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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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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5 ( C l 。
)

,

1 1
.

8 4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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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3 6
.

4 0

( C
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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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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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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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山参叶挥发油化学成分的研究

白求恩医科大学 (长春 1 3 0 0 2 1)

吉林林村中药开发有限公司

李 静 卫永 第

陈玮趁

野山参的皂贰类成分
、

元素组成
、

氨基酸含量及

微量元素含量已有报道
己̀一 5〕 。

但野山参叶中所含挥

发油化学成分国内外迄今未见报道
。

作者对采自吉

林辉南县爱林动植物自然保护 区的野 山参叶进行了

挥发油提取
,

用气相色谱 一 质谱一计算机联用的方

法首次分离并鉴定 出 42 种化学成分
。

1 仪器和材料

气相色谱一 质谱一 计算机联用仪 ( H 5P 97 1 型
,

美国 H
e
w l

e t t 一 P
a e k a r d 公司 )

; 乙醚 ( A R )
,

无水硫

酸钠北京化工厂 出品
;
野 山参叶从吉林省辉南县动

植物自然保护 区采集
,

经吉林省抚松县我国著名的

人参专家许文祥鉴定
。

2 实验方法

2
.

1 挥发油的提取
:

取干燥的野 山参叶 2 0 09
,

粉碎

后加入乙醚 1 8 0 0m l
,

冷浸 2h4 后于 50 ℃水浴中回流

提取 h4
,

倾出 乙醚提取液再加 乙醚 1 5 0 0m l
,

如此 回

流提取 3 次
,

合并 3 次乙醚提取液
。

回 收 乙醚 至

10 0nt l 左右
,

放冷后加入 300 m l 水
,

进行水蒸汽蒸

馏
,

收集馏出液
,

用乙醚萃取 6 次
,

合并乙醚萃取液
,

回收乙醚后得淡黄色油状物
,

用无水 N
a Z

S O
;
脱水

,

得挥发油 1
.

239
,

得率为 0
.

6 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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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挥发油的鉴定
:

气相色谱条件
:

石英毛细管柱

S E 5 4
,

2 5m 火 0
.

2 2m m
,

膜厚 0
.

3 3拜m
。

升温程序
:
5 0一

2 5 o C
,

4 C / m in
,

载气为 H e ,

流量 l m l /m i n
进样 口温

度
:
250 C ;

接 口温度
:
2 80

`

C
。

质谱条件
:

lE 源
;
电离

电压
:
7 0e V

;
离子 源温度

: 2 00 ℃ ;
扫描范 围

:

20 ~

s o oa m
u

。

将挥发油按上述条件进行分离鉴定
。

3 结果与讨论

从野山参叶中共分出 73 种化合物
,

总离子流图

从略
。

将得到 的质谱 图经计算机检索 ( N B S 54 K 谱

库 )并与质谱手册困核对及解析
,

鉴定出 42 种化学

成分
,

按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各成分的相对含量
,

其结

果如下
:

丁醇
一
2

,
0

.

32 7%
,

1
,
3
一

二甲基苯 1
.

3 92 %
,
1

,

2
一

二甲基苯 0
.

8 00 %
,

癸烷 。
.

4 89 %
,

壬醇 0
.

726 %
,

2
,

3
一

二甲氧基
一

2
一

甲基 丁烷 0
.

3 27 %
,

禁 1
.

5 06 %
,

十

二烷 1
.

1 6 2 %
,

D
一

芋烯 0
.

3 7 4%
,

苯并唾哇 2
.

8 1 8 %
,

Q 一

愈创木烯 1
.

367 %
,

反
一

丁香烯 2
.

923 %
,
1

,
6
一

二甲

基蔡 0
.

383 %
,

各榄香烯 0
.

786 %
, Q 一

金 合欢烯 .3

891 %
,

顺
一
4

,

1 1
,

1 1
一

三 甲基
一
8
一

亚甲基
一

二环〔7
,

2
,
o 〕

-

十 一碳
一
4
一

烯 1
.

0 19 %
,

十四碳
一
3
一

酮 1
.

646 %
,
2

,
3

,
6

-

三甲基蔡 1
.

30 6 %
,

十五碳
一

2
一

酮 1
.

828 %
,
5

,
5

’

一 二

环己基
一

+ 一烷 0
.

5 53 %
,

1
,

2
一

二甲基蕙酿 11
.

38 5%
,

·

2 0 5
·



8
一

甲基
一

十七烷 1
.

98 5 %
,

十七烷 4
.

4 2 6 %
,

z
,

4
,

一。 ,

1 4
一

四 甲基
一

十五烷 3
.

37 1%
, a 一

丁香酸 1
.

92 0 %
,

2
一

甲

基
一

十七烷 1
.

306 %
,

十八烷 3
.

3 97 %
,

6
一

甲基
一

十三酮
一
2

,
2

.

6 2 5 %
,
2
一

环己基
一

辛烷 0
.

920 %
,

2
一

碘
一
2
一

甲基
-

丁 烷 1
.

338 %
,

3
一

甲基 菲 0
.

97 1%
,

4
一

甲基 菲 L

1 4 1 9 %
,

棕桐酸乙醋 3
.

5 2 %
,

二十烷 2
.

1 7 7 %
,
1
一

乙

烯氧基
一

十六烷 0
.

51 9 %
,
2

,
6

.

10
一

三 甲基
一

十二烷 1
.

1 0 8 %
,
9 2

,
1 2 2

,
1 5 2

一

十八碳三烯酸乙醋 0
.

8 8 7%
,

二

十烷 1
.

128 %
,

三 十 四 烷 1
.

13 2 %
,

三十 五烷 .0

7 3 6 %
。

所得挥发油中单菇及倍半枯化合物 占 14
.

H %
,

其中
a 一

金合欢烯
、 a 一

愈创木烯
、

反
一

丁香烯及具

有抗癌活性的 卜榄香烯在人参叶挥发油中并不存

在m
。

另外
,

挥发油中脂肪族化合物占 38
.

98 %
,

芳香

族化合物占 2 1
.

9 7 %
。

致谢
:

吉林省辉南县爱林 参场崔以 顺场

长
、

张 明山付场长 为样品的未集给于大力支

持和 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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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叶红景天化学成分的研究
1

.

百脉根贰的提取和鉴定

青海省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 (西宁 8 1 0 0 1 2) 康胜利 张 坚 刘凤云 王 晋

前文 〔U我们用活性炭柱层析方法
,

除从青海产

狭叶红景天中分离得到被认为具有抗缺氧的活性成

分红景天贰 和酪醇外
,

还得到一贰类成分晶 v
。

本文

经理化 和光谱分析
,

确认晶 V 为百脉根贰 ( IOt au
s -

t r a
l i

n
)

。

晶 V 为 白 色 针 晶
,

无 味
,

nr p 一1 9 ~ 1 2 0℃

( E t O A
e
)

,

〔a 〕秽=
一
2 2

.

2
0 ,

M
o
l i

s e
h 反应 阳性

,

示 为贰

类化合物
。

其酸水解液经纸层析检识
,

确认糖部分为

葡萄糖
,

但未能从该水解液中分得贰元
。

晶 V 与

N a
0 H 水溶液共热时

.

产生刺鼻氨臭
,

使浸润 p H 试

纸呈碱性
;
与 3m ol / L H Z

SO
;

共热时
,

可使悬挂于

试管内的苦味酸试纸呈棕红色反应
,

示 为一 生氰贰

类化合物
。 ` 3

C N M R ( s o o M H z ,
D ZO ) 显示葡萄糖六碳

信号及 各贰键结合 艾
,

另示贰元部分有 2 个季碳原

子临一 7 8
.

5 4
,

> C <
,

己= 1 2 3
.

8 7
, 一

C = N ) 以 及 2 个

甲基 ( 1 0
.

5 7
,

2 5
.

9 5 ) 和 一个亚 甲基 ( 6 一 3 5
.

7 4 )信

号
. ’

H N M R ( s o 0 M H
z ,

D ZO )近似于 一级解析谱图
,

可得到与
’ “

C 谱 图相一致的信息
:
1

.

87 ~ 2
.

0 4 ( ZH
,

亚甲基 )两组六重峰对称分布
,

示亚甲基与一手性碳

相连
,

且 2 质子的化学位移差略大于二者间的偶合

常数
。

在糖部分
,

与手性碳 C
S
’

相接的亚甲基信号各

呈四重峰出现在 3
.

7 4 ( I H
,

J = 1 2
.

4 5 )和 3
.

9 1 ( I H
,

J

= 1 2
.

4 5 )
。

4
.

8 2 ( I H
,

J = 7
.

8 6
,

C
, ’ )也示该化合物为

卜贰键连接方式
。

F D
一

M S m /
z
给出 2 6 2 ( M

+ + l )
,

2 3 5 ( M
+ + 1

一

H C N )
,
2 0 0 (M

+ + l
一
2 X H ZO

一

C N )
,
8 2

( M
+ + 1

一

葡萄糖 )
。

以上推断示该化合物为 2
一

经基
-

2
一

甲基丁睛的葡萄糖贰
。

为进一步确证贰元的构型
,

依文献如方法水解晶 V
,

提取后 己烷重结晶
,

得针状

晶体
。

m p 7 3
.

5~ 7 4 ℃ (文献值
: 7 4~ 7 4

.

s oC )
,

〔a 〕砂=

一 7
.

8
“

(文献值
:

一 6
.

2
“

)
。

确认贰元为 ( R )
一
2
一

轻基
一

乙

甲基丁睛
。

1 材料和仪器

狭叶红景夭采 自青海省大通县
。

X L
一

60 显微熔

点测定仪 (北京电子光学设备厂 ) ; 日立 lR
一

26 。 红外

光谱仪
;
日本光电 D P

一
180 旋光仪

。

氢氧化钡 ( A R )
;

正 己烷 ( A R )
。

2 晶 v 的水解

(下转 第 2 5 2 页 )

·

2 0 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