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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木瓜挥发油化学成分研究

龚复俊1，卢笑丛。，陈 玲。，王有为¨

(1．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湖北武汉430074；2．武汉大学药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西藏木瓜和皱皮木瓜同为蔷薇科木瓜属植物。硬

藏木瓜Chaenomeles thibetica Yu是我国特有名贵药

食两用果之一，主要分布在我国藏、川I等省，储量丰

富。木瓜为常用中药，具有平肝舒筋、和胃化湿等功

效，主要用于治疗湿痹拘挛、腰膝关节酸肿疼痛、霍

乱、大吐泻、转筋、脚气水肿等症。但是《中国药典》

2005年版仅收载了皱皮木瓜，市场上除此之外，还有

西藏木瓜等作药用。为更好开发利用西藏木瓜这一资

源，本实验分析测定了西藏木瓜挥发油化学成分，为

其深入研究和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可靠的依据。

1仪器与样品

6890A／GC—HP5976 MSD／MS气相色谱一质谱

联用仪(美国惠普公司)。

西藏木瓜购自西藏拉萨，由武汉大学药学院王

有为教授鉴定。

2挥发油提取

西藏木瓜粉碎后常规法水蒸汽蒸馏，馏出液用

等体积的二氯甲烷萃取4次，回收二氯甲烷后，用无

水硫酸钠干燥后得淡黄色油状物，即西藏木瓜挥发

油，称质量，经计算出油率为0．018％。

3挥发油的气相色谱一质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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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气为氮气，柱前压34．98 kPa，不分流进样，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产SE一54弹性石

英毛细管色谱柱(30 m×0．25 1TI，0．33弘m)，气化室

温度280 C，色谱柱初始温度70 C，保持l rnin，升

温速率10 C／rain，终止温度290 C，保持10 min。

进样量1．0肛I，，电离方式EI，电离能量70 eV，离子

温度230 C，扫描范围35～700 alTIU。

4结果与讨论

4．1 成分鉴定：用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求得各化学

成分在挥发油中的。并通过GC—MS分析和wn。EY

标准质谱数据库自动检索被分析组分的质谱，对检

索结果进行人工核对，用对照品确认了部分组分，共

鉴定出67种化合物。结果见表1。

4．2讨论：木瓜挥发油含有110种成分，鉴定出67

个化合物，占挥发油色谱峰面积的83．8％，主要为

饱和及非饱和长链脂肪酸和萜烯类及酯等。其中质

量分数较高的有十六酸(14．341％)，4一己基一2，5一二

氢一2，5一二氧一3一呋喃乙酸(8．679％)，辛醛

(6．517％)，壬酸(5．349％)，9，12一十八一二烯酸

(5．200％)，9，12一十八一二烯酸甲酯(5．033％)。含氧

化合物5 9个，占8 2．9％，其中醇类成分6个，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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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西藏木瓜挥发油的化学成分

Table l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volatile oil of C．thibetica

善 化合物 篇 善 化合物 嬲 霉 化合物 嬲
1丁酸0．146 24 苯乙酸 1．797 47 4一羟基一3一甲氧基苯乙酸0．161

2庚醛0．368 25 水杨酸甲酯 1．286 48 4一羟基一3，5-二甲氧基苯乙醛0．125

3丁内酯0．047 26苯甲酸 1．365 49 十七烷0．035

4 3一甲基一2一丁烯醛0．053 27 2一辛烯酸0．864 50十四酸甲酯0．087

5 2庚烯醛 1．325 28 苯并噻唑0．628 5l l，l一二对甲苯乙烷0．030

6苯甲醛 2．913 29 2一十二烯醛 2．954 52 1一苯基一卜圭烯0，068

7辛醛 6．517 30壬酸 5．349 53 十四酸0．843

8已酸 ()．084 31 2一异丙基一2，5二甲基环己酮0．337 54 苯甲酸苯甲酯0．082

9 3己烯酸0．184 32 2，4一二圭烯醛0．750 55 十五酸甲酯0．048

10苯甲醇0．333 33 庚醛0．297 56 菲0．091

11 苯乙醛 O．454 34 z一辛烯醛0．960 57 2一十二酮0．087

1 2 2，3辛二酮0．41l 35 癸酸0．852 58 十五酸0．234

13 蒈醇 1．()42 36 丁酸丁酯0．1 33 59 l，2苯甲酸二(2一甲丙基)酯0．181

1 4氧化∞樟醇0．593 37 2一乙酰基一二环(2，2．1J庚烷0．1 9l 60 7十六烯酸甲酯0．1 20

l 5庚酸 1．334 38 香草醛 o．610 61 {‘六酸甲酯 2．73】

1 6 t醛 1．510 39 9氧-壬酸叫酯0．163 62 9一t六烯酸0．357

1 7 已酸I|1酯0．175 40 3苯基一2阿烯酸0．623 63 十六酸 1 4．341

8 苯乙醇0．1 25 4l 4己基一2，5一二氢2．5一二氧一3呋哺乙酸0．623 64 9，12一十八一二烯酸甲酯 5．033

1 9 1．2二ttl氯蛙球 o．692 42 二苯并映哺0，133 65 f八酸甲酯 {)，506

2() }甲藤2异丙雉环己酮0．1 65 4 3 dihvdroactinidiolide 0．229 66 9，】2一P八二烯酸 5．200

2l t醇0．257 44 十二酸 1．364 67 r八酸 o．64l

22薄荷醇 1．077 4 5 3，4一二氢8羟基3 If；I基lH一2一本并吡哺0．587

23 #酸 2．86 4 4 6 笏0。062

3．58％，醛类成分1 2个，占18．5％，酮类成分2个，

占0．5％，酸类成分17个，占31．6％，酯类成分12

个，占10．4％。苯甲酸是常用的抗氧化剂和防腐剂，

西藏木瓜中含1．365％苯甲酸，有利于贮存。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中药中的有机酸类成分

具有抗肿瘤、抑菌、抗血栓、抗艾滋病毒[】1等广泛的

生物活性。西藏木瓜中含有31．6％有机酸，因此，西

藏木瓜的研究开发具有较大的潜能。

Reference：

[1]Wang M，Wu H．Progress on the extraclion，isolations and

deternfination 0f acid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rJ]．．I

Nanjing Un如，7"t4adit Chin Med(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4。20(3)：190一192．

天麻化学成分研究(II)

王 莉，王艳萍，肖红斌，徐 青，梁鑫淼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辽宁大连 116023)

天麻为传统名贵中药，主治头痛眩晕、肢体麻

木、癫痫抽搐等症。其有效成分为天麻素、对羟基苯

甲醇等酚类成分，为全面阐明天麻的活性成分，前文

对天麻的弱极性部位进行了初步研究[1]，本实验继

续报道其极性部位成分的结构鉴定工作。从天麻的

大孔吸附树脂柱水洗脱部位及低体积分数乙醇洗脱

部位共分离得到12个化合物，其中已鉴定的7个化

合物为天麻素(I)、对羟基苯甲醇(Ⅱ)、4-羟苄基B—

D一葡萄糖苷(Ⅲ)、巴利森苷C(Ⅳ)、巴利森苷A

(V)、腺苷(Ⅵ)、胡萝卜苷(Ⅶ)。化合物Ⅲ和VI为天

麻的药效作用相吻合，可能为天麻的活性成分之一。

还首次用2D NMR对化合物Ⅲ的碳氢信号进行了

详细归属。

1样品、仪器及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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