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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香花为夜香树属茄科植物 Cestr um noctur-

num Linn [ 1] ,主要分布在南方,民间栽培主要取其观

赏、驱蚊、药用
[ 2, 3]
。性温味辛,具行气止痛镇定之功

效,用于治疗胃脘痛;其花夜间极香,所含挥发油具

驱蚊作用,可调配各种香精、香水、驱蚊液等。夜香花

的挥发油成分在国内的文献中至今未有报道, 从

CA 检索可知, 国外也只有两篇的相关的研究, 但只

分析了含量在 1%以上的 12种成分[ 4, 5]。本文采用

连续抽提法提取夜香花中的挥发油,并用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来分析其主要成分, 并用面积归一化法共

鉴定出了 42种成分及其相对百分含量,为进一步的

研究和应用开发奠定基础。

1　仪器与材料

气相色谱仪: T RACE GC-2000SERIES 型 (意

大利) ;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F INNIGAN TRACE

型(美国 T hermo Quest ) ; 夜香花采自深圳大学校园

内经伦华文副教授鉴定。

2　实验方法

2. 1　挥发油的提取:采集 21时盛开的夜香花, 在索

氏油抽提器中用精制乙醚抽提 6～8 h,水浴温度 38

℃～43 ℃。过滤提取液,将已抽提过的花再提取 2

次,过滤,用无水氯化钙干燥。得近无色透明挥发油,

得油率约为 2. 6%。

2. 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条件:

2. 2. 1　气相色谱条件:色谱柱为 VOC 柱, 40 m×

0. 32 mm, 进样量为 1 LL, 载气为高纯氮气, 毛细管

流速为 0. 8 mL/ min,样品前1 m in 不分流, 1 min后

按与载气比为 1∶40分流,汽化室为 250℃,检测器

( M S)温度250℃,色谱柱程序升温条件:从 60 ℃开

始,停留 2 m in; 以 5 ℃/ min 升温至 200 ℃, 停留 2

min,以 7 ℃/ m in升温至 250℃,停留 3 m in。

2. 2. 2　质谱条件: EI 源; 离子源温度 250 ℃, 电离

电压为 70 eV,扫描质量范围为 10～400。

3　结果与讨论

用毛细管色谱法对夜香花挥发油化学成分进行

了分析, GC 共分离出 53 个峰, 经气相色谱数据处

理机用面积归一法测得各组分的相对百分含量, 并

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做挥发油的 GC-MS 总

离子流色谱检测, 所得质谱图经计算机质谱数据库

检索,并按各峰的质谱裂片图与文献核对,从而确定

了夜香花挥发油中相对百分含量大于 0. 14%的 42

种化学成分。分析鉴定结果见表 1。

表 1　夜香花挥发油成分分析结果 ( % )

编号 化　合　物　　　 相对含量

1 3-羟基-2-丁酮 1. 66

2 3-甲基丁醇 0. 54

3 乙酸酐 0. 92

4 2, 3-丁二醇 1. 03

5 3-甲基丁酸 0. 32

6 2-甲基丁酸 0. 54

7 3-己烯醇 0. 35

8 1, 3-二羟基丙酮 1. 26

9 丙三醇 0. 35

10 1, 3-丙二醇 0. 14

11 癸烷 0. 83

12 苯甲醇 6. 67

13 苯乙醇 2. 06

14 苯甲酸 2. 09

15 2-乙基-1, 4-二甲基苯 0. 25

16 萘 0. 31

17 十二烷 2. 52

18 5-( 1, 3-二甲基丁烯基) -1, 3-环戊烯 0. 29

19 苯基丙二酸 0. 26

20 对苯本酚 3. 29

21 2-氨基-苯甲酸甲脂 2. 40

22 丁子香酚 1. 52

23 1, 1, 7三甲基-4-烯基-十氢-1-环苯奥 0. 23

24 十四烷 1. 17

25 邻羟基苯甲酰肼 1. 66

26 7-异丙烯基-1, 4-二甲基奥 0. 49

27 3, 7, 11-三甲基-1, 3, 6, 10-十二碳四烯 2. 58

28 4-甲基-2, 5-二甲氧基-苯甲醛 0. 77

29 2, 4, 6-三羟基苯丙酮 1. 29

30 2-( 4-异戊基) -苯氧基-2-乙醇 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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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编号 化　合　物　　　 相对含量

31 十八醛 1. 89

32 十六酸 1. 46

33 3, 7, 11, 15-四甲基-3-羟基-1-十六烯 0. 74

34 2-( 9-十八碳烯) 2-乙醇 1. 03

35

　

乙酸 [ ( 3, 7, 11, 15-四甲基 ) 2, 6, 10, 14-四烯-十六

烷基]酯

1. 12

　

36 10-二十一烯 9. 16

37 二十一烷 4. 92

38 2-[ 1-(4-羟基苯基) -1-甲基乙基]苯酚 11. 36

39 9, 12-二烯-十八酸乙酯 0. 60

40 2, 6, 10, 14-四甲基-十六烷 0. 77

41 9-二十烯 6. 33

42 二十烷 24. 85

　　分析鉴定结果表明,夜香花挥发油的主要化学

成分为二十烷(相对含量为 24. 85% )、2-[ 1-( 4-羟基

苯基) -1-甲基乙基]苯酚 ( 11. 36%)、10-二十一烯

( 9. 16% )、苯甲醇( 6. 67%)、9-二十烯( 6. 63%)、二

十一烷( 4. 92%)、对苯二酚( 3. 29%) ,化学成分中以

高级烷经、酚类、高级烯烃、脂肪醇及芳香醇、酸、酮

等化合物为主;其中的丁子香酚等成分有止痛镇定

作用,而 2, 3-丁二醇, 3-甲基丁醇、十四烷及邻羟苯

甲酰肼乙酸酐, 萘, 5-( 1, 3-二甲基丁烯基) -1, 3-环戊

烯等都有轻微的毒性和刺激性,故有明显的驱蚊效

果。

由于该花在广东南部常年开花, 平均每一两个

月开花一次,每次持续3～5 d。对其挥发油的化学成

分提取与分析研究将有利于日后对其有用成分的纯

天然提取应用或人工调制, 这些都与人们日益提倡

使用天然产品或纯天然产品提取应用的环保、保健

原则相一致,也将有利于我国精细化学工业的发展,

更能振兴我国药用植物的生产、应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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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贼 Equisetum hiemale L. 的药用价值, 在我

国古本草多有记载。宋《嘉 本草》、明《本草纲目》曾

记载木贼有疏风散热、解肌退翳之功
[ 1～3]
。现代研究

表明木贼有良好的利尿作用
[ 4]
和降压作用

[ 5]
。本文

应用色谱-质谱-计算机联用仪研究木贼挥发油成分

及其相对含量。

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料

1. 1. 1　生药:木贼全草于 1999年 9月采自吉林省

抚松县, 经本校生药教研室张静敏老师鉴定为 Eq-

uisetum hiemale L.。

1. 1. 2　仪器: HP5890Ⅱ气相色谱仪, HP5971质谱

仪, HP-5石英毛细管柱( 25 m×0. 2 m×0. 5 m )。

1. 2　方法

1. 2. 1　挥发油的提取:生药用挥发油提取器连续回

流提取 5 h,提取液乙醚萃取,回收乙醚得黄色油状

物,无水硫酸钠脱水得纯挥发油,气味特异芳香。

1. 2. 2　分离与鉴定: 将所得挥发油用气相色谱-质

谱-计算机联用仪定性、定量。

1. 2. 3　测定条件:气相色谱条件: 载气为氦气,流量

为 0. 25 mL/ m in, 分流比 40∶1; 进样口温度 200

℃, 接口温度 280 ℃;升温程度:起始温度 40 ℃, 速

率 4. 0 ℃/ m in, 终止温度 220℃。

质谱条件: E1源,电离电压 70 eV ;离子源温度

172 ℃; 扫描范围为 30～500 amu。

2　结果

　　将木贼挥发油用 HP-5971型色谱-质谱-计算机

联用仪进行分离、鉴定。气相色谱给出 58个峰,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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