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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10％H。SO。一乙醇溶液加热显黄一黑色，Rf值

为0．5。可溶于水、甲醇、乙醇，不溶于氯仿和石油

醚。FAB—MS显示m／z 443．9为EM+C13一，462．1

为[M+Na]+，化合物IV的相对分子质量为409。

1H—NMR(CD30D)显示，艿4．61(1H，d，J一7．5

Hz)，艿4．35(1H，d，L，一7．5 Hz)均为糖上端基氢信

号；艿1．66、1．67(6H，2s)两个单重峰为两个甲基氢

信号。13C—NMR(CD。OD)给出的数据显示，艿120．95

为一C--N的特征碳信号，艿103．6和99．8为两个糖

的端基碳信号，艿76．8、76．7、76．0、74．0、70．4、

70．1、68．7、61．6也均为糖上的碳信号，艿71．2为一

个连氧的季碳信号，艿27．5和26．1为两个甲基碳信

号。酸水解只检出葡萄糖。光谱数据如下：FAB—MS

m／z：443．9EM+CI]一，462．1[M+Na]+；1H—NMR

(CD30D)艿：4．61(IH，d，J一7．5 Hz)，4．35(1H，d，

J一7．5 Hz)，4．15(1H，dd)，3．85(1H，d)，1．66、

1．65(6H，2s)；”C—NMR(CD30D)艿：121．0，103．6，

99．8，76．8，76．7，76．6，76．0，74．0，73．6，71．2，

70．4，70．1，68．7，61．6，27．5，26．1。上述的FAB—

MS、1H—NMR和13C—NMR数据与文献报道的linus—

tatin数据基本一致[1]，故鉴定化合物Ⅳ为2一甲基一

丙腈2一。一pD一吡喃葡萄糖基(1—6)一p-D一吡喃葡萄

糖苷(1inustatin)。

化合物V：白色针状结晶(氯仿一甲醇)，mp

140""141．4℃，Molish反应阳性，TI。C检查(展开

剂：氯仿一甲醇一水65：35：10下层)，10％H2S04一

乙醇溶液加热显黄一黑色，Rf值为0．7。可溶于水、

甲醇、乙醇，不溶于氯仿和石油醚。13C—NMR

(CD。()D)数据显示该化合物中有8个碳，其中艿

100．1为糖的端基碳信号，艿15．3为一个甲基碳信

号，艿62．8为连氧次甲基碳信号，艿70．2、71．5、

71．1、70．2、64．5为糖的其他连氧碳信号。酸水解只

检出半乳糖。上述的13C—NMR数据与文献报道的a一

乙基一D一吡喃半乳糖苷数据基本一致L4]，故鉴定化合

物V为a一乙基一D一吡喃半乳糖苷(a—ethyl一0一D—

galactopyranoside)。

化合物Ⅵ：无色油状液体，易溶于氯仿、石油醚。

进行TLC检查(展开剂：正己烷一乙醚一甲酸70：

30：1)，0．05％溴甲酚绿一乙醇溶液为显色剂，蓝色

背景下呈黄色斑点。GC法测定VGC条件：以丁二酸

二乙二醇聚酯(DEGS)为固定液，涂布浓度10％，酸

洗硅烷化洛姆沙伯(Chromosorbw)为载体；柱

(2 mX 3 mm)，柱温190℃；气化室、检测室温度均

为250‘C；氮气为载气，体积流量20 mL／min；氢焰

离子化检测器，氢气体积流量30 mL／min，空气流

量100 mL／min]，其保留时间与a一亚麻酸甲酯的保

留时间相同，故鉴定化合物Ⅵ为a亚麻酸甲酯(a—

linolenic acid methyl ester)。

致谢：NMR由沈阳药科大学核磁测试中心李

文、沙沂老师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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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叶新木姜根的挥发性化学成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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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叶新木姜Neolitsea confertifolia(Hemsl．)

Merr．为樟科新木姜子属Neolitsea Merr．植物，主

要分布于江西、广东、湖北、贵州等地Ⅲ。具有散寒止

痛、活血通络的功效。民间常用其根治疗脘腹冷痛、

疮疡肿毒、跌打损伤、痛经及食积气胀等疾病。对该

属其他种植物，中国台湾省及国外曾分离得到了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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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油类、生物碱类、萜类、甾体类、黄酮类和有机酸类

等化合物[2’3]，但到目前为止，有关密叶新木姜根的

挥发性化学成分的研究尚未见报道，笔者曾对密叶

新木姜叶L4]、茎[4,52和果实[61部位进行过挥发性成分

研究，对根部非挥发性成分也进行过较系统的研究，

为了全面比较密叶新木姜不同部位挥发性成分的差

异性，也为进一步寻找和明确有效活性成分，笔者采

用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仪(GC—MS)对密叶新木姜根

部挥发性成分进行了分析研究。

1实验部分

1．1实验材料：密叶新木姜根部药材由崇义高山药

材生物技术公司提供，经江西中医学院中药鉴定教研

室刘庆华鉴定为樟科新木姜子属植物密叶新木姜

Neolitsea confertifdia(Hemsl．)Merr．的干燥根。

1．2密叶新木姜根挥发油的提取：取密叶新木姜根

1 kg，于65‘C恒温干燥箱中干燥后，碾碎，过20．月

筛，分批于挥发油提取器中，按《中国药典)2005年

版一部附录XD[73挥发油测定法操作规定，进行水

蒸气蒸馏，得到1．34 g淡黄色油状液体，得率为

0．13％，供分析用。

1．3仪器与GC—MS工作条件：选用spbll5 mX

0．2 mm弹性石英毛细管柱，柱温60℃，程度升温

8。C／min至260‘C，运行时间25 min，进样口温度

250‘C，载气为高纯氦气；柱前压20 kPa。MS条件：

EI离子源，电子能量70 eV，扫描范围90～400 u，离

子源温度240‘C，接口温度240℃，电子倍增电压

2 400 V。

2结果与讨论

2．1结果：通过对总离子流图进行质谱扫描和计算

机质谱库检索，并与标准图谱对照，用色谱峰面积归

一化法计算各组分的相对质量分数，共分离鉴定了

22个化合物，结果见表1。

2．2讨论：密叶新木姜根中挥发性成分多数为单

表1密叶新木姜根中挥发性成分的GC—MS分析检验结果

Table 1 Analysis of volatile oil in N．confertifolia

by GC-MS

序号 化学成分 篇 序号化学鼢兹
1 反一2一己醛0．28 12 l-a一萜品醇0．14

2 a一蒎烯 14．54 13 乙酸龙脑酯 12．04

3 茨烯 15．33 14 p榄香烯0．39

4 桧烯 2．12 15 }石竹烯 3．77

5 p蒎烯8．59 16 反一p法尼烯 3．06

6 乒3一蒈烯0．71 17 a一捧草烯0．45

7 柠檬烯 2．83 18 大栊牛儿烯一D 0．30

8 反一p罗勒烯0．30 19 p甜没药烯0．21

9 7一萜品烯0．32 20 橙花椒醇 1．22

10 a一萜品烯0．26 21 氧化石竹烯 5．85

11 4一松油醇0。91 22 2一十五酮 2．22

萜、倍半萜。所鉴定出成分占挥发油总量的

75．84％，质量分数较大的成分有a一蒎烯

(14．54％)、莰烯(15．33％)、p蒎烯(8．59％)、乙酸

龙脑酯(12．04％)、氧化石竹烯(5．85％)等，与该植

物叶、茎和果实中的挥发性成分在种类和量上有一

定的差别。本实验用GC—MS法对密叶新木姜根挥

发性成分进行研究，对更系统地了解其化学成分、合

理利用自然资源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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