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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综合开发利用油茶资源"对南山茶饼乙醇提取物

的组分进行制备和鉴定#将经过乙酸乙酯萃取和硅胶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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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纯度较高的化合物#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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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析已另文报道"通过波谱分析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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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到的化合物
&

和化合物
'

进行了详细解析"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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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位移信号进行了全归属#

关键字!油茶$结构鉴定$南山茶$高效液相色谱$核磁$质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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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油茶的原产地和分布中心%种质资源丰富%栽培

历史悠久%主栽种为普通油茶!

!&N)33*&23)*

@

)<& -J<4;

#

)

"

*

%

次栽种有南山茶+小果油茶+越南油茶+腾冲红花油茶+攸县

油茶+博白大果油茶+宛田红花油茶等
"$

余种&其中%南山

茶!

!&N)33*&E)N*E)<<&F&!9*?

#又称华南红花油茶+广宁油茶

等)

"

*

%主要分布在中国广西东南部以及广东西部)

&S!

*

&

植物油中的多酚是提高油脂氧化稳定性%影响油脂风味

的重要成分&油橄榄油中的辛辣味!

E

8?

7

<?D

#主要是由多酚

物质)

.S'

*引起的%是优质橄榄油的表现&茶籽油作为东方的

橄榄油%其市场推广中宣称的-保健.功能主要集中在其脂肪

酸)

%S,

*的研究%对于茶油提取物的抗氧化)

"$

*)

""

*

"(S&!

+清除自

由基)

"&S"!

*

+抑菌)

"$

%

".S"'

*

+防辐射)

""

*

.!S.'和抗炎作用)

"%

*也有

研究%但对于其提取物活性成分的研究还很缺乏&研究油茶

籽的多酚组成及其向油脂转移的规律%将有助于理解茶油品

质及其稳定性%以及其保健功能&课题组)

"#S"(

*前期已报道%

南山茶榨油后的饼用乙酸乙酯萃取和硅胶柱层析分离%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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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其特征与芹菜素完全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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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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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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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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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可推断葡萄糖与
X0%

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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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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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所有核磁谱图及质谱结果%化合物
&

鉴定为
-

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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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0

#

0%0

7

48>A

E9

52?AN3=<

%将"

F0B[P

+

"!

X0B[P

以及质谱数

据与文献)

&.

*报道的化合物
""0

!

333

#对照%基本一致%对其核

磁信号进行归属见表
"

%其结构式见图
&

&该化合物从谷

壳)

&.

*和普通油茶籽)

!

*中都曾提取到%以芹菜素为母核的化

合物在绿茶)

&'S&(

*和白茶)

&,

*中报道过&

表
"

!

化合物
&

的"

F0B[P

及"!

X0B[P

核磁信号归属一览表"氘代甲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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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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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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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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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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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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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0B[P

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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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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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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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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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

%

Gb,;'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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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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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F

%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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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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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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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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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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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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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

化合物
&

的结构式及
F[+X

氢
0

碳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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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D58>D85<2?=F[+XF0X5<42D3A?AM

>A1

E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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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合物
!

的结构解析

该化合物质谱数据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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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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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安捷

伦分子式计算器推断其分子式为
X

!!

F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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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子碎片
N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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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

S".%

*

d

%

..,;"$.,

)!

[dF

#

S".%S

".%

*

d

%推测该化合物结构以山奈酚为母核%含有
&

个鼠李糖

苷+

"

个葡萄糖苷和
"

个乙酰基&

"

F0B[P

中%

&

%;"(

!

F

%

N

#与
&

%;!(

!

F

%

N

#%为苯环上间

位氢的特征%分别属于山奈酚
-

环
F0%

与
F0(

&

&

#;,'

!

&F

%

=

%

Gb(;(F:

#与
&

%;(,

!

&F

%

=

%

Gb(;(F:

#%通过面积积分

可知
&

组信号都包含
&

个质子%根据化学位移+裂分及耦合

常数可以判断苯环上的氢为邻位氢%该结果与山奈酚
+

环结

构相符合%因此推断
&

组氢为山奈酚
+

环
F0&j

%

%j

与
F0!j

%

'j

$

&

';!#

!

F

%

=

%

Gb#;!F:

##为葡萄糖苷端基质子信号$

&

.;..

!

F

%

N

#与
.;'&

!

F

%

N

#分属于
&

组鼠李糖苷端基质子信号$

&

";$!

!

F

%

=

%

Gb%;&F:

#与
$;#!

!

F

%

=

%

Gb%;&F:

#分属于
&

组鼠李糖苷甲基质子信号$

&

&;$$

!

F

%

N

#为乙酰基质子信号$

&

!;$$

"

.;$$

!

1

#段信号为糖苷其它质子信号&

"!

X0B[P

中%

&

"$!;%!

+

#';&'

+

#%;.!

+

#$;!"

+

#%;"$

+

%(;'#

为一组葡萄糖苷信号$

&

"$";!#

+

#";((

+

#.;"#

+

#&;&!

+

%';##

+

"%f,&

以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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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为
&

组

组鼠李糖苷信号$

&

"%,;#!

+

&$;.#

为乙酰基特征$其余信号与

山奈酚信号极吻合%该结果与上述推断一致&综合所有核磁

谱图及质谱结果%化合物
!

鉴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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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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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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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化合物"

F0B[P

谱+

"!

X0B[P

谱以及质谱与文献)

!$

*报道的化合物
&

进行比对%数据基本

一致%表
&

对其核磁信号进行了归属%其结构式见图
!

&自

",,!

年共有
%

篇文章%如萼猕猴桃叶)

!$

*中报道了该化合物%

山茶属植物中属于首次报道&

&;.

!

化合物
'

的结构解析

该化合物质谱数据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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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F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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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安捷

伦高分辩率质谱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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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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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子

式计算器推断其分子式为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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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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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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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子 碎 片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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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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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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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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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初步推测

该化合物以山奈酚为母核%具有
&

组鼠李糖苷和
"

组葡萄

糖苷&

!!

"

F0B[P

中%

&

%;&!

!

F

%

N

#与
&

%;."

!

F

%

N

#%符合苯环上

间位氢的特征%它们分别属于山奈酚
-

环上的
F0%

与
F0(

&

具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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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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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b(;! F:

#与
&

%;,&

!

&F

%

=

%

Gb

(;!F:

#%通过面积积分可知两组信号均具有
&

个质子%根据

图
!

!

化合物
!

的结构式及
F[+X

氢
0

碳相关

Y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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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D58>D85<2?=F[+XF0X5<42D3A?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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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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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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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王蔚婕等"南山茶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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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多酚化合物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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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化合物
!

的"

F0B[P

及"!

X0B[P

信号归属一览表"

XT

!

CT

#

R2J4<&

!

-MM3432D3A?AM

"

F0B[P2?=

"!

X0B[PAM>A1

E

A8?=!

"

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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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

X0B[P

"

F0B[P

编号 "!

X0B[P

"

F0B[P

& "'%;', 'jj #%;"$

! "!!;$' %jj %(;'#

. "##;&' "jjj "$";!# .;..

!

F

%

N

#

' "',;,' &jj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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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N

#

!jj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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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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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jj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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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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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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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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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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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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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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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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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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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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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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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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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化学位移+裂分及耦合常数分析%其符合苯环上邻位氢的

特征%与山奈酚
+

环相符合%因此推断其分属于山奈酚
+

环

上的
F0&j

%

F0%j

与
F0!j

%

F0'j

&具有
&

';"!

!

F

%

=

%

Gb#;"F:

#

葡萄糖苷端基质子信号%结合其耦合常数!

Gb#;' F:

"

#;$F:

#可以判断半乳糖苷结合键为
#

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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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N

#与

';$$

!

F

%

N

#分属于
&

组鼠李糖苷端基质子信号$具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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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

%

Gb%;"F: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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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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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鼠李糖

苷甲基质子信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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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信号为糖苷其它质子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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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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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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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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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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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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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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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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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组鼠李糖苷碳信号%其余碳信号与山奈酚特征信号高度

吻合%该结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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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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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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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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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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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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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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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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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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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符合山奈酚的结构特征&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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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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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谱%通过
F[+X

图谱可确定

不同片段的连接位点%化学位移
&

';"!

!

F

%

=

%

Gb#;"F:

#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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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可以推测萄糖苷与山奈酚
X0!

位点结合$

&

.;'!

!

F

%

N

#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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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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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其"

F0B[P

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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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0B[P

谱以及质谱数据%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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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道的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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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一致%对其核磁信号进行归属见表
!

%推测

其结构式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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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提取物中报道过该结构%南山茶中属于首次提取&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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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F

%

N

#

.jjj #.;$%

, "'(;'& 'jjj #$;$$

"$ "$';%% %jjj "(;$$ ";".

!

!F

%

=

%

Gb%;"F:

#

"j "&&;#& "jjjj "$!;#, ';$$

!

F

%

N

#

&j

%

%j "!&;.$ (;$(

!

&F

%

=

%

Gb(;!F:

#

&jjjj #&;"&

!j

%

'j ""%;"! %;,&

!

&F

%

=

%

Gb(;!F:

#

!jjjj #&;"#

.j "%";.' .jjjj #!;&$

"jj "$.;#% ';"!

!

F

%

=

%

Gb#;"F:

#

'jjjj %,;,%

&jj #';#' %jjjj "#;(, ";"(

!

!F

%

=

%

Gb%;"F:

#

!jj ##;".

!

!

结论
通过高清晰质谱和

B[P

%鉴定了
.

个化合物"原儿茶酸

!化合物
"

#+芹菜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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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吡喃葡萄糖甙!化合物
&

#+山奈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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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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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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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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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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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甙!化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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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

首次从山茶属中分离得到%化合物
&

和
'

首次从南

山茶中分离得到&

对于南山茶饼黄酮类化合物的深入研究%可以为油茶副

产物的利用提供依据&南山茶饼提取物的活性与其成分及

其量效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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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细节%并制作产品模型%与工程师一起完善设计方案%最终

完成牛奶包装机器人设计方案%三维渲染效果图见图
(

&

图
(

!

牛奶包装机器人最终设计方案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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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针对消费者对包装机器人产品造型的感性意象需求%提

出了基于感性工学理论+定性定量研究支持下的产品意象造

型设计方法%通过包装机器人感性意象词汇确立+代表性样

本选取以及造型感性意象评价试验等展开定性和定量研究%

挖掘使用者对包装机器人的深度感性诉求%并以此为导向进

行包装机器人创新设计%验证了基于感性工学理论的包装机

器人造型设计方法的有效性&该方法也可延伸并拓展到其

他工业机器人产品设计领域%为工业机器人产品创新设计阶

段激发设计师的创意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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