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4. 2( C-4′) , 148. 2( C-5′) , 104. 2( C-6′) , 56. 4( 3′,

5′-OCH3)。其光谱数据与文献报道的苜蓿素相符

合[ 4] ,故鉴定该化合物为苜蓿素( tr icin)。

化合物Ⅱ: 黄色粉末, mp 256 ℃～257 ℃, 盐酸

-镁粉反应呈阳性, FeCl3反应呈阳性。IR MKBrmaxcm
- 1
:

3 352 ( OH ) , 1 651( C = C ) , 1 598, 1 512 ( Ar C= C ) ,

1 434, 1 351, 1 032。1HNMR( DM SO-d6 )数据及归

属见表 1。文献报道的香叶木素相符合[ 5] , 与香叶木

素对照品薄层层析 Rf 值一致,故鉴定该化合物为香

叶木素( diosmetin)。

化合物Ⅲ: 淡黄色粉末, mp 300 ℃,在 365 nm

紫外光下显黄色荧光, 氨熏后荧光加强, 盐酸-镁粉

反应呈阳性, FeCl3反应呈阳性。IR MKBrmaxcm- 1 : 3 370

( OH ) , 1 732( C= O) , 1 618, 1 511( ArC= C ) , 1 368,

1 255,
1
HNMR( DM SO-d6 )数据及归属见表 1,与文

献报道的木犀草素相符合
[ 6]
。与木犀草素对照品薄

层层析 Rf 值一致, 故鉴定该化合物为木犀草素( lu-

teolin)。

化合物Ⅳ:淡黄色粉末, mp 285 ℃～287 ℃, 盐

酸-镁粉反应呈阳性, FeCl3反应呈阳性, M olish 反

应呈阳性。
1
HNMR( DM SO-d6)数据及归属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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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MR ( DM SO-d6 ) D: 164. 6 ( C-2) , 103. 3 ( C-3 ) ,
182. 0( C-4) , 161. 2( C-5) , 99. 7( C-6) , 163. 0( C-7) ,

94. 9( C-9) , 105. 5 ( C-10) , 121. 5( C-1′) , 113. 6 ( C-

2′) , 145. 9( C-3′) , 150. 0( C-4′) , 116. 1( C-5′) , 119. 3

( C-6′) , 100. 1( C-1″) , 73. 2( C-2″) , 77. 2( C-3″) , 69. 7

( C-4″) , 76. 5( C-5″) , 60. 7( C-6″)。其光谱数据与文

献报道的木犀草素-7-O-B-D-葡萄糖苷相符合 [ 7]
, 故

鉴定该化合物为木犀草素-7-O-B-D-葡萄糖苷( lute-
ol in-7-O-B-D-glucoside)。

表 1　化合物Ⅰ～Ⅳ的1HNMR 光谱数据

氢 Ⅰ Ⅱ Ⅲ Ⅳ

3 6. 98( s) 6. 90( s) 6. 67(s ) 6. 75( s )

6 6. 21( d, 1. 5) 6. 20( d, 2. 0) 6. 21(d , 1. 6) 6. 46( d, 2. 1)

8 6. 57( d, 1. 5) 6. 51( d, 2. 0) 6. 46(d , 1. 6) 6. 81( d, 2. 1)

2′ 7. 33( s) 7. 56( d, 2. 0) 7. 40(d , 2. 0) 7. 47( d, 2. 2)

5′ 6. 94( d, 8. 9) 6. 90(d , 8. 1) 6. 91( d, 8. 3)

6′ 7. 33( s) 7. 56( dd, 2. 0, 8. 9) 7. 40(dd , 2. 0, 8. 1) 7. 47( dd, 2. 2, 8. 3)

3′-OCH3 3. 89( s)

4′-OCH3 3. 89( s)

5′-OCH3 3. 89( s)

5-OH 12. 97( s) 12. 97( s) 12. 98( s ) 12. 96( s)

1″ 5. 01( d, 7. 0)

Glu其它质子 3. 15～3. 8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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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骨柴精油化学成分的研究

陈振峰,寇玉峰, 刘　莹
X

(西安天诚医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陕西 西安　710075)

　　鸡骨柴 Elshol t z iaf ruticosa ( D. Don) Rehd. 药

用名为双翎草,为唇形科香薷属落叶灌木, 产于我国

四川、湖北、云南、贵州、广西、陕西等省区。在陕西秦

巴山区资源十分丰富,广泛分布于佛坪、洋县、南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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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阳、太白、眉县、华阴和陇县, 生于海拔 700～

1 800 m 的山坡、山谷、河边或路旁灌丛中。具有温

经通络,祛风除湿之功效。根入药,治风湿性关节疼

痛,叶敷可治脚癣、疥疮,茎叶含丰富的挥发油, 鸡骨

柴精油具有很强的杀虫防蛀功能, 尤其对纺织品和

粮食仓贮害虫(如幕谷蛾、紫斑谷螟、绿豆象等)具有

显著的熏杀和驱避作用。有关精油的研究未见有文

献报道。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一植物资源,我们对陕西

佛坪产的鸡骨柴叶的精油成分进行了分析研究。

1　材料及仪器

鸡骨柴原料于 7月底收集于陕西佛坪龙草坪,

采集的叶片(含少量嫩茎及花序 )经阴干重量为

25. 5 kg, 经水蒸汽蒸馏共得精油 252 mL, 收率为

0. 88%。D
20
4 : 0. 890 0, n

20
D : 1. 471 6, 无色, 气味独特

浓郁。

仪器: 美国 PE-公司, Q-mass 910 型气质联

用仪。

色谱条件: PE-5 石英毛细管柱 ( 30 m×0. 33

mm) , 柱温 40℃～280℃, 升温速度 3. 0℃/ min,进

样口温度 270 ℃,接口温度 280 ℃。质谱条件: 扫描

质量范围 35～500 amu,扫描速度 1. 09 s/ m in, 离子

源 200 ℃。分析方法: 经干燥后的精油,直接进行气

相色谱-质谱( GC-MC )分析,结果打印出图谱及各

峰值对应的成份, 再参考有关文献加以确定,含量用

气相色谱面积归一法计算。

2　结果与讨论

成分分析结果:见表 1。

从气相色谱-质谱分析图谱共鉴定出了 45 种成

分, 主 要成 分为 桉树 脑 ( 33. 70%)、C-萜 品烯
( 7. 57%)、B-蒎烯( 6. 52% )、石竹烯( 6. 13%)、elix-

ene( 40. 71%)、A-蒎烯( 4. 13% )和蒎烷醇( 3. 67%)。

鸡骨柴精油与报道的大多数天然清香类精油所不同

的是,它有含量很高的桉树脑,该成分可能是形成其

特殊刺激性辛味的原因。据我们的试验研究,鸡骨柴

精油对害虫具很强的熏杀和驱避作用,其化学成分

的分析研究为开发利用此种植物资源提供了基础和

依据。

参考文献:

表 1　鸡骨柴精油化学成分分析 ( % )

峰号 化合物名称 含量

　1 3-侧柏烯 2. 65

2 A-蒎烯 4. 13

3 莰烯 0. 12

4 1, 2, 3, 4, 5, 8-hexah ydroon aph alene 0. 26

5 B-蒎烯 6. 52

6 蒎烯醇 3. 67

7 7-辛烯-4-醇 2. 10

8 ( + ) -2-蒈烯 2. 52

9 桉树脑 33. 7

10 苯甲醚 0. 91

11 C-萜品烯 7. 57

12 A-蒈烯 0. 19

13 perillene 1. 26

14 芳樟醇 1. 84

15 乙酸辛烯醇酯 1. 06

16 小蘖醇 0. 16

17 ( - ) -4-萜品醇 2. 76

18 L-松香苇醇 0. 24

19 新异侧伯醇 1. 15

20 橙花醇 0. 10

21 乙酸香荆芥醇酯 0. 71

22 10-十烯酸、A-乙酰甲酯 0. 06

23 乙酸橙花醇酯 2. 26

24 2-甲基-5甲基 1. 3-环六碳二烯 1. 34

25 4, 11, 11-三甲基-8-甲基-[ 7, 2, 0] -双环十一碳-4-烯 0. 13

26 乙酸香叶酯 1. 20

27 B-m aaliene 0. 84

28 石竹烯 6. 13

29 B-荜澄茄烯 0. 11

30 T -古芸烯 0. 06

31 ( + ) -香树烯 1. 58

32 A-石竹烯 1. 70

33 别香树烯 0. 41

34 ( Z) -B-法呢烯 0. 27

35 荜澄茄烯 0. 58

36 B-六氢四甲基苯并环庚烯 1. 63

37 el ixen e 4. 17

38 A-木罗烯 0. 38

39 C-卡蒂烯 0. 39

40 A-雪松烯 0. 26

41 D-卡蒂烯 1. 40

42 环氧石竹烯 0. 28

43 蓝桉醇 0. 21

44 愈创木醇 0. 27

45 Z-2, 3, 4, 5-四甲基苯甲醇 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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