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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茶地上部分化学成分的研究
周旭东，吕晓超，史丽颖* ，于大永，王永奇

( 大连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

摘 要: 运用多种色谱法进行分离纯化，并通过理化性质和波谱数据对化合物进行结构鉴定，研究葫芦茶地上

部分的化学成分。结果表明: 从葫芦茶地上部分分离并鉴定了 13 个化合物，分别为山柰酚( 1) 、山柰酚-3-O-α-L-
鼠李糖苷( 2) 、山柰酚-3-O-β-D-葡萄糖苷( 3) 、山柰酚-3-O-β-D-芸香糖苷( 4) 、槲皮素-3-O-α-L-鼠李糖苷( 5) 、山
柰酚-3-O-α-L-鼠李糖( 1→6) -β-D-半乳糖苷( 6) 、槲皮素-3-O-β-D-葡萄糖苷( 7) 、槲皮素-3-O-α-L-鼠李糖( 1→6) -
β-D-半乳糖苷( 8) 、芦丁( 9) 、间苯三酚-O-β-D-葡萄糖苷( 10) 、对羟基桂皮酸( 11) 、ＲoseosideⅡ( 12) 、儿茶素( 13) 。
其中化合物 2、4、5、6、8、9、10、12 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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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constituents from the air part
of Tadehagi trquetrum

ZHOU Xu-Dong，L Xiao-Chao，SHI Li-Ying* ，
YU Da-Yong，WANG Yong-Qi

(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and Technology，Dalian University，Dalian 116622，China )

Abstract: Compounds were separated by various chromatographic techniques to study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the air
part of Tadehagi trquetrum． Their structures were identified by analyzing their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spectral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irteen compounds were purified and determined as kaempferol( 1) ，kaempferol-3-O-α-L-
rhamnoside( 2) ，kaempferol-3-O-β-D-glucoside( 3) ，kaempferol-3-O-β-D-rutinoside( 4) ，quercetin-3-O-α-L-rhamnoside
( 5) ，kaempferol-3-O-α-L-rhamnoside( 1→6) -β-D-galactopyranoside ( 6) ，querceitin-3-O-β-D-glucopyranosi ( 7) ，quer-
cetin-3-O-α-L-rhamnoside( 1→6) -β-D-galactopyranoside( 8) ，rutin( 9) ，phloroglucinol-1-O-β-D-glucopyranoside( 10) ，

naringenic acid( 11) ，roseosideⅡ( 12) ，( +) -catechin( 13) ． Compounds 2，4，5，6，8，9，10，12 were isolated from Ta-
dehagi trquetrum for the first time．
Key words: Tadehagi trquetrum; chemical constituents; structural identification

葫芦茶属( Tadehagi) 系豆科( Leguninose) 植物。
该属约有 6 种，分布于亚洲热带地区、太平洋群岛和

澳大利亚。我国有 2 种，即葫芦茶( T． trquetrum) 和

蔓茎葫芦茶( T． pseudatriquetrum) ，主要分布于南岭

以南各省区地( 傅坤俊等，1997 ) 。葫芦茶味苦涩、
凉，具有清热、利湿、消滞、杀虫之功能。葫芦茶属植

物国内外研究较少，仅文东旭等( 1999，2000 ) 和魏

祥等( 2005) 对其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为了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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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资源，我们对葫芦茶的丙酮-水提取物进行药理

活性实验，结果发现其具有抗过敏作用( 周旭东等，

2010) 。本文报道对葫芦茶地上部分 50% 丙酮-水
提取物的化学成分研究的结果。

1 材料与方法

XT4A 显微熔点测定仪( 温度未经校正，上海荆

和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BrukerAM-500 核磁共振波

谱仪( 瑞士布鲁克公司) ，LABOＲOTA4000 旋转蒸发

仪( 德国海道夫公司) 。薄层色谱及柱色谱硅胶( 青

岛海洋化工厂) ，Sephadex LH-20 型葡聚糖凝胶( 瑞

典 Pharmacia Biotech 公司) ，反相硅胶( 北京绿百草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5% 乙醇( 工业级，大连) ，其

他试剂( 分析纯，市售) 。
药材采于产自广西平南县，标本经中科院昆植

所裴盛基教授鉴定; 标本现存于大连大学药物研究

所( 标本号: 2006102902 ) 。

2 提取和分离

葫芦茶干燥地上部分 5． 41 kg，粉碎后，用 50%
丙酮-水溶液加热回流( 70 ℃ ) 提取 3 次，每次 3 h，

过滤后减压浓缩，干燥得总提取物 1 079 g。取总提

取物 560 g 用水溶解，过滤( 滤渣 309 g ) ，滤液上

HP-20 大孔树脂，按水、10%、20%、40%、60%、80%
乙醇溶液梯度洗脱，最后用 50% 丙酮-水洗脱，浓

缩，干燥得洗脱物分别为 164． 0、14． 29、24． 0、40． 6、
8． 5、8． 1 g。

40%洗脱部分( 20 g) 用硅胶柱色谱，以氯仿-甲
醇-水系统( 65 ∶ 35 ∶ 10→5 ∶ 4 ∶ 1) 梯度洗脱，TLC 检

识，合并相同流分，得到 6 个组分( 1、2、3、4、5、6) 。对

组分 1( 200 mg) 经葡聚糖凝胶 Sephadex LH-20 柱层

析以甲醇洗脱，TLC 检识，合并相同组分。于甲醇中

重结晶 得 到 化 合 物 1 ( 90 mg ) 、2 ( 15 mg ) 。组 分

2( 2． 308 g) 经葡聚糖凝胶 Sephadex LH-20 柱层析，以

甲 醇 洗 脱，反 复 纯 化 得 到 化 合 物 3 ( 110
mg) 、4( 218 mg) 、5( 16 mg) 。组分 3( 2． 132 g) 经葡聚

糖凝胶 Sephadex LH-20 柱层析以甲醇洗脱，TLC 检

识，合并相同组分。再经过制备柱层析( 氯仿-甲醇-
水，65 ∶ 35 ∶ 10 ) ，得 到 6 ( 10 mg ) 、7 ( 15 mg ) 。组

分 4( 3． 215 g) 经葡聚糖凝胶 Sephadex LH-20 柱层析

以甲醇洗脱，TLC 检识，合并相同组分。再经 ODS 反

相柱色谱，以甲醇-水系统( 1 ∶ 1→7 ∶ 3) 洗脱，TLC 检

识，合并相同组分，用甲醇反复重结晶，得到化合物 8
( 12 mg) 、9( 298 mg) ; 部分 5( 1． 623 g) 经反相硅胶柱

色谱，以甲醇-水( 1 ∶ 3→7 ∶ 3 ) 系统洗脱后，再经

Sephadex LH-20 反复纯化得到化合物 10( 15 mg) 。
20%洗脱部分( 18 g) 上硅胶柱色谱，以氯仿-甲

醇-水系统( 65 ∶ 35 ∶ 10→5 ∶ 4 ∶ 1) 梯度洗脱，TLC 检

识，合并相同流分，得到 4 个组分。组分 1 经葡聚糖

凝胶 Sephadex LH-20 柱层析，以甲醇-水系统( 1 ∶ 5→
7 ∶ 3) 梯度洗脱。TLC 检识，合并相同组分后，再经葡

聚糖凝胶 Sephadex LH-20 柱层析，以甲醇洗脱，纯化

得 到 化 合 物 11 ( 7 mg ) 。组 分 2 经 葡 聚 糖 凝 胶

Sephadex LH-20 柱层析，以甲醇-水系统( 1 ∶ 5→7 ∶
3) 梯度洗脱，反复纯化得到化合物 12( 13 mg) 。组分

3 经葡聚糖凝胶 Sephadex LH-20 柱层析，以甲醇-水
系统( 1 ∶ 5→1 ∶ 1) 梯度洗脱。再经 ODS 反相柱色

谱，以甲醇-水系统( 1 ∶ 1) 洗脱，TLC 检识，合并相同

组分后，于甲醇中重结晶得到 13( 68 mg) 。

3 结构鉴定

化合 物 1 黄 色 针 状 晶 体 ( 甲 醇) ，mp 271
～ 272 ℃。盐酸镁粉反应显阳性，提示结构为黄酮

类化合物。1H-NMＲ( CD3OD，500 MHz) δ: 6． 08( 1 H，

d，J=2． 1 Hz，H-6) ，6． 30 ( 1 H，d，J = 2． 1 Hz，H-8) ，

7． 98 ( 2 H，dd，J = 8． 9 Hz，H-2'，H-6') ，6． 80 ( 2 H，

dd，J = 8． 9 Hz，H-3'，H-5') 。确定该化合物为山柰

酚( Lü et al． ，2008) 。
化合物 2 黄色粉末( 甲醇) ，mp: 210 ～ 212 ℃，

盐酸镁粉反应呈阳性，三氯化铝反应呈黄绿色荧光，

示为黄酮化合物。1H-NMＲ ( DMSO-d6，500 MHz) δ:

12． 61( 1 H，s，5-OH) ，7． 74( 2 H，d，J=8． 4 Hz，H-2'，
6') ，6． 90 ( 2H，d，J = 8． 4 Hz，H-3'，5') ，6． 40 ( 1 H，

d，J=1． 8 Hz，H-8) ，6． 20 ( 1H，d，J = 1． 8 Hz，H-6) 为

山柰酚质子氢信号; 5． 29( 1H，d，J = 1． 2 Hz) 糖端基

信号。鉴定 为 山 柰 酚-3-O-α-L-鼠 李 糖 苷 ( 廖 立 平

等，2004) 。
化合物 3 黄色粉末( 甲醇) ，mp: 174 ～ 176 ℃。

盐酸镁粉反应呈阳性，三氯化铝反应呈黄绿色荧光，

示为黄酮化合物。1H-NMＲ ( DMSO-d6，500 MHz) δ:

6． 11( 1H，d，J = 2． 4 Hz，H-6) ，6． 31 ( 1H，d，J = 2． 4
Hz，H-8) ，6． 78 ( 2H，d，J = 9． 0 Hz，H-3'，H-5') ，7． 98
( 2H，d，J= 9． 0 Hz，H-2'，H-6') ，为山柰酚质子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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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5． 38 ( d，J = 7． 8Hz ) 为 糖 端 基 质 子 信

号。13C-NMＲ ( CD3OD ) δ: 156． 4 ( C-2 ) ，133． 2
( C-3) ，177． 5( C-4) ，161． 2( C-5) ，98． 8( C-6) ，164． 6
( C-7) ，93． 7( C-8) ，156． 3( C-9) ，103． 8( C-10) ，120．
9( C-1') ，131． 0( C-2') ，115． 1 ( C-3') ，160． 0 ( C-4') ，

115． 4 ( C-5') ，131． 0 ( C-6') 为 槲 皮 素 的 碳 信

号; δ 101． 7( C-1'') ，71． 2 ( C-2'') ，73． 1 ( C-3''，67． 9
( C-4'') ，75． 7( C-5'') ，60． 1( C-6'') 为 β-D 葡萄糖的

碳信号。鉴定为山柰酚-3-O-β-D-葡萄糖苷( 廖立平

等，2004) 。
化合物 4 黄色粉末( 甲醇) ，mp: 171 ～ 173 ℃。

盐酸镁粉反应显阳性，三氯化铝反应呈黄绿色荧光，

显示为黄酮化合物。1H-NMＲ ( CD3OD，500 MHz) δ:

8． 08( 2H，d，J = 9． 0Hz，H-2'，H-6') ，6． 89 ( 2H，d，J =
9． 0Hz，H-3'，H-5') ，6． 39 ( 1H，s，H-8) ，6． 21 ( 1H，s，
H-6) 为山柰酚质子氢信号; 5． 13( 1H，d，J = 7． 45Hz，
Glc H-1) ，4． 52( 1H，s，Ｒha H-1) ，3． 26 ～ 3． 81 ( 10H，

m) 和 1． 12 ( 3H，d，J = 6． 6Hz，rha-H-6) 为糖的氢信

号。13C-NMＲ( CD3OD，125 Hz ) ，δ: 158． 59 ( C-2 ) ，

135． 56( C-3) ，179． 46 ( C-4) ，163． 03 ( C-5) ，100． 00
( C-6) ，166． 02 ( C-7) ，94． 94 ( C-8) ，159． 45 ( C-9) ，

105． 73( C-10 ) ，122． 82 ( C-1') ，132． 37 ( C-2') ，116．
16( C-3') ，161． 49( C-4') ，116． 16 ( C-5') ，132． 37 ( C-
6') ，104． 63 ( C-1'') ，75． 80 ( C-2'') ，78． 21 ( C-3'') ，

72． 36( C-4'') ，77． 27 ( C-5'') ，68． 61 ( C-6'') ，102． 44
( C-1''') ，72． 12 ( C-2''') ，71． 50 ( C-3''') ，73． 95
( C-4''') ，69． 74( C-5''') ，17． 90( C-6''') 。确定为山

柰酚-3-O-β-D-芸香糖苷( 方伟等，2008) 。
化合物 5 黄色针状晶体，mp＞300 ℃ ( 甲醇) 。

盐酸镁粉反应显阳性，显示为黄酮化合物。1H-NMＲ
( MeOD，500 MHz) δ: 6． 19( 1H，d，J =1． 5 Hz，H-6) ，6．
39( 1H，d，J = 1． 5Hz，H-8) ，7． 73 ( 1H，s，H-2') ，7． 63
( 1H，dd，J = 2． 5，8． 5 Hz，H-6') ，6． 89 ( 1H，d，J = 8． 5
Hz，H-5') 为槲皮素的质子氢信号; 5． 21( 1H''，brs) 糖

端基氢信号，说明为槲皮素糖苷。确定为槲皮素-3-
O-α-L-鼠李糖苷( 王开金等，2006) 。

化合物 6 黄色粉末( 甲醇) ，mp: 190 ～ 192 ℃。
盐 酸 镁 粉 反 应 阳 性，三 氯 化 铝 反 应 呈 黄 色 荧

光。1H-NMＲ( DMSO-d6，500MHz) δ: 12． 58 ( 1H，s，5-
OH) ，10． 87( 1H，s，7-OH) ，10． 18 ( 1H，s，4'-OH) ，8．
05( 2H，d，J= 8． 8Hz，H-2'，H-6') ，6． 86 ( 2H，d，J= 8．
8Hz，H-3'，H-5') ，6． 43( 1H，d，J = 1． 8Hz，H-8) ，6． 21
( 1H，d，J = 1． 8Hz，H-6) ，5． 32 ( 1H，d，J = 7． 6Hz，H-

1'') ，4． 40( 1H，s，H-1''') ，3． 00 ～ 3． 50( m，糖基氢) ，

1． 06( 3H，d，J= 6． 0Hz，rha-H-6) 。鉴定为山柰酚-3-
O-α-L-鼠李 糖 ( 6 → 1 ) -β-D-半 乳 糖 苷 ( 梁 侨 丽，

1996) 。
化合物 7 黄色粉末，盐酸-镁粉反应显阳性，

Molish 反应阳性，显示可能为黄酮化合物。1H-NMＲ
( CD3OD，500 MHz) δ: 6． 37( 1H，d，J=2． 0 Hz，H-8) ，

6． 19( 1H，d，J= 2． 0 Hz，H-6) ，7． 71 ( 1H，d，J = 2． 15
Hz，H-2') ，7． 58 ( 1H，dd，J = 2． 15，8． 5 Hz，H-6') ，6．
86( 1H，d，J = 8． 5 Hz，H-5') 为槲皮素氢信号; 5． 22
( 1H''，d，J = 7． 6 Hz ) 为 糖 端 基 氢 信 号。13C-NMＲ
( CD3OD，125 Hz) δ: 158． 5 ( C-2) ，135． 6 ( C-3) ，179．
3( C-4) ，163． 0( C-5) ，100． 2( C-6) ，166． 9( C-7) ，94．
9( C-8) ，159． 1 ( C-9) ，105． 4 ( C-10 ) ，122． 9 ( C-1') ，

116． 0( C-2') ，145． 9( C-3') ，149． 9( C-4') ，117． 8 ( C-
5') ，123． 2( C-6') 为槲皮素碳信号。104． 5 ( C-1'') ，

75． 7 ( C-2'') ，78． 1 ( C-3'') ，71． 2 ( C-4'') ，78． 4 ( C-
5'') ，62． 6 ( C-6'') 为 D-葡萄糖碳信号，D-葡萄糖端

基氢 J1-2 = 7． 6 Hz，可知糖构型为 β 构型。鉴定为槲

皮素-3-O-β-D-葡萄糖苷( 张雷红，2006) 。
化合物 8 黄色粉末，mp: 196 ～ 198 ℃，盐酸镁

粉反应阳性，三氯 化 铝 反 应 呈 黄 色 荧 光。1H-NMＲ
( CD3OD，500 MHz) δ: 12． 60 ( 1H，s，5-OH ) ，10． 83
( 1H，s，7-OH) ，9． 70 ( 1H，s，4'-OH) ，9． 15 ( 1H，s，3'-
OH) ，7． 86( 1H，dd，J=8． 5，2． 1Hz，H-6') ，7． 60( 1H，

d，J = 2． 1Hz，H-2') ，6． 87 ( 1H，d，J = 8． 5Hz，H-5') ，

6． 40 ( 1H，d，J = 2． 0Hz，H-8 ) ，6． 21 ( 1H，

d，J=2． 0Hz，H-6) ，5． 32 ( 1H，d，J = 7． 6Hz，H-1'') ，

4． 42( 1H，s，H-1''') ，3． 00-3． 50 ( m，糖基氢) ，1． 05
( 3H，d，J = 6． 3Hz，Ｒha-6 ) 。13C-NMＲ ( CD3OD，125
Hz) δ: 156． 6( C-2) ，133． 5( C-3) ，177． 5( C-4) ，161． 4
( C-5) ，98． 8 ( C-6) ，164． 2 ( C-7) ，93． 7 ( C-8) ，156． 7
( C-9) ，104． 2 ( C-10 ) ，121． 3 ( C-1') ，116． 4 ( C-2') ，

144． 9( C-3') ，148． 6( C-4') ，116． 4( C-5') ，121． 7 ( C-
6') 为槲皮素碳信号; 101． 4 ( C-1'') ，74． 2 ( C-2'') ，

76． 6 ( C-3'') ，70． 2 ( C-4'') ，76． 1 ( C-5'') ，67． 1 ( C-
6'') 为 β-D-半 乳 糖 碳 信 号; δ100． 9 ( C-1''') ，70． 5
( C-2''') ，70． 7 ( C-3''') ，72． 0 ( C-4''') ，68． 4 ( C-
5''') ，17． 9 ( C-6''') 为 α-L-鼠李糖的碳信号。鉴定

为槲皮素-3-O-α-L -鼠李糖 ( 6→1 ) -β-D-半乳糖苷

( 梁侨丽，1996) 。
化合物 9 黄色粉末( 甲醇) ，mp＞300 ℃。盐酸

镁粉反应显阳性，提示为黄酮类化合物; 酸水解后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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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到葡萄糖和鼠李糖。1H-NMＲ( CD3OD，500MHz) δ: 6．
19( 1 H，d，J=2． 0 Hz，H-6) ，6． 39( 1 H，d，J =2． 0 Hz，
H-8) ，7． 51( 1 H，d，J =2． 5 Hz，H-2') ，7． 65( 1 H，dd，J
=2． 5，8． 5 Hz，H-2') ，6． 80( 1 H，d，J=8． 5 Hz，H-5') 为

槲皮素中氢质子信号; 5． 15 ( 1 H，d，J = 7． 6 Hz，H-
1'') ，4． 52 ( 1 H，d，J = 1． 4 Hz，H-1''') 为糖端基氢信

号; 1． 12 ( 3 H，d，J = 6． 2 Hz，rha-H-6 ) 。13C-NMＲ
( CD3OD，125MHz) δ: 156． 7( C-2) ，133． 4( C-3) ，177． 5
( C-4) ，161． 3( C-5) ，98． 8( C-6) ，164． 2( C-7) ，93． 7( C-
8) ，156． 7 ( C-9) ，104． 1 ( C-10 ) ，121． 7 ( C-1') ，115． 3
( C-2') ，144． 8 ( C-3') ，148． 5 ( C-4') ，116． 4 ( C-5') ，

121． 3( C-6') 为槲皮素的碳信号; δ 101． 9( C-1'') ，74．
2( C-2'') ，76． 5( C-3'') ，70． 6( C-4'') ，76． 1( C-5'') ，67．
1( C-6'') 为 β-D-葡萄糖的碳信号; δ100． 8 ( C-1''') ，

70． 1 ( C-2''') ，70． 5 ( C-3''') ，71． 9 ( C-4''') ，68． 5 ( C-
5''') ，17． 8( C-6''') 为 α-L-鼠李糖的碳信号。确定为

芦丁( Markham et al． ，1976) 。
化合物 10 无定形粉末( 甲醇) 。υmax( cm

-1 ) :

3430，1613，1522，1452，1366，1284，1161，1075 和

828。1H-NMＲ( CD3OD，500MHz) δ: 3． 37-3． 48 ( 4H，

m，H-2'，H-3'，H-4'，H-5') ，3． 70 ( 1H，dd，H-6'a) ，3．
88( 1H，dd，H-6'b) ，4． 70( 1H，d，J=6． 9Hz，H-1') ，5．
96( 1H，d，H-4) ，6． 07 ( 2H，d，H-2，H-6) 。13C-NMＲ
( CD3OD，125MHz) δ: 62． 5( C-6') ，71． 3 ( C-4') ，74． 9
( C-2') ，78． 0 ( C-3') ，78． 1 ( C-5') ，96． 7 ( C-2，C-6) ，

98． 0( C-4) ，102． 1 ( C-1') ，160． 1 ( C-3，C-5) ，160． 9
( C-1) 。确定为间苯三酚-O-β-D-葡萄糖苷 ( Lai et
al． ，1989) 。

化合 物 11 棕 褐 色 油 状 物 ( 甲 醇) 。1H-NMＲ
( CD3OD，500MHz) δ: 6． 31( 1H，d，J = 15． 8Hz) ，6． 82
( 2H，d，J = 8． 5Hz) ，7． 46 ( 2H，d，J = 8． 5Hz) ，7． 61
( 1H，d，J = 15． 8Hz) 。13C-NMＲ( CD3OD，125MHz) δ:

116． 1，116． 8，116． 8，127． 4，131． 1，131． 1，146． 4，

161． 1，171． 6。鉴定为对羟基桂皮酸 ( 罗雄明等，

2009) 。
化合物 12 白色粉末，薄层检测紫外( 254 nm)

下有暗斑。Molish 反应呈阳性，证明其含糖基。薄

层水解该化合物，并和葡萄糖标准品共薄层，化合物

水解得到的糖单元与葡萄糖 Ｒf 一致，说明该化合物

为葡萄糖苷。1H NMＲ ( 500MHz，DMSO-d6 ) δ: 0． 93，

0． 91( 均为 3H，s，11-CH3，12-CH3 ) 为两个角甲基信

号; 1． 20( 3H，d，J = 6． 3Hz，H-10 ) ，1． 94 ( 3H，d，J =
1Hz，H-13) ，2． 59( 1H，br． d，J =16． 7Hz，H-2a) ，2． 18

( br． d，J=16． 7Hz，H-2b) ，4． 27 ( 1H，d，J =7． 7Hz，H-
1') ，4． 52 ( 1H，m，H-9) ，5． 87 ( 1H，brs，H-4) ，5． 96
( 1H，d，J = 15． 9Hz，H-7) ，5． 74 ( 1H，dd，J = 15． 9，4．
7Hz，H-8) 为反式烯烃氢信号; 另外在 δ 3． 14 ～ 4． 30
之 间 有 6 个 氢 为 糖 基 上 的 氢 信 号。13C-NMＲ
( CD3OD，125MHz ) δ: 197． 2 ( C-3 ) ，125． 5 ( C-4 ) ，

163． 9( C-5) 为 α，β 不饱和酮的特征碳信号，另外

在 δ 130． 2，133． 2 还有两个烯碳信号，表明结构中

含有 α，β 不 饱 和 酮 和 一 个 C = C 键。确 定 为

ＲoseosideⅡ( Yves et al． ，1999) 。
化合物 13 黄色粉末( 甲醇) ，mp 173 ～175 ℃。

［α］20
D =+13． 0( CH3OH，c=0． 1) 。UV( MeOH) nm: 210

( 4． 96) ，229( 4． 61) ，276( 4． 51) 。1H-NMＲ( CD3OD，500
MHz) δ: 4． 51( 1H，d，J=7． 8Hz，H-2) ，3． 92( 1H，dd，J=
7． 8，5． 5Hz，H-3) ，2． 80 ( 1H，dd，J = 5． 5，16． 5 Hz，H-
4a) ，2． 45( 1H，dd，J = 16． 5，7． 8Hz，H-4b) ，5． 80 ( 1H，

d，J=2． 3Hz，H-6) ，5． 87 ( 1H，d，J = 2． 3Hz，H-8) ，6． 78
( 1H，d，J = 2． 0Hz，H-2') ，6． 70 ( 1H，d，J = 8． 5Hz，H-
5') ，6． 66 ( 1H，dd，J= 8． 5，2． 0Hz，H-6') ; 13C-NMＲ
( CD3OD，125MHz) δ: 82． 8( C-2) ，68． 8( C-3) ，28． 5( C-
4) ，157． 6( C-5) ，96． 3( C-6) ，157． 8( C-7) ，95． 5( C-8) ，

156． 9 ( C-9) ，100． 8 ( C-10 ) ，132． 2 ( C-1') ，116． 1 ( C-
2') ，146． 2 ( C-3') ，146． 2 ( C-4') ，115． 2 ( C-5') ，120． 0
( C-6') 。确定为( 2Ｒ，3S) -儿茶素( Foo et al． ，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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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Basidiospores subglobose H． sphaerospora……………………
23． Basidiospores cylindrical H． legeri……………………………
24． Hyphal layer absent; setae ＜ 50 μm long; basidiospores

＜ 4． 5 μm long H． minor……………………………………
24． Hyphal layer present; setae ＞ 50 μm long; basidiospores

＞ 4． 5 μm long 25…………………………………………
25． Basidiospores ( 4． 8-6) μm×( 2． 3-3． 3) μm

H． rhabarbarina
…………………

………………………………………………
25． Basidiospores ( 6-7) μm×( 4-5) μm H． rhododendricola……
26． Cortex present H． fulva……………………………………
26． Cortex absent 27…………………………………………
27． Basidiospores ＞ 7 μm long 28……………………………
27． Basidiospores ＜ 7 μm long 29……………………………
28． Crystals present in setal layer and subhymenium

H． contiformis…………………………………………
28． Crystals absent H． longispora…………………………
29． Setae ( 70-120) μm×( 5-9) μm; basidiospores ( 4． 5-6． 5)

μm×( 1． 8-2． 8) μm H． cinnamomea…………………
29． Setae ( 30-45) μm×( 5-7) μm; basidiospores ( 3． 2-4) μm×

( 1． 8-2． 3) μm H． anom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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