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78( 3H, t , J= 6. 6 Hz, CH3 ) , 0. 71( 3H, s, CH3 ) ;
13

CNM R( CDCl3 , 100 M Hz)δ: 200. 2( s, C-3) , 168. 5

(s, C-5) , 126. 3( d, C-4) , 73. 3( d, C-6) , 56. 2( d, C-

17) , 56. 1( d, C-14) , 53. 7( d, C-9) , 45. 8( d, C-24) ,

42. 6 ( s, C-13) , 39. 7( t , C-12) , 38. 7( t , C-7) , 38. 0

( s, C-10) , 37. 2( t , C-1) , 36. 1( d, C-20) , 34. 3( t , C-

2) , 34. 0 ( t , C-22) , 29. 8 ( d, C-8) , 29. 3 ( d, C-25) ,

28. 2 ( t, C-16) , 26. 3( t , C-23) , 24. 2( t , C-15) , 23. 2

( t, C-28) , 21. 0( t , C-11) , 19. 8( q, C-26) , 19. 5(q, C-

19) , 19. 1( q, C-21) , 18. 8( q, C-28) , 12. 2( q, C-29) ,

12. 0 ( q, C-18) ; EIM S m /z: 428 [ M
+
] ( 75 ) , 414

( 15) , 399( 5) , 365( 10) , 314( 8) , 286( 10) , 269( 15) ,

248( 6) , 227( 13) , 213( 5) , 185( 5) , 161( 7) , 152( 24) ,

107( 18) , 95( 30) , 81( 40) , 69( 52) , 55( 100)。依据光

谱 分析 , 确定 化 合物 为 si tgmast-4-en-6β-o l-3-

one
[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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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药加哇挥发油化学成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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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医科大学药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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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药加哇为伞形科棱子芹属植物 Pleurosper-

mum hookeri C. D. Clarke var. thomsonii C. B.

Clarke,药用根和根茎 ,分布于西藏自治区的昌都、

察隅、波密、林芝、米林、郎县、加查、乃东 (那典 )、措

美、江孜、拉萨、仲巴等地以及四川西北部、云南西北

部和甘肃、青海南部、喜马拉雅山区。 生长在海拔

3 500～ 5 300 m的砾石山坡草地或沟边水湿处
[1 ]。

其根及根茎在西藏作中药当归习用 ,具有理气活血、

止痛作用 ,用于月经不调、淤滞腹痛及治疗肾炎、腰

痛、消化不良等症且能滋补健胃
[2, 3 ]
。迄今国内外对

加哇挥发油化学成分均未见报道。

1　实验部分

1. 1　分析样品:样品采自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朵底地区

(海拔 3 700 m)。取根及根茎药粉 (过 20目筛 ) ,按中

国药典 ( 2000年版 )置挥发油测定器中 ,经水蒸气蒸馏

后得挥发油 ,全油为淡黄棕色油状液体 ,遇冷立即固化

呈固态 ,具特殊气味 ,含量为 0. 18% ,封装备用。

1. 2　分析方法

仪器: VG-7070E型气相色谱 -质谱 -计算机联

用仪。

色谱条件: 色谱柱 OV-1石英毛细管柱 ( 50 m×

0. 25 mm);柱温: 程序升温 60℃～ 190℃ ( 5℃ /

min ) ,恒温 15 min, 190℃～ 230℃ ( 7℃ /min) ;进

样量 0. 2μL,载气为氦气。

质谱条件: 电子轰击 ( EI) ;离子源温度 200℃ ;

电子能量 70 eV;汽化室温度 260℃ ;加速电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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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发射电流 0. 25 m A;灵敏度 10- 7。

2　结果与讨论

按上述条件测得加哇挥发油的总离子流图。根

据 GC-M S-DS系统分析得到的质谱图 ,经计算机质

谱库检索及按质谱裂解方式查对有关质谱资源 ,从

检出的 72个化合物中共鉴定了其中的 51个 ,占挥

发油总量的 91. 5% ,挥发油各组分的百分含量是由

计算机根据总离子流图按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得

到。 分析结果见表 1。 含量较高的成分为棕榈酸

( 24. 8% ) ,亚油酸 ( 9. 2% ) ,藁本内酯 ( 1. 8% ) ,正丁

烯基 内酯 ( 2. 5% ) ,薄荷二烯醛 ( 3. 0% ) , 4, 7-二甲

氧基 -5-( 2-丙烯基 )-1, 3-苯并间二氧杂环戊烯

( 5. 6% ) ,癸酸 ( 3. 7% ) , 2, 4, 5-三甲基 -苯甲醛

( 5. 0% ) , ( 3, 3-二甲基戊烷基 ) -环己烷 ( 1. 3% ) ,

( Z ) -2-癸烯醛 ( 4. 4% ) ,辛酸 ( 2. 5% ) ,肉豆蔻酸

( 1. 0% ) , ( Z , E ) -2, 9-十七碳二烯 -4, 6-二炔 -8-醇

( 8. 2% ) , 3, 7, 11-三甲基 -1, 3, 6, 10-十二 四烯

( 1. 9% )等 14个化合物。

加哇 Pleurospermum hookeri与中国药典 ( 2000

年版 )和藏药标准 ( 1979年 )所收载的中国当归 An-

gelica sinensis ( Oliv . ) Diels为同科不同属植物 ,其

挥发油成分组成有明显的差异。藁本内酯、正丁烯基

内酯等苯酞类衍生物具有镇静催眠、抗惊厥作

用 [4 ]及解痉镇痛、平喘作用 [5 ]。 据文献报道 ,藁本内

酯及其衍生物在甘肃当归挥发油中的含量约为

45%
[6 ]
,明显高于藏药加哇中的含量。

表 1　加哇挥发油的化学成分 (% )

峰号 化合物 含量 峰号 化合物 含量

4 庚醛 0. 3 40 咕巴萜 0. 65

5 α-蒎烯 0. 1 41 ( 1s-cis) -1, 2, 3, 5, 6, 8A-六氢化 -4, 7-二甲基 -1-( 1-甲基乙基 )-萘 0. 6

6 1, 2, 3-三甲基 -环戊烷 0. 1 44 3, 7, 11-三甲基 -1, 3, 6, 10-十二四烯 1. 9

7 辛醛 2. 9 45 4, 7-二甲氧基 -5-( 2-丙烯基 )-1, 3-苯并间二氧杂环戊烯 5. 6

8 枞油烯 0. 02 46 3-正丁基 -2-苯并呋喃酮 0. 7

9 2-乙基 -4-戊醛 0. 1 48 正丁烯基 内酯 2. 5

10 1-庚基 -2-甲基 -环丙烷 0. 3 49 薄荷二烯醛 3. 0

11 己酸 0. 02 50 缬草酮 0. 3

12 2-壬酮 0. 8 51 4-甲基苯丁酸酯 0. 3

13 壬醛 1. 1 52 藁本内酯 1. 8

14 3, 7-二甲基 -1, 6-辛二烯醇 -3 0. 02 53 肉豆蔻酸 1. 0

15 4, 6-癸二烯 0. 1 56 十八烷烃 0. 3

16 ( Z ) -2-壬烯醛 0. 6 57 十八烷酸 1. 1

17 辛酸 2. 5 58 5-环己烷十一烷烃 0. 1

18 癸醛 0. 21 59 十九烷烃 0. 1

22 ( Z ) -2-癸烯醛 4. 4 60 异丁基邻苯二甲酸酯 0. 01

23 壬酸 1. 3 62 棕榈酸 24. 8

24 4, 8-二甲基 -7-壬烯 -2-酮 0. 7 63 ( Z , E )-2, 9-十七碳二烯 -4, 6-二炔 -8-醇 8. 2

25 1, 7, 7-三甲基 -2-乙酰基二环 [ 2. 2. 1 ]庚烷 0. 02 68 二十烷 0. 8

26 ( E, E ) -2, 4-癸二烯醛 0. 02 69 亚油酸 9. 2

27 2, 4, 5-三甲基 -苯甲醛 5. 0 70 ( Z ) -9, 17-十八碳二烯醛 0. 02

28 ( 3, 3-二甲基戊烷基 )-环己烷 1. 3 71 十八碳酸 0. 5

29 3-甲基 -1-苯基丁酮 0. 02 72 二十二烷 1. 1

30 癸酸 3. 7 73 二十三烷 1. 3

32 大马酮 0. 02 74 二十四烷 1. 3

35 牛儿酮 0.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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