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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对中国南海棘体海绵（A canthella cavernosa）的次生代谢产物进行研究 。方法 　运用硅胶柱色谱 、凝胶柱

色谱 、高效液相色谱等分离手段对棘体海绵的丙酮提取物进行分离纯化 ，根据现代波谱技术结合文献报道进行结构鉴定 。结

果 　共分离得到 ９个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 kalihinol E（1） 、kalihinol A （2） 、１０唱ep i唱kalihinol X（3） 、１０唱ep i唱kalihinol I（4） 、１H唱in唱
dole唱３唱carboxylic acid methyl ester（5） 、１H唱indole唱３唱carboxylic acid（6） 、３唱buten唱２唱one ，４唱（２ ，３ ，６唱trimethylphenyl）唱（３E）（7）、aris唱
tolone（8）、５α ，８α唱epidioxy唱（２２E ，２４R）唱erost唱６ ，２２唱dien唱３β唱ol（9）。结论 　化合物 5 ～ 8首次从 Acanthella属海绵中分离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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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analysi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pine body sponge Acanthella cavernosa
FAN Wei ，WANG Xudong ，CAI Haimin ，SUN Liguang ，YANG Ling ，NIE Suifeng （ No ．４２５ Hospital of PLA ，Sanya ５７２０００ ，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econdary metabolite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pine body sponge A canthella
cavernosa ．Methods 　 The acetone extract of A ．cavernosa was isolated and purified by repeated column chromatography on sili唱
ca gel ，sephadex LH唱２０ ，and high唱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Structures were determined by spectroscopic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with reported data ．Results 　 Nine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Their structures were determined as kali唱
hinol E （1） ，kalihinol A （2） ，１０唱ep i唱kalihinol X （3） ，１０唱ep i唱kalihinol I （4） ，１ H唱indole唱３唱carboxylic acid methyl ester （5） ，

１H唱indole唱３唱carboxylic acid （6） ，３唱buten唱２唱one ，４唱（２ ，３ ，６唱trimethylphenyl）唱（３E）（7） ，aristolone （8） ，and ５α ，８α唱epidioxy唱
（２２E ，２４R）唱erost唱６ ，２２唱dien唱３β唱ol （9） ．Conclusion 　 Compounds 5 to 8 were isolated from the sponge of genus A canthalla for
the first time ．
　 　 ［Key words］ 　 sponge ；chemical constituents ；structure identification

　 　海绵是最原始的低等多细胞动物 ，其身体由皮

层和胃层组成 ，有独特的水沟系统 ，发展至今已有 １

万多种 ，占海洋动物种类的 l／１５ 。目前 ，从海绵中发

现的海洋药物已有 ３种成功上市 ，为阿糖胞苷 、阿糖

腺苷和甲磺酸艾日布林 ，分别用于治疗急 、慢性淋巴

细胞和髓性白血病 ，单纯疱疹病毒感染 ，晚期 、难治

性乳腺癌 ，疗效显著［１］
。

　 　 A canthella属海绵为寻常海绵纲（Demospong唱
iae） 、软海绵目 （Halichondrida） 、小轴海绵科 （Ax唱
inellidae）动物 。该属海绵的化学成分主要为连有

异腈基（唱NC） 、异硫氰酸酯（唱NCS）和甲酰胺（唱NH唱
CHO）等特殊含氮官能团的倍半萜和二萜 。此类化

合物在天然产物中极为罕见 ，被认为是 A canthella
属海绵化学分类学上的标记成分［２唱４］

。 这些化合物

通常具有显著的生物活性 ，如抗疟 、抗虫 、抗污损 、抗

肿瘤及抗菌等［５唱１０］
。 近年来 ，我国学者对该属海绵

进行了较多研究 ：林厚文等［１１ ，１２］从棘体海绵中发现

了 ２７个 kailihinene类二萜类化合物 ，这些化合物显

示出显著的抗污损活性和中等的细胞毒活性 ；郭跃

伟等［１３ ，１４］从 A canthella sp ．中发现了 ２个含有异腈

基和异硫氰酸酯的新化合物 ；林文翰等［１５］从棘体海

绵中发现了 ３ 个新的 A环降甾醇类化合物 。

　 　本课题组为丰富该属海绵的化学和生物学多样

性 ，寻找具有高活性 、低毒性的先导化合物 ，采用体

外细胞毒活性追踪分离方法 ，对棘体海绵的活性成

分进行了系统研究 。运用硅胶柱色谱 、凝胶柱色谱

以及高效液相色谱（HPLC）等分离纯化技术 ，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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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南海棘体海绵的次生代谢产物进行了研究 ，分离

纯化得到 ９个化合物 ，并运用核磁共振 、质谱等现代

波谱技术结合文献报道 ，对这些化合物进行了结构

鉴定 。化合物的结构见图 １ 。

图 1 　化合物 1 ～ 9的结构式

1 　材料和方法

1 ．1 　样品 　实验用棘体海绵于 ２０１１年采自中国南

海西沙群岛 ，经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研究所李锦和

研究员鉴定 。现保存在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海洋药

物研究中心 ，编号为 AC唱１１０１ 。
1 ．2 　主要仪器与试剂 　 Bruker Varian Avance唱４００
核磁共振仪 ；MAT唱２１２ 质谱仪 ；Agilent １１００ 高效
液相色谱仪 （RID 检测器 ） ，Zorba ３００唱C１８ 柱

（２５０ mm × ９畅４ mm ，５ μm） ；Sephadex LH唱２０ 凝胶
由 Amersham Pharmacia Biotech 生产 ；TLC薄层板
和柱色谱硅胶均由烟台黄务硅胶开发实验厂提供 ；

开放柱色谱所用溶剂为分析纯 ，HPLC 所用试剂为
色谱纯 ，均由国药集团上海化学试剂公司生产 。

1 ．3 　次生代谢产物的提取与分离 　将棘体海绵（湿

重 １畅２ kg）机械粉碎 ，用丙酮（３ × ５ L ）在室温下渗
漉 ，渗至滤液由棕红色变为淡黄色 ；合并提取液 ，减

压浓缩得到总浸膏 。 将总浸膏混悬分散于水中 ，用

二氯甲烷萃取 ４ 次 ，浓缩萃取液得到脂溶性浸膏

５ g 。将脂溶性浸膏混悬于 ９０％ 的甲醇水溶液中 ，用

石油醚萃取 ３次 ，浓缩萃取液得到石油醚层浸膏共

１畅２ g ，加水将混悬液的甲醇浓度调整至 ６０％ ，用二

氯甲烷萃取 ３次 ，浓缩萃取液得到二氯甲烷层浸膏

（ACD）共 ０畅８ g 。将 ACD进行 Sephadex LH唱２０凝
胶柱层析（二氯甲烷 ∶甲醇 ＝ １ ∶ １） ，得 ４０个流分 ，

根据薄层层析检测合并为 ７个组分 ACD１ ～ ACD７ 。
其中组分 ACD２（８５ mg）经硅胶柱色谱层析梯度洗
脱（石油醚 ∶ 丙酮 ＝ １ ∶ ０ ，１００ ∶ １ ，５０ ∶ １ ，３０ ∶ １ ，

１５ ∶ １ ，８ ∶ １ ，５ ∶ １ ，３ ∶ １ ，１ ∶ １ ，０ ∶ １ ）得 ３ 个组分

ACD２唱１ ～ ACD２唱３ 。 组分 ACD２唱２ （５０ mg ）经硅胶
柱色谱层析 ，得到化合物 7（３畅１ mg）和 8（２畅９ mg） 。
组分 ACD４ （１００ mg ）经反向硅胶柱色谱层析 （甲

醇 ∶水 ＝ １０％ ～ １００％ ）得到 ５ 个组分 ACD４唱１ ～

ACD４唱５ ，其中组分 ACD４唱２ （２５ mg ）和 ACD４唱４
（１９畅０ mg）分别经硅胶柱色谱层析（二氯甲烷 ∶ 甲

醇 ＝ １００ ∶ １ ，５０ ∶ １ ，３０ ∶ １）得到化合物 5（４畅５ mg）
和 6（５畅２ mg） 。组分 ACD３（０畅６２ g）经硅胶柱色谱
层析梯度洗脱（石油醚 ∶丙酮 ＝ １ ∶ ０ ，１００ ∶ １ ，５０ ∶

１ ，３０ ∶ １ ，１５ ∶ １ ，８ ∶ １ ，５ ∶ １ ，３ ∶ １ ，１ ∶ １ ，０ ∶ １）得到

８ 个组分 ACD３唱１ ～ ACD３唱８ 。 其中 ，组分 ACD３唱５
（２０５ mg）经过重结晶得到结晶１１５ mg ，后经硅胶柱
色谱层析得到化合物 1（５４畅０ mg ）和 2（３９畅６ m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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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液 ACD３唱４r唱３ （３１７ mg ）经 ODS 柱色谱层析 （甲

醇 ∶水 ＝ ７０％ ～ １００％ ）得到 ４个组分ACD３唱４r唱３唱１ ～
ACD３唱４r唱３唱４ 。组分 ACD３唱４r唱３唱３在二氯甲烷唱甲醇

溶液中重结晶 ，得到化合物 3 （１０畅２ mg ） 。 组分
ACD３唱７r唱３唱４ （３０ mg）用 HPLC（流动相 ：８８％ 甲醇唱

水）得到化合物 4（１３畅７ mg） 。组分 ACD５（１００ mg）
用硅胶柱色谱层析（二氯甲烷 ∶甲醇 ＝ ３０ ∶ １ ，１０ ∶

１ ，５ ∶ １）得到化合物 9（１０畅３ mg） 。
2 　结构鉴定

2 ．1 　化合物 1 　 无色针晶（CH２ Cl２ ） ，１０％ 香草醛唱

硫酸显蓝色 ；ESI唱MS 给出准分子离子峰为 ４１５畅２１

［M ＋ Na］＋
；
１ H唱NMR（５００ MHz ，CDCl３ ）δ ：１畅１６

（３H ，s ，H３唱１８） ，１畅３２ （３H ，s ，H３唱２０） ，１畅３５（３H ，s ，
H３唱１７） ，１畅３６ （３H ，s ，H３唱１６） ，１畅４２ （３H ，s ，H３唱１９） ，

４畅６０ （１H ，brs ，H唱５） ，３畅９８ （１H ，t ， J ＝ ３畅０ Hz ，H唱
１４） ，１畅５ ～ ２畅５ 复杂 ；

１３ C唱NMR （１２５ MHz ，CDCl３ ）
δ ：４２畅３ （C唱１） ，２１畅７ （C唱２） ，３２畅６ （C唱３） ，７０畅５ （C唱
４） ，６３畅８ （C唱５） ，３６畅０ （C唱６） ，４８畅３ （C唱７） ，２１畅９ （C唱
８） ，３９畅８ （C唱９ ） ，５９畅９ （C唱１０ ） ，７６畅６ （C唱１１） ，２８畅８

（C唱１２） ，２５畅３ （C唱１３） ，６２畅９ （C唱１４） ，７３畅９ （C唱１５） ，

２８畅８ （C唱１６） ，３０畅３ （C唱１７） ，２０畅４ （C唱１８） ，２８畅９ （C唱
１９） ，２０畅７ （C唱２０） ，１５７畅４ （５唱NC） ，１５３畅０ （１０唱NC） 。
以上数据与参考文献［２］对照基本一致 ，故确定化合

物 1为 kalihinol E 。

2畅2 　化合物 2 　 无色针晶（CH２ Cl２ ） ，１０％ 香草醛唱

硫酸显蓝色 ；ESI唱MS 给出准分子离子峰为 ４１５畅２１

［M ＋ Na］＋
，
１ H唱NMR （５００ MHz ，CDCl３ ） δ ：１畅１７

（３H ，s ，H３唱１８） ，１畅３１ （３H ，s ，H３唱２０） ，１畅３５ （６H ，s ，
H３唱１６ ，H３唱１７ ） ，１畅４１ （３H ，s ，H３唱１９ ） ，４畅５３ （１H ，

brs ，H唱５） ，３畅７４ （１H ，dd ，J ＝ ４畅５ ，１２畅０ Hz ，H唱１４） ，

１畅５ ～ ２畅５ 复杂 ；
１３ C唱NMR （１２５ MHz ，CDCl３ ） δ ：

４２畅４ （C唱１） ，２１畅６ （C唱２） ，３２畅６ （C唱３） ，７０畅４ （C唱４） ，

６３畅８ （C唱５） ，３６畅０ （C唱６） ４８畅５ （C唱７） ，２１畅９ （C唱８） ，

３９畅８ （C唱９） ，５９畅８ （C唱１０ ） ，７６畅９ （C唱１１ ） ，３８畅０ （C唱
１２） ，２７畅４ （C唱１３） ，６４畅１ （C唱１４） ，７６畅０ （C唱１５） ，２２畅８

（C唱１６） ，３０畅５ （C唱１７） ，１９畅２ （C唱１８） ，２８畅９ （C唱１９） ，

２０畅７ （C唱２０） ，１５７畅３ （５唱NC） ，１５３畅１ （１０唱NC） 。以上
数据与参考文献［２］对照基本一致 ，故确定化合物 2
为 kalihinol A 。

2畅3 　化合物 3 　 无色结晶（CH２ Cl２ ） ，１０％ 香草醛唱

硫酸显蓝色 ；
１ H唱NMR （５００ MHz ，CDCl３ ） δ ：１畅１７

（３H ，s ，H３唱１８） ，１畅３１ （３H ，s ，H３唱２０） ，１畅３５ （６H ，s ，
H３唱１６ ，H３唱１７ ） ，１畅４２ （３H ，s ，H３唱１９ ） ，３畅７５ （１H ，

dd ，J ＝ ４畅５ ，１２畅０ Hz ，H唱１４） ，４畅５２ （１H ，s ，H唱５） ，

１畅５ ～ ２畅５ 复杂 ；
１３ C唱NMR （１２５ MHz ，CDCl３ ） δ ：

４２畅９ （C唱１） ，２２畅０ （C唱２） ，３２畅６ （C唱３） ，７０畅５ （C唱４） ，

６３畅８ （C唱５） ，３６畅５ （C唱６） ，４８畅５ （C唱７） ，２２畅４ （C唱８） ，

３８畅０ （C唱９） ，６３畅７ （C唱１０ ） ，７６畅９ （C唱１１） ，４０畅０ （C唱
１２） ，２７畅４ （C唱１３） ，６４畅１ （C唱１４） ，７６畅０ （C唱１５） ，２２畅８

（C唱１６） ，３０畅５ （C唱１７） ，１９畅２ （C唱１８ ） ，２９畅０ （C唱１９） ，

２０畅９ （C唱２０） ，１５７畅３ （５唱NC） ，１３１畅０ （１０唱NCS ） 。以
上数据与参考文献［１３］对照基本一致 ，故确定化合

物 3为 １０唱ep i唱kalihinol X 。

2畅4 　化合物 4 　 无色针晶（CH２ Cl２ ） ，１０％ 香草醛唱

硫酸显蓝色 ；ESI唱MS 给出准分子离子峰为 ４９１畅２６

［M ＋ Cl］＋
，
１ H唱NMR （５００ MHz ，CDCl３ ） δ ：０畅９９

（１H ，qd ，J ＝ ３畅０ ，１３畅５ Hz ，H唱８） ，１畅１９ （３H ，s ，H３唱

１８） ，１畅３１ （３H ，s ，H３唱２０） ，１畅３５ （９H ，s ，H３唱１６ ，H３唱
１７ ，H３唱１９ ） ，３畅７６ （１H ，dd ，J ＝ ４畅５ ，１２畅０ Hz ，H唱
１４） ，４畅６８ （１H ，brs ，H唱５） ，１畅５ ～ ２畅５复杂 ；

１３C唱NMR
（１２５ MHz ，CDCl３ ） δ ：４３畅６ （C唱１ ） ，２２畅１ （C唱２ ） ，

３３畅３ （C唱３） ，７１畅０ （C唱４） ，６６畅０ （C唱５） ，３８畅２ （C唱６） ，

４９畅１ （C唱７） ，２２畅６ （C唱８） ，４０畅１ （C唱９） ，６３畅８ （C唱１０） ，

７７畅０ （C唱１１） ，３８畅１ （C唱１２） ，２７畅４ （C唱１３） ，６４畅２ （C唱
１４） ，７６畅０ （C唱１５） ，２３畅０ （C唱１６） ，３０畅８ （C唱１７） ，１９畅３

（C唱１８ ） ，２９畅３ （C唱１９ ） ，２０畅９ （C唱２０ ） ，１３１畅０ （５唱

NCS） ，１３０畅６ （１０唱NCS） 。以上数据与参考文献［７］

对照基本一致 ，故确定化合物 4 为 １０唱ep i唱
kalihinol I 。
2畅5 　化合物 5 　黄色粉末（MeOH） ，１０％ 香草醛唱硫

酸显紫色 ； ESI唱MS 给出准分子离子峰为 １７４畅１

［M唱H］＋
，提示该化合物分子量为 １７５ ；

１ H唱NMR
（５００ MHz ，MeOH ） δ ：７畅９４ （１H ，s ，H唱２ ） ，８畅０４

（１H ，d ，J ＝ ７畅０ Hz ，H唱４） ，７畅１８ （２H ，m ，H唱５ ，６） ，

７畅４３ （１H ，d ，J ＝ ７畅０ Hz ，H唱７） ，３畅８７ （３H ，s ，H３唱

９） ；
１３C唱NMR （１２５ MHz ，MeOH） δ ：１３３畅５ （C唱２） ，

１０８畅６ （C唱３） ，１２７畅６ （C唱３a） ，１２２畅２ （C唱４） ，１２２畅８ （C唱
５） ，１２４畅０ （C唱６） ，１１３畅２ （C唱７） ，１３８畅４ （C唱７a） ，１６８畅１

（C唱８） ，５１畅７ （C唱９） 。以上数据与参考文献［１６］对照

基本一致 ，故确定化合物 5 为 １H唱indole唱３唱carbox唱
ylic acid methyl ester 。
2畅6 　化合物 6 　黄色粉末（MeOH） ，１０％ 香草醛唱硫

酸显紫色 ； ESI唱MS 给出准分子离子峰为 １６０畅１

［M唱H］＋
，提示该化合物分子量为 １６１ ；

１ H唱NMR
（５００ MHz ，MeOH ） δ ：７畅９２ （１H ，s ，H唱２ ） ，８畅０８

（１H ，d ，J ＝ ７畅５ Hz ，H唱４） ，７畅１６ （２H ，m ，H唱５ ，６） ，

７畅４１ （１H ，d ，J ＝ ７畅５ Hz ，H唱７ ） ；
１３ C唱NMR （１２５

MHz ，MeOH） δ ：１３３畅５ （C唱２） ，１０９畅８ （C唱３） ，１２８畅０

（C唱３a） ，１２２畅４ （C唱４） ，１２２畅５ （C唱５） ，１２３畅７ （C唱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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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畅１ （C唱７） ，１３８畅５ （C唱７a） 。以上数据与参考文献
［１７］对照基本一致 ，故确定化合物 6 为 １H唱indole唱
３唱carboxylic acid 。
2畅7 　化合物 7 　 无色结晶（CH２ Cl２ ） ，１０％ 香草醛唱

硫酸显紫色 ；
１ H唱NMR （５００ MHz ，CDCl３ ） δ ：７畅０３

（１H ，d ，J ＝ ８畅０ Hz ，H唱５′） ，７畅３２ （１H ，d ，J ＝ ８畅０

Hz ，H唱６′） ，７畅９１ （１H ，d ，J ＝ １６畅０ Hz ，H唱４） ，６畅５８

（１H ，d ，J ＝ １６畅０ Hz ，H唱３） ，２畅２２ （３H ，s ，H３唱８′） ，

２畅３１ （３H ，s ，H３唱７′） ，２畅３５ （３H ，s ，H３唱１ ） ，２畅３７

（３H ，s ，H３唱９′） ；
１３ C唱NMR （１２５ MHz ，CDCl３ ） δ ：

２７畅７ （C唱１） ，１９８畅４ （C唱２） ，１２７畅９ （C唱３） ，１４２畅４ （C唱
４） ，１３１畅６ （C唱１′） ，１３５畅９ （C唱２′） ，１３６畅１ （C唱３′） ，

１３９畅０ （C唱４′） ，１２７畅８ （C唱５′） ，１２４畅０ （C唱６′） ，１５畅９

（C唱７′） ，１６畅０ （C唱８′） ，２１畅１ （C唱９′） 。以上数据与参考
文献［１８ ］对照基本一致 ，故确定化合物 7 为 ３唱

buten唱２唱one ，４唱（２ ，３ ，６唱trimethylphenyl）唱（３E） 。
2畅8 　化合物 8 　 无色针晶（CH２ Cl２ ） ，１０％ 香草醛唱

硫酸不显色 ，ESI唱MS 给出准分子离子峰为 ２４１畅２

［M ＋ Na］＋
，提示该化合物分子量为 ２１８ ；

１ H唱
NMR （４００ MHz ，CDCl３ ） δ ：５畅７２ （１H ，d ，J ＝ １畅４５

Hz ，H唱９） ，１畅０７ （３H ，d ，J ＝ ６畅８７ Hz ，H唱１５） ，１畅２０

（３H ，s ，H３唱１２） ，１畅２１ （３H ，s ，H３唱１３） ，１畅２６ （３H ，s ，
H３唱１４） ，１畅３ ～ ２畅５ 复杂 ；

１３ C唱NMR （１００ MHz ，
CDCl３ ） δ ：１９６畅２ （C唱８） ，１６７畅５ （C唱１０） ，１２４畅２ （C唱
９） ，３９畅５ （C唱５） ，３９畅１ （C唱６） ，３８畅６ （C唱４） ，３５畅５ （C唱
７） ，３３畅１ （C唱l） ，３０畅５ （C唱２） ，２９畅７ （C唱１３） ，２６畅１ （C唱
３） ，２４畅３ （C唱１１） ，２２畅５ （C唱１４） ，１６畅４ （C唱１２） ，１６畅２

（C唱１５） 。以上数据与参考文献［１９］对照基本一致 ，

故确定化合物 8为马兜铃酮（aristolone） 。
2畅9 　化合物 9 　 无色针晶（CH２ Cl２ ） ，１０％ 香草醛唱

硫酸显黑色 ，ESI唱MS 给出准分子离子峰为 ４５１畅３２

［M ＋ Na］＋
，提示该化合物分子量为 ４２８ ；

１ H唱
NMR （５００ MHz ，CDCl３ ） δ ：０畅８２ （３H ，s ，H３唱１９） ，

０畅８８ （３H ，s ，H３唱１８） ，０畅９１ （３H ，d ，J ＝ ７畅０ Hz ，H３唱

２８） ，０畅８３ （３H ，d ，J ＝ ７畅０ Hz ，H３唱２７） ，０畅８１ （３H ，

d ，J ＝ ７畅０ Hz ，H３唱２６） ，１畅００ （３H ，d ，J ＝ ６畅５ Hz ，
H３唱２１） ，６畅５０ （１H ，d ，J ＝ ８畅５ Hz ，H唱７） ，６畅２４ （１H ，

d ，J ＝ ８畅５ Hz ，H唱６ ） ，５畅２２ （１H ，m ，H唱２３ ） ，５畅１４

（１H ，m ，H唱２２） ；
１３ C唱NMR （１２５ MHz ，CDCl３ ） δ ：

３４畅７ （C唱１） ，３０畅１ （C唱２） ，６６畅４ （C唱３） ，３６畅９ （C唱４） ，

８２畅２ （C唱５） ，１３５畅４ （C唱６ ） ，１３０畅７ （C唱７） ，７９畅４ （C唱
８） ，５１畅１ （C唱９ ） ，３７畅０ （C唱１０ ） ，２３畅４ （C唱１１） ，３９畅４

（C唱１２） ，４４畅６ （C唱１３） ，５１畅７ （C唱１４） ，２０畅６ （C唱１５） ，

２８畅６ （C唱１６） ，５６畅２ （C唱１７） ，１８畅２ （C唱１８） ，１２畅９ （C唱
１９） ，３９畅７ （C唱２０ ） ，２０畅９ （C唱２１ ） ，１３５畅２ （C唱２２ ） ，

１３２畅３ （C唱２３） ，４２畅８ （C唱２４） ，３３畅０ （C唱２５） ，１９畅９ （C唱
２６） ，１９畅６ （C唱２７） ，１７畅６ （C唱２８） 。 以上数据与参考
文献［２０］对照基本一致 ，故确定化合物 9 为 ５α ，８α唱

epidioxy唱（２２E ，２４R）唱 erost唱６ ，２２唱dien唱３β唱ol 。
3 　讨论

　 　本文报道了中国南海棘体海绵化学成分的研

究 ，化合物 5　 　 　 　 　 ～ 8 为首次从 A canthella属海绵中分
离得到的类化合物 。

　 　 A canthella属海绵的主要化学成分是含有异腈
基 、异硫氰酸酯 、甲酰胺等基团的倍半萜和二萜类化

合物 ，化合物 1　 　 　 　 　 　 ～ 4对藤壶幼虫 Balanus amphitrite
显示抗污损活性 ，EC５０分别为 １畅８５ 、０畅９２ 、 ０畅６９ 、

０畅２７ μmol／L ；对人结肠癌细胞 HCT唱１１６显示中等
细胞毒活性 ，IC５０ 值分别为 １８畅３１ 、１７畅４０ 、８畅２１ 、

２８畅６７ μmol／L［１１］
，这些化合物是未来研发高效防污

油漆的备选化合物 。 本研究首次发现 A canthella
属海绵含有生物碱类化合物 5　 　 　 　 　 　 　 　 　 　 　 　 ～ 6 ，小分子化合物 7
和 8也是从该属海绵中首次分离得到的 ，此举丰富

了该属海绵次生代谢产物的多样性 ，在化学分类学

上具有一定意义 。这些成分在棘体海绵化学防御机

制中的生态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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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 ，且出峰时间合适 ，故选为分析条件 。

3 ．3 　测定结果分析 　 本实验对 ５ 个产地奇蒿药材

中的异泽兰黄素和奇蒿黄酮进行了含量测定 。实验

结果表明 ，异泽兰黄素的含量依次为 ：湖北 ＞江苏 ＞

江西 ＞浙江 ＞广西 ；奇蒿黄酮的含量依次为 ：湖北 ＞

江西 ＞江苏 ＞浙江 ＞ 广西 。其中 ，产地为湖北的药

材其目标成分的含量达到广西产的 ２倍 。出现以上

含量差异的原因可能与药材生长的土壤成分 、日照

时间 、光照强弱等因素有关 。此研究进一步确定了

各产地奇蒿中的特征黄酮成分的含量 ，通过后期系

统的统计学分析 ，可对不同产地的奇蒿药材质量进

行评价 ，也可为道地药材的鉴别提供依据 。

4 　小结

　 　本实验采用 HPLC 法对奇蒿药材中的异泽兰
黄素和奇蒿黄酮进行含量测定 ，方法学验证表明 ，日

内及日间精密度 、重复性 、稳定性 、加样回收率的范

围均符合相关标准 ，该方法成功运用于 ５个产地奇

蒿药材的含量测定 。本实验建立的方法简单快速 、

稳定可靠 ，可为奇蒿药材的质量控制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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