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呈阳性。 IR, 1
H-NM R, 13

C-NM R、 EI-M S数据与

文献一致 [9 ]。 故鉴定为齐墩果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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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MS法分析南瓜籽油脂肪酸组成

吴国欣 ,李永星 ,陈密玉 ,洪雁飞
 

(福建师范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南瓜子又名南瓜仁、白瓜子 ,为葫芦科植物南瓜

的成熟种子。祖国医学认为南瓜子味甘、性温 ,归脾、

胃、大肠经。 有驱虫、下乳、健脾、利水之功效。 主治

绦虫、蛔虫、钩虫病 ,百日咳、产后缺乳、腹胀、产后手

足浮肿、痔疮等症
[1 ]
。现代医学发现南瓜籽含有丰富

的必需脂肪酸、氨基酸、植物甾醇、矿物质、维生素以

及黏多糖等。具有驱除寄生虫 [2 ]、减轻抑郁症 [ 3]、预

防肾结石
[ 4, 5]
、调整膀胱及尿道功能

[6 ]
、缓解前列腺

增生症状等多种功能
[7, 8 ]

,特别是南瓜籽油与锯榈的

提取物配合用于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具有很好的疗

效 [9, 10 ] ,因此在一些国家南瓜籽油被作为功能性营

养补充食品加以开发。我国南瓜种植范围很广 ,种类

繁多 ,开发南瓜籽油作为营养补充食品 ,不仅可为消

费者提供一种新型保健油 ,而且还可以出口创汇 ,极

具有开发潜力。本文以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技术分析

测定南瓜籽油的脂肪酸组成 ,为开发南瓜籽油作为

营养补充食品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南瓜子:福州郊区产窝瓜种子。 试剂:无

水乙醚、甲醇、氢氧化钾等 ,均为分析纯。仪器: 索氏

提取器、真空旋转蒸发仪 ( RE52- AAA上海喜鹏科

技有限公司 )、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仪 ( Agilent6890

GC /5973N M SD)。

1. 2　方法

1. 2. 1　南瓜籽油的提取:将南瓜子烘干 ,粉碎 ,准确

称取 50. 21 g后移至索氏提取器 ,用无水乙醚回流

提取约 8 h,旋转蒸馏回收溶剂 ,得南瓜籽油 23. 42

g ,得油率为 46. 64% 。

1. 2. 2　脂肪酸的甲酯化:取 2～ 3滴油样放入容量

瓶中加入 2 m L苯-石油醚 ( 1∶ 1)混合溶剂 ,使之溶

解后加入 0. 4 mo l /L氢氧化钾-甲醇溶液 2 m L摇

匀 ,于常温下放置 5～ 10 min,然后再加 10 m L蒸馏

水 ,等分层清晰后取上清液作为色谱分析试样。

1. 2. 3　脂肪酸组成测定: GC-M S条件:色谱柱: DB-

35M S,柱长 30 m,直径 0. 25 nm,膜厚 0. 25μm ,柱

压 30 kPa;载气:氦气 (纯度 99. 99% ) ,流速 1. 2 m L /

min;进样器温度 260℃ ,升温程序:柱子初始温度 50

℃ ,维持 3 min,以升温速率 10℃ /min升至 250℃ ,

维持 2 min,进样量 1μL,溶剂延迟 3 min。汽化室温

度 280℃。 离子源温度 230℃ ,四报杆温度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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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能量 700 eV,电子倍增 1. 3 kV,扫描速率 10 000

am u /s,质量扫描范围 300～ 400 am u。

2　结果与讨论

对南瓜籽油甲酯化后的总离子流色谱图 ,采用

计算机检索与人工解释各峰相应的质谱图 ,并参考

有关资料 ,共鉴定出 8种化合物 ,采用面积归一化法

测定了它们的相对含量 ,结果见表 1。
表 1　南瓜籽油的脂肪酸组成

Table 1　 Composition of fatty acid in C. mostchta seed oil

峰号 脂肪酸习惯名称 含量 /% 峰号 脂肪酸习惯名称 含量 /%

1 肉豆蔻酸 　　 0. 08 8 硬脂酸 　　　 22. 14

5 棕榈酸 　　　 19. 70 9 亚油酸 　　　 32. 06

6 15-甲基十六酸 0. 06 10 亚麻酸 　　　 0. 16

7 油酸 　　　　 24. 40 11 花生酸 　　　 0. 50

　　由表 1可见南瓜籽的脂肪酸按出峰时间先后依

次为十四酸 ( 0. 08% )、棕榈酸 ( 19. 07% )、 15-甲基 -

十 六 酸 ( 0. 06% )、 油 酸 ( 24. 40% )、 硬 脂 酸

( 22. 14% )、亚油酸 ( 32. 06% )、亚麻酸 ( 0. 16% )、花

生酸 ( 0. 50% )共 8种。 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占

56. 62% ,主要不饱和脂肪酸为油酸、亚油酸。亚油

酸、亚麻酸都具有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 ,调节胆固

醇 ,治疗和预防动脉硬化等疾病的功效。南瓜籽油除

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外 ,还含有植物甾醇、矿物

质、氨基酸、维生素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 ,是一种很

有开发价值的新型保健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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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墩果酸酯的合成研究 (Ⅰ )

陈　莉 ,孔祥文* ,张奕华
 

( 1. 中国药科大学 新药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09) )

　　齐墩果酸 ( Oleanolic acid, O LA)是一种齐墩果

烷型五环三萜类化合物 ,具有保肝、抗炎、降血脂和

降血糖等生理活性 ,是治疗慢性肝炎和黄疸型肝炎

的常用药物 ,临床上应用的有齐墩果酸片等 ,但其治

疗不够理想
[1 ]
。为此 ,我们以齐墩果酸为先导化合物

合成了一系列衍生物 ,目的是经药理研究筛选出活

性更好的化合物。 3-位为游离羟基的齐墩果酸酯类

是合成中所需的重要中间体 ,因齐墩果酸的 28位羧

基酸性较弱 ,位阻较大 ,一般的酯化反应较难进行。

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发现用丙酮作溶剂 ,三乙胺

为除酸剂 ,溴代烷与 OLA反应可成功地制备 3-羟

基齐墩果酸酯类 (图 1)。

1　实验部分

1. 1　主要仪器: Nicolet Im pact 410型红外光谱仪

( KBr压片 ) ; BruKer AM - 300型核磁共振仪 ( CD-

Cl3为溶剂 , TM S为内标 ) , HP1100型质谱仪。

1. 2　齐墩果酸苄酯 (Ⅰ )的制备:将 OLA( 1 g , 2. 19

mm ol )、丙酮 ( 20 m L)、三乙胺 ( 2 m L)、苄溴 ( 1. 04

m L, 8. 70 mmo l)依次加入 50 m L反应瓶 ,搅拌回流

反应 , TLC监测 , 6 h后反应结束 ,滤除白色沉淀 ,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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