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续表 1

编号 化　合　物　　　 相对含量

31 十八醛 1. 89

32 十六酸 1. 46

33 3, 7, 11, 15-四甲基 -3-羟基 -1-十六烯 0. 74

34 2-( 9-十八碳烯 ) 2-乙醇 1. 03

35

　

乙酸 [ ( 3, 7, 11, 15-四甲基 ) 2, 6, 10, 14-四烯 -十六

烷基 ]酯

1. 12

　
36 10-二十一烯 9. 16

37 二十一烷 4. 92

38 2-[1-( 4-羟基苯基 ) -1-甲基乙基 ]苯酚 11. 36

39 9, 12-二烯 -十八酸乙酯 0. 60

40 2, 6, 10, 14-四甲基 -十六烷 0. 77

41 9-二十烯 6. 33

42 二十烷 24. 85

　　分析鉴定结果表明 ,夜香花挥发油的主要化学

成分为二十烷 (相对含量为 24. 85% )、 2-[1-( 4-羟基

苯基 )-1-甲基乙基 ]苯酚 ( 11. 36% )、 10-二十一烯

( 9. 16% )、苯甲醇 ( 6. 67% )、 9-二十烯 ( 6. 63% )、二

十一烷 ( 4. 92% )、对苯二酚 ( 3. 29% ) ,化学成分中以

高级烷经、酚类、高级烯烃、脂肪醇及芳香醇、酸、酮

等化合物为主 ;其中的丁子香酚等成分有止痛镇定

作用 ,而 2, 3-丁二醇 , 3-甲基丁醇、十四烷及邻羟苯

甲酰肼乙酸酐 ,萘 , 5-( 1, 3-二甲基丁烯基 ) -1, 3-环戊

烯等都有轻微的毒性和刺激性 ,故有明显的驱蚊效

果。

由于该花在广东南部常年开花 ,平均每一两个

月开花一次 ,每次持续 3～ 5 d。对其挥发油的化学成

分提取与分析研究将有利于日后对其有用成分的纯

天然提取应用或人工调制 ,这些都与人们日益提倡

使用天然产品或纯天然产品提取应用的环保、保健

原则相一致 ,也将有利于我国精细化学工业的发展 ,

更能振兴我国药用植物的生产、应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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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贼 Equisetum hiemale L. 的药用价值 ,在我

国古本草多有记载。宋《嘉 本草》、明《本草纲目》曾

记载木贼有疏风散热、解肌退翳之功
[1～ 3 ]
。现代研究

表明木贼有良好的利尿作用
[4 ]
和降压作用

[5 ]
。 本文

应用色谱 -质谱 -计算机联用仪研究木贼挥发油成分

及其相对含量。

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料

1. 1. 1　生药:木贼全草于 1999年 9月采自吉林省

抚松县 ,经本校生药教研室张静敏老师鉴定为 Eq-

uisetum hiemale L.。

1. 1. 2　仪器: HP5890Ⅱ气相色谱仪 , HP5971质谱

仪 , HP-5石英毛细管柱 ( 25 m× 0. 2 m× 0. 5 m)。

1. 2　方法

1. 2. 1　挥发油的提取:生药用挥发油提取器连续回

流提取 5 h,提取液乙醚萃取 ,回收乙醚得黄色油状

物 ,无水硫酸钠脱水得纯挥发油 ,气味特异芳香。

1. 2. 2　分离与鉴定: 将所得挥发油用气相色谱 -质

谱-计算机联用仪定性、定量。

1. 2. 3　测定条件:气相色谱条件: 载气为氦气 ,流量

为 0. 25 m L /min,分流比 40∶ 1;进样口温度 200

℃ ,接口温度 280℃ ;升温程度:起始温度 40℃ ,速

率 4. 0℃ /min,终止温度 220℃。

质谱条件: E1源 ,电离电压 70 eV;离子源温度

172℃ ;扫描范围为 30～ 500 amu。

2　结果

　　将木贼挥发油用 HP-5971型色谱-质谱 -计算机

联用仪进行分离、鉴定。气相色谱给出 58个峰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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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分析 ,对每个色谱峰的化合物给出特定的 MS

峰 ,经计算机库贮存信号的检索及对质谱图进行解

析 ,鉴定出 29种化合物 ,占挥发油总量的 70% ,其

余成分有待于进一步鉴定 (见表 1) 。

3　讨论

　　从表 1中可以看出:木贼中含量较高的挥发油

依次为 2-甲氧基 -3-( 1-甲基乙基 ) -吡嗪、十五烷、 9-

辛基-十七烷 ,相对含量分别为 11. 82%、 7. 89%、

5. 61% 。木贼科属于蕨类植物小叶类型 ,系统地位特

殊 ,对其化学成分的研究 ,不仅会提供有关药用价

值、新药寻找方面的资料 ,同时也可能在揭示植物界

的系统发育和本科植物的分类方面提供化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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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叶系菊科植物艾 Artemisia argyi Lev l. et

Vant. 的干燥叶 ,为中医临床常用中药之一 ,具有理

气血、逐寒湿、止血安胎之功效。 艾在全国各地分布

广泛 ,艾叶是山东的道地药材。由于艾叶的野生资源

较为丰富 ,临床用量又不是很大 ,长期以来 ,关于艾

叶的研究报道为数很少。 另外 ,有的地区以野艾

A. lavandulaefolia DC. 叶作艾叶入药 ,《中药大辞

典》中也有“…其叶 (野艾叶 )亦可作艾叶用”的记

载
[1 ]
。基于此 ,本文选择了山东省内几个具有代表性

的地区采集药材 ,对正品艾叶与野艾叶进行比较分

析 ,以艾叶的主要有效部位挥发油为指标进行研究 ,

通过总挥发油含量、折光率、化学成分等方面的比

较 ,以期找出两者间异同点 ,为制定正品艾叶的质量

标准提供科学的数据资料。

1　材料与仪器

1. 1　实验材料:艾叶样品及混淆品采自山东省内济

南、烟台、滨州、日照等地区。

1. 2　仪器: 2WAJ阿贝折光仪 (上海第三分析仪器

厂 ) ; 5890GC-5970BM SD型气相 /质谱联用仪等。

2　方法与结果

2. 1　挥发油的提取与测定:精密称取 80℃ 干燥至

恒重的艾叶及野艾叶样品 100 g ,置挥发油提取器

中照 1995版药典附录 XD中的方法提取挥发油 ,

测定其含量及折光率。结果见表 1。
表 1　艾叶与野艾叶挥发油的含量及折光率

样品 来源 数量 折光率
挥发油含量

( mL/100 g)

艾叶　 A. argyi Levl. et Vant. 8 1. 4 69 5± 0. 0 0 43 　 0. 748± 0. 149

野艾叶 A. lavan dulaefolia DC. 8 1. 4 89 9± 0. 0 0 63
*

0. 4 325± 0. 137
* *

　　*
艾叶与野艾叶的折光率比较 P < 0. 05;

* *
艾叶与野艾叶的含量比较 P < 0. 05

2. 2　挥发油的 GC-M S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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