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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献川对照
,

确证 l 为伪蒲公英幽醇 乙酸

酉旨(甲
一
t a r a x a s t e r y l a e e t a t e )

。

参 考 文 献

1 B u r r o w
s

S
, e t a l

.

J Ch e m so e , 1 9 3 8
:
2 0 4 2

2 A g e t a H
, e t a l

.

T e t r a h e d r o n L e tt ,

1 98 1
,

2 2
:
2 2 8 9

3 M a zu rn d e r P
, e t a l

.

J In d ia n Ch e m so e ,

1 9 8 2
,

5 9
:
8 8 1

4 B u d z ik iew ie H
, e t a l

.

J A m Ch e m so e ,

1 9 6 3
,

8 5
:
3 6 8 8

(1 9 9 7
一 0 6 一0 6 收稿 )

丁香属河南小叶丁香挥发油成分的研究

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郑州 4 5 0 。。3)

河南省医学科学研究所

尹卫 平
来

赵天增 张 占旺 谢亚雄

李月华 戈士文 叶层丈霞

木择 科 丁 香 属 小 叶丁香 匆ri n g a Pub es ce 。

T ut cz 为灌木植物
,

又名毛叶丁香
,

巧玲花
,

产 自河

南
、

河北
、

陕西等省川
,

特产于河南省伏牛山和太行

山
。

其花早开味芬芳为丁香植物之冠
。

亦各处栽培者

极多
,

生长颇盛川
,

河南西南部民间常用于消炎
、

镇

咳
、

感冒喉痛
、

治疗肝炎等
,

故作为
“

药茶
”
广泛流传

。

药理研究亦表明此挥发油为有效部位
,

具有显著抗

炎作用
。

然而
,

其化学成分的研究未见有文献报道
。

为挖掘开发我国中草药资源
,

我们选 自我国这一传

统的药材植物
,

根据药理
、

药效学筛选提供的该植物

药用价值
,

利用现代化学
、

植化分析手段
,

对该植物

的有效部位和有效成分
,

进行系统的研究
。

笔者报道

当今分析中草药挥发油的首选方法
,

色质联用技术

对小叶丁香花
、

叶的挥发油化学成分的研究
。

1 材料

小叶丁香采集于河南省伏牛山区
。

由河南省农

业 大 学农 系植 保 室王 遂 义 教授 鉴 定 为木 择 科

Ol
e a c e a e

植物丁香属 的小叶丁香 5
.

Pu be s e e n s T u r -

C Z
o

2 挥发油提取

新鲜保干药材 花
、

叶部经水蒸汽蒸馏
,

乙醚提

取
,

无水硫酸钠干燥后蒸发溶剂得到挥发油
,

含油量

0
·

4 6 %
。

3 G C
一

M S 联用分析仪

,

作者现在郑州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

《中草药 》1 998 年第 29 卷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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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P 5 0 。。型色
、

质联用仪
,

S E
一
3。石英毛细管柱

,

柱长 30 m
.

内径 2 5 二m
,

气化温度 200 ℃
,

程序升温

s o C ~ ZOO C
,

S C /
In ln ,

载气 H e ,

柱前压 8 1
.

1 k P a ,

流量 1 9
.

9 m L / m in
,

分流比 1 0 : 1
。

M S :

M M 7O 7 oH 型质谱仪
。

分辨率 50 。
,

离子源

温度 20 ℃
,

电离方式 E l
,

电子能量 70
e V

,

扫描范围

2 0 一 4 0 a m u ,

扫描速度 1 5
/ d

e 。
。

D S
:

V G Z o 3 5 数据 处理系统
,

根据 G C
一

M S
一
D S

分析结果
,

从所得总离子流图中选出各成分质谱图
,

与参考文献 [s,
‘〕对照

,

鉴定各化合物
。

4 结果和讨论

4
.

1 实验测得挥发油成分总离子流图
,

定性
、

定量

结果如下 (% )
:

甲酸 2
.

84
、

乙酸 1 2
.

8 2
、

1
,

2
一

二乙 氧

基 乙烷 7
.

6 7
、

1
一

轻基
一
2
一

丙酮
、

1
一

戊烯 4
.

34
、

正 己醛

3
.

1 6
、

2
一

映喃甲醛 5
.

5 6
、

2
一

烯
一

己醛 1
.

4 5
、

3
一

己烯
一
1
一

醇

2
.

1 2
、

1
一

己 醇 4
.

44
、

苯 甲醛 1
.

79
、

3
一

乙 烯 基 毗 咤

3
.

18
、

5
一

甲基
一
5
一

乙 烯 基 四 氢
一 a 一

峡 喃 二 甲基 甲醇

1
.

45
、

3
,
7
一

二甲基
一
1.

,
6
一

辛二烯 3
一

醇 1 8
.

87
、 a 一

菇品醇

1
.

5。
、

乙酸 2
一

苯乙酷 0
.

79
。

从中可以看出
,

小叶丁香

的挥发油中所含化学成分约 32 种
。

在 已鉴定 16 种

化合物中
,

主要成分为菇烯含氧化合物
,

在这些成分

中
,

另外含有苯甲醛
,

含量为 1
.

79 %
。

而苯 甲醛
、

吠

喃甲醛
, a 一

菇品醇化合物在丁 香属植物至今未见有

过报道
。

它们是药用有效成分
。

且均具有抗炎
、

止痛

药效
。

据报道
,

苯 甲醛还有抗癌增效作用
。

因此
,

该研

究对探讨该类植物有效成分的开发和应用提供了新

的可靠的依据
。

4. 2 小叶丁香花叶芬芳
,

挥发油成分鉴定含有香料

化合物 5
一

甲基
一
5

一

乙烯基四氢
一
2 吠喃甲基甲醇

。

该成

分为实验室合成香料提供了天然模板
。

4
.

3 小叶丁香挥发油成分多属含氧菇类和裕醋
,

组

分复杂且异构体多
,

采用色质联用技术分析
,

可得到

灵敏度高效
,

可靠的结果
。

用此方法还可以进一步鉴

定该小叶丁香的变种植物
,

将会大大缩短此类植物

的研究进程
。

为扩大该资源
,

拓宽该植物的药用研

究
,

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捷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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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中草药彩色图鉴》再次印刷
,

欢迎订阅

由张庆荣
、

夏光成主编的《有毒中草药彩色图鉴 》自 1 9 9 4
一
0 6 由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正式出版 (I S BN 7

-

54 33
一
0 4 6 6

一
X / R

·

126 )以来
,

受到广大读者和同行专家高度评价
,

并获得国家医药管理局优秀图书二等奖
。

应

读者要求
,

本书最近进行了第二次印刷
。

该书收载有毒中草药 50 0 余种
。 “
图鉴

”

全部采用彩色实物照片
,

照片

清晰
、

逼真
,

如实地反映出这些有毒中草药的形态全貌
,

生长习性及生态环境
。

书中每一品种分别按来源
、

形

态
、

生境分布
、

采制
、

成分
、

功能主治等项进行了简要的描述
,

对直观鉴别物种
、

形态特点是一部具有珍贵科学

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大型精装彩色图谱
。

书后有中文及拉丁名索引
。

它是中医药科研
、

教学
、

生产及临床方面的

参考书
,

同时也是识别中药和药材鉴别人员的实用工具书
。

定价每册 1 60 元
,

另加邮费 10 元
,

共 170 元
。

订阅

者请寄 3 0 01 9 3 (邮编)天津市鞍山西道天津药物研究院 金秀莲收
。

安徽高校联合培训部

兽医函授及中医函授大专班常年招生

经省教委批准
,

第七期兽医函授大专班及第十二期中医函授大专班继续向全国常年招生
。

使用全国高等

院校统编教材
,

由专家教授辅导
,

详情见招生简章
。

凡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
,

可免试入学
。

报名费 5 元
,

邮至安

徽合肥市五里墩邮政 9一90 1 信箱邱瑛收
,

款到寄给招生简章和入学登记表
。

邮编
:
2 3 0 0 3 1 电话

: (0 5 5 1 ) 5 1 1 2 9 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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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