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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植物水黄皮 pongamia pinnata 中 
一个生物碱的分离与结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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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各种层析手段，从海南红树植物水黄皮 pongamia pinnata 的正丁醇部分中分离纯化了一个生物

碱类化合物，通过各种波谱实验（1D-NMR,2D-NMR, ESI-MS）确定其结构为：dehydrocorydaline（1）。该化

合物为首次从红树植物水黄皮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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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长期致力于从红树植物中寻找结构新颖并

具有较强生物活性的次生代谢产物的研究[1,2,3,4]，在

研究红树植物水黄皮 Pongamia pinnata 化学成分过

程中，从其正丁醇部分分离纯化了一个生物类化合

物，通过氢谱、碳谱结合二维核磁共振谱图及电喷

雾质谱确定了它的结构为：Dehydrocorydaline（1），
下面我们报道这个化合物的分离纯化及结构鉴定。 
1  实验部分 
1.1 材料与方法 

所研究的红树植物水黄皮 Pongamia pinnata, 
由作者 2003 年 3 月采集于海南东寨港红树植物自然

保护区，植物由厦门大学林鹏院士鉴定，标本保存

在北京大学天然药物与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

编号 SHP。 
1.2 仪器设备 

质谱用 MDS-QSTAR 型质谱仪测定；核磁共振

用Bruker DRX-500型核磁共振仪测定，TMS为内标, 
D2O 为溶剂。高效液相色谱仪：分析半制备型 Alltech
高效液相色谱仪（426HPLC PUMP, Alltech UV-Vis 
200 Detector）；Alpha 2-4Delta 1-24KD 冷冻干燥机

（Christ Germany 生产）；色谱用正相硅胶: MN Silica 
Gel 60 M230-400 mesh 系 Macherey-Nagel GmbH 
Germany 公 司 生 产 ； 反 相 硅 胶 : Lichrospher 
RP-18 ,RP-8 ,Merck Germany 公司生产；Sephadex 
LH-20 为 Amersham Bioscience Germany 公司产品；

其它常规试剂均为北京化工厂生产的色谱纯及分析

纯试剂。 
1.3 提取与分离 

干燥植物水黄皮 5900g，粉碎后 80％冷浸 1 周，

热提 3 次，合并提取液，得浸膏干重 460g，浸膏用

水分散，分别用石油醚、乙酸乙酯、正丁醇萃取 3-5
次，分别得到石油醚层 38g，乙酸乙酯层 22g，正丁

醇层 90g，水层约 250g。正丁醇部分利用 HP-600 树

脂柱层析分为 3 部分，第 2 部分经硅胶柱层析（正

丁醇：醋酸：水＝4：1：5）后，最后经过 Sephadex 
LH-20（90％甲醇）纯化后，得到化合物 1（32mg，
yied：5.42x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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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化合物 1 的结构 
2 结果与讨论 
2.1 化合物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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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1 为淡黄色无定型粉末，易溶于甲醇、

水，Rf=0.45（正丁醇：醋酸：水=4：1：5），喷硫

酸茴香醛显色剂后呈现蓝紫色斑点，ESI-MS 给出分

子离子峰 367.3 [M+H]+，结合碳谱、氢谱数据推断

化合物 1 的分子式为：C22H24NO4
+。1H 

NMR(CDCl3)δ：9.47(s,1H),7.95(d,J=14.5), 
7.90(d,J=14.5),7.14(s,1H),7.00 (s,1H),4,58(t, 
J=5.5,2H),3.97(s,3H),3.91(s,3H),3.80(s,3H),3.77(s,3H)
,3.00(t, J=5.5,2H),2.74(s,3H)；13C NMR(CDCl3)δ：
150.4(s),150.1(s),146.6(s),143.6(s),142.6(s),136.2(s),1
33.8(s),131.9(s),130.8(s),125.5 (d), 
121.6(d),121.1(s),119.7(s),114.1(d),110.7(d),62.2(q),57
.3(q),56.6(q),56.1(q),55.9(q),27.1(t),17.1(q)，氢谱与碳

谱数据归属详见表 1。结合二维波谱数据（图 2），
并将以上数据与文献[5]对照一致，确定该化合物为小

檗碱类化合物: dehydrocoryda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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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化合物 1 的 HMBC 和 COSY 相关

表 1  化合物 1 的核磁数据* 

 1H NMR 13C NMR DEPT COSY HMBC 

1 7.01(s) 110.7 CH - C-2,C-3,C-5 

2 - 150.1 C - - 

3 - 146.6 C - - 

4 7.14(s) 114.1 CH - C-2,C-3,C-4,C-5 

5 2.99(t) 27.1 CH2 H-6 C-6,C-1,C-11,C-16 

6 4.58(t) 57.4 CH2 H-5 C-5,C-16 

7 - - - - - 

8 9.47(s) 136.2 CH - C-6,C-9 

9 - 142.6 C - - 

10 - 143.6 C - - 

11 7.90(d) 119.7 CH H-12 C-9,C-12,C-17 

12 7.95(d) 121.6 CH H-11 C-10,C-11,C-17,C-13 

13 - 130.8 C - - 

14 - 150.4 C - - 

15 - 125.5 C - - 

16 - 131.9 C - - 

17 - 121.1 C - - 

18 - 133.8 C - - 

2-OCH3 3.96(s) 56.6 CH3 - C-2 

3-OCH3 3.91(s) 56.1 CH3 - C-3 

9-OCH3 3.80(s) 62.3 CH3 - C-9 

10-OCH3 3.77(s) 55.9 CH3 - C-10 

13-CH3 2.75(s) 17.1 CH3 - C-13,C-16,C-18 

*核磁试剂为氘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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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讨论 
文献报道红树植物水黄皮具有抗菌、抗炎等活

性[6,7,8]，作者从该植物的正丁醇部分分离得到了一个

小檗碱类化合物，该类化合物具有较强的抗菌及抗

炎活性，推测该植物的生物活性与该植物中存在该

种类的化合物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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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ur continued searching for bioactivity compounds from marine source, we have made  
chemical investigation on Hainan mangrove pongamia pinnata, An alkaloid has been isolated from the BuOH 
fraction of 80% EtOH extraction of the whole plant. The structure was established mainly by varous NMR (1H 
NMR,13C NMR,COSY, HMQC, HMBC) and ESI-MS experiment. The structure is determined as : 
Dehydrocorydali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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