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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小果蔷薇 R osa cym osa Tratt. 中的化学成分。方法 :运用多种色谱方法对小果蔷薇中的化学

成分进行分离 ,根据理化性质和波谱数据分析进行结构鉴定。结果 :分离得到 6个化合物 ,分别为β2谷甾醇

(1) , 2α2羟基乌苏酸 (2) , 蔷薇酸 (3) , 胡萝卜苷 (4) , 紫云英苷 (5) , 翻白叶苷 A (6)。结论 :化合物 1～6

均为从小果蔷薇中首次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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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 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em ical constituents of Rosa cym osa. M ethods: Multi2chromatographic methods were

emp loyed for the 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R osa cym osa. The structureswere identified on the basis of chem ical evidence and spectral

data. Results: Six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and identified asβ2sitosterol (1) , 2α2hydroxyursolic acid (2) , euscaphic acid (3) , dau2
costerol (4) , kaemferol232O2β2D2glucoside (5) , potengriffioside A (6). Conclusion:Compounds 1～6 were all isolated from R osa cy2
m osa for the first time.

KEY WO RD S　 Rosa cym osa; chem ical constituents

　　小果蔷薇为蔷薇科蔷薇属植物小果蔷薇 R osa

cym osa, 别名山木香、鱼杆子、小金樱、白花七叶树、

七姊妹。小果蔷薇为藤状灌木 ,长约 5 m,茎枝具硬

钩状刺。多生长于海拔 250～1 300 m的灌丛林缘、

向阳山坡、路旁、溪边以及丘陵地带 ,广泛分布于江

西、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四川、云南、贵州、

福建、广东、广西、台湾等省区 [ 1 ]。小果蔷薇以根、

叶入药。其提取物除有显著的凝血作用外 ,对金黄

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变形杆菌和大肠杆菌有

较强的抑制作用。根可外用敷患处 ,主治痈、疖、疮、

疡以及烧伤、烫伤。叶外用适量 ,鲜品捣烂敷患

处 [ 1 ]。小果蔷薇作为治疗烫伤的一种有效草药在

民间广泛应用 ,但对其化学成分的研究很少 ,仅见对

其中的多酚羟基糖苷 ,鞣质 [ 2 ]及精油 [ 3 ]成分的研究

报道。为寻找小果蔷薇中的有效成分 ,作者对小果

蔷薇叶中化学成分进行研究 ,从中分离鉴定了 6个

化合物 ,分别为β2谷甾醇 (1) , 2α2羟基乌苏酸 (2) ,

蔷薇酸 (3) , 胡萝卜苷 (4) , 紫云英苷 (5) , 翻白叶

苷 A (6)。化合物 1～6均为从小果蔷薇中首次分

离得到。

1　材料与仪器

1. 1　仪器和试剂 　SGW X24显微熔点仪 (上海精

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 ; Q2TOF2m icro质谱仪测定 ;

质谱仪 ( ESI2MS) (英国质谱公司 ) ;
1
H2NMR和 13

C2
NMR B ruker AV2600型核磁共振仪测定 ;高效液相

色谱仪 (W aters公司 1525 HPLC仪 , 2996 PDA检测

器 ) ;柱色谱所用担体 : Sephadex LH220 ( 20 ～80

μm, Pharmacia Fine Chem ical Co. , L td. ) , Cosmosil

ODS (40～80μm , Nacalai Tesque Inc. ) , 正相柱层

析硅胶 ( 200～300和 300～400目 )、薄层硅胶板

(烟台市芝罘黄务硅胶开发试验设计厂 )。

1. 2　材料 　小果蔷薇 R osa cym osa 样本 2006年 5

月采集于湖南省邵阳市 ,由第二军医大学李红方老

师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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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提取与分离 　小果蔷薇干燥叶 215 kg用 70%

乙醇回流提取 ,提取液浓缩得浸膏 (500 g) ,依次用

石油醚 ,乙酸乙酯 ,正丁醇萃取 ,浓缩得到各萃取部

分浸膏。乙酸乙酯层浸膏 80 g经减压硅胶柱色谱 ,

用氯仿 2甲醇 (100ζ 1, 50ζ 1, 30ζ 1, 10ζ 1, 5ζ

1, 1ζ 1)梯度洗脱 ,得到 5个部分 E 1, E 2, E 3, E

4, E 5。E 1 (116 g) 部分 ,经硅胶柱色谱 ,用石油

醚 2丙酮梯度洗脱 ,得到化合物 1 ( 20 mg)。 E 3

(218 g) 部分 ,经硅胶柱色谱 ,以石油醚 2丙酮梯度

洗脱 ,得到 E 321 ～ E 323三个流份。E 321部分经

ODS开放柱色谱 ,以 70%的甲醇水洗脱 ,得到化合

物 2 ( 16 mg) ; E 322部分经硅胶柱色谱 ,用氯仿 ζ

甲醇 (35 ζ 1) 等度洗脱 ,然后经 HPLC反相柱色

谱 ,以 75%的甲醇水洗脱 ,得到化合物 3 ( 52 mg)。

E 4经硅胶柱色谱 ,用氯仿 2甲醇梯度洗脱得到 E 421
～ E 424四个流份。E 422部分经反复硅胶柱色谱 ,

依次用石油醚 2丙酮 ,及氯仿 2甲醇系统梯度洗脱 ,得

到化合物 4 (60 mg)。E 5部分进行快速减压柱色

谱 ,用氯仿 2甲醇梯度洗脱 ,得到 E 521 ～ E 525五个

流份 , E 521及 E 522部分分别经 Sephadex LH220柱

色谱 ,以 80%甲醇水洗脱并通过甲醇 2水重结晶的

方法分别得到化合物 5 (25 mg) 和 6 (17 mg)。

2　结果

化合物 1: 白色针晶 (丙酮 ) , mp 138 ～139

℃, L ieberm ann2B urchard反应呈阳性 ,提示可能为

三萜或者甾体类化合物。 IRνKB r
m ax ( cm

- 1 ) : 3 435 ,

2 960 , 2 867 , 1 629 , 1 465 , 1 376。与已知化合物

β2谷甾醇的红外光谱及标准图谱基本一致。且

与β2谷甾醇标准品共薄层展开 , Rf值相同 ,混熔

点不下降。因此推定化合物为β2谷甾醇。

化合物 2: 白色粉末 (甲醇 ) , mp 253 ～255

℃, L ibermann2Burchard反应呈阳性 ,提示该化合物

可能为三萜或者甾体类的化合物。 ESI2M S中给出

分子量为 472,结合 1 H2NMR、13 C2NMR推测其分子

式为 C30 H48 O4。在 1 H 2NMR ( 600 MHz, CD3 OD )

中有 5 个 甲 基 单 峰 信 号 (δ: 01801, 01845,

01959, 11010, 11115) ,一个甲基δ: 01879 ( 3H ,

d, J = 6 Hz) 的双峰信号 ,一个甲基 (δ: 11011 )

的宽单峰信号。在 13 C2NMR ( 150 MHz, CD3 OD )

中有两个烯碳 (δ: 139184, 126165) 信号 ,两个连

氧碳原子 (δ: 69153, 84149 ) 信号。将波谱信号

进行归属 1
H 2NMR ( 600 MHz, CD3 OD ) δ: 01801

(3H , s) , 01845 ( 3H , s) , 01879 ( 3H , d, J = 6

Hz) , 01959 ( 3H , s) , 11010 ( 3H , s) , 11011

(3H , brs) , 11115 ( 3H , s)。13 C2NMR ( 150 MHz,

CD3 OD ) δ: 4817 ( C21 ) , 69153 ( C22 ) , 84149

(C23) , 40150 ( C24 ) , 56169 ( C25 ) , 19155 ( C2
6) , 31181 ( C27 ) , 40184 ( C28 ) , 4817 ( C29 ) ,

39121 (C210 ) , 24145 ( C211 ) , 126165 ( C212 ) ,

139184 (C213 ) , 43133 ( C214 ) , 29121 ( C215 ) ,

25136 ( C216 ) , 49122 ( C217 ) , 54142 ( C218 ) ,

40146 ( C219 ) , 40143 ( C220 ) , 34125 ( C221 ) ,

38115 ( C222 ) , 29133 ( C223 ) , 17122 ( C224 ) ,

17150 (C225) , 17165 (C226) , 24110 (C227) , C2
28 (18012 ) , 17186 ( C229 ) , 21157 ( C230 )。以

上数据与文献 [ 4 ]报道的 2α2羟基乌苏酸数据基本

一致 ,故鉴定化合物 2为 2α2羟基乌苏酸。

化合物 3: 白色粉末 (甲醇 ) , mp 273 ～275

℃, L ibermann2Burchard反应呈阳性。 ESI2M S中给

出分子量为 488,结合 1 H2NMR、13 C2NMR推测其分

子式为 C30 H48 O5。在 1
H2NMR ( 600 MHz, CD3 OD )

中 , 有 6 个 甲 基 (δ: 01781, 01863, 01984,

01984, 11188, 11367) 的单峰信号及一个甲基δ:

01922 (3H , d, J = 616 Hz) 的双峰信号。 13
C2

NMR ( 150 MHz, CD3 OD ) 中有两个烯碳 (δ:

140108, 129136) 信号和三个连氧碳信号 (δ:

67117, 80111, 73160)。将波谱信号进行归属 1
H2

NMR ( 600 MHz, CD3 OD ) δ: 01781 ( 3H , s) ,

01863 (3H , s) , 11188 (3H , s) , 11345 ( 3H , s) ,

01984 ( 6H , s) , 01922 ( 3H , d, J = 616 Hz) ,

11367 ( 1H , s) , 21495 ( 1H , s) , 21574 ( 1H ,

m ) , 31338 ( 1H , s) , 31924 ( 1H , m ) , 51288

( 1H , t, J = 316 Hz )。 13
C2NMR ( 150 MHz,

CD3 OD ) δ: 42150 ( C21 ) , 67. 17 ( C22 ) , 80. 11

(C23) , 39146 ( C24 ) , 49129 ( C25 ) , 19129 ( C2
6) , 34108 ( C27 ) , 41127 ( C28 ) , 48122 ( C29 ) ,

39138 (C210 ) , 24171 ( C211 ) , 129136 ( C212 ) ,

140108 ( C213 ) , 42175 ( C214 ) , 29158 ( C215 ) ,

26162 ( C216 ) , 48186 ( C217 ) , 55109 ( C218 ) ,

73160 ( C219 ) , 43109 ( C220 ) , 27130 ( C221 ) ,

39102 ( C222 ) , 29124 ( C223 ) , 22146 ( C224 ) ,

16188 ( C225 ) , 17155 ( C226 ) , 24192 ( C227 ) ,

182131 (C228 ) , 27108 ( C229 ) , 16160 ( C230 )。

以上数据与文献 [ 5 ]报道的 2α, 3α, 19α2三羟基乌

苏 2122烯 2282酸数据基本一致 ,故鉴定化合物 3为

2α, 3α, 19α2三羟基乌苏 2122烯 2282酸 ,即蔷薇

酸。

化合物 4: 白色粉末 (甲醇 ) , mp 287～289 ℃,

L iebermann2Burchard反应阳性 , Molish 反应阳性。

IRνKB r
max ( cm - 1 ) : 3 000, 1 380, 1 370, 1 640, 1 035。

经与胡萝卜苷标准样品比较 , IR , TLC完全一致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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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熔点不下降 ,故化合物 4确定为胡萝卜苷。

化合物 5: 黄色粉末 (甲醇 ) , mp 175～178 ℃,

盐酸镁粉反应呈阳性 ,Molish反应呈阳性 ,推测其为

黄酮苷类化合物。ESI2M S给出分子量为 448 ,结

合 1 H 2NMR、13 C2NMR推测其分子式为 C21 H20 O11。
1 H2NMR (600 MHz, DMSO2d6 ) 中 ,δ: 81021 (2H,

d, J = 814 Hz) , 61866 ( 2H, d, J = 814 Hz) 及

61379 (1H, s) , 61160 (1H, s) 信号表明该黄酮的

B环有对位取代基 ,而 A环有间位偶合的两个氢。
13

C2NMR (150 MHz, DMSO2d6 ) 中出现一组糖信号

δ: 100192, 74119, 76141, 69187, 77145, 60182。

将波谱信号进行归属 1 H2NMR ( 600 MHz, DMSO2
d6 ) δ: 81021 (2H, d, J = 814 Hz, H 22’, H26’) ,

61866 ( 2H, d, J = 814 Hz, H23’, H25’) , 61379

(1H, s, H28) , 61160 (1H, s, H26) , 51437 (1H,

d, J = 718 Hz, glc21)。13 C2NMR (150 MHz, DMSO2
d6 ) δ: 156104 (C22) , 133111 (C23) , 177129 ( C2
4) , 161117 ( C25 ) , 98192 ( C26 ) , 16512 ( C27 ) ,

93175 ( C28 ) , 156144 ( C29 ) , 103163 ( C210 ) ,

120189 (C21’) , 130182 (C22’) , 115107 (C23’) ,

159192 (C24’) , 115107 (C25’) , 130182 (C26’) ,

100192 ( glc21) , 74119 (C22) , 76141 (C23) , 69187

(C24) , 77145 (C25) , 60182 (C26)。以上数据与文

献 [ 6 ]报道的紫云英苷数据基本一致 ,故鉴定化合物

5为紫云英苷。

化合物 6: 黄色粉末 (甲醇 ) ,mp 214～215 ℃,盐

酸镁粉反应呈阳性 ,Molish反应呈阳性。ESI2MS给

出分子量为 594。对比化合物 5,
13

C2NMR (150 MHz,

DMSO2d6 )中多出了对羟基桂皮酰的信号δ: 166. 11,

113160, 144154, 124189, 130109, 115170, 159174,

130109,且糖上的仲碳信号向低场位移 2. 1 ppm个单

位。将波谱信号进行归属 1 H2NMR (600 MHz, DM2
SO2d6 ) δ: 71978 (2H, d, J = 9 Hz, H 22’, H26’) ,

61845 (2H, d, J = 9 Hz, H23’, H25’) , 61372 (1H,

d, J = 112 Hz, H28) , 61140 (1H, d, J = 1. 2Hz, H2
6) , 51436 (1H, d, J = 718 Hz, glc21) , 61101 (1H,

d, J = 1516 Hz, H22”) , 71332 (1H, d, J = 1516 Hz,

H23”) , 61776 ( 2H, d, J = 9 Hz, H25”, H29”) ,

71358 ( 2H, d, J = 9 Hz, H26”, H28”)。13
C2NMR

(150 MHz, DMSO2d6 ) δ: 156131 ( C22 ) , 133102

(C23) , 177135 ( C24 ) , 161111 ( C25) , 98172 ( C2
6) , 164116 ( C27) , 93162 ( C28) , 156137 ( C29) ,

103181 (C210) , 120172 (C21’) , 130177 (C22’) ,

115104 ( C23’) , 159195 ( C24’) , 115104 ( C25 ’) ,

130177 ( C26’) , 100194 ( glc21 ) , 74108 ( C22 ) ,

76118 (C23) , 69192 ( C24 ) , 74119 ( C25 ) , 62192

(C26) , 166111 ( C21”) , 113160 ( C22”) , 144154

(C23”) , 124189 ( C24”) , 130109 ( C2”) , 115170

(C26”) , 159174 ( C27”) , 115170 ( 8”) , 130109

(C29”)。以上数据与文献 [ 6 ]报道的翻白叶苷 A数

据基本一致 ,故鉴定化合物 6为翻白叶苷 A。

3　讨论

小果蔷薇作为一种治疗烧烫伤的草药 ,在民间

应用广泛。但迄今为止 ,对小果蔷薇的化学成分和

生物活性的研究报道非常少。作者对小果蔷薇提取

物的乙酸乙酯萃取部分进行了化学成分的系统分

离 ,鉴定了 6个化合物结构。化合物 1～6均为首次

从该种植物中分离得到。对所得到的单体化合物的

活性测试工作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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