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为胡萝卜苷和豆甾醇2Β2D 2葡萄糖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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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莲挥发油化学成分的 GC-M S 研究

倪士峰1, 傅承新13 , 吴　平1, 潘远江Ξ

(11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9; 　21 浙江大学理学院化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7)

　　八角莲D y sosm a versip ellis (H ance) M 1 Cheng

et1 Y ing1, 又称“鬼臼”, 属于小檗科, 小檗属。它在

《本草经》中被列为“下品”:“鬼臼, 味辛温, 主杀蛊毒

鬼注精物, 辟恶气不祥, 逐邪解百毒⋯⋯”。后来的

《证类本草》、《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和《全国

中草药汇编》等著名医籍均有记载[1, 2 ]。其根和根状

茎在民间入药, 有治疗毒蛇咬伤、痈疖肿痛、跌打损

伤、风湿关节痛、半身不遂、气管炎、乳蛾、咽喉肿痛、

乙型肝炎、流行性腮腺炎、小儿惊风、清热解毒等功

效, 也可做杀虫剂。花和果实入药治疗劳伤气喘; 叶

可治疗哮喘、背痈溃烂。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该类植

物含芳基四氢萘类木脂素 (如鬼臼毒素)以及其他药

用成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八角莲属植物具有较强

的抗癌 (子宫癌、食道癌、乳腺癌等)、抗病毒、保肝、

免疫调节和其他多种生物活性[2 ]。然而, 本属植物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各版中均未见收载。

迄今为止, 有关八角莲属植物成分的报道, 多数

属于其根茎中所含的鬼臼脂素等木脂素类[2～ 5 ]; 但

至今未见有关其地上部分化学成分的报道。我们通

过水蒸气蒸馏2乙醚萃取法首次对八角莲地上部分

提取挥发油, 采用毛细管 GC2M S 法分离并分析鉴

定了其成分, 并采用气相色谱面积归一化法测定了

28 个成分的相对体积百分数。本研究旨在为八角莲

原植物的综合开发应用提供一定科学依据。

1　实验部分

111　仪器与材料: 气相色谱2质谱2计算机联用仪

(H P6890ö5973 型, 美国 H ew let t Packard 公司) , 八

角莲原植物 2001 年 7 月采于湖南桑植天平山保护

区, 由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傅承新教授鉴定为八角

莲D 1 versip ellis (H ance) M 1 Cheng et1 Y ing1, 凭

证标本现存放在浙江大学植物标本馆 (标本号:

L ZC0100712)。

112　挥发油提取: 新鲜的材料地上部分晾干, 洗净、

切碎后用自行改进后的水蒸气蒸馏装置, 蒸馏 5 h,

同时收集馏出液, 采用乙醚萃取法提取出挥发油, 用

无水硫酸钠干燥, 得到具有咖啡香气的浅黄液体, 储

存于- 20 ℃冰箱, 并及时测定。干燥的地上部分出

油率为 0128%。

113　测定条件: 色谱条件: V arian CP - 3800 型气

相色谱仪器。CP2sil 8CB low b leedöM S co lum n (30

m ×0125 cm ×0125 Λm ) , 载气为氦气, 柱流量 1

mL öm in, 汽化室温度: 250 ℃; 升温程序为从 60 ℃

开始以 7 ℃öm in 升到 260 ℃, 保温 8 m in, 溶剂延迟

3 m in; F ID 检测器。

质谱条件: E I 电离源, 电离电压 70 eV , 离子源

温度 230 ℃, 扫描范围: 40～ 650 am u, 进样量 110

ΛL , 分流比 10∶1。

2　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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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八角莲挥发油进行 GC2M S 分析的结果: GC

共分离出 58 个组份。化合物的定量使用H ew let t2
Packard 软件按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各峰峰面积的

相对百分含量。根据 GC2M S 联用所得质谱信息经

计算机用N IST 98 M S 数据库检索与标准谱图对照

分析[6～ 9 ] , 参照质谱的裂解规律, 确认了其中的部分

化学成分, 结果见表 1。
表 1　八角莲挥发油的化学成分

Table 1　Chem ica l con stituen ts in vola tile o il

of D 1 vers ip ellis

编号 化合物名称
相对体积

分数ö%

　1 苯乙醛 　01378

2 顺2氧化芳樟醇 01427

3 3, 72二甲基21, 62辛二烯232醇 171783

4 壬醛 01880

5 顺21, 32二甲基2环己醇 01231

6 苯乙醇 01592

7 2, 6, 62三甲基222环己烯21, 42二酮 01163

8 2, 62二甲基23, 72辛二烯22, 62二醇 01515

9 22(42甲基232环己烯212基)丙222醇 61699

10 E 272十四烯醇 01231

11 (E ) 23, 72二甲基22, 62辛二烯212醇 51129

12 异戊酸香叶酯 01321

13 反2Z 2, Α2没药烯2环氧化物 01156

14 13, 142环氧2Z 2112十四烯212醇乙酸酯 11170

15 72甲基2Z 2十四碳烯212醇乙酸酯 01394

16 12三十七醇 01576

17 十六碳二烯酸甲酯 01238

18 42(2, 6, 62三甲基222环己烯212基) 232丁烯222酮 31080

19 1, 5, 92三甲基2122(12甲基乙基) 24, 8, 132环十 01792

四碳三烯21, 32二醇
20 2, 2, 62三甲基212(32甲基21, 32丁二烯基) 252甲 01766

氧基272氧杂二环[ 41110 ]2庚烷
21 5, 5, 62三甲基252(32氧代212丁烯基) 212氧螺[ 2, 11500

5 ]辛242酮
22 3, 7, 112三甲基212十二烷醇 11529

23 (R ) 25, 6, 7, 7a2四氢24, 4, 7a2三甲基22 (4H ) 2苯 91381

并呋喃酮
24 丙基柏木醚 31936

25 2, 62二甲氧基苯甲醛2氨基甲酰腙 01809

26 三十二 (碳)烷 151759

27 (Z ) 222(92十八烯碳基氧代)乙醇 41605

28 22[ 22(十六烷氧基)羟乙基 ]十八烷 01574

　　由表 1 可知, 已鉴定的成分占色谱总流出峰面

积的 801614%。八角莲挥发油中, 含量在 2% 以上的

被鉴定组份包括: 3, 72二甲基21, 62辛二烯232醇
( 171783% ) , 22( 42甲 基232环 己 烯212基 ) 丙222醇
( 61669% ) , ( E ) 23, 72二 甲 基22, 62辛 二 烯212醇
( 51129% ) , 42(2, 6, 62三甲基222环己烯212基) 232丁
烯222酮 (31080% ) , (R ) 25, 6, 7, 7a2四氢24, 4, 7a2三
甲基22 (4H ) 2苯并呋喃酮 (91381% ) , 丙基柏木醚

( 31936% ) , 2, 62甲 氧 基 苯 甲 醛2氨 基 甲 酰 腙

(21809% ) , 三十二烷 (151759% ) , (Z ) 222(92十八烯

碳基氧代)乙醇 (41605% )等成分。

传统中药的神奇功效体现在多种成分的协调作

用上。笔者们认为, 对中草药进行多个部位、多种成

分的“组合式”研究才是中药现代化研究的发展方

向。这些成分与八角莲叶的药用价值的关系, 还值得

深入研究。

致谢: 承蒙香港理工大学陈玉成先生提供经费

资助, 浙江工业大学李祖光博士指导成分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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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全国雷公藤研究学术会议”的征文通知
经中国科协和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批准, 定于 2004 年 5 月中旬在上海召开“全国雷公藤研究学术会议”, 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征文内容: 11 雷公藤的基础研究, 如生药、化学、药理、毒理等研究; 21 雷公藤相关制剂的制备工艺、质量分析、指纹图

谱及稳定性等研究; 31 雷公藤的各科的临床研究等; 41 其它有关雷公藤实验研究的论文和综述。
二、征文要求: 应征论文须提供全文及 400～ 800 字左右的摘要, 用W o rd 软件及A 4 纸打印 1 份, 请附软盘。最好能寄电子

稿, 用 E2m ail 发到 gyxu@zsho sp ita l. net。
三、截稿日期: 2004 年 3 月 25 日。
四、收稿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路 180 号,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杨春欣收, 邮政编码: 200032。请在信封左下角注明“雷

公藤会议”。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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