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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娄红祥主编的《苔藓化学与生物学》共分13章，系统地介绍了苔藓植物的分类特征及生物学特性、其
化学成分的结构特征、生物活性、化学合成和研究方法，对苔藓植物的内生菌研究、化学分类学、化
学生态学、生长调节以及组织培养进行了阐述，并对200多种苔藓植物的化学成分研究进行了分述。
本书内容新颖，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结合作者课题组的研究工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近年来苔藓植物
的研究进展。

《苔藓化学与生物学》可供天然药物化学、植物学和相关专业研究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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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娄红祥，男，1965年3月29日出生。
1985年山东医学院药学系（现山东大学药学院）毕业，获医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医学硕士学位；1991年获沈阳药科大学理学博士学位。
1997年3月至1998年11月，作为访问研究员，在日本国立生命工学工业技术研究所从事生理活性天然产
物的研究工作。
在国际性期刊和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SCI论文30余篇），申请专利6项。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基金项目的资助下，对苔藓植物生物活性成分以及植物多酚类化合物进行了系
统的研究。
现为山东大学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药学会理事、山东省药学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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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含甲氧取代基的化合物10、13和16具有相似的EI—MS质谱特征，仅离子b和d的相
对丰度不同。
化合物10和13除离子a和g的相对丰度不同外，其ESI—MS／MS图谱基本相似。
化合物16的ESI—MS／MS子离子图谱与化合物10和13的明显不同，并且离子e并未检测到。
 总之，A型化合物的EI—MS和ESI—MS／MS图谱与另外两种类型差别较大，8和C型双联苄化合物EI
—MS图谱相似，而ESI—MS／MS图谱有别，这两种类型可通过子离子e的有无加以区别。
B型双联苄化合物EI—MS和ESI—MS／MS图谱相似，但是离子b、d和b的相对丰度不同。
此外，根据质谱图可推断烷氧取代基的数量，并可以判断取代基的大体位置。
尽管相同相对分子质量的双联苄化合物具有不同的质谱特征，对一个未知的双联苄来说，仍不能仅依
靠质谱特征离子来确定双联苄苯环B、D间醚键的连接位点以及苯环上烷氧取代基的确切位置，这需要
结合核磁共振波谱来完成。
 4.4.4核磁共振波谱 Asakawa课题组曾对大环双联苄的规律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一般而言，双联苄化合物的1H NMR谱显示10—16个芳香质子信号，化学位移值（δH）位于5.10
～7.40ppm，并因取代方式不同呈不同裂分形式；亚甲基质子峰化学位移值（δH）位于2.0～3.0ppm
，一般为6～8个氢信号，表现为两个单峰或复杂的多重峰。
13C NMR谱中显示多个芳环碳信号（δC110～160ppm）及2～4个亚甲基碳信号（δC 30～40ppm）；
芳环上的碳信号中，季碳信号较次甲基信号弱，且明显向低场移动，两者形成明显的分界。
 双联苄化合物由于结构类型及取代方式不同，NMR谱有一定的差别。
下面依据双联苄中苯环的取代模式和苯环间的连接方式，对不同双联苄化合物的核磁共振波谱特征进
行详细说明。
 4.4.4.1苯环不同取代模式的双联苄 双联苄化合物苯环上主要为—OMe或—OH取代。
从结构上分析，双联苄化合物存在4个苯环（A～D）以及2个亚甲基或次甲基，并呈现多样的取代类型
，但同一类型的双联苄化合物具有相似的取代模式。
例如，地钱素（marchantins）类化合物主要在苯环的12、13、1、6位发生羟基或甲氧基取代，7位有羟
基取代的为marchantin D或marchantin F，而甲氧基取代的为marchantin E；片叶苔素（riccardins）类双
联苄化合物的取代则主要发生在11、13、1、13位。
 苯环上取代基的引入会引起被取代碳化学位移值的改变。
甲氧基、羟基及醚氧键相连的碳的化学位移值（δC）一般位于140～160ppm，甲氧基、羟基的取代还
可使其相邻碳的化学位移值（δC）较无取代时向高场移动5～10ppm。
上述碳位移值的变化是由于羟基是属于+C效应大于—I效应的基团，羟基的引入使苯环上的电子云密
度增大，特别是其邻、对位；加之氧的电负性较大，吸电子能力强，而取代基的电负性对a—C的影响
比对β—c的影响大得多。
 相同的取代模式下，甲氧基取代与羟基取代相比，碳的化学位移值（δC）向低场移动为3～4ppm。
例如，片叶苔素D中13位的羟基变为甲氧基（片叶苔素E）后δC由153.6向低场位移3.4ppm达
到157.0ppm。
对双联苄化合物结构比较发现，苯环上易发生取代的位置主要位于两个联苄连接的邻位。
苄基碳上有羟基或甲氧基取代的联苄化合物，13C NMR中碳的化学位移值（δC）30～40ppm的信号
减少为3个，而在δC85.0ppm左右出现苄基碳信号，如marchanti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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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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