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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 3种不同的采收期
,

随生长期的延长
,

茵陈

蔺挥发油的含量逐渐增加
,

颜色由兰色变成棕黄色
。

5
.

2 日本学者对花期茵陈篙及其它篙属植物地上

部分挥发油的成分进行了研究
,

从中分离鉴定了多

种单褚
、

倍半枯
、

乙炔基化全物
、

酚类和有机酸
,

其主

成分为茵陈二快 (80
.

2% )山
。

本研究用的挥发油采

自立秋期茵陈禽
,

与花期茵陈高不同
,

此挥发油的组

分及其含量也不尽相同
。

该挥发油含单菇烯
、

倍半枯

烯
、

快基化合物和其它化合物
,

共鉴定了 36 种化合

物
,

占挥发油总量的 91
.

25 %
,

说明该挥发油中的主

要成分已得到定性和定量分析
.

5
.

3 立秋期茵陈篙挥发油的主要成分为
:

茵陈二炔

( 3 1
.

4% )
、

卜石 竹菇烯 ( 2 1
.

6 4 % )
、

卜香 叶烯 ( 8
.

84 % )
、

d
一

柠裸烯 ( 6
.

03 % )和少量单菇烯类化合物
。

日本学者认为茵陈二炔是利胆有效成分的
,

d
一

柠檬

烯具有溶胆石作用田
。

因此
,

上述两种成分可视为茵

陈篙挥发油中的利胆有效成分
。

立秋期茵陈高挥发

油中的茵陈二炔仅占挥发油总量的 31
.

41 %
,

比花

期所占的百分含量要少得多团
,

这可能与果收期有

关
。

该成分在挥发油中的含量随生长期的变化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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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鼠香油化学成分的研究

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 (长春 13 0 0 2 1) 刘桂荣 黄万忠 耿 俐 邹 平 赵顺石

宾鼠香系成龄雄性庸鼠山 d at 。 二 i be t hi ca L
.

香

囊内的乳白色分泌物
。

药理实验表明其具有明显的

抗乏氧和抗氧化作用
,

能增加对心肌的供血和供氧
,

具有明显的抗心血管疾病的活性
。

据文献报道的秦

鼠香含有大环酮类
,

肤类及氨基酸等多种成分
,

为寻

找其防治心血管疾病的有效成分
,

本文采用气相色

谱
一

质谱
一

计算机联用的方法分析了庸鼠香油中的脂

肪酸组成
,

从中鉴定出 12 种脂肪酸
,

为秦鼠香开发

利用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

1 仪器及条件

V G
一

70 70E 双聚焦磁色质联用仪 (美国 )
,
D B

一
5

石英毛细管柱 (必 0
.

2 5m m x 1 3m )
,

柱温 5 0 ~ 2 4 0℃
,

升温 速率 12 ℃ / im n ,

气化 室 温度 2 80 ℃
,

进样 量

0
.

5川
,

电离方式 lE
,

离子源温度 250 ℃
,

电子能量

7e0 V
,

加速电压 6k V
,

扫描速率 1
.

5 5
/d

e e 。

2 . 最香油的提取及甲 . 化

2
.

1 庸鼠香油的提取
:

称取 209 磨鼠香 (购自中国

农科院特产研究所 )
,

粉碎后装入索氏提取器
,

加入

适量乙醚回流提取 h8
,

回收乙醚得淡黄色具有寮鼠

香特有香味的油状物 14
·

29
,

收率为 71 %
。

2
.

2 寮鼠香油的皂化
:

取上述油状物 2 9
,

加人 6 %

的 K O H 乙醉液 1 0 m l
,

水浴上 回流 h2
,

取出燕去乙

醉
,

冷后加入适量水溶解
,

用乙醚萃取 3 次
,

合并醚

提液
,

以水洗至中性
,

无水 N
a Z SO

;
干燥

,

回收乙醚得

不皂化物
。

水层用 HCI 调至 p H 一 2
,

用乙醚萃取 3

次
,

合并醚提液
.

以水洗至 中性
,

无水 N a Z
S O

`
干操

,

回收乙醚得总脂肪酸忆
3〕 。

2
.

3 总脂肪酸的甲酷化
:

采用硫酸
一

甲醉法
〔4〕 。

将上

述 制 备的总脂 肪酸放 入烧 瓶中
,

加入无 水 甲醉

Zo m l
,

缓缓滴加 l m l浓 H
Z
S O

4 ,

水浴上 回流 l h
,

回收

部分甲醉
,

冷后加入适量水
,

用 乙醚萃取 3 次
,

合并

醚提液
,

以水洗至 中性
,

无水 N a Z S O
;
干燥

,

回收乙醚

得总脂肪酸甲醋
。

3 总脂肪酸的测定

取总脂肪酸甲酷经气相色谱
一

质谱
一

计算机联用

分析
,

得到的质谱图与标准图谱 (美国国家标准局

N B S 谱库 )对照
,

并参考文献
,

从中鉴定出 12 种脂肪

酸
,

测试结果如下
:

壬烯酸 0
.

27 %
,

葵酸 0
.

16 %
,

十

一 碳烯酸 0
.

0 7写
,

十四碳酸 0
.

” %
,

十六碳烯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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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翅茎绞股蓝

1
一

植株 2
一

茎 3一茎横切 面

4
一

雄花 5
一

柱头 6
一

子房横切面 7
一

种子

3
.

2五柱绞股蓝是 80年代末王正平教授在

湖南张家界发现 的一新种
,

该种在绞股蓝属

植物中以其心皮 4一 5 而较独特
,

且分布区狭

域
,

量较少
。

这次在正安县发现
,

无疑填补了

贵州的空 白
,

从而使五柱绞股蓝径度从 1 12

度延伸至 1 07 度
。

从我们采到的大量标本看
,

五柱绞股蓝 目前的形态描述有待补充
,

现补

充描述如下
:

小叶 3一 5一 7 ;
雌花 2一 8 朵排

成总状或疏松的圆锥花序
,

长 2一 sc m ;
雌蕊

由 4一 5 心皮组成
, 4一 5 室

。

花柱 4一 5
。

3
.

3 绞股蓝在我省分布虽较广
,

但多为零星

或散生分布
,

产 (藏 )量不大
。

目前我们仅发现

盘县的红果
、

金沙的古新
、

梵净山及雷公山有

成片分布外
,

其它产地均为散生或零星分布
。

所以采集较困难和混乱
,

从 目前我省收购的

绞 股蓝商品药材中
,

常混 有葫 芦科雪 胆属

H e m s

lex
a s p p

.

的多种植物
,

葡萄科乌蔽毒属

c 口夕ar it a
J

u s s
.

植物的乌蔽毒 c 刁
口
户。 n i ca 等

。

因此建议进行人工栽培以确保药材质量及开

发利用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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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9%
,

十六碳酸 3 1
.

4 5%
,

十八碳烯酸 4 6
.

3 6%
,

十

八碳二烯酸 2
.

22 %
,

二十碳烯酸 2
.

“ %
,

二十碳二

烯酸 3
.

69 %
,

二十二碳烯 酸 7
.

71 %
,

二十五碳酸

3
.

3 2 %
。

4 小结

气相色谱
一

质谱
一

计算机联用分析结果表明庸鼠

香油中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较高
,

可达 60 % 以上
。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
,

不饱和脂肪酸具有降血脂和抗

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
,

因此该研究结果为胳鼠香防

治心血管疾病的药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
,

为赓

鼠香的开发应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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