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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研究藿香挥发油的化学成分。方法 采用固相微萃取 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技术首次对藿香不同部

位挥发油成分进行分析和鉴定。结果 从藿香茎中鉴定了 10 个化合物, 占茎中挥发性成分的 96 88% ; 从藿香叶

中鉴定了 20 个化合物, 占叶中挥发性成分的 98 12% ; 从藿香果实中鉴定了 15 个化合物, 占果实中挥发性成分的

97 86%。结论 对甲氧基苯丙烯是藿香茎、叶和果实挥发油的主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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藿香 Ag astache r ug osa ( F isch et M ey ) O

Kuntze是唇形科藿香属植物,广布于全国各地。全

草入药, 有止呕吐、驱逐肠胃充气、清暑等功效。为

芳香油原料,也可作调味品;果实可作香料等 [ 1]。关

于藿香挥发油的研究已有文献报道,巴东藿香和河

南郑州藿香挥发油均以胡椒酚甲醚为主要化学成

分[ 2] ; 河南栾川藿香挥发油以丁香酚甲醚为主要化

学成分[ 2] ;黑龙江藿香挥发油以百里香醌为主要成

分
[ 3]
; 吉林产藿香挥发油的主要成分为对甲氧基苯

丙烯[ 4] 。本实验利用顶空固相微萃取技术提取, 气

相色谱 质谱联用( GC M S)技术分析鉴定了开封产

藿香挥发油的化学成分。

1 材料与仪器

藿香于 2008年 11月采集于河南省开封市, 由河

南大学中药研究所生药教研室李昌勤副教授鉴定,标

本存放于河南大学中药研究所。美国安捷伦公司 GC

6890 N GC/ 5975 MS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2 方法与结果

2 1 实验方法: 使用前先将 SPME 的萃取纤维头

在气相色谱的进样口老化 10 m in, 老化温度为 250

,载气体积流量为 1 0 mL/ min。取阴干藿香茎、

叶和果实各 0 7 g, 置于 5 mL 的样品瓶中, 盖上盖

子,插入 65 m PDMS萃取纤维头,于 80 下顶空

取样 30 min 后, 立即取出, 在气相色谱仪进样口

( 250 )脱附 1 m in。

2 2 GC MS 分析条件:色谱条件为 HP 5M S 石英

弹性毛细管柱( 30 0 m  250 m, 0 25 m) ;载气为

高纯氦气( 99 999% ) , 体积流量为 1 0 mL/ m in; 进

样口温度为 250 ; 色谱柱初始温度 50 (保持

1 0 m in) , 以 3 / min升温至 120 (保持 2 m in) ,

最后以 4 / min 升温至 210 (保持 10 m in)。不

分流进样。质谱条件: 电离方式 EI源,电离能量 70

eV;离子源温度为 250 ;四极杆温度 150 ; 传输

线温度为280 ;四级杆温度为 150 ;电子倍增器

电压1 765 V。质量扫描范围为 30~ 440 amu,谱图

检索:采用 RT LPEST3 L 和 NIST 05 L 进行检索。

2 3 保留指数测定: Kovats 保留指数可提高鉴定

结果的准确性。在芳香精油复杂组分鉴定中 , 该方

法[ 5 7] 在国际上得到普遍认可并大量使用。

2 4 实验结果: 按上述实验条件, 采用计算机检索

和人工解析各峰相应的质谱图, 共鉴定了 30个化合

物,定性和定量结果见表 1。

3 讨论

本实验从藿香茎中鉴定了 10个化合物,占茎中

挥发性成分的 96 88%; 从藿香叶中鉴定了 20个化

合物,占叶中挥发性成分的 98 12% ;从藿香果实中

鉴定了 15 个化合物, 占果实中挥发性成分的

97 86%。其中有 5种化合物同时存在于藿香茎、叶

和果实的挥发油中, 藿香挥发油的主要成分为对甲

氧基苯丙烯。

藿香挥发油中化合物种类按照叶、果实和茎的

顺序依次递减,但是在藿香的茎、叶和果实的挥发油

化学成分中,量较高化合物( D 苧烯、对甲氧基苯丙

烯、石竹烯、辛烯 1 醇乙酯)是一致的, 说明藿香不

同部位挥发油的化学成分相差不大。主要成分对甲

氧基苯丙烯在茎的挥发油中质量分数为74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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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藿香挥发油化学成分

Table 1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essential oil from A rugosa

化合物名称
质量分数/ %

茎 叶 果实

1辛烯 3醇 0 19 0 35 0 19

3辛酮 ∀ 0 17 0 05

D 苧烯 12 38 3 34 2 02

桉叶油素 0 14 ∀ ∀
壬醛 ∀ 0 07 ∀
辛烯 1 醇乙酯 4 13 3 33 0 51

2辛醇乙酯 ∀ 0 07 ∀
2羟基 苯甲酸甲酯 1 21 ∀ ∀
蒿脑(对甲氧基苯丙烯) 74 81 86 74 90 37

4 ( 2 丙烯基) 酚 ∀ ∀ 0 49

1甲氧基 4 ( 1 丙烯基) 苯 ∀ ∀ 0 07

1, 2, 3, 4四甲基 苯 0 24 ∀ ∀

2甲氧基 4 ( 1 丙烯基) 酚 ∀ 0 09 ∀
古巴烯 ∀ 0 06 ∀

[ 1S ( 1 , 2 , 4 ) ] 1 乙烯基 1甲 ∀ ∀ 0 13

基 2, 4二(1 甲基乙烯基) 环己烷

4, 11, 11三甲基 8甲基 亚甲基双 0 57 ∀ ∀
环[ 7 2 0]十一碳 4 烯

1, 2二甲氧基 4 ( 2 丙烯基) 苯 ∀ ∀ 0 10

化合物名称
质量分数/ %

茎 叶 果实

石竹烯 3 21 2 46 3 15

Z, Z, Z 1, 5, 9, 9 四甲基 1, 4, 7 环 ∀ 0 09 0 13

十一碳三烯

1 ( 4 甲氧基苯基) 1 普鲁本辛 ∀ ∀ 0 12

2异丙基 5甲基 9亚甲基 双环 ∀ ∀ 0 07

[ 4 4 0]癸 1烯

(+ ) 表 二环倍半水芹烯 ∀ 0 08 ∀
[ s ( E , E) ] 1甲基 5 亚甲基 8 ( 1 ∀ 0 47 ∀
甲基乙基) 1, 6环癸二双烯

二环大根香叶烯 ∀ 0 16 ∀
2, 6 二甲基 6 ( 4 甲基 3 戊烯基) ∀ 0 08 ∀
二环[ 3 1 1]庚 2烯

十五烷 ∀ ∀ 0 11

法呢烯 ∀ 0 20 ∀

3甲氧基肉桂醛 ∀ 0 08 ∀
石竹烯氧化物 ∀ 0 22 0 35

(1S ci s) 1, 2, 3, 4 四氢 1, 6 二甲 ∀ 0 06 ∀
基 ( 1 甲基乙基) 萘

总计 96 88 98 12 97 86

在叶中的质量分数为 86 74%, 在果实中的质量分

数 90 37%, 说明在藿香生长的过程中, 其主要成分

逐渐富集。

石竹烯在藿香的茎、叶和果实的挥发油中都有

存在,石竹烯具有一定的平喘作用,是治疗老年慢性

支气管炎的有效成分之一 [ 8]。

本实验证明蒿脑(对甲氧基苯丙烯)是河南开封

产藿香挥发油的主要成分,在王冬梅等[ 2] 的研究中,

河南郑州和栾川藿香挥发油的主要成分分别是胡椒

酚甲醚和丁香酚甲醚。同时岳金龙等[ 3]的研究证明

了黑龙江藿香挥发油以百里香醌为主要成分, 王朝

等
[ 4]
的研究显示吉林产藿香挥发油的主要成分为对

甲氧基苯丙烯, 说明不同产地的藿香在挥发油化学

成分上存在较大差异。

但是在本实验和王朝等[ 4] 的研究中, 开封和吉

林产藿香挥发油的主要成分同为对甲氧基苯丙烯。

说明藿香挥发油的化学成分除了受地域条件的影响

外,还有可能与其他因素有关,使不同产地的藿香挥

发油在化学成分上具有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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