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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化合物在质量浓度为25 pg／mL时，对细胞

BGC823增殖的抑制作用与阳性对照药顺铂相当；

对细胞K562增殖的抑制作用强于阳性对照药。随

着药物质量浓度增高，抑制率也随之增高，并且与阴

性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说明化合物I～IV对肿瘤

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与药物质量浓度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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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MS法分析狗肝菜中的脂肪酸及其脂溶性成分

高毓涛1，杨秀伟“2，艾铁民”

(1．北京大学药学院，北京100083；2．北京大学医药卫生分析中心，北京100083)

狗肝菜Dicliptera chinensis(L．)Nees别名猪

肝菜、羊肝菜、六角英、青蛇菜等，为爵床科狗肝菜属

一年生草本植物，我国南方各省区皆有分布。狗肝菜

的嫩茎和嫩叶可以食用，既可做炒菜，也可做汤，味

道鲜美。狗肝菜味淡、甘、微苦，性寒，具清热解毒，利

尿生津之功效。临床用于治疗肺热咳嗽、咳血、感冒

发热、暑热烦渴、目赤肿痛、急性肝炎、流行性乙型脑

炎、斑诊发热、眼结膜炎、便血赤痢等o]。狗肝菜中主

要含氨基酸、有机酸和多糖类成分。1’⋯。近年来康笑

枫等03对狗肝菜中所含的挥发油成分进行了分析，

但有关狗肝菜中脂肪酸的化学成分分析尚未见详细

报道。本实验首次运用GC—MS联用技术对狗肝菜

中的脂肪酸成分进行了分析和鉴定。

1材料与仪器

1．1主要试剂：无水乙醚、苯、氢氧化钾、无水甲醇

等均为分析纯，蒸馏水。

1．2实验药材：干燥的狗肝菜全草购于广西桂林六

合路市场，经北京大学药学院艾铁民教授鉴定为爵

床科狗肝菜属植物狗肝菜D．chinensis(L．)Nees。

凭证标本现存放于北京大学药学院药用植物标

本室。

1．3主要仪器：美国Finnigan公司TRACE MS气

相色谱一质谱联用仪。

2实验方法

2．1 狗肝菜脂肪酸及其脂溶性成分的提取：取干燥

的狗肝菜全草将其粉碎，过lo目筛。称取16．62 g，

放人锥形瓶中加入200 mL乙醚，超声提取30 rain，

计两次。回收乙醚，得油状物0．2 g，用少量乙醚溶解

并转移至10 mL量瓶中，挥干乙醚，备用。

2．2脂肪酸的甲酯化’“：在上述备用样品中加人2

mL乙醚苯(1：1)混合溶剂，使之溶解后加入0．5

moI／I。氢氧化钾一甲醇溶液摇匀，于常温下放置10

min，然后加入蒸馏水至刻度，待分层清晰后取上清

液作色谱分析试样。

2．3脂肪酸组成及脂溶性成分GC—MS分析测定

2．3．1 GC—MS条件：色谱柱为DB一5(30 m×0．25

mm×0．25“m)石英毛细管色谱柱；进样口温度为

230℃；程序升温80～250 C(维持5 rain)，升温速

率为6℃／min；载气为高纯氮气，流量为1 tuL／min；

分流比为25：1；进样量为l pL；溶剂延迟3min；气

化室温度为270℃。EI电离源，70 eV；离子源温度

为210 C；加速电压为210 eV；扫描质量范围为

40～560 amu．

2．3．2狗肝菜中脂肪酸、烷烃及其衍生物成分的分

析：对总离子流图中的各峰经质谱扫描后得到质谱

图，通过Xcalibur工作站NIST标准质谱图库进行

检索，确认各化合物；通过Xcalibur工作站数据处

理系统，按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各化合物相对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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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果与讨论

从气相色谱图中，共检测出103个峰，鉴定了其

中42个色谱峰，并按峰面积归一化法得到质量分

数，其中有1 5个脂肪酸(表1)和27个非脂肪酸类

成分(表2)。所鉴定的42个化合物的量占样品总量

的88．54％，其中脂肪酸的量占54．47％。医学研究

表明，不饱和脂肪酸有明显降低血清胆固醇的作用，

进而降低高血压、心脏病及中风等疾病的发病

率o’“。狗肝菜中不饱和脂肪酸占总脂肪酸的

51．30％，主要为棕榈油酸、油酸、反式亚油酸，其中

油酸(26．86％)和反式亚油酸(21．70％)的量较高，

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另外，在狗肝菜中还发现了

2一己烷基环丙烷辛酸和2辛烷基环丙烷辛酸两种较

为少见的奇数碳脂肪酸，吴筱丹等”’在海龙中也发

现了2一已烷基环丙烷辛酸，并认为这种较为少见的

脂肪酸有可能成为海龙药材的定性标准之一。由此

可见，2一己烷基环丙烷辛酸和2一辛烷基环丙烷辛酸

两种脂肪酸的发现，对狗肝菜药材的定性鉴别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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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狗肝菜中的脂肪酸成分

Table 1 Fatty acids in D．chinensis

褒2狗肝菜中的其他脂溶性成分

Table 2 Other liposoluble components in D．ch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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