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Pharmacy 2015 Vol. 26 No. 34 中国药房 2015年第26卷第34期

Δ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青年教师资助项目（No.2042014-

kf0159）

＊主管药师，博士。研究方向：天然药物。E-mail：wj19821020@

aliyun.com

# 通信作者：主任药师，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药物制剂。电话：

027-88047471。E-mail：songjc1234@126.com

姜黄素类化合物主要是从姜科等药用植物中分离到的一

类二芳基庚烷类化合物，在桦木科、豆科、槭树科、马尾树科、

胡桃科、蒟蒻薯科等植物中也有发现。其以庚烷为母体，在第

1、7位有芳基取代。以姜黄素、单去甲氧基姜黄素和双去甲氧

基姜黄素最为常见。姜黄素类化合物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抗

炎、抗肿瘤、降血糖、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等药理作用，

并可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及阿尔茨海默病等[1]。笔者以“Cur-

cumin”“Curcuminoids”“Darylheptanoids”“Structure identifica-

tion”“姜黄素”“姜黄素类化合物”“二芳基庚烷类化合物”“结构

鉴定”等为关键词，组合检索1985－2014年Medline、SciFinder

Scholar、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关于天然姜黄素类化合物的相

关报道，归纳其结构及来源。结果，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57篇，

其中有效文献34篇。现就天然姜黄素类化合物的化学结构研

究概况综述如下，以期为该类化合物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1 天然姜黄素类化合物的类型
按庚烷母体结构中的庚烷连接链上含氧取代基的种类和

数目，以及是否成环，可将姜黄素类化合物分为单氧代型、双

氧代型、三氧代型、吡喃取代型、呋喃取代型、大环醚型、二聚

体型等7个类型，现分别进行介绍。

1.1 单氧代型姜黄素类化合物

该类化合物主要是庚烷或戊烷链上有 1个羰基或 1个醇

基取代，且多有双键存在，共 12个，分别是：7-（4-Hydroxy-3-

methoxyphenyl-1-（4-hydroxyphenyl）-4-heptene-3-one（1）[2]、1，

7-Bis（4-hydroxylphenyl）-4，6-heptadien-3-one（2）[3]、7-（4-Hy-

droxy-3-methoxyphenyl）-1-（4-hydroxyphenyl）-4，6-heptadi-

en-3-one（Tsaokoarylone）（3）[4]、1，7-Bis（4-hydroxy-3-methoxy-

phenyl）-1，4，6-heptatrien-3-one（4）[5]、1-（3，5-Dihydroxy-4-me-

thoxyphenyl）-7-phenyl-3-heptanone（5）、1-（2，4-Dihydroxy-3-

methoxyphenyl）-7-（4-methoxyphenyl）-3-heptanone（6）[6]、1，

7-Bis（3-hydroxy-4-O-β-D-glucopyranosylphenyl）heptan-3-one

（Plantagineoside A）（7）[7]、5-Acetoxy-1，7-diphenyl-1，3-heptadi-

ene（8）[8]、5-Hydroxy-1-phenyl-7-（4-hydroxyphenyl）- 1-heptene

（9）、5-Hydroxy-1-phenyl-7-（3，4-dihydroxyphenyl）- 1-heptene

（10）[9]、5-Hydroxy-1，7-diphenyl-1，3-heptadiene（11）[8]、（3S）-1，

7-Bis （3-hydroxy-4-O-β-D-glucopyranosylphenyl） heptan-3-ol

（plantagineoside B）（12）[7]。其具体结构见图1。

1.2 双氧代型姜黄素类化合物

该类化合物的庚烷链上主要有以下几种取代模式：β-二酮

基、酮-烯醇、1个羰基和 1个醇基、2个醇基、1个醇基和 1个糖

基取代，共 66个，分别是：Curcumin（13）、Demethoxycurcumin

（14）、Bisdemethoxycurcumin（15）[1]、1-（4-Hydroxyphenyl）-7-

（3，4-dihydroxyphenyl）-1，6-heptadiene-3，5-dione（16）[10]、5-Hy-

droxy-1-（4-hydroxy-3-methoxyphenyl）-7-（4-hydroxyphenyl）-4，

6-heptadiene-3-one（Letestuianin A）（17）[11]、5-Hydroxy-1-（3-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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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单氧代型姜黄素类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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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xy-4-hydroxyphenyl）-7-phenyl-4，6-heptadien-3-one（18）[12]、

1，7-Bis（4-hydroxyphenyl）-3，5-heptandione（Letestuianin C）

（19）[11]、Terpecurcumin B（20）、Terpecurcumin C（21）、Terpecur-

cumin D（22）、Terpecurcumin E（23）、Terpecurcumin F（24）、Ter-

pecurcumin G（25）、Terpecurcumin H（26）、Terpecurcumin I

（27）、Terpecurcumin A（28）、Bisabolocurcumin ether（29）、De-

methoxybisabolo curcumin ether（30）、Didemethoxybisabolocur-

cumin ether（31）[13]、（5S）-5-methoxy-1，7-bis（4-hydroxyphe-

nyl）-1-hepten-3-one（32）[3]、（4E，6R）-6-hydroxy-7-（4-hydroxy-

3-methoxyphenyl）-1-phenyl-4-heptene-3-one（Alpinoid B）（33）、

（4E，6R）-6-hydroxy-1，7-diphenyl-4-heptene-3-one（Alpinoid C）

（34）[14]、（2S）-2-hydroxy-1，7-diphenyl-4E-heptene-3-one（Alpin-

oid E）（35）[15]、（5S）-5-hydroxy-7-（3，4-dihydroxyphenyl）-1-phe-

nyl-3-heptanone（36）[16]、（5S）-5-hydroxy-7-（4-hydroxy-3-me-

thoxyphenyl）-1-（4-hydroxyphenyl）-3-heptanone（37）[17]、（5S）-

5-hydroxy-1-（4-hydroxyphenyl）-7-phenyl-3-heptanone（38）、

（5S）-5-hydroxy-1-（4-hydroxyphenyl）-7-（3，4-dihydroxyphe-

nyl）-3-heptanone（39）、（5S）-5-hydroxy-1-（4-hydroxy-3-me-

thoxyphenyl）-7-（4-hydroxyphenyl）-3-heptanone（40）、（5S）-5-

hydroxy-1，7-bis（4-hydroxyphenyl）-3-heptanone（41）[18]、（5R）-

5-hydroxy-7- （3-methoxy-4，5-dihydroxyphenyl） -1-phenyl-3-

heptanone（42）、（5R）-5-hydroxy-1-（3，4-dihydroxyphenyl）-7-

（4-hydroxy-3-methoxyphenyl）-3-heptanone（43）[16]、5-Hydroxy-

1-（3，4-dihydroxy-5-methoxyphenyl）-7-（4-hydroxy-3-methoxy-

phenyl）-3-heptanone（44）、5-Hydroxy-1-（4-hydroxy-3-methoxy-

phenyl）-7-（3，4-dihydroxy-5-methoxyphenyl）-3-heptanone（45）、

5-Hydroxy-1-（4-hydroxy-3-methoxyphenyl）-7-（3，4-dihydroxy-

phenyl）-3-heptanone（46）[19]、5-Methoxy-7-（4-hydroxy-3-me-

thoxyphenyl）-1-（4-hydroxyphenyl）-3-heptanone（47）[17]、5-Eth-

oxyl-7- （4-hydroxy-3-methoxy-phenyl） -1-phenyl-3-heptanone

（48）[20]、（5S）-5-acetoxy-1，7-bis（4-hydroxy-3-methoxyphenyl）-

3-heptanone（5-acetoxy hexahydrocurcumin）（49）[19]、（3S，5S）-

3-hydroxy-5-methoxy-1-（4-hydroxyphenyl）-7-phenyl-6-heptene

（50）、（3S，5R）-3-hydroxy-5-methoxy-1-（4-hydroxyphenyl）-7-

phenyl-6-heptene（51）、（3S，5S）-3-hydroxy-5-ethoxy-1-（4-hy-

droxyphenyl）-7-phenyl-6-heptene（52）、（3S，5R）-3-hydroxy-5-

ethoxy-1-（4-hydroxyphenyl）-7-phenyl-6-heptene（53）[3]、（3R，

5S） -3-acetoxy-5-hydroxy-1，7-bis （4-hydroxy-3-methoxyphe-

nyl）-heptane（54）、（3R，5S）-3，5-dihydroxy-1-（4-hydroxy-3，

5-dimethoxyphenyl）-7-（4-hydroxy-3-methoxyphenyl）heptane

（55）[19]、Rel-（3R，5S）-3，5-dihydroxy-1-（3，4-dihydroxy phe-

nyl）-7-（4-hydroxyphenyl）heptane（56）、Rel-（3R，5S）-3，5-dihy-

droxy-1-（4-hydroxy-3-methoxyphenyl） -7-（4-hydroxyphenyl）

heptane（57）、Rel-（3R，5S）-3，5-dihydroxy-1-（3-methoxy-4，

5-dihydroxyphenyl）-7-（4-hydroxyphenyl）heptane（58）[18]、（3R，

5R）-1，7-diphenylheptane-3，5-diol（Yashabushidiol B）（59）[21]、

（3R，5R）-1-（4-hydroxyphenyl）-7-phenylheptane-3，5-diol（60）[22]、

（3R，5R）-3，5-dihydroxy-1-（3，4-dihydroxyphenyl）-7-（4-hy-

droxyphenyl）heptane（61）、（3R，5R）-3，5-dihydroxy-1，7-bis（3，

4-dihydroxy phenyl）heptane（62）[23]、（3R，5R）-3-acetoxy-5-hy-

droxy-1，7-bis（4-hydroxyphenyl）heptane（63）、（3R，5R）-3-ace-

toxy-5-hydroxy-1，7-bis（3，4-dihydroxyphenyl）heptane（64）、

（3R，5R）-3，5-diacetoxy-1-（3，4-dihydroxyphenyl）-7-（4-hy-

droxyphenyl）heptane（65）、（3R，5R）-3-acetoxy-5-hydroxy-1-（3，

4-dihydroxyphenyl）-7-（4-hydroxyphenyl）heptane（66）、（3R，

5R）-3，5-dihydroxy-1-（4-hydroxy-3-methoxy phenyl）-7-（3，4-

dihydroxyphenyl）heptane（67）[18]、（3S，5S）-3，5-diacetoxy-1，7-

bis（4-hydroxy-3-methoxyphenyl）heptane（68）[19]、Octahydrocur-

cumin（69）[22]、（3S，5S）-3-acetoxy-5-hydroxy-1-（3，4-dihydroxy-

phenyl）-7-（4-hydroxyphenyl）heptane（70）[18]、Meso-1，7-diphe-

nylheptane-3，5-diol（Yashabushidiol A）（71）[21]、（3R，5R）-3，5-

dihydroxy-1-（3，4-dihydroxyphenyl）-7-（4-hydroxyphenyl）-hep-

tane-3-O-β-D-glucopyranoside（72）、（3R，5R）-3，5-dihydroxy-1-

（4-hydroxy-3-methoxyphenyl）-7-（4-hydroxyphenyl）-heptane-

3-O-β-D-glucopyranoside（73）、（3R，5R）-3，5-dihydroxy-1，7-bis

（3，4-dihydroxyphenyl）-heptane-3-O-β-D-glucopyranoside（74）、

（3R，5R）-3，5-dihydroxy-1-（4-hydroxy-3-methoxyphenyl）-7-（3，

4-dihydroxyphenyl） -heptane-3-O-β-D-glucopyranoside （75） 、

（3R，5R）-3，5-dihydroxy-1，7-bis（4-hydroxy-3-methoxyphe-

nyl）-heptane-3-O-β-D-glucopyranoside（76）、（3R，5R）-3，5-dihy-

droxy-1，7-bis（4-hydroxyphenyl）-heptane-3-O-β-D-glucopyrano-

side（77）、（3R，5R）-3，5-dihydroxy-1-（3，4-dihydroxyphenyl）-7-

（4-hydroxy phenyl）-heptane-5-O-β-D-glucopyranoside（78）[23]。

其具体结构见图2。

1.3 三氧代型姜黄素类化合物

该类化合物的庚烷链上主要有以下几种取代模式：β-二酮

基和 1个醇基、酮-烯醇和 1个醇基、2个非β-二酮基和 1个醇

基、1个酮基和 2个醇基，以及 3个醇基取代，共 8个，分别是：

1-Hydroxy-1，7-bis（4-hydroxy-3-methoxyphenyl）-6- heptene-3，

5-dione（79）[22]、1，5-Dihydroxy-1，7-bis（4-hydroxy phenyl）-4，

6-heptadiene-3-one（80）、1，5-Dihydroxy-1-（4-hydroxy-3-me-

thoxyphenyl）-7-（4-hydroxyphenyl）-4，6-heptadiene-3-on（81）、

1，5-Dihydroxy-1-（4-hydroxyphenyl）-7-（4-hydroxy-3-methoxy

phenyl）-4，6-heptadiene-3-one（82）、3-Hydroxy-1，7-bis（4-hy-

droxy phenyl）-6-heptene-1，5-dione（83）[10]、（1R，5S）-1，7-diphe-

nylheptane-3-one-1，5-diol（Yashabushiketodiol A）（84）、1，7-Di-

phenylheptan-3-one-1，5-diol（Yashabushiketodiol B）（85）、（1R，

3R，5S）-1，7-diphenylheptane-1，3，5-triol（Yashabushitriol）

（86）[21]。其具体结构见图3。

1.4 吡喃取代型姜黄素类化合物

该类化合物的结构特征为庚烷链上的 2个羟基分子内缩

合成醚后而成的1个吡喃环，共10个，分别是：（1R，3R，5S）-1，

7-bis（4-hydroxyphenyl）-1，5-epoxy-3-hydroxy-hept-6-ene（87）、

（1R，3R，5R）-1，7-bis（4-hydroxyphenyl）-1，5-epoxy-3-hydroxy-

heptane（88）、（1S，3S，5S）-1，7-bis（4-hydroxyphenyl）-1，5-ep-

oxy-3-hydroxyheptane（89）、（1R，3S，5R）-1，7-bis（4-hydroxy-

phenyl）-1，5-epoxy-3-hydroxy-heptane（90）、（1S，3R，5S）-1，7-

bis（4-hydroxyphenyl）-1，5-epoxy-3-hydroxyheptane（91）[24-25]、

（3S，5S，6S，7R）-5，6-dihydroxy-1，7-bis（4-hydroxyphenyl）-

4-de-O-methylcentrolobine（92）、（3S，5R，6S，7R）-5，6-dihy-

droxy-1，7-bis（4-hydroxy phenyl）-4-de-O-methylcentrolobine

（93）、（3S，5S，6R，7R）-5，6-dihydroxy-1，7-bis（4-hydroxyphe-

nyl）-4-de-O-methylcentrolobine（94）[26]、（3S，7R）-5，6-dehy-

dro-1，7-bis（4-hydroxyphenyl） -4-de-O-methylcentrolobine

（95）[26]、Cyclocurcumin（96）[27]。其具体结构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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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呋喃取代型姜黄素类化合物

该类化合物的结构特征为庚烷链上的酮-烯醇分子内缩合

而成的吡喃环，共 2个，分别是：3，6-Furan-7-（4-hydroxy-3-me-图2 双氧代型姜黄素类化合物

续图2

图3 三氧代型姜黄素类化合物

图4 吡喃取代型姜黄素类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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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xyphenyl）-1-phenylheptane（Alpinoid D）（97）、3，6-Furan-1，

7-diphenylheptane（98）[15]。其具体结构见图5。

1.6 大环醚型姜黄素类化合物

该类化合物的结构特征为第 1、7位的 2个芳环上的酚羟

基缩合成醚而使整个分子呈现1个大环醚结构，也有芳环上碳

碳键相连形成大环，共 17个，分别是：Acerogenins I（99）、Ac-

erogenins F（100）、Acerogenins J（101）[28]、（10R）-17-methoxy-

2-oxatricyclo[13.2.2.13，7]eicosa-3，5，7（20），15，17，18-

hexaene- 4，10-diol（102）[17]、Rhoiptelol（103）[29]、Acerogenins L

（104）[28]、（+）-galeon（105）[30]、Acerogenins H（106）[28]、（9R）-4，

9-dihydroxy-17-methoxy-2-oxatricyclo[13.2.2.13，7]eicosa-3，5，

7（20），15，17，18-hexaen-10-one（107）[17]、Garugamblin-3

（108）[31]、Aceroside Ⅲ（109）、（8R，9R）-17-methoxy-2-oxatricyc-

lo[13.2.2.13，7]icosa-1（17），3（20），4，6，15，18-hexaene-4，9，

10-triol-9-O-β-D-glucopyranoside（jugcathayenoside）（110）[30]、

Acerogenin K（111）、Acerogenin E（112）[28]、3，17-dihydroxytri-

cyclo[12.3.1.12，6]nonadeca-1（18），2，4，6（19），14，16-hexaen-

9，11-dione（113）、3，11，17-trihydroxytricyclo[12.3.1.12，6]non-

adeca-1（18），2，4，6（19），14，16-hexaen-9-one（alnusonol）

（114）、3，17-dihydroxytricyclo[12.3.1.12，6]-nonadeca-1（18），2，

4，6（19），10，14，16-heptaen-9-one（alnusone）（115）[32]。其具体

结构见图6。

1.7 二聚体型姜黄素类化合物

该姜黄素类化合物主要以二聚体形式存在，如（5R，5’

R）-7，7’-（6，6’-dihydroxy-5，5’-dimethoxy[1，1’-biphenyl]-3，

3’-diyl）bis[5-methoxy-1-phenylheptan-3-one]（Alpinoid A）

（116）[14]、2-Benzyl-3-hydroxy-3，5-diphenethyl-6-（3-phenylpro-

panoy）-cyclohexanone（Alpinin A）（117）[33]。其具体结构见图7。

2 各种类型的姜黄素类化合物的主要来源
姜黄素类化合物主要分布在姜科植物中，如姜黄属姜黄、

莪术、广西莪术，姜属植物姜，山姜属高良姜、益智、草豆蔻、云

南草蔻，豆蔻属草果等。此外，桦木科桤木属旅顺桤木，巴西

豆科 Centrolobium robustum Mart.和 Centrolobium tomentosum

Benth.，槭树科槭属毛果槭，马尾树科马尾树属马尾树，胡桃科

化香树属化香树，胡桃科胡桃属胡桃楸、野核桃，蒟蒻薯科蒟

蒻薯属箭根薯、T. plantaginea，薯蓣科薯蓣属Dioscorea villosa

等植物中亦有报道该类化合物的存在。

双氧代型中的苷类主要分布在蒟蒻薯科蒟蒻薯属箭根薯

等；三氧代型主要分布在姜科姜黄属姜黄、桦木科桤木属旅顺

桤木等；吡喃取代型主要分布在巴西豆科C. robustum Mart.和

C. tomentosum Benth.、姜科山姜属云南草蔻等；呋喃取代型主

要分布在姜科山姜属高良姜等；大环醚型主要分布在槭树科

槭属毛果槭、马尾树科马尾树属马尾树、胡桃科胡桃属胡桃楸

等；二聚体型主要分布在姜科山姜属高良姜等。

3 结语
天然姜黄素来源广泛，主要来源于姜科，在桦木科、巴西

豆科、槭树科、马尾树科、胡桃科、蒟蒻薯科等中也有大量发

现，丰富了天然姜黄素类化合物结构的多样性。姜黄素类化

合物具有广泛的药理活性，在人体内发挥着药效作用。因此，

天然姜黄素类化合物作为对人体无毒的天然药物，具有潜在

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34]。

参考文献
[ 1 ] 吴杰，李丹，沈秉正，等.姜黄素类化合物的药理活性研究

进展[J].中国药师，2013，16（12）：1 918.

[ 2 ] Lee KS，Li G，Kim SH，et al. Cytotoxic diarylheptanoids

from the roots of Juglans mandshurica[J]. J Nat Prod，

2002，65（11）：1 707.

[ 3 ] Ali MS，Tezuka Y，Awale S，et al. Six new diarylheptan-

oids from the seeds of Alpinia blepharocalyx[J]. J Nat

Prod，2001，64（3）：289.

[ 4 ] Moon SS，Cho SC，Lee JY. Tsaokoarylone，a cytotoxic dia-

rylheptanoid from Amomum tsaoko fruits[J]. B Kor Chem

Soc，2005，26（3）：447.

[ 5 ] Park SY，Kim DSHL. Discovery of natural products from

Curcuma longa that protect cells from beta-amyloid insult：

a drug discovery effort against Alzheimer’s disease[J]. J

图5 呋喃取代型姜黄素类化合物

图6 大环醚型姜黄素类化合物

图7 二聚体型姜黄素类化合物

··4875



China Pharmacy 2015 Vol. 26 No. 34 中国药房 2015年第26卷第34期

Nat Prod，2002，65（9）：1 227.

[ 6 ] Bian QY，Wang SY，Xu LJ，et al. Two new antioxidant di-

arylheptanoids from the fruits of Alpinia oxyphylla[J]. J

Asian Nat Prod Res，2013，15（10）：1 094.

[ 7 ] Quang TH，Ngan NT，Minh CV，et al. Diarylheptanoid gl-

ycosides from Tacca plantaginea and their effects on

NF-kB activation and PPAR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J].

Bioorg Med Chem Lett，2012，22（21）：6 681.

[ 8 ] Jurgens TM，Frazier EG，Schaeffer JM，et al. Novel nema-

tocidal agents from Curcuma comosa[J]. J Nat Prod，

1994，57（2）：230.

[ 9 ] Suksamrarn A，Eiamong S，Piyachaturawat P，et al. Pheno-

lic diarylheptanoids from Curcuma xanthorrhiza[J]. Phyto-

chemistry，1994，36（6）：1 505.

[10] Li W，Wang S，Feng J，et al. Structure elucidation and

NMR assignments for curcuminoids from the rhizomes of

Curcuma longa[J]. Magn Reson Chem，2009，47（10）：902.

[11] Kamnaing P，Tsopmo A，Tanifum EA，et al. Trypanocidal

diarylheptanoids from Aframomum letestuianum[J]. J Nat

Prod，2003，66（3）：364.

[12] An N，Xu LZ，Zou ZM，et al. Diarylheptanoids from Al-

pinia officinarum[J]. J Asian Nat Prod Res，2006，8（7）：

637.

[13] Lin X，Ji S，Li R，et al. Terpecurcumins A-I from the rhi-

zomes of Curcuma longa：absolute configuration and cyto-

toxic activity[J]. J Nat Prod，2012，75（12）：2 121.

[14] Sun Y，Matsubara H，Kitanaka S，et al. Diarylheptanoids

from the rhizomes of Alpinia officinarum[J]. Helv Chim

Acta，2008，91（1）：118.

[15] Sun Y，Tabata K，Matsubara H，et al. New cytotoxic dia-

rylheptanoids from the rhizomes of Alpinia officinarum[J].

Planta Med，2008，74（4）：427.

[16] An N，Zou ZM，Tian Z，et al. Diarylheptanoids from the

rhizomes of Alpinia officinarum and their anticancer activ-

ity[J]. Fitoterapia，2008，79（1）：27.

[17] Li G，Xu ML，Choi HG，et al. Four new diarylheptanoids

from the roots of Juglans mandshurica[J]. Chem Pharm

Bull（Tokyo），2003，51（3）：262.

[18] Li J，Liao CR，Wei JQ，et al. Diarylheptanoids from Curcu-

ma kwangsiensis and their inhibitory activity on nitric ox-

ide production in lipopolysaccharide-activated macro-

phages[J]. Bioorg Med Chem Lett，2011，21（18）：5 363.

[19] Ma J，Jin X，Yang L，et al. Diarylheptanoids from the rhi-

zomes of Zingiber officinale[J]. Phytochemistry，2004，65

（8）：1 137.

[20] Zhao L，Qu W，Fu JQ，et al. A new diarylheptanoid from

the rhizomes of Alpinia officinarum[J]. Chin J Nat Med，

2010，8（4）：241.

[21] Hashimoto T，Tori M，Asakawa Y. Five new diarylhep-

tanoids from the male flowers of Alnus sieboldiana[J].

Chem Pharm Bull，1986，34（4）：1 846.

[22] Uehara S，Yasuda I，Akiyama K，et al. Diarylheptanoids

from the rhizomes of Curcuma xanthorrhiza and Alpinia

officinarum[J]. Chem Pharm Bull，1987，35（8）：3 298.

[23] Yokosuka A，Mimaki Y，Sakagami H，et al. New diaryl-

heptanoids and diarylheptanoid glucosides from the rhi-

zomes of Tacca chantrieri and their cytotoxic activity[J]. J

Nat Prod，2002，65（3）：283.

[24] Dong SH，Nikolic D，Simmler C，et al. Diarylheptanoids

from Dioscorea villosa（Wild Yam）[J]. J Nat Prod，2012，

75（12）：2 168.

[25] Dong SH，Nikolic D，Simmler C，et al. Correction to dia-

rylheptanoids from Dioscorea villosa（Wild Yam）[J]. J

Nat Prod，2013，76（10）：2 005.

[26] Ali MS，Tezuka Y，Banskota AH，et al. Blepharocalyxins

C-E，three new dimeric diarylheptanoids，and related com-

pounds from the seeds of Alpinia blepharocalyx[J]. J Nat

Prod，2001，64（4）：491.

[27] Kiuchi F，Goto Y，Sugimoto N，et al. Studies on crude

drugs effective on visceral larva migrans.ⅩⅥ.Nematocid-

al activity of turmeric：synergistic action of curcuminoids

[J]. Chem Pharm Bull，1993，41（9）：1 640.

[28] Nagumo S，Ishizawa S，Nagai M，et al. Studies on the con-

stituents of Aceraceae plants. ⅩⅢ.diarylheptanoids and

other phenolics from Acer nikoense[J]. Chem Pharm Bull，

1996，44（5）：1 086.

[29] Jiang ZH，Tanaka T，Inutsuka C，et al. Alkaloids，diaryl-

heptanoid and naphthalene carboxylic acid ester from

Rhoiptelea chiliantha[J]. Chem Pharm Bull：Tokyo，2001，

49（6）：737.

[30] Li J，Sun JX，Yu HY，et al. Diarylheptanoids from the root

bark of Juglans cathayensis[J]. Chinese Chem Lett，2013，

24（6）：521.

[31] Kang HM，Son KH，Yang DC，et al. Inhibitory activity of

diarylheptanoids on farnesyl protein transferase[J]. Nat

Prod Res，2004，18（4）：295.

[32] Chiba K，Ichizawa H，Kawai S，et al. alpha-Glucosidase

inhibition activity by cyclic diarylheptanoids from Alnus

sieboldiana[J]. J Wood Chem Technol，2013，33（1）：44.

[33] Liu D，Qu W，Zhao L，et al. A novel dimeric diarylhep-

tanoid from the rhizomes of Alpinia officinarum[J]. Chi-

nese Chem Lett，2012，23（2）：189.

[34] 吴杰，刘国珍，叶娟，等.姜黄素的结构修饰研究进展[J].

中国药房，2014，25（35）：3 346.

（收稿日期：2014-12-22 修回日期：2015-06-09）

（编辑：杨小军）

··48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