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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苏油的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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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 R P
一

HI P
,

C 方法对紫苏油及其习用品白苏油
、

野苏油甘油酷进行了定性定量分

析
。

利用 H P L C 分析油脂也为中药材真伪鉴别提供 了一条有效途径
。

关键词 R P
一

H P L C 紫苏 白苏 野苏 甘油醋

紫苏 乃
r i z l a f r u t e s e e n s ` ( L

.

) B r i t t
.

系

唇形科紫苏属 1 年生植物
,

是 《中国药典 》

1 9 9 0 年版收载的药品仁̀ 〕及卫生部首批颁布

的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 60 种物 品之一
。

紫苏

的常见变异种还有白苏 尸er lll
a

fr ltt es ce sn 。

( I
洲 .

) B r i t t
. 、

野苏 P
.

fr
u t e s c e n s ` ( L

.

) B r i t t
.

v a r
·

“ c u t a ( 1
’

b u n b
·

) K u d o
.

由于紫苏油 中富

含大量的亚麻酸
,

成为国内外医药
、

保健
、

食

品领域的研究热点
。

我国是紫苏的主产区
,

紫

苏油地方习用品还有白苏油
、

野苏油
,

统称为

苏子油
。

由于 3种油外观相似
,

难以鉴别
。

本

文通过 R P
一

H IP 一 分析
,

绘制了紫苏
、

白苏
、

野苏甘油脂的 H IP
一

C 图谱
,

在比较分析的基

础上
,

提出利用峰谱差异进行鉴别的方法
。

通

过 H P L C 分析油脂也为中药材真伪鉴别提

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
:

紫苏产地为吉林省吉林市
,

白苏

产地为江苏省东台市
,

野苏产地为浙江省丽

水市
。

索氏抽提法 50 C石油醚提取
,

减压浓

缩制取苏子油
。

1
.

2 H P L C 样品处理
:

精密称取油样 0
.

5 9

置于 25 m L 量瓶中
,

加入丙酮 10 m L
,

振荡
,

过滤
,

H IP
,

C 进样
,

每次 25 拌L
。

1
.

3 G C 样 品处理
:

甲酷化图取约 0
.

2 9 油

样于 20 m l
,

试管中
,

加入约 2 m l
砂

碱性溶液
,

60 C 水浴 中加热
,

直至油珠完全溶解 (约 30

m i n )
,

冷却
。

加 入 2 5% B F
:

甲醇溶液 2 rn l
、 ,

6 0℃水浴酷化 2 0 m i n
,

冷却后加入 2 m I
J

的

正 己烷
,

振摇
,

加入 2 m l
j

饱和的 N a C I 溶液

(盐析 )振摇
,

离心取上层有机相置于干燥试

管中
,

并加入少量无水硫酸钠以除去微量的

水
,

进行 G C 测定
。

1
.

4 高压液相色谱 ( H IP
J

C )

仪器
:

高压液相色谱仪
:

w
a t e r s 2 09 型

,

色潜柱
:
C

一

1 8 Z o r b e n e o l u rn n s ( 5 拌
,

4
.

6 x 2 5

m m ; D u p o n t
,

In c )
,

R 4 o l 折光检测 器
,

U 6 k

进样器
,

M 74 O积分仪
。

条件
:

流动相丙 酮
一

乙睛 ( 80
:

20 )
,

流速

1 m L /m in
,

折光检测器衰减 s x
,

柱温 30 C
,

进样量 。
.

0 25 m l
一
(浓度 5 % )

,

保 留时间 20

n l l n o

1
.

5 气相色谱 ( G C )

仪器
:

气相色谱仪
:
H P 5 8 8 OA G C 上海

分析仪器厂
,

色谱柱
:
A C 20 毛细管柱 内径 。

3 2 m m
。

条件
:

固定液 O V 17
,

载气 氮气
,

流速 3

m L /m i n
,

H
Z 2 0 m L /m i n

,

起始温 度 1 2 0
`

C 保

留 1 m in
,

升温速率 8℃ ,

最终温度 2 20 ℃ 保

留 2 0 m i n
,

检测 2 6 0 ℃
,

汽化 2 4 0
`

C
,

纸速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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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 mi n,

衰减系数 3
,

进样量 0
.

2 胖L
。

2 结果与分析

我们首先对紫苏油
、

白苏油
、

野苏油的脂

肪酸组成进行了比较分析
,

结果如表 1
。

表 1 苏子油的脂肪酸组成 ( % )

棕桐酸 硬脂酸 油酸 亚油酸 亚麻酸

下活贾油
4

.

9 9 1
.

4 1 1 5
.

4 3 1 3
.

2 0 6 3
.

6 1

白苏油 6
.

4 5 2
.

1 9 1 5
.

1 5 1 0
.

4 3 6 4
.

8 2

野苏油 6
.

2 0 2
.

1 4 1 3
.

8 2 1 3
.

8 8 6 2
.

1 1

由表 1 可见
,

紫苏油
、

白苏油
、

野苏油的

脂肪酸组成基本一致
。

在此基础上利用 R P
-

H P L c 对苏子油甘油醋组分进行分离分析
,

结果表明
,

3种油的甘油三醋组成基本一致
,

但各类甘油三醋含量却有明显 的差异
,

结果

如表 2
。

表 2 苏子油甘油三醋组分 R P
一

H P L C

分离及其含量比较 ( % )

级分 紫苏油

2 9 6 3

1 4
.

6 9

1 8 2 1

白苏油 野苏油

80505387n3488214172231614.9..88.7乐..32318287979556781705963 3
.

12
.

16
.

由表 2 可见
,

紫苏油
、

白苏油
、

野苏油的

甘油三醋种类基本相 同
,

但各种类的相对含

量有一定差异
,

其中甘油三亚麻酸醋的含量

关系为白苏 ( 33
.

31 % ) > 紫苏 ( 29
.

63 % ) > 野

苏 ( 23
.

80 % )
,

甘油二亚麻酸一亚油酸酷的含

量关系为野苏 ( 16
.

50 % ) > 紫苏 ( 14
.

69 % ) >

白苏 ( 12
.

82 % )
,

甘油二亚麻酸一棕桐酸醋的

含量基本接近
。

从理论上分析
,

天 然油脂是分布合成的

( 即甘油一酸醋到甘油二酸醋再成为甘油三

酸醋 )
,

其合成途径及各脂肪酸与甘油的 3 个

经基相结合的途径都有差异
。

因此即使是紫

苏油
、

白苏油
、

野苏油这 3 种脂肪酸种类和数

量极为接近的油脂
,

其甘油三醋各种类含量

也会有明显的差异
。

对油样进行气相色谱分

析可以确定脂肪酸在全油样中的组成含量
,

而应用 R P
一

H P L C 法则是根据不同脂肪酸在

不同甘油三醋分子中的分布组成水平上对油

脂进行定性定量分析
,

因此 R P
一

H IP
_

C 比 G C

具有更好的鉴别力
,

且具有迅速
、

准确
、

简便
、

用样量少等优点
,

这为中药材鉴定
、

鉴别提供

了一种更为有效的新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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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 (另见报道 )
:

级分

1 组成为 L n L n L n( 甘油三亚麻酸醋 )
,

级分 2

组成 为 I
J

ln nI
J

(甘油二亚麻酸一亚油酸醋 )
,

组分 3 组成包含两种 T CN (理论碳数 )值相

近的构 型 L ln
、
I
、

(甘 油 一亚麻 酸二 亚 油 酸

醋 )
、

L ln 二O (甘油二亚麻酸一油酸醋 )
,

级分

4 组 成 为 L n L n P (甘油二 亚麻酸 一棕桐 酸

酉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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