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藿香挥发油化学成分的分析及其化学生态型的探讨

王冬梅，杨得坡。，王发松，伍蕙仪，古淑仪

(中山大学药学院生药学与天然药物化学实验室，广东广州 510080)

藿香是一味常用中药，为唇形科植物霍香

Agastache rugosa(Fisch．et Mey．)O．Kiintze的

地上部分，广布全国各地。藿香味辛、性微温，有芳香

化湿和中、祛暑解表之功效[1]，被历代医家视为暑湿

时令之要药。藿香植物由于具有怡人的清爽甘甜香

气，作为天然香料植物亦受到国内外香精香料研究

工作者的重视。

国外对藿香属植物挥发油成分的研究较多。

Charles等[2]分析报道了美国农业部North Central

Regional Plant Introduction Station内栽培种植的4

种藿香植物，以及这4种藿香作为母本与A．

foeniculum杂交F1代植物的挥发油成分组成，其中

胡椒酚甲醚为主成分，占挥发油总量的46．7％～

93．7％，柠檬烯和丁香酚甲醚分别为2．1％～14．4％

和0％～15．2％。日本产藿香主要有两种类型，在大

阪、兵库县附近生长的藿香A．rugosa var．

hypoleuca Kudo的挥发油成分以胡椒酚甲醚为主

(占挥发油总量的90％以上)，而在北海道北见市采

收的藿香A．rugosa var．methyleugenolifera Fujita

则以丁香酚甲醚为主(83．5％～92．2％)，胡椒酚甲

醚仅含有1．5％～6．3％[3]。国内关于藿香挥发油成

分的研究报道甚少，杨得坡等[4,53研究了河南新乡产

藿香挥发油的抗菌活性，该挥发油以长叶薄荷酮

(pulegone)和异薄荷酮(isomenthone)为主要成分；

岳金龙等[63分析了东北藿香挥发油的化学组成，发现

其中含百里香醌量颇高(>70％)；杨得坡等[71又报道

了湖北巴东产藿香植物茎、叶、花等不同部位的挥发

油成分组成，虽然藿香不同部位挥发油的量与化学组

成有一定差异，但均以胡椒酚甲醚为其主要成分。

藿香属内植物种间自然杂交普遍，过渡类型多，

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化学生态型。因此，在藿香的开

发、利用过程中，对其化学成分的分析鉴定具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本实验采用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技术

分析了3种不同产地藿香所含挥发油的化学成分组

成，探讨了藿香化学生态型的类型，对藿香野生植物

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来源与挥发油提取：本研究用植物样品的

来源分别为：湖北巴东县海拔800 m的大支坪镇、

河南郑州郊区与河南栾川县庙子乡，样品采于7月

份，为花盛期前后样品，采后阴干。标本经中山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植物研究室张宏达教授鉴定为唇形科

植物藿香A．rugosa。

按照《中国药典》2000年版一部附录XD中规

定的挥发油测定法(水蒸气蒸馏法)甲法提取挥发

油，计算挥发油得率。所得3种挥发油，分别称为“巴

东藿香油”、“郑州藿香油”与“栾川藿香油”。

1．2 气质联用(GC—MS)分析条件：仪器：美国

Finnigan Voyager GC—MS仪；色谱柱：DB一5

(30 m×0．25 mm，膜厚0．25 ttm)；载气为氦气，体

积流量为1 mL／min；分流比15：1；柱温：60℃(3

rain)～10C／min--，220 C(8 min)；离子化方式：EI；

电子能量：70 eV；离子源温度：220℃；检测器接口

温度：330。C；各成分(色谱峰)相对量的确定采用峰

面积归一化法。

2 结果

2．1不同产地藿香挥发油的收率比较：见表1。不

同产地的藿香经水蒸气蒸馏所得挥发油的外观没有

明显区别，但巴东产藿香和郑州产藿香挥发油的收

率明显较高(>o．3％)，而栾川产藿香挥发油的产率

只有0．1％。

表1不同产地藿香挥发油的外观形态及收率

Table 1 Physical form and yields of volatile oils

in A．rugosa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2．2不同产地藿香挥发油中主要化学成分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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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比较：见表2。3个藿香挥发油的化学组成差异

较大。从巴东藿香油中分离鉴定出15个成分，占总

挥发油的90．02％，其中胡椒酚甲醚为主要成分，占

挥发油总量的74．84％，其他各成分均低于5％，柠

檬烯和丁香酚甲醚分别为0．91％和0．48％。从郑州

产藿香油中分离鉴定出9个成分，占总挥发油的

97．59％，其中胡椒酚甲醚占64．06％，柠檬烯占

29．61％，未检出有丁香酚甲醚。从栾川藿香油中分

离鉴定了13个组分，占总挥发油的89．50％，其中

丁香酚甲醚为优势成分，占49．89％，而胡椒酚甲醚

以19．45％居于第二位，未检出柠檬烯。另外，在巴

东、郑州藿香油中未检出或量极微的异薄荷酮和长

叶薄荷酮，在栾川挥发油中亦有较明显的量(2．17％

和2．56％)。

表2不同产地藿香挥发油的化学成分组成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components of volatile oils

in A．rugosa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3讨论

关于藿香挥发油的化学成分组成，国内很多资

料[1灌州中均是参考对国外藿香的研究文献，报道藿

香挥发油的化学成分以胡椒酚甲醚为主。但由于藿

香属内植物自然杂交普遍，过渡类型多，形成了一些

不同的化学生态型。本研究中分析的3个不同产地

的国产藿香，从其挥发油化学成分组成来看，巴东藿

香和郑州藿香均为胡椒酚甲醚为主成分的化学生态

型，为常见藿香类型；而栾川藿香以丁香酚甲醚为主

要成分，该植物与日本北海道北见市产藿香A．ru—

gosa var．methyleugenolifera Fujita[33较为接近，可

能为国产藿香的另一个化学生态型。Fujita等[3]根

据这一挥发油成分的组成特征，从种的进化的角度

解释了藿香的这两个化学生态型之间的关系，以丁

香酚甲醚为主成分的化学生态型是从以胡椒酚甲醚

为主成分的常见藿香的化学生态型进化而来。由此

可见，胡椒酚甲醚和丁香酚甲醚的有无或量的高低，

是区分藿香植物两个化学生态型之间明显的标志性

成分。

植物化学生态型的出现为中药质量标准的制订

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植物分类学性状完全一致，但

其主要化学成分不同，药理活性也相应有所差异。因

此，中药的鉴定除强调植物种名的统一外，对一些特

殊的类群(如药材藿香)，要注意化学生态型的出现

所造成的原药材性味、归经与功效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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