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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5Y#65!!!文献标识码%D!!文章编号%’$$&+%""#!%$$5"增刊+’’5+$%

!!野 菊 花 为 菊 科 植 物 野 菊!-,465*1+,)?#?
&1<&’#?F6"的干燥头 状 花 序#该 植 物 广 布 于 我

国大部分地区#资源十分丰富(’)$已有文献报道

了 广 东 产 野 菊 花 和 广 西 产 野 菊 花 的 挥 发 油 成

分(%+!)$由于品种*气候条件的差异#不同产地的

野菊花的化学成分和药效有一定差异$本文对

河南野菊花的挥发油成分进行了分析$

C!实验材料和方法!
CDC!材料及挥发油的提取

野菊花采于河南大别山地区#经中国药材集

团 公 司 信 息 中 心 西 南 草 药 行 龙 行 超 经 理 鉴 定$
取干燥野菊花Y$E#置于挥发油提取器中#加入

适量蒸 馏 水#加 热 回 流 提 取">#蒸 出 的 含 油 水

液以乙醚萃取#乙醚相用无水硫酸钠干燥后回收

溶剂#得具有浓郁香味的淡黄色精油$6!%E$

CDK!O<"-?实验条件!
CDKDC!气 相 色 谱 条 件!DE12?<A+59"$色 谱 仪#
石英毛细管柱H*+Y,-!!$/d$6%Y//d$6%Y

#/"&程序升温#从5$f开 始 以&f’/1<的 速

度升至’!$f#恒温Y/1<后再以5f’/1<的

速度升温到%9$f&载 气!氦 气"流 速$6"/F’

/1<&进样量为$69#F&分流比为"l’$

C6K6K!质 谱 条 件!DE12?<A+Y"#!质 谱 仪#.(
源#电离电压#$?C&离子源温度%Y$f&四极杆

温度’5$f&扫描范围&$!&$$03/$

K!实验结果与讨论!!
河南野菊花挥发油的总离子流气相 色 谱 图

共有’’$余个峰#通过各个色谱峰相应质谱图的

计算机质谱数据系统检索#并参考保留时间及相

关文献资料(%+&)#共鉴定出9’个化合物!表’"$



以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出各组分的相对含量!鉴定

出的化合物含量占总挥发油的"!e"分离鉴定

的结果表明!河南野菊花挥发油的主要化学成分

为龙脑#’#6&Ye$%樟脑#’$6Y9e$%蛇床+5+烯+&+
醇#56#%e$%1+古巴烯+9+醇#Y6!%e$%杜 香 烯 氧

化物#&6!&e$等"
与相关文献&%+&’报 道 比 较!可 以 看 出 不 同

产地的野菊花挥发油的有效成分大致是相同的!
主要为单萜类和倍半萜类化合物"但是!由于产

地%加工%贮藏等因素的影响!挥发油含量和有效

成分的相对含量又存在差异"例如!广东产野菊

花主要含樟脑#!96%e$!龙脑#&’6%e$(广 西 产

野菊花主要成分为樟脑#!%6%e$%醋酸异龙脑酯

#&56$e$(而产于贵州的野菊花则主要含有棕榈

酸#Y6%e$和亚油酸#’56’e$"这些进一步说明

在开发利用野菊花资源时!品质和产地是一个值

得考虑的因素"

表C!河南野菊花挥发油化学成分分析结果

H*94$C!@)*425(5&$514%5+,%I$$55$)%(*4+(4,&+’,’#=)*!2’-.8.(!+(&8.!

+W)/1< 化合物名称 含量)e +W)/1< 化合物名称 含量)e +W)/1< 化合物名称 含量)e

&69’ 1+蒎烯 $6$9 ’#6’% 4+榄香烯 $6%! %56#$ 1+古巴烯+9+醇 Y6!%

Y6’! 莰烯 $6%5 ’#6Y# 罗汉柏烯 $6’# %56"9 ++古芸烯环氧化合物 $6&$

56$9 2+蒎烯 $6!& ’#6"& 古巴烯 $65’ %#6&9 2+广木香醇 ’6&9

#6’% 桉树脑 ’65% ’96&’ 大根香叶烯 Z 微量 %#659 卡拉烯环氧化合物 ’6%5

#699 ++松油烯 $6%5 ’96Y! 2+榄香烯 微量 %96&" U+杜松醇 !6#&

96"5 1+葑烷 $6’9 ’96#Y 香树素 $65Y %"6$5 蛇床+5+烯+&+醇 56#%

"6!# 侧柏酮 ’69# ’"6’! 二甲基丁香酚 $6Y! %"6%& 红没药烯氧化物 微量

’$6#& 樟脑 ’$6Y9 ’"6#’ 石竹烯 !6$9 %"6&5 香橙烯氧化物 ’6’&

’’69Y 龙脑 ’#6&Y ’"6"! 2+荜澄茄烯 $6’Y %"6"$ 杜香烯氧化物 &6!&

’%6$% 松油+&+醇 微量 %$6’& 1+香柠檬烯 $6$9 !$6#5 菊蓝烃 $69"

’%6&! 1+松油醇 ’69& %$6Y’ ++杜松烯 $6’% !’6’# 香附酮 $69!

’%6Y" 桃金娘烯醇 ’6$& %$6"" 1+石竹烯 微量 !!6$! 蛋白胨 $6%Y

’%69" 胡椒醇 $699 %’6%9 2+金合欢烯 %6Y! !&6’& 棕榈油酸甲酯 微量

’!6$5 菊烯醇 微量 %%6$5 芹子烯 微量 !&6Y# 棕榈酸甲酯 $6Y%

’!6’5 优香芹酮 微量 %%6’" 4+杜松烯 $6&’ !Y6&9 棕榈酸 $6!!

’!6%’ 香芹醇 $6%& %%6&! 1+荜澄茄烯 $6## !#6&Y 亚油酸甲酯 $6&5

’!6Y& 马鞭草烯醇乙酸酯 ’6%% %%655 1+姜黄烯 %6’# !#6Y5 亚麻酸甲酯 $6!$

’!6#Y &+甲基藜芦醚 $6%" %%6"Y 2+芹子烯 微量 !#6#Y 叶绿醇 $6’$

’&6%& 胡椒酮 微量 %!6’" 1+金合欢烯 ’65% !#6"% 硬脂酸甲酯 $6$%

’&6!5 菊烯醇乙酸酯 ’6Y! %!6#% 红没药烯 $6Y& !#6!% 亚油酸 $6&$

’&69$ 葛缕酮 微量 %&6$! %!5+二叔丁基+&+甲基酚 ’6’% !96!9 亚麻酸 $6!$

’Y6’# 龙脑乙酸酯 %6%" %&6’" 蓝桉醇 微量 !965Y 硬脂酸 $6$&

’Y6!# 侧柏醇乙酸酯 $6"Y %&6&5 金合欢醇 %6$% !"6$$ 正二十二烷 $6$!

’Y69& 百里香酚 $6!5 %Y6’Y 白菖 $6’" &$6&" 正二十三烷 $6%%

’56!# 金桃娘烯醇乙酸酯 $6YY %Y6&" 异香橙烯氧化物 $6#$ &’69# 正二十四烷 $6$’

’565# ++榄香烯 $6’& %Y6#% 石竹烯氧化物 $6"" &!6%% 正二十五烷 $6’’

’56"’ 1+古芸烯 $6&9 %56’& 2+檀香醇 $6Y% &Y6#& 正二十七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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