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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薄荷酮的分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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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全草和穗加工后为中国药 上样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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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紫外灯下监测分

荆芥穆芳香气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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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风发汗作用较全草强烈
。

我国学 离情况
,

发现一条较宽的暗带
,

根据暗带移动情况
,

者刘国声曾研究过河北省产的荆芥油
,

测出其挥发 分 5 次接收洗脱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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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见到关 谱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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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第 2 份接收液为单峰
。

测其红外谱图
,

于荆芥称挥发油全分析的报道
。

我们对吉林省荆芥 与薄荷酮标准谱图 〔幻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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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薄荷酮 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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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成分单体分离 荆芥穆挥发油成分较多
,

且各组份含量差异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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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密分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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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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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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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样量 1川
,

其它条件同条件 A
。

经 w IL E Y 质谱库检索
,

并与标准质谱
〔幻相对

照
,

鉴定出 27 种化合物
,

其定性定量分析结果见表
。

4 结果与讨论

4
.

1 提取挥发油采用二次冷凝系统
,

低沸点成分没

有损失
,

故所得挥发油接近天然荆芥穗香气
,

质量

好
。

4
.

2 荆芥穆挥发油的主成份是薄荷酮和胡薄荷酮
,

共占总油的 77 %
。

4
.

3 由于采用不同的 G C
一

M S 测定条件
,

使挥发油

高含量的组分及低含量的组分均得到较好地分离
,

使分析结果准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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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卧前胡的聚炔醇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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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根是云南常用于跌打损伤的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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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报道过其中的香豆素化合物
〔 , 〕 ,

现报道又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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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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