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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aniol 类化合物中文名称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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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871 年由 Jacobson 从马丁香茅 Cymbopogon martini（俗名 turkischem geraniamol）中首次分离到 1 个新化合物，并

命名为 geraniol。其中文名称已有牻牛儿醇、老鹳草醇、香茅醇、香叶醇等。根据马丁香茅的俗名中 gerani 字根与 ol 组成

gerniol，因此其中文名称用马丁香茅醇是比较得体的，应作为正名，其他为异名或误名（如牻牛儿醇）。自 geraniol 发现至

今 143 年中，从各种植物中发现的与此有关的化合物非常多，现对其进行规范化，为此类化合物的中文命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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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 年由 Jacobson[1]从马丁香茅 Cymbopogon 
martini (Roxb.) W. Wats. （ 俗 名 turkiochem 
geraniamol）中首次分离到 1 个新化合物，并命名为

geraniol。其中文名称已有牻牛儿醇、老鹳草醇、香

茅醇、香叶醇等。根据马丁香茅的俗名中 gerani 字
根与 ol 组成 gerniol，因此其中文名称用马丁香茅醇

是比较得体的，应作为正名。从各种植物中发现的

与此有关的化合物非常多，这类化合物是具有 10
个碳原子的单萜，它们的中文名称比较混乱。为了

科技名称规范化，本文对此类化合物的中文名称的

命名进行讨论。 
1  geraniol 类化合物 
1.1  geraniol（geranyl alcohol） 

Geraniol 是首次从马丁香茅中分离得到的，

如上所述其中文名称应命名为马丁香茅醇，其他

为异名或误名，其中香茅醇与 citronellol（香茅醇）

的中文名称重名[2]。其后，从以下植物中亦分到

此化合物：牻牛儿苗科天竺葵属香叶天竺葵（香

叶）Pelargonium graveolens L’ Hérit.[3]、牻牛儿苗

科牻牛儿苗属牻牛儿苗 Erodium stephanianum 
Willd.[4]。 

1.2  geranial 

1891 年 Semmler[1]从香茅 Cymbopogon citratus 
(DC.) Stapf 得到此化合物，并命名为 geranial，其中

文名称已有牻牛儿醛、香叶醛，根据词根其中文正

名应为马丁香茅醛，其他为异名。 
1.3  geranic acid   

1890 年 Semmler[1]从柠檬醛（citral）合成得到

此化合物，并命名为 geranic acid，其中文名称已有

牻牛儿酸、香叶酸，根据词根其中文正名应为马丁

香茅酸，其他为异名。 
1.4  geranyl acetate   

1983年Watanabe[5]从瑞香Daphne odora Thunb. 
中得到此化合物，并命名为 geranyl acetate，其中文

名称已有乙酸牻牛儿酯、牻牛儿醇乙酸酯、香叶醇

乙酸酯，根据词根其中文正名应为马丁香茅醇乙酸

酯，其他为异名。 
1.5  geranylacetone   

1956 年 Esler[6]从唇形科薄荷属辣薄荷 Mentha 
piperita L. 中 得 到 此 化 合 物 ， 并 命 名 为

geranylacetone，其中文名称已有香茅基丙酮，根据

词根其中文正名应为马丁香茅基丙酮，其他为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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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6-geranyl apigenin   
1991 年 Fukai[7]从桑科桑属白桑 Morus alba L.

中得到此化合物，并命名为 6-geranyl apigenin，其

中文名称已有 6-香茅基芹菜素，根据词根其中文正

名应为 6-马丁香茅基芹菜素，其他为异名。 
2  关于“牻牛儿”之名 

具 有 geran 词 根 的 植 物 ： 除 马 丁 香 茅

（ turkiochem geraniamol）外，尚有牻牛儿苗科

（Geraniaceae）和老鹳草属 Geranium L. 植物，但牻

牛儿属 Erodium L’ Hérit. 植物是无 geran 词根的。

在前述 6 个化合物中，共有中文名称 13 个，用牻牛

儿之名有 5 个，用香叶者 4 个，用香茅者 3 个，用

老鹳草者 1 个。用牻牛儿者最多，那么是否可以用

牻牛儿作为这类化合物的正名，本文对此进行讨论。 
根据前文所述，geraniol 中文正名马丁香茅醇，

以后这类化合物不论从何种植物中得到，只宜用“马

丁香茅”命名，这是天然化合物命名的优先原则。 
化合物均是从植物中分离得到，如老鹳草属或

牻牛儿苗属植物，后者无 geran 词根，不可能用“牻

牛儿”命名。前者有“geran”，但只能用“老鹳草”

命名。至于牻牛儿苗科有 geran 词根，但科名不是实

质名词，而是抽象名词，是不宜用于化合物命名的。

因此，用“牻牛儿”命名这类化合物属于误名。同

理，香叶醇等可以作为异名使用，而不宜作为正名。 
从前述 6 个化合物的来源植物来看，亦未能支

持“牻牛儿”之名。 
3  其他相关化合物 
3.1  geraniin 

1977 年，Okuda 等[8]从童氏老鹳草 Geranium 
thunbergii Sieb. et Zucc. 中得到 1 个新的联苯鞣质

类化合物，并命名为 geraniin，而此化合物没有

geranyl 基，因此其中文正名为老鹳草鞣质，不能用

牻牛儿命名。 
3.2  germacrol 

1930 年，Weinhaus 等[9]从大根老鹳草 Geranium 
macrorrhizum L. 中得到 1 个新的倍半萜醚类化合

物，无醇羟基，此化合物没有 geranyl 基，故中文正

名为大根老鹳草脑，不能用“牻牛儿”命名。同理，

germarone 中文正名应为大根老鹳草酮，不宜命名

为大牻牛儿酮。 
4  结语 

根据化合物发现时间优先原则，1871 年首次发

现 geriniol 为基础，前述 6 个化合物的正名（规范

化名称）建议如下：geriniol（马丁香茅醇）、geranial
（马丁香茅醛）、geranic acid（马丁香茅酸）、geranyl 
acetate（马丁香茅醇乙酸酯）、geranylacetone（马丁

香茅基丙酮）、geranylapigenin（马丁香茅基芹菜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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