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 m
: 3 4 3

。 ’
H N M R (C D C 1

3 ,

T M S 内标 ) a p p m
:

3
.

8 4 ( 3 H
, s , 一

O C H
3
)

,

4
.

0 7 ( 3H
, s , 一

O C H
3
)

,

6
.

2 3 ( I H
,

d
,

J = 9
.

SH z ,

C
3 一

H )
,

6
.

6 4 ( I H
, s ,

C
S一

H )
,

7
.

5 8 ( I H
,

d
,

J = 9
.

SH z ,

C
4 一

H )
,

6
.

0 2

(O H )
。

以上光谱数据与文献
〔8 〕

报道一致
,

且

与标准品混合后测氢谱
,

图谱不变
,

故确定为

异拌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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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艾
、

北艾
、

川艾挥发油化学成分比较研究

中南民族学院化学系 (武汉 4 3 0 0 7 4) 洪宗国
寮

余学龙 ” 陈艺球

摘 要 薪艾
、

北艾和川艾是菊科植物中有代表性的品种
。

通过对它们的挥发油进行色谱
一

质谱联

用分析
,

比较研究了各 自的组分数
、

各组分的含量和出油率等数据
。

实验结果表明
:

薪艾具有出油

率高
、

中馏份含量高等优点
。

关健词 薪艾 北艾 川艾 挥发油 色质联用分析

艾 A rt e r m i s i a a r 召y i l
一 e v l

.

e t V a n t
.

是菊

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

分布甚广
,

为我国传统中

药
。

薪艾
、

北艾和川艾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品

种
。

从艾叶中提取的挥发油具有平喘
、

镇咳
、

消痰
、

抑菌
、

抗过敏等多种药用效果
,

已收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 〕 。

由于品种和气候条

件的差异
,

不同产地的艾叶药效差异较大
。

李

时珍曾对各地品种做过比较
〔2〕 ,

认为明成化

以前以河南汤阴之北艾与浙江四明之海艾为

佳
。

成化后湖北薪春之薪艾声名大著
。

近代

川艾也得到 了较高的声誉
,

为了从化学成分

上比较薪艾
、

北艾和川艾的差异
,

找出其影响

药效 的规律
,

同时为上述资源的开发提供数

据
,

我们进行了该项研究
。

1 实验条件

1
.

1 原料采集
:

薪艾采自湖北薪春花园中药

场
,

川艾和北艾分别 由四川省中药材公司和

河南汤阴中药材公司提供
,

药材品种由薪春

县药品检验所鉴定
。

采集 日期 1 9 90 年端阳

节
。

,
A dd

r e s s :

H
o n g Z o n g g u o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C h

e m s t r y ,

M i d d le S o u t h C h in a N a t i o n C o l le g e ,

W
u
h

a n

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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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挥发油提取
:

将样品采集后阴干
,

用塑 2 80 ℃
,

进样时不分流
,

电离 电压 7 0e V
,

电离

料薄膜密封
,

于 1 9 91
一

04
一

17 在相同条件下用 电流 3 0 0拌A
,

载气为氮气
。

水蒸汽蒸馏法提取
。

得到浅黄色挥发油
,

薪 2 结果与讨论

艾
、

北 艾 和 川艾 的 出油率分别为 1
.

06 %
、

根据薪艾
、

北艾和川艾的色谱图
,

其归一

0
.

53 %和 0
.

47 %
。

化含量分析与质谱定性分析见表
。

1
.

3 色质谱联用分析
:

挥发油样品于 1 9 9 1
一

2
.

1 出油率
:

薪艾挥发油出油率 1
.

06 %
,

分

0 4
一

1 9 在相同条件下分别进行色质谱联用分 别高于北艾 ( 0
.

53 % ) 和 川艾 ( 0
.

49 % ) 一倍

析
,

并根据计算机检索
,

保留时间对照以及质 多
,

更具工业开发价值
。

谱图分析对 3 种样 品中各组份进行结构鉴 2
.

2 组分与含量
:

薪艾
、

北艾和川艾色谱图

定
。

所 用 仪 器 为 H P
一

5 9 9 8 8 A G C
一

M S
一

D S 中可辨认的峰数分别为 3 5
,

3 3 和 45 个
,

鉴定

( 美 )
,

色 谱 柱 H P
一

5 ( 2 5m 又 0
.

2拜m x 0
.

出结构的组分分别为 28
,

17 和 20 个
,

最高峰

3 3产m )
,

柱温从 5 0℃开始
,

保持 4m i n
,

然后以 均出现在保留时间 1 4
.

o 3 7m i n
,

为 1
,

8
一

按叶

4℃ /m in 程 序 升 温 至 2 30 ℃
,

进 样 温 度

表 色谱归一化含皿与质谱结构定性分析结果

保留

时间

含量 ( % )

薪艾 北艾 川艾 定性结果

保留

时间

( m i n )

含量 (% )

薪艾 北艾 川艾 定性结果

n l l n

9 5 5 微 0
.

6 3 6 2 ,

5
, 5一三甲基

一 1 , 3 ,

6
一

庚三烯

1 7
.

5 4 1 3
.

69 0 。
.

8 5 9 异侧柏酮

9
.

7 9 3 0
.

7 0 1

0
.

4 6 6

l
。

1 8 1
.

3 4 0 双 环 〔 3
,

1
, 0 〕 己 一

2
一

1 7
.

7 7 4

烯
一
2
一

甲基
一 5一异丙基

4
.

10 1 松油烯醇
一 4

10
.

4 0 6

1 1
.

4 5 7

1 1
。

5 7 0

1 1
。

8 8 0

12
。

2 2 5

12
。

8 0 2

12
.

9 7 0

1 3
.

2 5 8

1 3
.

6 4 6

1 3
.

8 0 8

l
。

4 9 5

0
。

6 0 7

0
.

4 2 9

1
.

0 5 7

0
.

7 3 7

0
.

3 3 9

0
.

6 3 2

0
.

2 0 8

0
。

4 5

2
.

6 5 1

0
.

5 3 9

0
.

1 9 1

0 3 7 6

0
.

7 2 0

茨烯

各水芹烯

卜松油烯

1
一

庚烯
一
3
一

醇

1 8
.

4 8 3

1 8
.

5 5 5

1 8
.

7 1 9

1 9
.

3 8 9

1 9
.

6 3 2

1 9
.

6 5 0

19
.

9 8 6

2 0
.

4 8 3

2 0
.

6 4 1

2 1 1 6 5

7 7 0

:;:
菇烯

一 3一醇
一
1

樟脑

9
.

9 12 龙脑

0
.

8 3

3
.

2 2 4

。

5 4 0

。

0 3 7

0 6 3 1 1 8

8
.

1 0 3

8
。

2 4 4

0
。

3 3 7

2 1 4 0

0
.

8 4 8

a 一

水芹烯

1
一

甲基
一 3一异丙苯

3一亚 甲基
一 6一异丙 基

-

环 己烯

4
.

60 7

2
.

0 9 3

1
.

42 9

3
.

80 7

怪 0 3 4

3
.

0 3 1

2
.

2 3 3

6
.

6 9 1

0
.

9 6 1

5
,

7 4 3

2 8 4 7

1
.

6 2 8

3 6 7 8

3
.

1 4 7

微

3
.

2 5 3

1
.

2 4 4

2
.

7 2 7

1
。

5 5 8

微

枯品烯醇
一 4

a 一松油烯

顺
一

胡椒脑

反
一

胡椒脑

14 0 4 6

15
。

0 2 8

1 5
.

2 8 4

1 5
.

5 18

1 6
.

14 2

1 6
.

2 36

1 6
.

28 1

1 6
.

3 04

1 6
.

7 7 2

1 6 9 7 5

17
.

2 1 9

工6
.

厂
1 3 0 5 7

0
.

8 0 4

6
.

1 0 5

1
,

s
一

校叶油素

曹烯

3 4 7

2
。

7 6 5

2 0
.

3 8 5

2 4 8 3

2
.

8 9 4

3
.

0 1 5

3
.

9 6 2

0
.

7 0 7

, 4一按叶油素

胡椒酮

葛缕酮
a 一雪松烯
a 一金合欢烯

各金合欢烯

。

9 3 8

。

b 4 1

.

2 8 8

。

7 b ,

15

0 61

7 0 4

2呈
.

52 5

2 2
。

9 7 5

2 8
.

7 0 0

2 9
.

8 1 5

3 0
.

7 2 2

3 0
.

9 0 8

3 3
.

8 5 5

3 4 0 6 3

3 5
.

6 5 0

3 6
.

2 3 2

3 6
.

6 6 2

4 4
.

4 4 6

2
.

4 4 8

0
.

8 3 1

2
.

2 6 0

0 2 2 4

0
.

55 1

0
.

32 6

0
.

52 3

1
.

6 2 4

0 3 5 0

2
.

1 8 5

5
。

1 8 5

狈四柏酮

侧柏酮

1 0 2 4

2
.

3 18

0
.

36 8

1 2
.

0 0 2

0
.

74 8

1
.

5 4 9

0 2 2 0

0
.

2 2 7

1
.

4 8 7

1
.

5 6 7

6
.

0 4 2

0
.

6 7 4

4
.

7 1 3

丁香酚

喇叭醇

2 8 1 7

油素
,

薪艾与北艾相同组分更多
,

说明这 2 个 品种的相似性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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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馏分与药效
:

从表中看出
,

若将保留时

间在 1 2m i n 前
、

1 2 ~ 2 4 m in 与 2 4 m i n 后分别

定为前馏份
、

中馏份与后馏份
。

薪艾
、

北艾与

川艾的中馏份峰数分别为 21
、

2 3
、

2 1个
,

归一

化 含 量 之 和 分 别 为 8 7
.

6 7 %
、

80
.

73 %与

72
·

25 %
。

该馏份为平喘镇咳的有效馏份
〔3〕 。

由此可看出 3个品种治疗气管炎
、

支气管哮

喘的药效大小
。

致谢
:

本工作 的样品 采集得到湖北省薪

春县李时珍 中药研究所梅全喜同志协助
。

参 考 文 献
1 卫生部药典委员会主编

.

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
.

第一部
.

北京
:

人 民卫生出版社
,

1 9 77
.

13 5

2 李时珍
.

本草纲 目
.

北京
:

人 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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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35

3 浙江省平喘药研究协作组
.

中草药
,
19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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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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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刺稳木的资源调查及化学成分分析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药学部 (上海 2 0 0 4 3 3)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王忠壮 胡晋红 檀密艳

苏中武 汪学昭 李承枯 郑汉 臣

五 加科槐 木属 植物虎刺穗木 A ar il a

ar m at
a

(W
a
ll

.

) eS
e m

. ,

别名广东槐木
、

百鸟不落等
,

野生于

我国南方一些省区
。

主要以根皮及根入药
,

具祛风利

湿
、

消肿散僚
、

疏肝解郁
、

温中和胃之功效
,

用于治疗

风湿痹痛
、

关节炎
、

跌打损伤
、

肝炎
、

肝硬化
、

肾炎水

肿
、

前列腺炎
、

胃病
、

疮疖等〔。 。

近年从其根皮中分离

到齐墩果酸
、

件谷街醇及 6 种皂贰成分
〔2〕 ,

含量测定

结果表明其根皮
、

茎皮中治疗肝炎的有效成分齐墩

果酸的含量较高
,

超过女贞子
、

青叶胆等中药 〔3〕 。

目

前尚未见有关虎刺椒木资源及挥发油
、

氨基酸成分

方面的报道
,

本文对此进行了研究
。

1 资源调查

虎刺穗木为多刺灌木
。

三回羽状复叶
,

总叶柄有

短弯钩刺
,

小叶膜质
,

两面被柔毛
。

伞形花序组合成

顶生大型稀疏圆锥花序
,

伞形花序有花 30 ~ 4 5 朵
,

花小
、

黄绿色
,
5 数

。

浆果球形
,

紫黑色
,

干后有 5 棱
,

顶部有 5 枚宿存花柱及 5 枚尊齿
。

该种为亚洲特有种
,

分布于中国
、

印度
、

缅甸
、

锡

金及马来半岛
。

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南部及东南

部
,

贵州南部及东南部
,

湖南湘西南
,

广西西部
,

海

南
、

广东省一线
,

而与赣西武功山区不相连
,

后者为

一间断分布区域
。

虎刺穗木一般生长于山坡
、

沟谷
、

路边灌丛
、

疏

林或林缘
,

垂直分布从海拔几十米至 1 4 0 0m 不等
。

该种较常见
,

但植株较矮小
,

资源不及同属植物格木

A
.

认 i n e n s i : L
.

等种丰富
。

·

1 4 0
·

2 化学成分分析

.2 1 根皮挥发油分析

.2 1
·

1 样品及处理
:

虎刺槐木根皮由王忠壮采 自湖

南黔阳 县
,

经鉴定确认其 为虎刺穗木 A
.

ar m at a

(W
a
ll

.

) S
e e m

. 。

将根皮阴干后切成长 约 0
.

s e m 小片

状
,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1 9 9 0 年版附录精油测定

法进行
,

得到 比重为 0
.

83 的橙黄色澄明挥发油
,

含

量为根皮干重的 。
.

06 %
。

2
·

1
·

2 分析仪器及条件
:

F i n n ig a n
M

a t 4 5 1 0 A u t o -

m a t e
d G

a s
C h

r o m a t o g r a p h y /E l
一

C l M
a s s

S p
e e t r o m

-

e t e r
S y s t e m ;

S E
一
5 4 石 英 毛 细 管 柱 ( 0

.

2 5m m X

3 o m )
。

N BS 谱库
。

柱温 8 0 ℃
,

升温速率 8
〔

C / m i n
,

由

8 0
’

C升至 2 5 o C
,

载气为氦气
,

分流 比 20
:

1
,

电离方

式 E l
,

电子能量 7 o e V
,

扫描范围 4 1一 s o o a m u ,

进样

量 2拌l
。

.2 L 3 质谱检索结果
:

利用气质联机计算 机的

N B S 谱库 自动检索质谱
,

参考标准图谱〔4 5〕 ,

补充检

索
。

用色谱峰面积归一化法求得各成分的相对百分

含量
,

结果如下
:

三环菇 0
.

31 %
, a 一

旅烯 0
.

06 %
,

压旅

烯 0
.

10 %
,

极油烯 。
.

47 %
,

罗勒烯 0
.

56 %
,

曹烯
一
4

。
.

2 3%
,

癸炔
一
3 1

.

39 %
,

松油芹醇 0
.

43 %
,
2

.

4
一

二甲

基
一
3
一

环 己烯
一
1
一

乙醛 0
.

34 %
,

芳樟醇 54
.

50 %
,

松油

醇
一
4 0

.

2 6 %
, a 一

松油醇 8
.

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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