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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佛手挥发性成分的 GC-MS分析

高幼衡 ,黄海波 ,徐鸿华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广州　 510405)

　　广佛手为芸香科植物佛手 Citrus medical L.

va r. sarcodactyl is Sw ing le的成熟果实 ,有着较长的

药用历史。其味辛、苦、酸、温 ,入肝、脾、胃经 ,中医认

为其有舒肝理气 ,和胃止痛。用于肝胃气滞 ,胸胁胀

痛 ,胃脘痞满 ,食少呕吐 [1 ]。佛手在我国主产于广东、

四川和浙江。其市场流通商品中将产于广东高要、德

庆等地的佛手称为广佛手 ;而产于四川合江、江津等

地的佛手称为川佛手 ;产于浙江金华等地的分明手

称为金佛手。 广佛手、川佛手和金佛手均同等入药。

广佛手片产量多 ,因片张大 ,色白 ,皮黄绿 ,气香浓厚

而认为品质高于各佛手之上。从广东高要地区产广

佛手果实中已分得香豆素、黄酮类及苦味素类等化

合物 [ 2～ 4]。佛手的挥发油成分也有报道 [5, 6 ]。而广东

德庆地区产佛手化学成分未见有报道。为了对广佛

手规范化种植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我们对产于广东

省德庆地区佛手规范种植基地的广佛手成熟果实的

化学成分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仅报道采用气质联用

( GC-M S)技术分析了经水蒸汽蒸馏法得到的广佛

手挥发油中化学成分 ,分离出 42个成分 ,已鉴定了

其中 25个化合物 ,占总挥发油面积 64. 58%。

1　仪器与材料

1. 1　仪器:美国 Finnigan公司 Voyager型台式气

相色谱 -质谱联用仪。

1. 2　材料:佛手成熟果实采自广东省德庆县 ,经鉴

定为 C . medica L. v ar. sarcodactyl is Sw ing le,风干

备用。

2　实验方法

2. 1　样品制备:取干燥果实粉碎 ,过 20目筛 ,精称

10 g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00年版附录甲法

提取挥发油 ,得油率为 0. 64% ,油淡黄色 ,味清香。

以无水 Na2 SO4 ( AR)干燥 ,密封冷藏备用。

2. 2　气相色谱 -质谱分析条件:气相色谱条件: DB-

5石英毛细管色谱柱 ( 30 m× 0. 25 mm) ;载气及流

量: He( 1 m L /min) ;接口温度 230℃ ;分流比 DPEC

70∶ 1;气化温度∶ 230℃ ;进样量 0. 02μL;程序升

温记录:柱温 60℃ ,以 5℃ /min升至 110℃后 ,再

以 10℃ /min升至 260℃ ,保持 5 min。

质谱条件:电离方式: EI /( 70 eV ) ; EI /M S倍增

器电压 200 V ,离子源温度 200℃ ,谱库检索∶

N IS T;质量范围: 27～ 450。

3　结果与讨论

3. 1　结果:从广东德庆地区产手果实挥发油中分离

出 40多余个成分 ,鉴定了其中 25种化合物的结构 ,

采用峰面积归一化法测定了各成分相对含量 ,结果

见表 1。

3. 2　讨论:从广东德庆地区产佛手挥发油 GC-M S

分析可知 ,其挥发油成分以萜类成分为主。挥发油中

主要成分为柠檬烯、邻异丙基苯甲烷、γ-松油烯、蒎

烯、 β -月桂 烯 , 含量 分别 为 55. 24% 、 19. 77% 、

8. 65%、 2. 19%和 2. 47% 。 另 外 还 有 降 派 烯

( 1. 65% )、 顺 -香 叶 醇 ( 1. 12% ) 和 反 -香 叶 醇

( 1. 07% )等。从对有关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发现
[6～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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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广佛手挥发油的 GC-MS分析结果

编号 化合物名称 含量 (% )

　　 1 3-崖柏烯 　　 0. 61

2 2-降蒎烯 1. 65

3 蒎烯 2. 19

4 4-二甲基 -3-四氢化苯乙酮 0. 10

5 β-月桂烯 2. 47

6 邻异丙基苯甲烷 19. 77

7 柠檬烯 55. 24

8 顺 -罗勒烯 0. 42

9 反 -罗勒烯 0. 07

10 松油烯 8. 65

11 (+ )-2-蒈烯 0. 35

12 3, 4-二甲基 -苯乙烯 0. 07

13 沉香醇 0. 32

14 薄荷 -1, 8-二烯 -3醇 0. 38

15 9-甲基 -双环 -3, 3, 1-2-烯 -9-醇 0. 38

16 环己烯 -4-甲醛 0. 30

17 1-( 1, 4-二甲基 -3-环己烯 -1-基 ) -乙酮 0. 10

18 α-柠檬醛 0. 05

19 4-甲基 -1-(1-甲乙基 ) -3-环己烯 -1-醇 0. 59

20 对 -甲基异丙基苯 -8-醇 0. 14

21 丙酸里那 (醇 )酯 0. 90

22 顺香叶醇

23 β-柠檬醛 1. 18

24 反 -香叶醇 1. 07

25 九碳酸 0. 28

与中药佛手亲缘关系很近的中药广陈皮、以及多种

柑橘皮的挥发油中均未检测到邻异丙基甲烷化合

物 ,可作为药材品种归属的依据。柠檬烯具有显著的

镇咳、祛痰和抗菌作用
[ 9]
。本品该化合物在挥发油中

的含量高达 55. 25% ,故可认为柠檬烯为佛手化痰

止咳的功效的有效成分之一。

　　本实验结果为广佛手药材品种质量研究提供了

一定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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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鱼仙草精油化学成分的 GC-MS分析

林文群1 ,陈　忠 2 

( 1. 福建师范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2. 厦门大学化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

　　小鱼仙草 Mosla dianthera Maxim. 又称小本

土荆芥 (福建福州 )、四方草 (福建福安 )、痱子草 (江

西 )、山苏麻 (贵州遵义 )、土荆芥 (广西 )等 ,为唇型科

石荠 属植物。系一年生草本 ,产于江苏、浙江、江

西、福建、台湾、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

四川及陕西等省 ,生于山坡路旁或水边。该植物印度

和巴基斯坦等国也有分布。民间用全草入药 ,治感冒

发热、中暑头痛、恶心、无汗、热痱、皮炎湿疹、痢疾、

肺积水、肾炎水肿、多发性疖肿、外伤出血、痔瘘下

血、扁桃体炎等症 [1 ]。 植物全草含精油 ,有特异青草

香气。 本文对旱生和水生的小鱼仙草全草精油的化

学成分进行报道 ,为其植物资源在医药、香料工业的

开发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及方法

1. 1　植物材料: 1999年 8月中旬分别采自福建省

福清市灵石农场干旱山坡 ( A)和福建省福州市农业

大学附近林下水沟旁 ( B)。 经林来官教授鉴定为小

鱼仙草 Mosla dianthera Maxim.。将全草阴干粉碎 ,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 1990年版 )中方法分别

提取精油 ,收率 0. 648%和 0. 470% ,微黄色 ,折光

率: n
24
D 1. 507 2和 n

24
D 1 504 5。

1. 2　仪器:中国科学仪器厂生产 QP-1000A, GC /

M S /DS联用仪。计算机谱库: EPA /N IH /M SDC(美

国国家标准局 N BBLIBRARY谱库 )。

1. 3　方法:精油经无水硫酸钠干燥后进行 GC-M S

分析。通过 EPA /NIH /M SDC系统磁盘中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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