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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öM S 分析紫丁香花与叶中的挥发性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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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同时蒸馏2萃取装置分别提取紫丁香花和叶挥发性物质, 测得紫丁香花挥发油的含量为1. 80% , 紫丁

香叶挥发油的含量为 1. 26%。用 GCöM S 法分别从紫丁香花和叶挥发油中分离并确定出 16 种和 23 种化学

成分, 用峰面积归一化法通过化学工作站数据处理系统, 得出各化学成分在挥发油中的相对百分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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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丁香 (Syringa ob la ta lind l. ) 系木犀科

(O leaceae) 丁香属植物, 英文名L ilac, 为落叶灌

木, 抗逆性强, 广泛分布于我国的吉林、辽宁、河

北、山东、山西、内蒙等地[ 1 ] , 垂直分布在海拔

800～ 1 500 m , 但以 1 200 m 以下生长良好, 人

工栽培在海拔 350 m 左右也能正常生长。无论

是在最初阶段还是现代, 紫丁香一直是调香的重

要香型和原料。紫丁香花和叶具有浓郁的香气并

含有挥发油[ 2 ] , 植物的不同部位挥发油含量各不

相同。有关紫丁香叶的挥发油化学成分的研究至

今未见报道。为了进一步研究其应用价值, 本工

作拟应用“同时蒸馏2萃取装置”(SD E) 分别提取

紫丁香花和叶挥发油[ 3, 4 ] , 测定其含量及化学组

成。

1　实验部分
111　主要仪器与试剂

美国 H ew let t Packard 6 89025 973 气相色

谱2质谱2计算机联用仪 (GC2M S2D S) ; 自制蒸馏2
萃取装置; R 22201 型旋转蒸发器 (上海中科机械

研究所) ; 无水硫酸钠 (分析纯) ; 新鲜紫丁香花蕾

和鲜叶: 2002 年 4 月采自中国辽宁千山。

112　紫丁香花蕾和叶挥发油的提取

分别取 2002 年 4 月采自中国辽宁千山的新

鲜紫丁香花蕾和鲜叶 100 g, 搅碎后置于 1 000

mL 单颈烧瓶中, 加入 200 mL 去离子水, 接在

SD E 装置的一端, 控制温度保持沸腾。另取 50

mL 重蒸乙醚于 250 mL 单颈萃取烧瓶中, 接在

SD E 装置的另一端, 以恒温水浴加热萃取烧瓶,

在 40 ℃下连续萃取 4 h。紫丁香花蕾和叶挥发性

成分的乙醚萃取液用活化过的无水硫酸钠脱水,

然后用旋转蒸发器除去乙醚, 得到具有浓郁香味

的淡黄色透明液体, 密封保存, 备用。

113　气相色谱-质谱测定

　　 (1)　气相色谱条件

色谱柱: H P21 弹性石英毛细管柱 Υ25 m ×

0. 25 mm ×0. 33 Λm; 柱温 80 ℃ (2 ℃öm in )—

200 ℃, 保持 15 m in; 汽化室温度 250 ℃; 溶剂延

迟4 m in; 传输线温度 250 ℃; 进样量 0. 4 ΛL (乙

醚溶液) ; 载气 H e; 载气流量 2 mL öm in; 分流比

40∶1。



　　 (2)　质谱测量条件

E I 离子源温度 230 ℃; 电子能量 70 eV ; 发

射电流 34. 6 ΛA ; 电子倍增器电压 1 200 V ; 质量

范围 20～ 500。

114　实验步骤

　　 (1)　定性分析

分别取紫丁香花和叶挥发油 0. 4 ΛL , 用气

相色谱2质谱2计算机联用仪进行分析鉴定。通过

G170LBA 化学工作站数据处理系统, 检索

N is98 谱图库, 并分别与八峰索引及 EPA öN IH

质谱图集的标准谱图进行对照、复合, 再结合有

关文献[ 5～ 7 ]进行人工谱图解析及气相色谱保留

指数法数据, 确认紫丁香花和叶挥发油的各个化

学成分。

　　 (2)　定量分析

通过 G170LBA 化学工作站数据处理系统,

按面积归一化法进行定量分析, 分别求得各化学

成分在挥发油中的相对百分含量。

2　结果与讨论
按前述实验步骤进行实验的结果, 由化学工

作站给出紫丁香花和叶挥发油的总离子流图, 分

别示于图 1 和图 2。

　　确认的紫丁香花和叶挥发油中的化学成分

及求得的各化学成分在挥发油中相对百分含量

列于表 1。

　　从紫丁香花的挥发油中鉴定出 16 种化合

物, 占挥发油总量的 95. 87 %。其主要成分为:

紫丁香醛 (18. 05% )、丁香酚 (15. 29% )、依兰烯

(32. 44% )、胡 薄 荷 酮 ( 5. 50% )、橙 花 叔 醇

(3. 02% )和高级烷烃 (3. 7% )等。

从紫丁香叶的挥发油中, 鉴定出 23 种化合

物, 占挥发油总量的 96. 70%。其主要成分为: 青

叶醇 ( 17. 51% )、苯甲醇 ( 15. 98% )、丁香酚

(12. 81% )、紫 丁 香 醛 ( 12. 60% ) 和 Α2蒎 稀

(12. 50% )等。

由分析结果可知, 紫丁香花和叶是重要的香

料原料来源, 紫丁香花和叶的挥发油中主要成分

均为萜类化合物。紫丁香花的挥发油香味浓郁绵

长与高级烷烃的存在有关, 因此紫丁香花具有浓

郁持久的香味。紫丁香叶的挥发油中主要成分为

香料成分 (未见报道) , 而且青叶醇、苯甲醇和丁

香酚具有很强的杀菌、防腐能力。

　　本工作作者曾采用普通水蒸气蒸馏2溶剂萃

取法提取了紫丁香花和叶的挥发油, 回收率分别

为 0. 60 % 和 0. 390%。同时蒸馏2溶剂萃取法比

常规方法提取率提高约 3 倍, 而且大大地减少了

溶剂的用量。

图 1　紫丁香花挥发油的总离子流图　　　　　　图 2　紫丁香叶挥发油的总离子流图

F ig. 1　Tota l ion GCöM S of the vola tile　　　　　　F ig. 2　Tota l ion GCöM S of the voa ltive

com pounds in f lower of Syr inga obla ta l indl. 　　　　　　com pounds in leaf of Syr inga obla ta l in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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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紫丁香花和叶中挥发油中化学成分鉴定结果

Table 1　Iden tif ica tion results of chem ica l com ponen ts in f lowers and leaves of Syr inga obla ta l indl.

序号

(N o. )
tR öm in

化合物

(Compound)

相对含量ö%

(Relative conten t)

花

(flow er)

叶

( leaf)

分子式

(Fo rm ula)

相对分子量

(Relative

mo lecu le

w eigh t)

相似度ö%

(Sim ilarity)

1 3. 47 22戊醇　　　　 (22Pentano l) 2 0. 70 C5H 12O 88 85

2 3. 84 苯甲醛 (Benzenem ethano l) 1. 60 2. 40 C7H 6O 106 92

3 4. 03
环己烯232甲醛

(32Cyclohexene2caboxaldehyde)
3. 13 2. 46 C7H 10O 110 90

4 4. 15 紫丁香醛 (L ilac aldehyde) 18. 05 12. 60 C10H 16O 152 95

5 4. 24 芳樟醇 (L inaloo l) 2 0. 52 C10H 14O 150 86

6 4. 54 对二甲氧基苯 (1, 42D im ethoxybenzene) 2 0. 98 C8H 10O 2 138 91

7 4. 58
12羟基222乙酰基242甲基苯

(Benzene, 12hydroxy222acety1242m ethy12)
1. 86 2 C9H 10O 2 150 92

8 4. 91
丁香酚

(Benzene, 1, 22dim ethoxy242(22p ropeny1) 2)
15. 29 12. 81 C10H 12O 148 96

9 5. 15 胡薄荷酮 (Pu legone) 5. 50 0. 71 C10H 16O 152 91

10 5. 30 苯甲醇 (Benzyl alcoho l) 1. 64 15. 98 C7H 8O 108 92

11 5. 45 Β2檀香烯 (Β2Berga2mo tene) 3. 40 2 C15H 24 204 94

12 6. 02 依兰烯 (Ylangene) 32. 44 1. 97 C15H 24 204 98

13 6. 72 青叶醇 (32H exen212o l) 2 17. 51 C6H 12O 100 96

14 8. 85 Α2蒎烯 (Α2P inene) 2. 86 12. 50 C10H 16 136 96

15 9. 40 橙花叔醇 (N ero l ido l isom er) 3. 02 2. 36 C15H 16O 216 92

16 10. 42 Β2蒎烯 (Β2P inene) 2 2. 95 C15H 16 136 94

17 16. 55 Α2绿叶烯 (Α2Patcho lene) 2 0. 66 C15H 24 204 84

18 21. 48 石什稀氧化物 (Caryophy2llen2oxide) 1. 15 2 C15H 24O 220 92

19 24. 06
22甲氧基242丙基苯酚

(22M ethoxy242p ropyl2pheno l)
2 0. 49 C10H 14O 166 92

20 24. 20
62特丁基22, 42二甲基苯

(62tert2Butyl22, 42dim ethylpheno l)
2 2. 20 C12H 18O 178 82

21 24. 28 乙酸芳樟醇酯 (L inaly1 acetate) 2. 23 0. 62 C12H 20O 2 196 94

22 24. 97 正十九烷 (N onadecane) 1. 6 2 C19H 40 268 96

23 25. 80 乙酸冰片酯 (Bo rnyl acetate) 2 1. 54 C12H 20O 2 196 90

24 25. 84 正二十一烷 (H eneico sane) 1. 2 2 C21H 44 296 96

25 26. 48 丁酸芳樟醇酯 (L inaly1 butarate) 2 1. 03 C14H 24O 2 220 92

26 26. 50 正二十三烷 (T rjco sane) 0. 9 2 C23H 48 324 96

27 27. 47 香叶芳樟醇 (Geranyllinaloo l) 2 2. 15 C20H 34O 256 81

28 28. 43 十六酸 (H exadecano ic acid) 2 0. 99 C16H 31O 2 256 89

29 28. 70 十八酸 (O ctadecano ic acid) 2 0. 57 C16H 31O 2 28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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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应用“同时蒸馏2萃取装置”分别提取紫丁香

花和叶挥发油, 测定其含量, 分别为 1. 80% 和

1. 26%。采用气相色谱2质谱2计算机联用技术分

别对其挥发油中化学成分进行了分离。通过检索

N is 98 谱图库, 并结合标准质谱图和有关文献,

分别确认了 16 种和 23 种化学成分, 同时还运用

峰面积归一化法通过 G170LBA 化学工作站数

据处理系统, 求得各化学成分在挥发油中的相对

百分含量。这将为进一步开发利用紫丁香提供科

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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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 lys is of Vola tile Com ponen ts From Flower and L eaf

of Syr inga Obla ta L indl. by GCöM S

HU I R u i2hua, L I T ie2chun, HOU Dong2yan

(D ep artm en t of Chem istry , A nshan N orm al U n iversity , A nshan 114005, Ch ina)

Abstract: T he sim u ltaneou s d ist illa t ion2ex tracto r is u sed fo r ex tract ing the vo la t ile sub stances in

flow er and leaf of Syringa ob la ta lind l. T he average o il yields ob ta ined from the flow er and leaf are

1. 80% and 1. 26% , respect ively. T he six teen and tw en ty2th ree species of chem ica l com ponen ts in

flow er and leaf are iden t if ied by gas ch rom atography2m ass spectrom etry (GCöM S ). T he con ten ts

of the iden t if ied com pounds ex tracted from flow er and leaf are 95. 87% and 96. 70% of the to ta l

vo la t ile sub stances, respect ively.

Key words: m ass spectrom etry; ana lysis of vo la t ile sub stances of syringa ob la ta lind l. ; gas ch ro2

m atography2m ass spectrom etry (GCöM S) ; sim u ltaneou s d ist illa t ion2ex tract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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