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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中药黄蜀葵 (A belm oschusm anihot( L. ) M edic. )花的化学成分, 为进一步开发利用

该植物资源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正相硅胶、反相 ODS、Sephadex LH�20等柱色谱以及高效液相色

谱等手段进行分离纯化, 并通过理化性质与光谱分析鉴定化合物的结构。结果 从黄蜀葵花体积分

数为 95%的乙醇提取物的大孔吸附树脂洗脱物中分离鉴定了 9个以槲皮素为母核的黄酮类化合

物, 分别为槲皮素 ( que rcetin, 1 )、金丝桃苷 ( hypero side, 2)、槲皮素�3�O ���D �葡萄糖苷 ( quercetin�3�
O ���D �g lucopyrano side, 3)、槲皮素�3�O ���D �6∀�乙酰葡萄糖苷 ( quercetin�3�O ���D �6∀�ace ty lg lucopy r�
ano side, 4)、槲皮素�3�O �刺槐糖苷 ( que rce tin�3�O �rob ino side, 5)、槲皮素�3�O�芸香糖苷 ( quercetin�3�
O �rutino side, 6)、槲皮素�3�O���D �木糖基�( 1# 2) ���D �半乳糖苷 ( que rce tin�3�O ���D �x y lo py rano sy l( 1

# 2) ���D �g alactopyrano side, 7)、槲皮素�3∃�O ���D �葡萄糖苷 ( quercetin�3∃�O ���D �g lucopyrano side, 8)

以及槲皮素�7�O ���D �葡萄糖苷 ( querce tin�7�O ���D�g luco py rano side, 9)。结论 化合物 4、5、7和 9为

首次从秋葵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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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R 914; R 284� � � 文献标志码: A

� � 黄蜀葵 (Abelm o schu s m aniho t ( L. ) M ed ic. )

系锦葵科秋葵属植物,其花性味甘、寒、滑, 无毒,

具有清热利湿、消炎解毒之功效, 内服主治五淋、

水肿; 外用治疗痈疽肿毒、汤水烫伤
[ 1]
。现代药

理学研究其总黄酮提取物具有抗炎、保护心脑缺

血损伤和心脑缺氧损伤作用, 临床用于治疗慢性

肾炎、糖尿病肾病、口腔溃疡和烧伤等
[ 2 - 4 ]
。作者

在前期研究中已经从其体积分数为 95%的乙醇

提取物的大孔吸附树脂的体积分数为 70%的乙

醇洗脱物中分离得到了 7个以杨梅素为母核的黄

酮类化合物
[ 5]
。现继续对上述洗脱物进行深入

研究, 从中得到 9个以槲皮素为母核的黄酮类化

合物。通过理化性质以及谱学分析 (
1
H�NM R、

13
C�NM R )鉴定了它们的结构 (化合物 1~ 9的化

学结构式见图 1), 其中化合物 4、5、7和 9为首次

从秋葵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1� 仪器与材料

� � VARIAN 400M R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美国

G lc% ��D �g lucopy rano sy ;l G a l% ��D �ga lac to py rano sy ;l

R ha% ��L�rham no py rano sy ;l X y l% ��D �x y lo py rano sy l

Fig. 1� S tructures of com pounds 1�9

V arian公司, INOANA400MH z, TM S为内标 )。

� � 正相柱色谱用硅胶 ( 48~ 75  m )、薄层色谱

用硅胶 H ( 10~ 40  m ) (青岛海洋化工厂 ), 薄层

色谱硅胶预板、高效硅胶 GF254 (天津思利达科技

有限公司 ), 反相 ODS、Chrom atorex ODS M B 100�



40 /75( 40~ 75  m ) ( Fu ji Silisia Chem ica,l L td. ,

Japan), Sephadex LH�20 ( Ge H ealthcare B io�Sci�
ences AB, Sweden) , D101大孔吸附树脂 (净品级,

天津海光化工有限公司 ) , H PLC用 Cosm osil 5C18�
M S�II分析柱及制备柱 ( 250 mm & 4�6 mm, 5

 m )、( 250 mm & 20 mm, 5  m ) ( N aca la i T esque

Inc. , Kyoto, Japan)。氯仿、甲醇、乙腈、丙酮、冰醋

酸等所用试剂 (色谱纯或分析纯, 天津康科德科

技有限公司 )。

黄蜀葵花采自河南省南罗山县, 由天津中医

药大学中药标本馆李天祥副教授鉴定为黄蜀葵

(Abelm oschusmaniho t( L. )M edic. )的干燥花。

2� 提取与分离

取黄蜀葵的干燥花 2�8 kg,用 10、8、8倍量的

体积分数为 95%的乙醇依次加热回流提取 3、2、

2 h, 减压回收溶剂, 得到浸膏 648 g。取其中的

500 g,经过 D101大孔吸附树脂, 用水、体积分数

为 70%乙醇、体积分数为 95%乙醇、丙酮依次洗

脱,减压回收体积分数为 70%的乙醇洗脱部分,

得到洗脱物 120 g。取其中的 96 g,进行硅胶柱色

谱分离, 用 CH C l3 �M eOH 体积比 100∋3# 10∋1、

CH C l3�M eOH�H2O体积比 7∋3 ∋1# 6∋4∋1、甲醇进

行洗脱,得到 9个组分 AmE 1( 1�0 g)、AmE2( 2�5
g)、AmE3 ( 4�2 g )、AmE 4 ( 4�7 g )、AmE5 ( 16�0
g)、AmE6 ( 22�0 g )、AmE7 ( 23�2 g)、AmE8 ( 12�2
g)、AmE9 ( 6�2 g )。取 AmE4 ( 3�5 g)进行反相

ODS柱色谱, 用 M eOH�H2O体积比 30∋70~ 100∋0

进行梯度洗脱, 得到 6个组分 AmE4�1 ( 770�0
m g)、AmE4�2 ( 581�0 m g )、AmE4�3 ( 280�5 m g )、

AmE4�4( 408�3 m g)、Am E4�5 ( 915�4 m g )、AmE4�
6( 382�0 m g)。AmE4�4( 408�3 m g ), 经高效液相

色谱 (流动相为M eOH�H 2 O�HA c体积比 40∋60∋

0�01, 检测波长 254nm, 流速 9�0mL(m in
- 1

) , 得到

化合物 4( 27�7 m g )。Am E4�5( 915�0 m g)经高效液

相色谱 (流动相为M eOH�H2 O�HA c体积比 50∋ 50∋

0�01,检测波长 254 nm, 流速 9�0 m L(m in
- 1

), 得到

化合物 1( 143�8 m g )。取 AmE5( 12�0 g ),经 OD S

柱色谱,用 M eOH�H2O体积比 20∋80~ 100∋0进行

梯度洗脱,得到 8个组分 AmE5�1( 0�166 g )、Am E5�
2( 0�929 g )、AmE5�3 ( 0�275 g)、AmE5�4( 0�216 g )、

AmE5�5 ( 0�130 g)、Am E5�6 ( 1�265 g)、AmE5�7
( 1�334 g)、AmE5�8( 5�688 g )。AmE5�8 ( 1�417 g)

经高效液相色谱 (流动相为 M eOH�H2O�HA c体

积比 50∋50∋0�01和 CH3CN�M eOH�H2O �HAc体积

比 13∋8∋79∋0�01, 检 测 波 长 254 nm, 流 速

9�0 m L(m in
- 1

) , 得到化合物 2 ( 71�4 m g )、3

( 61�9 m g )和 8( 361 m g )。取 Am E8( 8�0 g ), 经

OD S柱色谱, M eOH�H 2O体积比 10∋90~ 100∋0

梯度洗脱,得到 10个组分 Am E8�1 ( 0�320 g )、

Am E 8�2 ( 0�234 g )、Am E8�3 ( 0� 316 g )、

Am E 8�4 ( 0�211 g )、AmE8�5 ( 1�459 g)、AmE8�6
( 3�409 g)、AmE8�7 ( 0�146 g)、Am E8�8 ( 0�198 g )、

AmE8�9 ( 1�045 g)、AmE8�10 ( 0�084 g )。Am E 8�6
( 2�5 90 g )经 葡聚糖 凝胶柱色 谱 (甲 醇洗

脱 )、高效液相色谱 (流动相为 M eOH�H2 O �
HA c体 积比 35 ∋65 ∋0� 01和 CH3 CN �H2 O �
HA c体积比 14∋86∋0� 01, 检测波长 254 nm,

流速 9�0 m L( m in
- 1

) , 得到化合物 5 ( 29�0

m g )、6 ( 28� 6 m g )、7 ( 28� 5 m g ) 和 9

( 3�0 m g )。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1: 黄色粉末。254 nm紫外灯下为一

黄色暗斑,体积分数为 10%的硫酸乙醇液显色呈

棕黄色, 推测可能为黄酮类化合物。
1
H�NM R

( 400 MH z, DM SO�d6 )谱中, 低场区的 ! 12�49

( 1H, s)提示结构中存在 5�OH。相对高场的芳香

区 ! 6�17( 1H, d, J = 2�0 H z)和 6�40( 1H, d, J =

2�0 H z)分别为 5, 7�二氧取代黄酮 A环 6、8位的

质子信号; ! 6�87( 1H, d, J = 8�5 H z)、7�55( 1H,

dd, J = 8�5、2�0 H z)、7�67( 1H, d, J = 2�0 H z)提

示结构中存在 ABX自旋系统,分别为 B环 5∃、6∃、

2∃位质子信号。 13
C �NM R ( 100 MH z, DM SO �d6 )

谱中的碳信号归属见表 1。上述波谱数据与文献

[ 6]中报道的槲皮素的波谱数据基本一致, 故鉴

定化合物 1为槲皮素 ( quercet in)。

化合物 2: 黄色粉末。
1
H�NM R ( 400 M H z,

DM SO �d6 )谱中, 低场区以及芳香区的 ! 6�18

( 1H, br� s, H�6)、6�38 ( 1H, br� s, H�8)、6�81( 1H,

d, J = 8�4 H z, H�5∃)、7�53 ( 1H, d, J = 2�0 H z, H�
2∃)、7�66 ( 1H, dd, J = 8�4、2�0 H z, H�6∃)、12�64

( 1H, s, 5�OH )质子信号提示其具有与化合物 1相

同的槲皮素母核。高场区的 ! 5�37 ( 1H, d, J =

7�6 H z)以及 !3�27~ 3�66( 6H, m )提示结构中

存在一个糖片段。
13

C �NM R ( 100 MH z, DM SO �
d6 )谱中,在 !60~ 90糖区内出现的 !60�0、67�8、

71�1、73�1、75�7碳信号以及 !101�7糖端基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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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提示该糖为半乳糖。另外,化合物 2中C �3位
的化学位移值由化合物 1的 135�7位移至 133�3,

提示半乳糖与槲皮素的 3位相连。其具体的碳信

号归属见表 1。上述波谱数据与文献 [ 7]中的槲

皮素�3�O ���D �半乳糖苷 (金丝桃苷 )数据对照基

本一致, 故鉴定化合物 2为金丝桃苷 ( hypero�
side)。

化合物 3: 黄色粉末。
1
H�NM R ( 400 M H z,

DM SO �d6 )谱中, ! 6�19 ( 1H, br� s, H�6 )、6�40

( 1H, br� s, H�8)、6�85( 1H, d, J = 8�5 H z, H�5∃)、

7�58( 2H, m, H�6∃、2∃)、12�66 ( 1H, s, 5�OH )为槲

皮素母核质子信号。 !5�46( 1H, d, J = 7�2 H z)为

糖端基质子信号, 结合
13

C �NM R ( 100 M H z,

DM SO �d6 )谱中的 !60�8、69�8、74�0、76�4、77�4、

100�8碳信号, 推测该糖为葡萄糖。利用与化合

物 2类似的苷化位移推测法, 确定该糖与槲皮素

的 3位相连。根椐上述波谱数据再结合文献

[ 8], 确定化合物 3为槲皮素 �3�O ���D �葡萄糖苷
( quercetin�3�O ���D �g lucopyrano side)。

化合物 4: 淡黄色粉末。
1
H�NM R ( 400 M H z,

DM SO �d6 )谱中, !6�21( 1H, d, J = 2�0 H z, H�6)、

6�42( 1H, d, J = 2�0 H z, H�8 )、6�84 ( 1H, d, J =

8�5 H z, H�5∃)、7�55 ( 2H, m, H�2∃、6∃)、12�62

( 1H, s, 5�OH )质子信号提示其母核为槲皮素。

高场区的 !5�39 ( 1H, d, J = 7�6 H z)为糖端基质

子 信 号, 且 为 ��构 型 苷 键。 由
1
H�NM R

( 400 MH z, DM SO�d 6 )谱中的 ! 1�74 ( 3H, s)及
13

C�NM R ( 100 M H z, DM SO �d6 )谱中的 ! 169�8,

推测有乙酰基存在。 ! 100�9为葡萄糖端基碳信

号,与化合物 3比较,葡萄糖C �6∀信号向低场位移
1�8, C �5∀信号向高场位移至 73�8, 说明乙酰化位

置在C�6∀。根据上述波谱数据并结合文献 [ 9] ,确

定化合物 4为 quercet in�3�O ���D �6∀�acety lg lucopy�
rano side。

化合物 5: 黄色粉末。
1
H�NM R ( 400 M H z,

DM SO�d 6 )谱中, !5�34( 1H, d, J = 8�0 H z, H�1∀)、
6�22( 1H, d, J = 1�6 H z, H�6 )、6�43 ( 1H, d, J =

1�6 H z, H�8)、6�85 ( 1H, d, J = 8�4 H z, H�5∃)、

7�56( 1H, d, J = 2�4 H z, H�2∃)、7�68 ( 1H, dd, J =

8�4、2�0 H z, H�6∃)、12�61 ( 1H, s, 5�OH )以及
13

C�NM R ( 100M H z, DM SO�d 6 )谱数据 (表 1 )与

化合物 2相比较,提示二者含有相同的金丝桃苷

结构片断。氢谱中的 !1�09( 3H, d, J = 6�0 H z,

5 �CH3 )、4�44( 1H, d, J = 1�5 H z, H�1 )以及相应

的一组碳谱数据 (表 1)说明结构中还存在一个鼠

李糖。另外, 6∀位在 13
C �NM R谱中的碳信号由化

合物 2的 60�0向低场位移至 65�1; 而 5∀位的碳
信号 !75�8向高场位移至 72�9,提示鼠李糖与半

乳糖的 6∀位相连。上述波谱数据与文献 [ 10]中

的槲皮素�3�O �刺槐糖苷数据对照基本一致,故鉴

定化合物 5为槲皮素 �3�O �刺槐糖苷 ( quercet in�3�
O �rob ino side)。

化合物 6: 黄色粉末。
1
H�NM R ( 400 M H z,

DM SO�d 6 )谱中, !5�34( 1H, d, J = 7�6 H z, H�1∀)、
6�19( 1H, d, J = 1�6 H z, H�6 )、6�38 ( 1H, d, J =

1�6 H z, H�8)、6�84 ( 1H, d, J = 8�4 H z, H�5∃)、

7�56( 2H, m, H�2∃、6∃)、12�58 ( 1H, s, 5�OH )以及
13

C�NM R ( 100 M H z, DM SO�d 6 )谱中的数据 (表

1)与化合物 3比较,提示二者均含有槲皮素�3�O �
��D �葡萄糖苷结构片段。氢谱中的 ! 1�00( 3H,

d, J = 6�4 H z, 5 �CH3 )、4�39( 1H, d, J = 1�5 H z,

H�1 )质子信号以及相应的一组碳谱数据 (表 1)

说明结构中还存在 1个鼠李糖。另外, 6∀位的碳

信号由化合物 3的 !60�8向低场位移至 ! 66�9;

而 5∀位的碳信号 !77�4向高场位移至 !75�8, 提

示鼠李糖与葡萄糖的 6∀位相连。上述波谱数据

与文献 [ 11]中的槲皮素 �3�O �芸香糖苷数据对照
基本一致,故确定化合物 6为槲皮素 �3�O �芸香糖
苷 ( querce tin�3�O �rut ino side)。

化合物 7: 黄色粉末。
1
H�NM R ( 400 M H z,

DM SO �d6 )谱中, ! 6�19( 1H, d, J = 2�0 H z, H�6)、

6�40( 1H, d, J = 1�6 H z, H�8 )、7�53 ( 1H, d, J =

2�4 H z, H�2∃)、7�76 ( 1H, dd, J = 8�4、2�4 H z, H�
5∃)、12�70( 1H, s, 5�OH )质子信号提示其母核为

槲皮素。高场区的 ! 4�56 ( 1H, d, J = 7�2 H z, H�
1 )、5�70( 1H, d, J = 7�6 H z, H�1∀)为 2个糖端基

质子信号。
13

C �NM R( 100 M H z, DM SO �d6 )谱中,

在 ! 59~ 80内共有 9个碳信号,说明 2个糖分别

为六碳糖和五碳糖。与文献 [ 5]中的类似化合物

数据相对照, 确定其外侧糖为 ��D �木糖, 则另一

糖为 ��D �半乳糖, 且木糖与半乳糖的 2∀位相连。

根据上述波谱数据并参考文献 [ 12], 确定化合物

7为 quercetin�3�O ���D �x y lopyrano sy l( 1# 2) ���D �
ga lactopyrano side。

化合物 8: 黄色粉末。
1
H�NM R ( 400 M H z,

DM SO �d6 )谱中, ! 6�18( 1H, d, J = 2�0 H z, H�6)、

6�48( 1H, d, J = 2�0 H z, H�8 )、6�97 ( 1H, d, J =

8�4 H z, H�5∃)、7�84 ( 1H, dd, J = 8�4、2�0 H z, H�

805第 10期 李春梅等: 中药黄蜀葵花化学成分的分离与鉴定 (! )



6∃)、7�96( 1H, d, J = 2�0 H z, H�2∃)、12�45( 1H, s,

5�OH )质子信号提示其母核为槲皮素, ! 4�78

( 1H, d, J = 7�0 H z ) 为糖端基 质子信 号。
13

C�NM R ( 100 MH z, DM SO�d 6 )谱中所出现的一

组与糖相关的碳信号 (表 1)提示取代糖为葡萄

糖,且可能与槲皮素母核的 3∃位相连。该化合物

的氢谱以及碳谱数据与文献 [ 13]中的槲皮素 �3∃�
O ���D �葡萄糖苷数据基本一致, 故确定化合物 8

为槲皮素�3∃�O ���D �葡萄糖苷 ( quercetin�3∃�O ���
D �g lucopyrano side)。

化合物 9: 黄色粉末。
1
H�NM R ( 400 M H z,

DM SO �d6 )谱中, !6�42( 1H, d, J = 2�0 H z, H�6)、

6�76( 1H, d, J = 2�0 H z, H�8 )、6�89 ( 1H, d, J =

8�5 H z, H�5∃)、7�56 ( 1H, dd, J = 8�5、2�0 H z, H�

6∃)、7�72( 1H, d, J = 2�0 H z, H�2∃)、12�52( 1H, s,

5�OH )质子信号提示其母核为槲皮素, ! 5�07

( 1H, d, J = 7�6 H z)以及 !3�20~ 3�70( 6H, m )提

示结构中存在一个糖片段。从端基质子的偶合常

数 ( J = 7�6 H z)可以推测该糖为 ��D �构型; 另外

糖上处于 ! 3�20 ~ 3�70区间的其他质子的化学

位移值与分裂情况, 与化合物 3及 8中所连接的

葡萄糖 2~ 6位质子情况基本一致,因此推测化合

物 9中连接的糖为 ��D �葡萄糖。与化合物 1相比

较, 6位以及 8位质子信号均向低场位移,说明该

糖与槲皮素母核的 7位相连。其氢谱数据与文献

[ 14]中的槲皮素�7�O ����D �葡萄糖苷氢谱数据相
吻合, 故确定化合物 9为槲皮素�7�O ���D �葡萄糖
苷 ( quercet in�7�O ���D �g lucopyrano side)。

Table 1� 13C�NMR data(!) for 1�8m easured in DM SO�d6

Po sition 1 2 3 4 5 6 7 8

2 146�8 156� 0 156�0 156� 2 156� 2 156�3 155� 1 146�2

3 135�7 133� 3 133�2 133� 0 133� 4 133�1 132� 9 136�0

4 175�8 177� 3 177�2 177� 2 177� 3 177�2 177� 2 175�9

5 160�7 161� 1 161�1 161� 1 161� 1 161�1 161� 1 160�6

6 98�2 98� 7 98�7 98� 6 98� 6 98�7 98� 5 98�2

7 163�9 164� 7 164�6 164� 3 164� 0 164�3 164� 2 163�9

8 93�3 93� 5 93�5 93� 5 93� 5 93�5 93� 3 93�7

9 156�1 156� 2 156�2 156� 4 156� 3 156�4 156� 1 156�2

10 103�0 103� 6 103�6 103� 7 103� 8 103�7 103� 6 103�0

1∃ 121�9 121� 8 121�5 121� 4 121� 0 123�0 122� 2 123�5

2∃ 115�0 115� 1 115�1 115� 0 115� 1 115�1 115� 1 115�7

3∃ 145�0 144� 7 144�7 144� 7 144� 7 144�6 144� 8 145�3

4∃ 147�7 148� 4 148�4 148� 4 148� 4 148�3 148� 4 148�7

5∃ 115�6 115� 2 116�0 116� 0 115� 9 116�1 115� 7 116�0

6∃ 120�0 120� 9 121�0 120� 9 121� 8 121�3 121� 0 122�2

G lc o r G a l�1∀ 101� 7 100�8 100� 9 101� 9 101�1 98� 2 102�3

2∀ 71� 1 74�0 73� 8 71� 0 74�0 79� 7 73�3

3∀ 73� 1 76�4 76� 1 73� 5 76�3 73� 5 75�9

4∀ 67� 8 69�8 69� 7 68� 0 69�9 67� 6 69�5

5∀ 75� 7 77�4 73� 8 72� 9 75�8 75� 8 77�2

6∀ 60� 0 60�8 62� 6 65� 1 66�9 59� 8 60�5

R ha 99�9 100� 6 104�5

2 70�5 70� 4 73�8

3 70�3 70� 2 76�1

4 71�8 71� 7 69�3

5 68�2 68� 1 65�6

6 17�8 17� 6

M eCOO 169� 8

M eCOO 20� 0

4� 结论

从黄蜀葵花体积分数为 95%的乙醇提取物

的大孔吸附树脂洗脱物中分离鉴定了 9个以槲皮

素为母核的黄酮类化合物, 分别为槲皮素 ( quer�
ce tin, 1)、金丝桃苷 ( hypero side, 2)、槲皮素�3�O �

��D �葡萄糖苷 ( que rcetin�3�O ���D �g luco py rano�
side, 3 )、槲皮素 �3�O ���D �6∀�乙酰葡 萄糖苷
( querceti n�3�O ���D �6∀�acety lg lucopy rano side,

4 )、槲皮素 �3�O �刺槐糖苷 ( quercet in�3�O �rob i�
no side, 5)、槲皮素�3�O �芸香糖苷 ( quercetin�3�O �
rutino side, 6)、槲皮素 �3�O ���D�木糖基 �(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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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半乳糖苷 ( quercetin�3�O ���D �x y lopyrano sy l�
( 1# 2) ���D �ga lactopy ranoside, 7 )、槲 皮素 �3∃�

O ���D �葡萄糖苷 ( quercet in�3∃�O ���D �g lucopy rano�
side, 8)以及槲皮素 �7�O ���D �葡萄糖苷 ( quercetin�
7�O ���D �g lucopyrano side, 9)。其中化合物 4、5、7

和 9为首次从秋葵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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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chem ical constituents

from the flowers ofAbelmoschusmanihot( L. )M ed�
i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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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an jin 300193, C hina; 2. C o llege o f Traditiona lCh ineseM edicine, T ianjin U niversity o fTraditiona lCh inese

M edic ine, T ianjin 300193, C hina; 3. Key Labo ra to ry o f Trad itiona l Ch inese M edic ina l Chem istry and Ana�
lytica lC hem istry o f T ianjin, T ianjin 300193, Ch ina )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em ical const ituen ts from the f low ers o f Abelm o schus m an ihot ( L. )

M ed ic. M ethods The com pounds w ere iso la ted by chrom atog raphy by using silica ge,l OD S, Sephadex LH�
20 and H PLC, and identif ied by the chem ical and phy sica lm e thods, especia lly spectra l ana lysis. ResultsN ine

f lav ono idsw hich have quercetin ske le ton w ere iso lated. The struc tures of them w ere iden tif ied as querce tin

( 1) , hypero side ( 2) , quercetin�3�O ���D �g lucopy rano side ( 3 ), querce tin�3�O ���D �6∀�acety lg lucopyrano side

( 4) , querce tin�3�O �robino side( 5) , quercet in�3�O �rutino side ( 6), querce tin�3�O ���D �xy lopyrano sy l�( 1# 2) �
��D �ga lactopyrano side( 7) , querce tin�3∃�O ���D �g lucopyrano side ( 8) and quercetin�7�O ���D �g lucopyrano side

( 9) , respect iv ely. Conclusions Com pounds 4, 5, 7 and 9 are obta ined from Abe lm o schus g enus for the f irst

tim e.

Key words: Abelmoschus; A belmoschusmanihot ( L. )M edic. ; chem ica l const ituen;t flavono id; quercetin g ly�
coside; structure identific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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