min，75~85%)进行梯度

洗脱，检测波长：274 nm，柱温：35 ℃，得到 7

个流分。得到化合物 1(19 mg，tR=15.88)，2(30 mg，

tR=38.55) 。 将 LZ15 部 分 ， 再 经 半 制 备

HPLC(LD-20AT)进行制备分离，液相准备条件为，

流动相甲醇：水(0.1~10 min，15~25%，10~20 min，

25~45%，20~30 min，45~55%，30~45 min，55~65%，

45~65 min，65~75%，65~85 min，75~85%)进行梯

度洗脱，检测波长：274 nm，柱温：35 ℃，得到

13 个流分。得到化合物 3(25 mg， tR=40.50)，

4(9.6 mg，tR=42.86)，5(25 mg，tR=47.85)，6 (24 mg，

tR=35.51)， 7(18.2 mg， tR=33.40)， 8(26.5 mg，

tR=34.64)。 

将二氯甲烷萃取物，首先用葡聚糖凝胶 LH-20

柱色谱进行分离，以甲醇:二氯甲烷(2:1)为洗脱剂

进行等度洗脱，共得到 8 个流分(LE1~LE8)。将

LE 5部分，再经葡聚糖凝胶柱色谱进行分离，以

甲醇∶二氯甲烷(8∶13)为洗脱剂进行等度洗脱，

得到化合物 9(26 mg)。 

将石油醚萃取物，以石油醚：乙酸乙酯

(10:0~0:10)为洗脱剂进行梯度洗脱，共得到

LS1~LS13 个组分。将组分 LS6 经葡聚糖凝胶 

LH-20 凝胶柱色谱进行分离，以甲醇∶二氯甲烷

(1∶ 3)为洗脱剂进行等度洗脱，得到化合物

10(14mg)。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1：黄色油状物，(甲醇)，ESI-MS m/z：

301.092[M+H]- ，结合 1H-NMR、13C-NMR确定分

子式为 C13H18O8，紫外最大吸收波长：266nm。
1H-NMR谱(500 MHz，DMSO-d6)中，共显示出 18

个质子信号。在低场区 δ9.14(1H，brs), 8.36(1H，

brs)，推测为酚羟基信号；低场区 δ6.70(1H，dd，

J=7.5，1.0Hz)、δ6.60(1H，t，J=7.5Hz)、δ6.84(1H，

brd，J=7.5Hz)为一组相互偶合的氢信号，推测其

为 1,2,3-取代苯环上的质子信号，又因为化学位移

小于 7，结合酚羟基信号，可知苯环上连有氧原子；

在 δ4.56、4.95处有分别有宽包峰，质子数共为 4，

推测为醇羟基信号；δ4.56(1H，d，J=12.5Hz)与 δ4.79 

(1H，d，J=12.5Hz)为一组相互耦合的氢信号，推

测为连氧亚甲基上的两个氢信号，且亚甲基周围

存在手性基团；在 δ2.8~4.3 内有 6 个质子信号，

均为连氧碳上的氢信号，推测结构中存在 1 个糖

环。 

13C-NMR 谱(126 MHz，DMSO-d6)中，共有

13 个碳信号峰，其中 6 个芳香碳信号，7 个脂肪

碳信号。结合 DEPT135实验可知，存在 2个仲碳、

8 个叔碳、3 个季碳。δ143.2、δ145.3 为苯环中相

邻的两个连氧碳信号；脂肪区 δ102.7，74.0，77.2，

70.5，77.4，61.5为 1组 β-葡萄糖基的碳信号[5]。

另外，结合氢谱中 δ4.25 (1H, d, J=8.0Hz)的糖端基

氢耦合常数，进一步确证了糖端基构型为 β构型；

此外，δ65.7推测为连氧的亚甲基信号。 

在 1H-1H-COSY谱中，显示 2个自选偶合系统

H15/H16/H17、H1/H2/H3/H4/H5/H6。结合 HMBC

谱中，H-15与 δ143.2(C-13)，145.3(C-14)及 119.6(C- 

17)存在相关，H-16 与 125.6(C-12)及 145.3(C-14)

存在相关，H-17与 65.7(C-11)，143.2 (C-13)及 114.9 

(C-15)存在相关，H-11与 125.6(C-12)，143.2(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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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19.6(C-17)存在相关，根据以上信息，可以解

析并确证结构中的片段 A，见图 1。 
 

 
 

图 1  片段 A 结构示意图 

Fig. 1  Structural diagram of segment A 
 

MBC 谱中：H-1 与 δ74.0(C-2)，77.2(C-3)，

77.4(C-5)及 65.7(C-11)存在相关，H-2与 102.7(C-1)

及 77.2(C-3)存在相关，H-3与 102.7(C-1)、74.0(C-2)

及 70.5(C-4)存在相关，H-4与 77.2(C-3)及 77.4(C-5)

存在相关，H-5与 77.2(C-3)存在相关，H-6a与 77.4 

(C-5)存在相关，H-6b与 70.5(C-4)存在相关；另外，

H-11与 102.7(C-1)存在相关。根据以上信息，确证

结构中的片段 B，且片段 A、B通过糖苷键相连。

见图 2。 
 

 
 

图 2  COSY 和 HMBC 相关图 

Fig. 2  Correlation diagram of COSY and HMBC 

 

综合以上分析，化合物 1 的结构鉴定为 2,3-

二羟基苯甲醇 β-吡喃葡萄糖苷，将其命名为 2,3-

二羟基苯甲醇 β-吡喃葡萄糖苷。其数据归属见表 

1，结构见图 3。 

 

 
 

图 3  化合物 1 的结构 

Fig. 3  Structure of compound 1 

 

表1  化合物1的 1H和 13C NMR数据(500 MHz和126 MHz，

DMSO-d6, J in Hz)【表 1在文中未提及】 

Tab. 1  1H and 13C NMR data for compound 3(500 and 126 

MHz, DMSO-d6, J in Hz) 

Position 

【中文】 

HSQC【中文】 1H-1H-COS

Y 
HMBC【中文】 

δH (J in Hz) δC 

1 4.25 (1H, d, J=8.0) 102.7 H-2 C-2, 3, 5, 11 

2 3.03 (1H, dd, J=9.0, 8.0) 74.0 H-1, 3 C-1, 3 

3 3.15 (1H, t, J=9.0) 77.2 H-2, 4 C-1, 2, 4 

4 3.09 (1H, m) 70.5 H-3, 5 C-3, 5 

5 3.10 (1H, m) 77.4 H-4, 6a C-3 

6a 3.47 (1H, dd, J=11.5, 5.5) 
61.5 

H-5, 6b C-5 

6b 3.70 (1H, brd, J=11.5) H-6a C-4 

7, 8, 9, 10 4.56、4.95 (4H, brs) – – – 

11a 4.56 (1H, d, J=12.5) 
65.7 

H-11b C-1, 12, 13, 17 

11b 4.79 (1H, d, J=12.5) H-11a C-1, 12, 13, 17 

12 – 125.6 – – 

13 – 143.2 – – 

14 – 145.3 – – 

15 6.70 (1H, dd, J=7.5, 1.0) 114.9 H-16 C-13, 14, 17 

16 6.60 (1H, t, J=7.5) 119.1 H-15, 17 C-12, 14 

17 6.84 (1H, brd, J=7.5) 119.6 H-16 C-11, 13, 15 

18, 19 8.36、9.14 (2H, brs) – – – 

 

化合物 2：淡黄色无定形粉末(甲醇)；1H NMR 

(500 MHz，DMSO-d6) δ 7.41 (s，1H，H-3)，5.71 

(ddd，J=17.2，10.6，6.8 Hz，1H，H-8)，5.64 (s，

1H，H-6)，5.59(d，J=3.1 Hz，1H，H-1)，5.21(d，

J=7.3 Hz，1H，H-10b)，5.19(d，J=0.7 Hz，1H，

H-10a)，4.99(d，J=3.3 Hz，2H，H-7)，4.48(d，J=7.9 

Hz，1H，H-1)，3.30(s，1H，H-9)。13C NMR(126 

MHz， DMSO-d6) δ96.94(C-1)， 149.33(C-3)，

103.80(C-4)，125.46(C-5)，116.65(C-6)，69.68(C-7)，

134.51(C-8) ， 44.84(C-9) ， 118.45(C-10) ，

163.27(C-11)，99.25(C-1)，73.31(C-2)，77.84(C-3)，

70.45(C-4)，77.13(C-5)，61.60 (C-6)。以上数据

与文献对照基本一致[6]，故鉴定化合物 2为龙胆苦

苷。 

化合物 3：黄色无定形粉末(甲醇)；1H NMR 

(500 MHz，MeOD) δ5.49(s，1H，H-1)，7.26(s，

1H，H-3)，3.31(s，1H，H-5)，1.64(d，J=14.2 Hz，

1H，H-6a)，1.52(ddd，J=25.9，12.9，3.3 Hz，1H，

H-6b)，4.28(d，J=9.6 Hz，1H，H-7a)，4.00 (d，

J=11.7 Hz，1H，H-7b)，5.47–5.37(m，2H，H-8，

H-5)，2.63 (d，J=6.9 Hz，1H，H-9)，5.29(s，1H，

H-10a)，5.25(d，J=6.3 Hz，1H，H-10b)，5.0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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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8.2 Hz， 1H，H-1)， 5.02(s， 1H，H-2)，

3.51–3.41(m，3H,H-3，H-4，H-6a)，3.95(d，J=11.1 

Hz，1H，H-6b)，7.01(d，J=7.8 Hz，1H，H-4)，

6.73(t，J=8.0 Hz，1H，H-5)，7.31(d，J=8.0 Hz，

1H， H-6)。 13C NMR(126 MHz， MeOD) δ 

97.50(C-1)，153.49(C-3)，105.84(C-4)，28.86(C-5)，

25.80(C-6)，69.48(C-7)，132.87(C-8)，43.39(C-9)，

121.23(C-10) ， 167.28(C-11) ， 96.88(C-1) ，

78.86(C-2)，75.23(C-3)，71.89(C-4)，75.63(C-5)，

62.70(C-6) ， 113.69(C-1) ， 151.37(C-2) ，

147.24(C-3) ， 122.45(C-4) ， 120.66 (C-5) ，

121.23(C-6)，171.41(C-7)。以上数据与文献对照

基本一致 [7]，故鉴定化合物 3 为 2′-(o,m- 

Dihydroxybenzoyl)sweroside。 

化合物 4：黄色无定形粉末(甲醇)；1H NMR 

(500 MHz，DMSO-d6) δ 13.58(s，1H，5-OH)，7.43 

(dd，J=8.3，2.1 Hz，1H，H-6′)，7.40 (d，J=2.0 Hz，

1H，H-2′)，6.89(d，J=8.3 Hz，1H，H-5′)，6.68 (s，

1H，H-3)，6.48(s，1H，H-8)，4.59(d，J=9.8 Hz，

1H ， H-1) 。 13C NMR(126 MHz ， DMSO-d6) 

δ163.62(C-2) ， 102.77(C- 3) ， 181.85(C-4) ，

160.71(C-5)，108.89(C-6)，163.40(C- 7)，93.50(C-8)，

156.20(C-9) ， 103.35(C-10) ， 121.38 (C-1) ，

113.28(C-2) ， 145.77(C-3) ， 149.76(C-4) ，

116.05(C-5)，118.98(C-6)，73.04(C-1)，70.18，

(C-2)，78.96(C-3)，70.63(C-4)，81.60(C-5)，

61.50 (C-6)。以上数据与文献对照基本一致[8]，故

鉴定化合物 4为异荭草素。 

化合物 5：黄色无定形粉末(甲醇)；1H NMR 

(500 MHz，DMSO-d6) δ 13.56 (s，1H，5-OH)，7.92 

(d，J=8.8 Hz，1H，H-6)，7.58 – 7.52 (m，1H，

H-2)，6.97–6.85(m，2H，，H-5，H-8)，6.52(d，

J=10.5 Hz，1H，H-3)，4.90(s，1H，H-1)。13C 

NMR(126 MHz ， DMSO-d6) δ163.48(C-2) ，

103.15(C-3) ， 181.97(C-4) ， 160.71(C-5) ，

108.96(C-6)，163.81(C-7)，93.73(C-8)，156.31(C-9)，

103.27(C-10) ， 121.43(C-1) ， 110.15(C- 2) ，

148.09(C-3)，150.86(C-4)，115.83(C-5)，120.34 

(C-6)，73.13(C-1)，70.66(C-2)，79.01(C-3)，70.23 

(C-4)，81.60(C-5)，61.52(C-6)，55.98(OCH3)。

以上数据与文献对照基本一致[9]，故鉴定化合物 5

为异荭草素 3′-甲基醚。 

化合物 6：黄色无定形粉末(甲醇)；1H NMR 

(500 MHz，DMSO-d6) δ 13.51 (s，1H,5-OH)，8.05 

(d，J=8.9 Hz，2H，H-2，6)，7.19(d，J=8.9 Hz，

2H，H-3，5)，6.91(s，1H，H-3)，6.55(s，1H，

H-8)，4.58(d，1H，H-1)。13C NMR(126 MHz，

DMSO-d6) δ 182.04(C-4) ， 163.60(C-2) ，

162.87(C-7) ， 160.70(C-9) ， 160.30 (C-4) ，

156.31(C-5)， 128.22(C-2， 6)， 121.13(C-1)，

116.62(C-3，5)，109.03(C-6)，103.82(C-10)，103.49 

(C-3)， 93.78(C-8)， 81.65(C-5)， 78.97(C-1)，

73.08(C-2)，70.65(C-3)，70.20(C-4)，69.63(C-5)，

61.51(C-6)。以上数据与文献对照基本一致 [10]，

故鉴定化合物 6为异牡荆苷。 

化 合 物 7 ： 黄 色 粉 末 ( 甲 醇 ) ； 1H 

NMR(500 MHz，DMSO-d6) δ7.31 (d，J=8.6 Hz，

1H，H-6)，7.29 (s，1H，H-5)，7.22 (d，J=8.5 Hz，

1H，H-2)，6.47(s，1H，H-3)，6.36(s，1H，H-8)，

4.89(s，2H，H-1‴)，4.84(s，1H，H-1)，4.16(t，

J=7.7 Hz，1H，H-2)，3.90(d，J= 11.4 Hz，1H，

H-6‴)，3.88(dd，J=20.1，11.3 Hz，2H，H-6)，3.53(d，

J=9.0 Hz，1H，H-3‴)，3.50(d，J=1.9 Hz，1H，H-3)，

3.48(s，1H，H-4‴)，3.46(s，1H，H-4)，3.45(d，

J=1.8 Hz，1H，H-5‴)，3.42(s，1H，H-5)。13C NMR 

(126 MHz，DMSO-d6) δ165.34(C-2)，105.10 (C-3)，

183.99(C-4)，162.14(C-5)，109.33(C-6)，165.22(C-7)，

95.48(C-8) ， 158.72(C-9) ， 105.35(C-10) ，

127.00(C-1)，114.92(C-2)，148.62(C-3)，150.12(C- 

4)，117.92(C- 5)，119.96(C-6)，75.39(C-1)，

72.67(C-2)，82.73(C-3)，71.91(C-4)，80.24(C-5)，

63.01(C- 6) ， 103.19 (C-1‴) ， 74.86(C-2‴) ，

78.51(C-3‴) ， 71.39(C- 4‴) ， 77.61 (C-5‴) ，

62.54(C-6‴)。以上数据与文献对照基本一致[11]，故

鉴定化合物 7为异荭草素-4′-O-吡喃葡萄糖苷。 

化 合 物 8 ： 黄 色 粉 末 ( 甲 醇 ) ； 1H 

NMR(500 MHz，MeOD) δ 7.89(d，J=8.2 Hz，2H，

H-2，6)，7.23(d，J=8.4 Hz，2H，H-3，5)，6.60(s，

1H，H-3)，6.46(s，1H，H-8)，5.06(d，J=5.4 Hz，

1H，H-1‴)，4.23–4.18(m，H-1). 13C NMR(126 MHz，

MeOD) δ183.53(C-1)，165.17(C-2)，104.99(C-3)，

184.06(C-4) ， 162.20(C-5) ， 109.40(C-6) ，

165.47(C-7) ， 95.47(C-8) ， 158.77(C-9) ，

105.37(C-10)，126.06(C-1)，129.31(C-2，C-6)，

118.16(C-3，C-5)，162.17(C-4)，75.39(C-1)，71.92 

(C-2)，80.25(C-3)，71.43(C-4)，82.74(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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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2 (C-6) ， 101.80(C-1‴) ， 74.93(C-2‴) ，

78.05(C-3‴)，72.69(C-4‴)，78.43(C-5‴)，62.63(C-6‴)。

以上数据与文献对照基本一致[12]，故鉴定化合物 8

为异肥皂草苷。 

化合物 9：白色粉末(甲醇)；1H NMR (500 

MHz，DMSO-d6) δ0.67(s，3H，H-24)，0.75(s，3H，

H-25)，0.81(d，J=6.4 Hz，3H，H-29)，0.87(d，J=3.3 

Hz，3H，H-30)，0.91(s，3H，H-26)，1.04(s，3H，

H-27)，3.00(dt，J=9.6，4.8 Hz，1H，H-3)，5.14(dt，

J=14.7，2.9 Hz，1H，H-12)。13C NMR (126 MHz，

DMSO-d6) δ36.51(C-1)，26.97(C-2)，76.81(C-3)，

38.21(C-4)，54.76(C-5)，17.98(C-6)，32.69(C-7)，

39.09(C-8)，46.99(C-9)，38.48(C-10)，23.25(C-11)，

124.56(C-12) ， 138.18 (C-13) ， 41.63(C-14) ，

28.24(C-15) ， 23.79(C-16) ， 46.81(C-17) ，

52.36(C-18) ， 38.36(C-19) ， 38.41(C-20) ，

30.16(C-21) ， 36.30(C-22) ， 27.52(C-23) ，

15.21(C-24) ， 16.06(C-25) ， 17.00(C-26) ，

22.83(C-27) ， 178.26(C- 28) ， 16.90(C-29) ，

21.06(C-30)。以上数据与文献对照基本一致[13]，

故鉴定化合物 9为熊果酸。 

化合物 10：白色粉末 (氯仿 )； 1H NMR 

(500 MHz，CDCl3) δ 5.40–5.34(m，1H，H-6)，3.57– 

3.49(m，1H，H-3)，1.01(s，3H，H-18)，0.92(d，

J= 3.2 Hz，3H，H-21)，0.86–0.84(m，3H，H-29)，

0.84– 0.79(m，6H，H-26，H-27)，0.69(s，3H H-19)。
13C NMR(126 MHz ， CDCl3) δ37.46(C-1) ，

31.86(C-2)，72.03(C-3)，42.50(C-4)，140.97(C-5)，

121.94(C-6)，32.13(C-7)，32.11(C-8)，50.34(C-9)，

36.72(C-10)，21.29(C-11)，39.98(C-12)，42.53(C-13)，

56.98(C-14)，24.52(C-15)，28.46(C-16)，56.26(C-17)，

12.20(C-18)，20.01(C-19)36.36(C-20)，18.99(C-21)，

34.15(C-22)，23.27(C-23)，46.04(C-24)29.36(C-25)，

19.61(C-26) ， 19.25(C-27) ， 26.27(C-28) ，

12.07(C-29)。以上数据与文献对照基本一致[14]，

故鉴定化合物 10为 β-谷甾醇。 

4  讨论 

本实验对蓝玉簪龙胆花 95%乙醇提取物进行

化学成分研究，共分离得到 10 个化合物，1 个苄

醇糖苷类化合物、2个三萜类化合物、2个环稀醚

萜苷类化合物以及 5 个黄酮苷类化合物。其中，

化合物 1为新化合物，化合物 10为首次从该植物

中分离得到，进一步丰富了蓝玉簪龙胆的化学成

分类型，为后续药效物质基础研究奠定了基础，

并对龙胆属其他植物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提供了一

定的参考。该结果与蓝玉簪龙胆的其它部位对比，

虽然具体化学成分在结构上有所不同，但化合物

种类趋于一致，以黄酮类、三萜类为主，含部分

环稀醚萜苷类及苄醇糖苷类等。根据文献报道，

分离得到的化合物具有较好的生物活性，其中分

离得到三萜类成分熊果酸和 β-谷甾醇的含有量明

显高于其他化合物，熊果酸具有调血脂、抗炎、

抗癌、抗氧化、保护心脏、肝脏、抗骨骼肌萎缩、

抗病毒等众多的生物活性[15]。从该植物中首次分

离得到的 β-谷甾醇目前已成为医学领域的研究热

点[16] ，它具有降胆固醇、降血糖、抗氧化、抗炎、

抑菌和类激素功能等多种生物活性，因此具有很

好的临床应用前景。异荭草素、异荭草素-3-甲基

醚、异牡荆苷、异荭草素-4’-O-吡喃葡萄糖苷、异

肥皂草苷等黄酮类成分均具有抗癌、抗菌及抗氧

化活性[17]。龙胆苦苷对类风湿关节炎起到很好地

治疗作用，其机制可能与其抗炎、抑制滑膜成纤

维细胞异常增殖等作用相关[18]。 

目前，珠勒根-其木格类植物多局限于民族用

药，药效物质基础及作用机制的研究不够深入。

因此，为了进一步资源综合开发其药用价值，有

必要进一步加强珠勒根-其木格类植物的基础和临

床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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