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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良姜与大高良姜精油中活性物质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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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科植物是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药材中的重要

家族，姜科分为2亚科、3族，约49属、1 500种，包

括姜黄Curcuma longa L．、小豆寇Elettaria car-

damomum(Roxb．)Maton、生姜Zingiber offici—

hale Rosc．、莪术Curcuma zedoaria(Berg．)

Rosc．、大高良姜A珍inia galanga(L．)Willd．、益

智Alpinia oxyphylla Miq．和山柰Kaempferia

galanga Linn．等。姜科植物主产地为亚洲热带，我

国有19属，150余种，分布于东南至西南部各省

区[1]，是东南亚各国及我国人民日常生活中常用的

植物。

高良姜和大高良姜都是姜科植物中被广泛应用

的，是中药中重要的配伍成分。二者具有不尽相同的

功效，故不能混用。但日常生活中、商品市场上及药

用处方的配制中，常常发生将二者混淆的情况，这不

利于对它们的充分、合理的利用，甚至可能会延误了

对疾病的及时治疗。目前国内外尚无在活性物质的

异同上对它们进行区分，本研究首次x寸--者在有效

成分上的异同进行比较以提供它们药效差异的物质

依据。

同时，本实验采用了温和、清洁的超临界CO。

萃取技术提取高良姜和大高良姜中的精油。超临界

CO。萃取技术是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化工分

离技术，凭着其优越的分离性能，以及高效、无污染、

操作温度低等特点，已经广泛应用于植物中精油的

提取，在植物精油中有效物的提取效率及保存不被

破坏，是比传统的水蒸气蒸馏法和溶剂提取法都优

越的方法[2~4]。

1 材料来源

本实验所用高良姜产自广东湛江徐闻高良姜栽

培基地，大高良姜产自广东梅县，并经华南植物研究

所姜科植物研究专家刘念教授鉴定二者均为姜科良

姜属植物，分别被命名为高良姜及大高良姜。两种良

姜切成片后晒干，实验前分别用植物粉碎机粉碎，

过筛。

2挥发油的提取

采用广州市轻工设计研究院设计的100 mL的

超I|缶界CO。萃取装置，其萃取流程为：称取一定量

的样品置于萃取罐中，密封，样品中的精油在萃取罐

中被处于超临界状态的CO。(萃取压力15 MPa，萃

取温度43。C)提取出来，萃取时间1．0 h，然后随着

CO。进入分离罐，此时CO。的压力下降，温度升高，

挥发油与CO。分离，用一已称量的具塞试管在分离

罐的出口处接收提取出来的精油，放置至室温，

待测。

3挥发油成分分析

超临界CO。萃取法提取所得的高良姜和大高

良姜精油分别经气／质联用(GC／MS)分析。

3．1 仪器及实验条件：仪器：HP6890GC／5973MS

型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仪(美国)。GC条件：选用HP一

1(30 m×0．25 mm)弹性石英毛细管柱，柱温50‘C，

恒温2 min，程序升温10℃／min至250℃，保持5

min，载气He，柱前压50 kPa，分流比50：1，进样量

0．3牡L。MS条件：EI离子源，电子能量70 eV，扫描

范围29～400 V，四极杆温度150℃，离子源温度

230℃，倍增器电压2 200 V，GC—MS接口温度280

。C，标准质谱图库Wiley 275．1。

3．2 GC—MS分析结果：超临界CO：萃取所得高良

姜和大高良姜挥发油经GC—MS联用分析，并进行

归一化定量，结果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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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超临界CO：萃取法提取高良姜和大高良姜精油成分的分析结果

Table 1 Components of essential oil from A．officinarum and A．galanga through supercritical COzextraction

相对质量分数／％
化合物名称

相对质量分数／％
化合物名称

相对质量分数／％
化合物名称

高良姜 大高良姜 高良姜 大高良姜 高良姜 大高良姜

1，8-桉叶素 2．99 0．08 p榄香烯0．14 0．06 (一)一石竹烯氧化物0．22 0．03

d一樟脑0．36 一 反式一n一佛手柑油烯 1．47 0．34 姜醇0．44 0．08

苯丙醛0．90 一 p法呢烯0．29 0．13 6[Z]，9[E]一十七二烯0．28 0．18

佳味醇 一0．06 n一律草烯0．22 一 1’一乙酰氧基佳味醇醋酸酯 一 95．29

萜品醇一4 0．39 一 阿一姜黄烯0．44 0．02 8一十七烯 一0．16

a一萜品醇 2．48 0．02 p芹子烯0．63 0．02 十七烷 一0．02

争葑基乙酸酯0．14 一 顺式一a一甜没药烯0．84 0．05 Z—a一反式一佛手柑油醇 一0．06

苄基丙酮 1．92 0．02 大牦牛儿烯 一0．04 1，7-二苯基一4，6-二庚烯一3一酮0．66 一

4一烯丙基醋酸苯酯 一0．36 弘杜松油烯 3．14 一 l一乙酰氧基丁香油酚醋酸酯 一0．35

甲基丁子香酚 一0．05 p倍半水芹烯0．76 0．25 1，7-二苯基一4一庚烯一3一酮 50．51 —

乙酸牛儿酯 一0．05 p甜没药烯 一0．44 1，7-二苯基一5一羟基一3一庚酮 21．08 —

n一依兰烯0．03 一 反式一■甜没药烯 一0．08

别香橙烯 1．36 0．03 十五烷0．57 0．72

3．3结果与讨论：超临界CO：萃取所得精油(表1)

分析结果可知，高良姜精油中的主要成分是1，7-二

苯基一4一庚烯一3一酮和1，7-二苯基一5一羟基一3一庚酮，在

精油中占50．51％和21．08％，高良姜精油中二苯基

庚烷类物质的质量分数共有72．25％。二苯基庚烷

类物质对前列腺素的合成有抑制作用，可阻断主要

的致炎介质的生物合成，具有抗氧化、活血、抗炎、镇

痛等功效，是高良姜中的重要活性成分[5娟]。

超临界CO。萃取所得大高良姜精油中的主要

成分是1，_乙酰氧基佳味醇醋酸酯，占精油中质量分

数的95．29％，是具有抗菌、抗癌、抗肿瘤、抗溃疡及

抗黄嘌呤氧化酶等活性的成分，是大高良姜的主要

活性物质，也是大高良姜呈特殊辣味的主要组

分‘7'8|。

可见高良姜与大高良姜各自的主要活性物质分

别是不同的成分，这也决定了它们在药效上的不同。

此外，从表1也可看出两种姜的精油中同时具有一

些相同的活性组分，如：1，8桉叶素、a一萜品醇、苄基

丙酮、别香橙烯、反式一a一佛手柑油烯、p法呢烯、阿一

姜黄烯、p一芹子烯、顺式一a一甜没药烯十五烷、8一倍半

水芹烯、(一)一石竹烯氧化物、姜醇、6 Ez]、9 EE]一十

七二烯和1，8一桉叶素具有杀菌、驱虫等功效，这是

它们共有的药效如性温、味辛、散寒、止痛功效及可

治疗消化不良等消化道疾病等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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