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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州柴胡挥发油化学成分的研究

西安医科大学药学院 �� � 。。��� 李映丽
带

韩 强 吕居娴 王军宪” 赵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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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州柴胡为伞形科柴胡属植物银州柴胡 � �

� � � � � � 夕�� � �� ��
� � � � �� � � � �

�

� �的根
,

分布于陕

西
、

甘肃
、

宁夏及 内蒙古等省 区
〔�〕 ,

是陕
、

甘
、

宁中药

柴胡主流品种之一
‘�〕 ,

被认为是柴胡各品种中品质

最优的一种
‘” 。

柴胡具和解退热
,

疏肝解郁
、

升提中

气的功效
,

其有效成分主要为皂贰和挥发油
〔�〕。

为探

讨银州柴胡品质及挥发油成分
,

我们对其根挥发油

进行了 � �
一

� �
一

� � 分析
,

从中鉴定了 �� 个化合物
。

� 材料及样品制备

银州柴胡采自陕西省神木县 �� �� �
一
� � �

,

经陕西

省药检所中药室严智慧主任鉴定
。

取其根粉碎成粗

粉 �过二号筛���
�

� �
,

置挥发油提取器中提取
,

得浅

黄棕色挥发油
。

根挥发油的收率为 。
�

� �� �
,

地下部

分挥发油的收率为 �
�

� �� �
。

� 仪器及实验条件

� �
�

岛津 � �
一
�� � 气相色谱仪

。

� �
一

�� 石英毛

细管色谱柱 �� � � � �
�

� � � � �
,

柱温 � � ℃ � �� � ℃
,

� ℃ � � � 
,

气化室温度 ��� ℃
,

载气 为氮气
,

柱前 压

� �
�

� � �  � ���
,

分流比 � � � �
,

进样量 �
�

� 拌�
。

� �
一

� �
� � ��

一
� � � 气相色谱仪

。

� �
一
� � 石英毛细

管色谱柱 �� � � � �
�

�� � � �
,

载气 为氦气
,

柱前压

� �
·

� � � � �� �
,

进样量 �
·

� 拌�
,

其余同前
。

� �
一

� �
�

� ��� � 质谱仪
,

离子源 ��
,

温度 � �� ℃
,

分辨率 ���
,

加速电压 � � �
,

电子能量 � � � �
,

扫描范围 � �� � � �

� � � ,

扫描速度 � 。
� �

� � 。

� �
�

� �
一

� � � � �
一

��
�
型数据处理系统

。

� 结果与讨论
�

�

� 样品不经处理
,

直接进样
�

得到重建色谱离子

流色谱图和质谱数据
。

确定各对应组分质谱数据和

扫描峰号
,

经 � �
一

� � �� �
一
� � � 型数据处理系统对其

内存 � �  谱库自动检索并打印结果
,

核对标准质谱

图及有关资料
,

从分出的 �� � 个峰中
,

鉴定 出 �� 个

化合物
。

相对百分含量用峰面积归一化法
,

以总离子

流图所得含量做参考
,

由 � �
一

� � �� �
一

� � ,
系统计算

得到结果
,

各主要化学成分的相对百分含量如下
� 乙

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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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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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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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戊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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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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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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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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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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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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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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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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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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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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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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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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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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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氧化芳樟醇 0
.
07

,

二甲基苯乙烯 0
.
05

,
2
一

壬酮 0
.
04

,

正十一烷 。
.
34

,

芳樟醇 。
.
2。

,

壬醛 。
.
18

,

庚酸 0
.20 ,

反式
一

松香芹醇 。
.
04

,
2
一

茨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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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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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烯醛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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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

琐 醇

0
.
11 ,

壬醇 0
.
03 ,

4

一

菇品烯醇 0
.
04

,

禁 0
.
05

,

A R

一

甲

基
一

苯乙酮 。
.
01

, a 一

菇品醇 0
.
13

,

桃金娘烯醛 0
.04 ,

桃 金娘烯醇 。
,

10

,

癸 醛 0
.
24

,

正
一
2

,
4
一

壬 二烯 醛

0
.
31

,

辛酸 0
.
26

,

反式
一

葛缕醇 0
.
01

,

2

一

异丙基
一

5

一

甲

之
价

,

活性成分的研究及
余万元

,

其中
,

陕西省中
学论文二等奖

、

三等奖
。

在应用 国外新技术新方

. 李 映丽
,

教授
,

西安医科大学药学院生药教研室主任
,

主要研究方向
:
生药的资源鉴定

,

品质评
天然药物的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

近年主持和参与省部级及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10 项
,

获科研经费 30
药普查的研究获 199。年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

公开发表论文 40 余篇
,

其中2 篇获陕西省自然科
在中药新药研制方面

:
参与 4 项三类中药新药研究

,

其中 1 项 已转让并申报卫生部新药证书
。

近年来

法进行天然抗肿瘤药物和抗肿瘤活性成分筛选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

西安医科大学药学院植化室
份 . ’

北京 医科大学药学院植化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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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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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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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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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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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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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醇 0
.
11

,

〔E 〕
一
1
一

( 2
,

6
,

6
一

三甲基
一
1

,
3
一

环 己二烯
一
1
一

基)
一

2

一

丁烯
-

1一酮 0
.
03

,

件榄香烯 0
.
03

,

癸酸 0
.
22

,

十二醛 0
.
96

,

a 一

榄 香烯 0
.
20

,

咙牛 儿基丙 酮 0
.
10 ,

下
一

衣兰油 烯

0.xZ , a 一

姜黄烯 。
,

1 0

,

+ 一酸 0
.32 ,

正十五烷 0.17 ,

花侧柏烯 1
.
15

,

二苯并吠喃 0
.
02

,
占
一

杜松烯 0
.
04

,

卡

拉烯 0
.
02

,

十二烷酸 甲酿 0
.
06

,

甜旗烯 。
.
0 6

,

橙花叔

醇 。
.
25

,

匙形烯醇 0. 33
,

十二烷酸 1
.
50

,

乙酸十二醋

0.28
,

菲 1
.
15

,

十五酸甲醋 。
.
1 4

,

六氢化法呢基丙酮

。
.
12

,

十五烷酸 2
.
50

,

十六烷酸甲酷 0
.
88

,

邻苯二甲

酸 二十六烷 酸 0
.
88

,

十六烷酸 26
.
03

,

十七烷 酸

0.12 ,

亚油酸甲醋 0
.
64

,

油酸甲酷 0
.
09

,

硬脂酸甲醋

0.04 ,

亚麻酸 20
.97 ,

硬脂酸 0
.
44 ,

甲基菲 0
.
06 ,

十四

烷酸 0
.820

3.2 从银州柴胡挥发油中鉴定了 88 个成分
,

主要

为十六烷酸(2 6
.
03 写)

,

亚麻酸 (20
.
97 % )

,

十五烷酸

(2
.
50% )

,

十二烷酸 (0
.
150 % )

,

菲 (1
.
15 % )

,

花侧柏

烯 (1
.
15 写)

。

已鉴定的成分含量占挥发油总量的

“
.
61 线

。

在所鉴定的成分中
,

脂肪族化合物有 47

种
,

占总数的 53
.
41 %

,

其中脂肪酸类最多 (15 种)
,

占脂肪族化合物总数的 31
.
91%

;
芳香族化合物 12

种
,

占总数的 13
.
“% ;菇类化合物 26 种

,

占总数的

29
.
“写

,

其中单菇 15 种
,

倍半菇 n 种
,

分别占菇类

化合物总数的 57
.
69 %

,

42

.

31 %
; 其它类型化合物 3

种
,

占总数的 3
.
41 %

。

3

.

3 分析结果表明
,

在 已鉴定出的成分中
,

以脂肪

族化合物为主 (“
.
61 % )

,

这与文献
〔幻认为脂肪族化

合物可作为柴胡属挥发油化学成分特征相一致 (一

般植物挥发油成分主要以菇类化合物为主)
。

与其它

种不同
〔弓一 了” ,

亚麻酸在银州 柴胡挥发油中含量高达

20
·

97 %

,

而在其它种中却未检测到
。

亚麻酸具降压
、

降血脂
、

抗脂质过氧化
、

抑制溃疡
、

抗肿瘤
、

减肥等功

能。一 ’“〕。

亚麻酸的高含量可能与银州柴胡品质优良

有一定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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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蔑地下与地上部分有效成分比较

佳木斯医学院药学院(154。。3) 张 宇
朱

赵玉梅
‘ ’

体丽华 曲有乐

中药黄 蔑 是豆科 植物 膜英黄 蔑 A st ra gal us

m em bra naceu: (F iseh )Bge
.
和蒙古黄蔑A

.
m ongholi-

cu : B ge
.
的干燥根

。

其中含有皂贰类
,

黄酮及其贰类
,

糖类
,

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
〔1〕。

具有利尿
,

降压
、

强

心
、

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和抗衰老
,

并广泛应用于心血

管疾病
,

临床上还用于治疗乙肝
〔2〕 。

由于对黄蔑作用

的不断认识
,

黄蔑用量逐年增加
。

目前除供药用外
,

还广泛用于饮料
、

补品
、

化妆品
、

茶等工业中
,

药源相

对不足
。

我国大部分黄蔑产地把黄蔑茎叶弃之为废
,

而黄蔑地上部分的重量是根的几倍
,

因此
,

研究比较

黄蔑地上与地下部分的化学成分
,

为开发利用新的

自然资源
,

系统研究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
,

具有重要

意义
。

1 仪器和材料

医分斯部木上地佳于与业下毕地蔑年邹黄玲及.以
师究研讲为伍配升晋物年药

* 张 宇 女
,

1 9 8 7 年佳木斯医学院药学系本科毕业
,

理学学士学位
。

学院研究生班
。

十年来从事于天然药物化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

进行中药
成分比较研究

.
共发表论文 13 篇

.
. 份

92 级药学系实习生

于 1992
“

四逆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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