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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面针根茎的化学成分研究 
    

宋玉霞(河西学院医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摘要：目的  对单面针根茎中的化学成分进行研究。方法  采用硅胶柱层析和制备液相色谱法进行分离纯化，并根据波

谱数据对单体化合物进行结构鉴定。结果  从单面针根茎的乙醇提取物中分离纯化得到 10 个化合物，分别鉴定为：原阿

片碱(1)、别隐品碱(2)、四氢小檗碱(3)、白屈菜红碱(4)、二氢血根碱(5)、二氢白屈菜红碱(6)、6-丙酮基二氢血根碱(7)、

对羟基苯甲醛(8)、异香草醛(9)、丁香醛(10)。结论  10 个化合物均首次在单面针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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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hemical Ingredient of Root and Stem from Zanthoxylum Dissitum Hem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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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emical ingredient from the root and stem of Zanthoxylum dissitum Hemsl.. 

METHODS  The chemical ingredient were isolated and purified by silica gel column chromatography and preparative liquid 

chromatography, and the structures were elucidated based on the spectral data. RESULTS  Ten compound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fraction of ethanol extract and identified as protopine(1), allcryptopine(2), canadine(3), chelerythrine(4), dihydrosanguinarine(5), 

dihydrochelerythrine(6), 6-acetonyldihydrosanguinarine(7), parahydroxyben-zaldehyde(8), isovanillin(9), syringaldehyde(10). 

CONCLUSION  Ten compounds are isolated from this plant for the firs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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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面针(Zanthoxylum dissitum Hemsl.)又名山

枇杷、大叶花椒、蚌壳花椒等，属芸香科花椒属

常绿攀援或蔓生木质藤本灌木[1]。其根、茎及叶均

供药用，其性温味辛、涩，有小毒。具有活血散

瘀、续筋接骨的作用，多用于牙痛、腰痛、妇女

月经过多、产后月经不调等症，是“妇科千金片”

的主要成分[2-3]。目前国内外关于单面针中的化合

物报道较少，主要为生物碱、香豆素、甾体、三

萜和黄酮类等化合物[4-6]。为进一步研究单面针中

的化学成分，本实验对单面针根茎的成分进行了

分离，共得到 10 个化合物，通过 1H-NMR、
13C-NMR 等波谱技术确定化合物的结构，分别鉴

定为：原阿片碱(1)、别隐品碱(2)、四氢小檗碱(3)、

白屈菜红碱(4)、二氢血根碱(5)、二氢白屈菜红碱

(6)、6-丙酮基二氢血根碱(7)、对羟基苯甲醛(8)、

异香草醛(9)、丁香醛(10)。10 个化合物均首次在

单面针中分离得到。 

1  仪器与试剂 

Bruker AV-400 MHz 型核磁共振仪 (瑞士

Bruker 公司)；1290 HPLC 串联 6530 Q-TOF/MS、

制备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Agilent 公司)；柱层析

硅胶、GF254 薄层硅胶高效板(青岛海洋化工厂)；

实验用乙醇、甲醇、二氯甲烷、正己烷、丙酮、

三乙胺、浓氨水均为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实验用水为蒸馏水。 

单面针于 2016 年 10 月采购自湖南省湘西自

治州，经河西学院医学院王勤主任药师鉴定为芸

香科花椒属单面针(Zanthoxylum dissitum Hemsl.)

干燥根茎。标本存放于河西学院医学院天然药物

化学实验室。 

2  提取与分离 

取单面针根茎部 10 kg，90%乙醇浸泡 12 h，

回流提取 3 次，回收乙醇得总浸膏 180.5 g。采用

常压硅胶柱层析法，干法装柱上样，以石油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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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酸乙酯为洗脱条件梯度洗脱(洗脱比例为 10∶

1，5∶1，3∶1，2∶1，1∶1)和甲醇洗脱。按每

500 mL 体积收集馏分，共收集得到 160 份，用 TLC

检查并合并相似的流分，共得到 6 个部分为

A(14-35) 、 B(36-52) 、 C(53-95) 、 D(96-114) 、

E(115-131)、F(132-160)。其中 B(36-52)流分反复

应用硅胶柱层析法，洗脱剂为石油醚∶乙酸乙酯

(10∶1~5∶1)，分离得到化合物 5(9.6 mg)、化合物

6(8.5 mg)和化合物 7(8.1 mg)；D(96-114)流分反复

运用硅胶柱层析法，洗脱剂为二氯甲烷∶甲醇系

统，分离得到化合物 1(10.6 mg)、化合物 2(13.5 mg)、

化合物 3(7.6 mg)和化合物 4(14.1 mg)；E(115-131)

流分利用制备液相进行分离纯化，流动相为甲

醇∶水(30∶70)等度洗脱 20 min，得到化合物 8 

(8.1 mg)、化合物 9(6.5 mg)和化合物 10(6.9 mg)。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1：白色晶体。ESI-MS m/z：354.132 8 

[M+H]+，分子式为 C20H19NO5，特征二级碎片峰

336，206，188，149。1H-NMR(400 MHz，CDCl3) 

δH：6.89(1H，s，H-1)，6.67(1H，d，J=8.2 Hz，

H-11)，6.64(1H，d，J=8.2 Hz，H-12)，6.63(1H，

s ， H-4) ， 5.94(2H ， 2-OCH2O-3) ， 5.91(2H ，

9-OCH2O-10)，3.78(2H，m，H-13)，3.57(2H，m，

H-8)，2.88(2H，m，H-6)，2.52(2H，m，H-5)，1.91(3H，

s，N-CH3)；
13C-NMR(100 MHz，CDCl3) δC：

108.2(C-1)，148.1(C-2)，146.1(C-3)，110.6(C-4)，

132.9C-4a)， 31.9(C-5)， 57.9(C-6)， 50.9(C-8)，

118.0(C-8a)，146.4(C-9)，146.0(C-10)，106.8(C-11)，

125.7(C-12) ， 129.1(C-12a) ， 46.6(C-13) ，

194.9(C-14)，136.3(C-14a)，101.3(2-OCH2O-3)，

100.9(9-OCH2O-10)，41.7(N-CH3)。以上数据与文

献[7]报道基本一致，故鉴定化合物 1 为原阿片碱。 

化合物 2：白色晶体。ESI-MS m/z：370.165 5 

[M+H]+，分子式为 C21H23NO5，特征二级碎片峰

354，222，206，165，149。1H-NMR(400 MHz，

CDCl3) δH：6.93(1H，s，H-1)，6.87(1H，d，J=8.4 Hz，

H-11)，6.79(1H，d，J=8.4 Hz，H-12)，6.61(1H，

s，H-4)，5.91(2H，2-OCH2O-3)，3.88(3H，s，

9-OCH3)，3.79(3H，s，10-OCH3)，3.78(2H，m，

H-13)，3.57(2H，m，H-8)，2.88(2H，m，H-6)，

2.52(2H ， m ， H-5) ， 1.91(3H ， s ， N-CH3) ；
13C-NMR(100 MHz ， CDCl3) δC ： 109.2(C-1) ，

146.1(C-2)，147.4(C-3)，110.6(C-4)，132.9(C-4a)，

32.4(C-5)，57.6(C-6)，50.2(C-8)，128.6(C-8a)，

151.6(C-9)，146.1(C-10)，110.6(C-11)，127.7(C-12)，

129.6(C-12a) ， 46.3(C-13) ， 193.3(C-14) ，

136.0(C-14a)，101.2(2-OCH2O-3)，60.1(9-OCH3)，

55.1(10-OCH3)，41.2(N-CH3)。以上数据与文献[7]

报道基本一致，故鉴定化合物 2 为别隐品碱。 

化合物 3：淡黄色粉末。ESI-MS m/z：340.154 0 

[M+H]+，分子式 C20H22O4，特征二级碎片峰 310，

192，149。1H-NMR(400 MHz，CDCl3) δH：6.85(1H，

d，J=8.4 Hz，H-11)，6.79(1H，d，J=8.4 Hz，H-12)，

6.72(1H，s，H-1)，6.59(1H，s，H-4)，5.91(2H，

s，2-OCH2O-3)，4.25(1H，J=15.6 Hz，H-8)，3.84(6H，

s，9-OCH3，10-OCH3)，3.55(2H，d，J=15.2 Hz，

H-8，H-14)，3.24(1H，m，H-6)，3.16(1H，m，

H-13)，3.10(1H，m，H-5)，2.80(1H，dd，J=15.6 Hz，

11.2 H-13)，2.64(1H，m，H-6)，2.60(1H，m，H-5)；
13C-NMR(100 MHz ， CDCl3) δC ： 105.6(C-1) ，

146.2(C-2)，146.0(C-3)，108.5(C-4)，127.9(C-4a)，

29.6(C-5)，51.5(C-6)，54.0(C-8)，128.7(C-8a)，

150.4(C-9)，146.0(C-10)，111.1(C-11)，124.0(C-12)，

127.8(C-12a) ， 36.5(C-13) ， 59.7(C-14) ，

130.9(C-14a)，100.9(2-OCH2O-3)，60.3(9-OCH3)，

56.0(10-OCH3)。以上数据与文献[8]报道基本一致，

故鉴定化合物 3 为四氢小檗碱。 

化合物 4：橘红色粉末。ESI-MS m/z：348.122 8 

[M+H]+，分子式为 C21H18NO4，特征二级碎片峰

333，318，302，290。1H-NMR(400 MHz，CDCl3) 

δH：8.37(1H，s，H-6)，7.72(1H，d，J=8.4 Hz，

H-11)，7.65(1H，s，H-4)，7.58(1H，d，J=8.4 Hz，

H-10)，7.56(1H，d，J=8.4 Hz，H-12)，7.12(1H，

s，H-1)，7.07(1H，d，J=8.4 Hz，H-9)，6.06(2H，

s，2-OCH2O-3)，3.95(3H，s，8-OCH3)，3.91(3H，

s ， 7-OCH3)， 2.92(3H， s ， N-CH3)；
13C-NMR 

(100 MHz，CDCl3) δC：104.6(C-1)，148.6(C-2)，

148.1(C-3)，100.7(C-4)，126.7(C-4a)，138.7(C-4b)，

151.7(C-6)，120.8(C-6a)，146.2(C-7)，152.4(C-8)，

113.6(C-9) ， 119.4(C-10) ， 125.1(C-10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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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C-10b) ， 119.9(C-11) ， 125.2(C-12) ，

131.4(C-12a)，101.3(2-OCH2O-3)，61.3(7-OCH3)，

56.1(8-OCH3)，41.6(N-CH3)。以上数据与文献 [9]

报道基本一致，故鉴定化合物 4 为白屈菜红碱。 

化合物 5：白色粉末。ESI-MS m/z：334.138 0 

[M+H]+，分子式为 C20H15NO4，特征二级碎片峰

332，318，304，274。1H-NMR(400 MHz，CDCl3) 

δH：7.70(1H，d，J=8.4 Hz，H-11)，7.68(1H，s，

H-4)，7.49(1H，d，J=8.4 Hz，H-12)，7.31(1H，d，

J=8.4 Hz，H-10)，7.11(1H，s，H-1)，6.86(1H，d，

J=8.0 Hz，H-9)，6.05(2H，s，2-OCH2O-3)，6.03(2H，

s，7-OCH2O-8)，4.20(2H，m，H-6)，2.62(N-CH3)；
13C-NMR(100 MHz ， CDCl3) δC ： 104.4(C-1) ，

148.2(C-2)，147.6(C-3)，100.8(C-4)，126.6(C-4a)，

142.6(C-4b)，48.5(C-6)，113.7(C-6a)，144.7(C-7)，

147.2(C-8)，107.3(C-9)，116.3(C-10)，127.4(C-10a)，

124.5(C-10b)， 120.4(C-11)， 124.0(C-12)， 130.9 

(C-12a)，101.4(2-OCH2O-3)，101.1(7-OCH2O-8)，

41.7(N-CH3)。以上数据与文献[10]报道基本一致，

故鉴定化合物 5 为二氢血根碱。 

化合物 6：白色粉末。ESI-MS m/z：350.135 1 

[M+H]+，分子式为 C21H19NO4，特征二级碎片峰

348，334，318，290。1H-NMR(400 MHz，CDCl3) 

δH：7.71(1H，d，J=8.8 Hz，H-11)，7.67(1H，s，

H-4)，7.51(1H，d，J=8.8 Hz，H-10)，7.46(1H，d，

J=8.8 Hz，H-12)，7.10(1H，s，H-1)，6.95(1H，d，

J=8.8 Hz ， H-9)， 6.04(2H ， s ， 2-OCH2O-3) ，

3.92(7-OCH3)，3.88(8-OCH3)，4.29(2H，s，H-6)，

2.59(N-CH3)；
13C-NMR(100 MHz，CDCl3) δC：

104.4(C-1)，148.2(C-2)，147.6(C-3)，100.8(C-4)，

126.5(C-4a)，142.8(C-4b)，48.8(C-6)，126.4(C-6a)，

146.0(C-7)，152.2(C-8)，111.1(C-9)，118.8(C-10)，

126.5(C-10a) ， 124.2(C-10b) ， 120.2(C-11) ，

123.9(C-12)，130.9(C-12a)，100.8(2-OCH2O-3)，

61.1(7-OCH3)，55.9(8-OCH3)41.7(N-CH3)。以上数

据与文献[10]报道基本一致，故鉴定化合物 6 为二

氢白屈菜红碱。 

化合物 7：白色粉末。ESI-MS m/z：390.130 2 

[M+H]+，分子式为 C23H19NO5，特征二级碎片峰

332，318，304，274。1H-NMR(400 MHz，CDCl3) 

δH：7.71(1H，d，J=8.4 Hz，H-11)，7.53(1H，s，

H-4)，7.48(1H，d，J=8.4 Hz，H-12)，7.34(1H，d，

J=8.4 Hz，H-10)，7.10(1H，s，H-1)，6.87(1H，d，

J=8.0 Hz，H-9)，6.05(2H，s，2-OCH2O-3)，6.03(2H，

s，7-OCH2O-8)，4.88(1H，dd，J=6，10.4 Hz，H-6)，

2.65(3H，s，N-CH3)，2.32(2H，d，J=14.8 Hz，

H-1')，2.06(3H，s，H-3')；13C-NMR(100 MHz，

CDCl3) δC：104.5(C-1)，148.4(C-2)，147.7(C-3)，

100.7(C-4)，125.8(C-4a)，139.3(C-4b)，54.6(C-6)，

123.6(C-6a)，144.4(C-7)，147.3(C-8)，107.7(C-9)，

116.6(C-10) ， 127.7(C-10a) ， 116.2(C-10b) ，

127.7(C-10a) ， 120.1(C-11) ， 124.1(C-12) ，

131.1(C-12a)，101.6(2-OCH2O-3)，43.1(N-CH3)，

101.2(7-OCH2O-8) ， 46.7(C-1') ， 207.3(C-2') ，

31.4(C-3')。以上数据与文献[10]报道基本一致，故

鉴定化合物 7 为 6-丙酮基二氢血根碱。 

化合物 8：白色晶体。ESI-MS m/z：123.0 

[M+H]+，分子式为 C7H6O2。
1H-NMR(400 MHz，

CD3OD) δH：9.89(1H，s，-CHO)，7.73(2H，d，

J=8.6 Hz，H-2，6)，6.74(2H，d，J=8.6 Hz，H-3，

5)；13C-NMR(100 MHz，CD3OD) δC：128.7(C-1)，

132.2(C-2 ， 6) ， 116.4(C-3 ， 5) ， 163.9(C-4) ，

190.4(-CHO)。以上数据与文献[11]报道基本一致，

故鉴定化合物 8 为对羟基苯甲醛。 

化合物 9：淡黄色晶体。ESI-MS m/z：153.0 

[M+H]+，分子式为 C8H8O3。
1H-NMR(400 MHz，

CDCl3) δH：8.09(1H，s，-CHO)，7.66(1H，d，J= 

8.0 Hz，H-6)，7.26(1H，d，J=8.0 Hz，H-5)，7.01(1H，

s，H-2)，3.85(3H，s，-OCH3)；
13C-NMR(100 MHz，

CDCl3) δC：129.3(C-1)，110.2(C-2)，147.7(C-3)，

153.9(C-4)，116.1(C-5)，125.1(C-6)，190.7(-CHO)，

55.5(-OCH3)。以上数据与文献[11]报道基本一致，

故鉴定化合物 9 为异香草醛。 

化合物 10：淡黄色晶体。ESI-MS m/z：183.0 

[M+H]+，分子式为 C9H10O4。
1H-NMR(400 MHz，

CDCl3) δH：8.89(1H，s，-CHO)，7.66(1H，d，

J=8.2 Hz，H-2)，6.74(1H，d，J=8.2 Hz，H-6)，

3.86(3H， s， 3-OCH3)， 3.83(3H， s， 5-OCH3); 
13C-NMR(100 MHz ， CDCl3) δC ： 131.3(C-1) ，

104.4(C-2)，149.3(C-3)，146.7(C-4)，152.1(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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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C-6) ， 176.1(-CHO) ， 61.2(3-OCH3) ，

55.6(5-OCH3)。以上数据与文献[12]报道基本一致，

故鉴定化合物 10 为丁香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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