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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蒜属植物忽地笑中化学成分的GC—MS分析

王晓燕，黄敏仁+，韩正敏，周 坚

(南京林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江苏南京210037)

忽地笑是石蒜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多野生于山

野阴湿处、丛林下或河岸边[1]。性温，味平甘，有毒，

有消肿、消痛散毒之功效。也为强力催吐药，可作进

口吐根的代用品[2]。其鳞茎含有多种生物碱，1977、

1985、1990、1995年《中国药典》均载有加兰他敏氢

溴酸盐的原料药和注射液，1996年以来，氢溴酸加

兰他敏的注射剂和片剂已成功用于小儿麻痹后遗

症、重症肌无力、肠麻痹的治疗及作为抗箭毒类药物

和手术麻醉后的催醒剂等口]。近年来，由于毒副作用

较少，作为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氢溴酸加兰他敏已

被国内外用于轻至中度阿尔茨海默综合症(AD)的

治疗Ⅲ。本实验采用超声波萃取技术嘲和GC—MS对

其生物碱加兰他敏及其他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研

究，为石蒜属植物进一步的开发利用提供有力的依

据。

1实验部分

1．1化学成分的提取：野生忽地笑采自安徽滁州，

经南京林业大学黄敏仁教授鉴定。将鲜鳞茎去老皮

及根须，切成片状，80 C干燥24 h，晾干后粉碎过

100目筛待用。

称取500 mg忽地笑粉末，加入0．05 mol／L

CHCl。溶液6．0 mL，超声波提取60 min，8 000 r／

min离心5 min，取上清液3．0 mL，加入0．03 mol／

L NaOH溶液1．0 mL，再加入CHCl。12 000r／min

离心5 min，取CHCl。层1．0 mL进行真空干燥后，

加入1．2 mI，甲醇溶解，8 000 r／min离心5 min，取

上清液进行检测。

1．2 仪器与实验条件：Thermo Finnigan Trace

DSQ气相一质谱仪(Thermo Quest Corporation，美

国)。

加兰他敏对照品为色谱纯，美国Sigma公司，

甲醇及其他试剂均为色谱纯。

Gc—MS条件：DB一1柱(30 m×0．25 mm，0．25

um)，载气：He，载气流量为1．0 mL／min，进样品温

度：260。C，柱温箱升温程序：200℃，以4℃／min升

温至260℃，保持10 min。质量扫描范围：50～400

aLlm，离子源为EI源，离子源温度为260℃，分流比

为10：1，溶剂延迟1．5 min。Nist 2000×calibur谱

库检索。

1．3实验步骤

1．3．1 定性分析：取1．1项下已提取的甲醇液1．0

肛L进样，注入气相色谱～质谱仪进行GC／MS分析，

共检出15个化合物峰及相对应的质谱峰，通过

Xcalibur化学工作站检索Nist2000标准质谱图库

解析，并结合相关文献人工谱图解析[4]，鉴定出8个

化合物。

1．3．2通过Xcalibur化学工作站数据处理系统，

以峰面积归一化法进行计算，求得各化学成分的质

量分数。

2结果与讨论

忽地笑中鉴定出8个成分，各成分质量分数见

表1。

表1化学成分分析结果

Table 1 Analysis of chemical constituents

峰序号 化合物名称 质量分数／％

从甲醇提取物中共检出约15种化学成分，其中

生物碱占99．81％，鉴定出8种化合物，占总成分的

53％(其中生物碱占99．81％)。生物碱是存在于植

物中的一大类化合物，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并且是一

些药物的主要有效成分。生物碱加兰他敏是石蒜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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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及方差分析见表2、表3。

表1因素水平

Table 1 Factors and levels

表2 L，(34)正交试验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L9(34)orthogonal test

方差来源自由度离差平方和 方差 F值 显著性

实验结果分析可知，影响蔓荆子总黄酮提取的

主次因素为D>A>B>C，即提取温度>乙醇体积

分数>固液比>提取时间。最佳提取工艺为

A。B。C。D。，即5倍量的体积分数为70％的乙醇在85

荆子各i0 g，按最佳工艺条件平行操作，测定吸光

度，根据回归方程得出蔓荆子中总黄酮的提取率，结

果见表4。

表4最佳工艺的验证

Table 4 Results of optimum technology

结果表明：用最佳工艺条件提取，总黄酮的提取

率均高于其他各正交试验值，故本最佳工艺条件合

理，同时也表明此工艺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3讨论

3．1 蔓荆子中所含的黄酮类化合物一般以苷元的

形式存在，易溶于氯仿、醋酸乙酯、乙醇、甲醇等有机

溶剂中，难溶于水。所以在提取后采取了浓缩后水

沉，除去一些水溶性有色物质，以降低分光光度法测

定总黄酮的误差。

3．2蔓荆子中总黄酮的最佳提取条件为：乙醇的体

积分数为70％，固液比为1：5，提取时间为4 h，提

取温度为85℃。方差分析表明，提取温度和乙醇的

体积分数是影响提取效果的显著因素，因此在提取

过程中要注意控制温度。蔓荆子中的黄酮类化合物

具有多种药理活性，有着良好的开发应用前景；该提

取工艺具有稳定性好、黄酮得率高、操作简单、生产

成本较低的优点，适用于工业生产，为开发蔓荆子总

黄酮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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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忽地笑中主要次生代谢物，加兰他敏的氢溴酸

盐已被国内外用于轻至中度阿尔茨海默综合症的治

疗。通过对忽地笑中有效成分加兰他敏的分析评价，

对进一步开发利用石蒜属资源提供了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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