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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夷挥发油不同提取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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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超临界9F! 萃取’微波萃取’微波提取’超声波提取’回流提取和水蒸气蒸馏#种方法提取辛夷挥

发油$用正交实验法研究各种方法的最佳提取条件$并利用E9(=>分析了不同方法提取辛夷挥发油的化学

成分%结果显示#种提取方法的收率分别是I0C2e"超临界9F! 萃取#’C0%"e"微波提取#’!0&"e"微波萃

取#’!02"e"超声提取#’!0#"e"回流提取#’!0!2e"水蒸气蒸馏#$共确认出4!种 化 学 成 分$同 时 确 定 了 各

组分的百分含量$#种方法共有的主要成分为桉油精’樟脑’"$"$I$三甲基$C$环己烯基$%$甲醇’石竹烯’.K"N$

N#$%$甲基$4$亚甲基$2$"甲基乙基#$%$#$环癸二烯%

关键词!辛夷!挥发油!E9(=>!超临界9F! 萃取!微波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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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夷!M=5$%6$&%)5’$P5)Q,/E=4"为 木

兰科植物!=)M/.+*)1;);"望春花#玉兰或武当玉

兰的干燥花 蕾$产 于 四 川#湖 北#湖 南#河 北#河

南#陕西#甘肃等地%辛夷是名贵的中药材$具有

散风寒#通鼻窍的功能$用于风寒头痛#鼻塞#鼻

渊#鼻流浊涕等症$又是很好的香精原料$提取的

精油能用于食用香精#烟用香精和日化香精的生

产%辛夷的药用及香用的有效成分均为其所含

的挥发油$因其易挥发的特性$通常传统的汤剂

煎煮或水蒸气蒸馏工艺会导致其有效成分的损

失%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有的化学组分$提高

挥发油的品质$本文比较了用水蒸气蒸馏#微波

萃取#超临界9F! 萃 取 等#种 不 同 的 提 取 方 法

对辛夷挥发油的提取结果$同时对辛夷挥发油进

行了气相色谱$质谱分析%

=!实验部分

=>=!材料

湖北辛夷药材购于湖南中华国药局%

=>?!仪器!试剂

H+*M;/-#2&"E9&=>气 相 色 谱$质 谱 联 用

仪’美国 H+*M;/-公 司 产 品(JH$%!%$"4$"#超 临

界9F! 萃取装置’江苏南通华安产品(微波发生

器’用,?#4"L微波炉改装(bC!"">$V超声波发

生器’上海必信能超声有限公司产品(挥发油提

取器$回流装置$旋转蒸发仪$电子天平等%
试剂’正己烷$乙醇$石油醚$无水硫酸钠等$

均为分析纯%

=>@!气相色谱条件

色谱柱’JD$4=>石 英 毛 细 管 柱!C"(^
"0!4((^"0!4#("(升 温 程 序’4"_保 持%
(*/$以4_)(*/‘%升至2"_保持C(*/$以4
_)(*/‘%升 至%3"_$保 持C(*/$以2_)

(*/‘%升 至!2"_保 持%"(*/(载 气’J;(柱 前

压’2"ZD)(柱 流 量’%(])(*/‘%(进 样 量’"0!

#](进样口温度’!3"_(分流比4"a%%

=>H!质谱条件

离子 源 为 ’S(电 离 电 压’3";A(离 子 源 温

度’!3"_(质量扫描范围’?&@C"!I""(扫描周

期’%<%

=>I!提取方法

=>I>=!水蒸气蒸馏法!选定C因素!粉碎粒度#

浸泡时间#提 取 时 间"#C水 平 做 正 交 实 验$以 挥

发油的相对含量为考察指标%将%""M辛 夷 磨

碎后$用挥发油提取器进行提取$收集挥发油并

称重$挥发油为淡黄色$具有特殊香味$最高收率

为!0!2e!见表%"%

=0I0?!水回流法!选定C因素!粉碎粒度#提取

时间#浸泡时 间"#!水 平 做 正 交 实 验$以 挥 发 油

的相对含量为考察指标%将%""M辛夷磨 碎 后

进行提取$收集挥发油并称重$挥发油为淡黄色$
具有特殊香味$最高收率为!0#"e!见表!"%

=0I0@!超声波提取法!选定C因素!超声频率#
超声处理时 间#提 取 时 间"#C水 平 做 正 交 实 验$
以挥发油的相对含量为考察指标%将%""M辛

夷磨碎后置于烧杯中$加入3倍量的水$用超声

波振荡处理$冷却至室温$用I4_加热待完全浸

取出有效成分后$过滤收集挥发油并称重$挥发

油为淡黄色$具有特殊香味$最 高 收 率 为!02"e
!见表C"%

=0I0H!微波萃取法!选定C因素!浸泡时间#萃
取剂#辐照时 间"#C水 平 做 正 交 实 验$以 挥 发 油

的相对含量为考察指标%将%""M辛夷磨 碎 置

于烧瓶中$加2倍量溶剂$辐照#抽滤$用旋转蒸

发仪除去溶剂$离心干燥$收集挥发油并称重$挥
发油为 黄 褐 色$具 有 浓 郁 的 香 味$最 高 收 率 为

!0&"e!见表I"%

=0I0I!微波法提取!选定C因素!粉碎粒度#浸
泡时间#提取 时 间"#!水 平 做 正 交 实 验$以 挥 发

油的相对含量为考察指标%将4"M辛夷 磨 碎$
连接微波提取装置进行提取$提取完成后收集挥

发油称重$挥发油为淡黄色$具有特殊香味$最高

收率为C0%"e!见表4"%

=0I0U!超临界9F! 萃取!选定C因素!萃取压

力#分离温度#萃取时间"#C水平做正交实验$以

挥发油的相对含量为考察指标%将辛夷磨碎后

过筛!!"目"$将过筛后的%""M辛夷装入%]的

萃取罐内$超临界9F! 萃取$实验操作中9F! 流

量为!4ZM):‘%$解 析 斧&压 力3!2=D)$温

度#4_(解析斧’压力I!#=D)$温度C4_$
完成后收集称重$挥发油为黄褐色$具有特殊香

味$最高收率为I0C2e!见表#"%最佳实验参数

为’萃取压力%2=D)$萃取温度C4_$萃取时间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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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正交实验结果!=>I>="

A213,=!M,6$3#6’/’-#C’+’(23#,6#!=>I>="

B.0
粒度

E7)/6+)7*-@

浸泡时间

\6/Z;7

-*(;!:

提取时间

\*<-*++)-*./

-*(;!:

收率

T*;+L
!e

% 粉末 # I !0"C

! 粉末 %! # !0!2

C 粉末 !I 2 !0%3

I !" # # %023

4 !" %! 2 %0&&

# !" !I I %02!

3 I" # 2 %03#

2 I" %! I %0#I

& I" !I # %03!

:% !!%# %!2& %!2C

:! %!2& %!&3 %!&#

:C %!3" %!&" %!&3

- "0I4 "0"2 "0%I

表?!正交实验结果!=>I>?"

A213,?!M,6$3#6’/’-#C’+’(23#,6#!=>I>?"

B.0
粒度

E7)/6+)7*-@

提取时间

\*<-*++)-*./

-*(;!:

浸泡时间

\6/Z;7

-*(;!:

收率

T*;+L
!e

% 粉碎 C # !0"I

! 粉碎 I %! !0#"

C !" C %! !0!C

I !" I # !0!%

:% !!C! !!%I !!%C

:! !!!! !!I% !!I!

- "0%" "0!3 "0!&

表@!正交实验结果!=>I>@"

A213,@!M,6$3#6’/’-#C’+’(23#,6#!=>I>@"

B.0

频率

[7;Y6;/1@
!ZJR

超声时间

P+-7)<./*1

-*(;!(*/

提取时间

\*<-*++)-*./

-*(;!:

收率

T*;+L
!e

% I" %4 C !0I"

! I" !4 I !02"

C I" C4 4 !0#2

I C" %4 I !0IC

4 C" !4 4 !04%

# C" C4 C !0C#

3 !" %4 4 !0%!

2 !" !4 C !0%2

& !" C4 I !0"3

:% !!#C !!C! !!C%

:! !!IC !!4" !!IC

:C !!%! !!C3 !!II

- "04" "0%2 "0%C

表H!正交实验结果!=>I>H"

A213,H!M,6$3#6’/’-#C’+’(23#,6#!=>I>H"

B.0
萃取剂

>.+W;/-

浸泡时间

\6/Z;7

-*(;!:

辐照时间

G)L*1)+*R)-*./

-*(;!<

收率

T*;+L
!e

% 石油醚 I 4" "0#C

! 石油醚 # #" %0"3

C 石油醚 %! 3" "0&"

I 正己烷 # 4" !0%C

4 正己烷 %! #" !0&"

# 正己烷 I 3" !0C"

3 异丙醇 %! 4" %0C%

2 异丙醇 I #" %04!

& 异丙醇 # 3" %0"&

:% "023 %0C# %0I2

:! !0II %02C %0IC

:C %0C% %0IC %03"

- %042 "0I3 "0!3

表I!正交实验结果!=>I>I"

A213,I!M,6$3#6’/’-#C’+’(23#,6#!=>I>I"

B.0

粒度

E7)/6$

+)7*-@

浸泡时间

\6/Z;7

-*(;!:

辐照时间

G)L*1)+*R)-*./

-*(;!<

收率

T*;+L
!e

% 粉碎 %! %!"" !0I%

! 粉碎 !I %2"" !02#

C !" %! %2"" C0%"

I !" !I %!"" !042

:% !!#I !!34 !!3#

:! !!2I !!3! !!3!

- "0!" "0"! "0"I

表U!正交实验结果!=>I>U"

A213,U!M,6$3#6’/’-#C’+’(23#,6#!=>I>U"

B.0

萃取压力
’U-7)1-*./
?7;<<67;
!=D)

萃取温度
’U-7)1-*./
-;(?;7)-67;

!_

萃取时间
’U-7)1-*./
-*(;!(*/

收率
T*;+L
!e

% %# C4 #" !0!I

! %# I" &" !0!&

C %# I4 %!" C0"2

I %2 C4 &" I0C2

4 %2 I" %!" C0C3

# %2 I4 #" C0C#

3 !" C4 %!" I0%!

2 !" I" #" C0!&

& !" I4 &" C0C4

:% !!4I C!42 !!&#

:! C!3" !!&2 C!CI

:C C!4& C!!# C!4!

- %0%# "0#"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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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正交实验的结果

正交实验结果可参看表%!#!表中的:%"

:!":C 为相应水平的萃取率总和#-为极差#即

-d:()U‘:(*/#根据这两项数据可得到各方法

的最佳实验参数!方法%的最佳实验参数为$粉
末%未过筛&"浸泡%!:"提取时间为#:’方法!
的最佳实验参数 为$提 取 时 间I:#浸 泡 时 间%!
:’方法C的最佳实验参数为$超声频率I"ZJR"
超声处理时间!4(*/"粉碎"提取时间I:’方法

I的最佳实验参 数 为$浸 泡 时 间%!:"萃 取 剂 为

正己烷"微波辐射时间#"<’方法4的最佳实验

参数为$粉 碎 浸 泡 时 间%!:"微 波 提 取 时 间C"
(*/’方 法#的 最 佳 实 验 参 数 为$萃 取 压 力%2
=D)#萃取 温 度C4_#萃 取 时 间 为&"(*/!在

最佳实验条件下#各种方法提取辛夷挥发油的得

油率及性状列于3!

?>?!78!4"分析

取"0!#]辛夷挥发油#用气相色谱$质谱联

用仪进行分 析 鉴 定!#种 方 法 提 取 辛 夷 挥 发 油

的总离子流 图 示 于 图%!所 得 组 分 质 谱 图 通 过

计算 机 数 据 库 检 索#并 与 标 准 图 谱 核 对##种 方

法提取的辛夷挥发油共鉴定出4!种组分!用峰

面积归一法分别对其进行定量分析#测得各化学

组分在挥发油中的相对百分含量#将结果列于表

2!

?>@!讨论

?>@>=!利用了#种方法提取辛夷挥发油#其他

4种方法提 取 的 挥 发 油 从 外 观 性 状 上 优 于 微 波

萃取的!超 临 界 9F! 萃 取 具 有 操 作 接 近 于 室

温"无毒"无溶剂残留等优点#因此也更能保持挥

发油的天然性#最高收率达I0C2e’微波萃取法

表V!U种方法的得油率及性状

A213,V!‘*,3%62(%:C2-2:#,-6’/G’32#*3,

’*3,Y#-2:#,%<*#C%*//,-,(#D,#C’%6

方法

=;-:.L

性状

9:)7)1-;7

时间

-*(;

收率

T*;+L(e

% 乳白 #: !0!2

! 淡黄 I: !0#"

C 浅黄 I: !02"

I 黄褐 &"< !0&"

4 浅黄 C"(*/ C0%"

# 黄褐 &"(*/ I0C2

图=!U种方法提取辛夷挥发油的总离子流图

%)水蒸气蒸馏’!)回流提取’C)超声提取’I)微波提取’4)超临界9F! 萃取’#)微波萃取

)*+>=!AB8’/#C,G’32#*3,’*3/-’D-./&01&203/%&!/34#"5.6<*#CUD,#C’%6
%)>-;)(L*<-*++)-*./’!)G;M67M*-)-*./L*<-*++)-*./’C)P+-7)<./*1L*<-*++)-*./’

I)=*17.()W;L*<-*++)-*./’4)>[’$9F!’#)=*17.()W;;U-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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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取效率最高!提取时间仅需&"<!但此法需

要使 用 有 机 试 剂!生 产 成 本 会 高 于 其 他4种 方

法"微波提取法收率也较水蒸气蒸馏有了很大提

高!并且操作方便!装置简单"超声提取可以不需

要浸泡步骤!设备简单并且价格便宜!同水蒸气

和回流法相比也更加省时高效"回流法比水蒸气

提取收率略高!而传统的水蒸气蒸馏法!因其加

热时间长!提取温度高!易使对热不稳定的挥发

油成分发生分解!收率为#种方法中最低的!仅

为!0!2e#

?0@0?!通 过 E9$=>分 析!#种 方 法 提 取 的 辛

夷挥发油共 鉴 定 出4!种 组 分!列 于 表2#其 中

水蒸气蒸馏所得辛夷挥发油共分离出4C个峰!

所得组分质谱图经计算机检索并参照标准谱图!
鉴定出CI种成分!占挥发油总含量的&40!4e"
回流法所得辛夷挥发油共分离出I&个峰!鉴定

出C4种成分!占挥发油总含量的&I0&"e"超声

提取所得辛夷挥发油共分离出3!个峰!鉴定出

I3种成分!占挥发油总含量 的&40I3e"微 波 萃

取所得辛夷挥发油共分离出2%个峰!鉴定出I&
种成分!占 挥 发 油 总 含 量 的&I0&#e"微 波 提 取

所得辛夷挥发油共分离出#%个峰!鉴定出I4种

成分!占 挥 发 油 总 含 量 的&4024e"超 临 界 萃 取

所得辛夷挥发油共分离出3I个峰!鉴定出I!种

成分!占挥发油总含量的&%0#&e#

表]!不同方法提取的辛夷挥发油化学成分分析结果

A213,]!9(23&#*:23-,6$3#6’/:C,D*:23:’D.’(,(#6’/#C,G’32#*3,’*3,Y#-2:#,%<*#C%*//,-,(#D,#C’%6

/-’D#C,-./&01&203/%&!/34#"5.6

序号

B.0

化合物

9.(?.6/L

分子式

=.+;16+)7

8.7(6+)

保留时间

+G$(*/

相对百分含量G;+)-*W;1./-;/-$e

% ! C I 4 #

相似度

>*(*+)7*-@
$e

%
!$甲基$4$%%$甲基乙基&$双环’C0%0"($六碳$!$烯

!$=;-:@+$4$%%$(;-:@+;-:@+&$X*1@1+.’C0%0"(:;U$!$;/;
9%"J%# #0II "0!& "0!& "0!" "0%! "0!4 ) &2

! "K蒎烯"$D*/;/; 9%"J%# #0#% I0!I I03& I0%4 !0#2 I0I! "0!4 &3

C 莰烯 9)(?:;/; 9%"J%# 30"" !03I C0"" !0#3 %043 !042 "0!" &2

I !K水芹烯!KD:;++)/L7;/; 9%"J%# 30#3 I03C #0#4 #0CC 40II 40&2 "04& &I

4 !K蒎烯!$D*/;/; 9%"J%# 3033 &0!2 &0I4 203" #0!3 &0%& "0&! &3

# !K月桂烯!$=@71;/; 9%"J%# 20%2 "02# %0%C "023 "03" "0&I ) &C

3 %j&$I$蒈烯 %j&$I$9)7;/; 9%"J%# &0"2 "03I "04I "0C# "0%% "04% ) &#

2
%$甲基$!$%%$甲基乙基&$苯

%$=;-:@+$!$%%$(;-:@+;-:@+&$X;/R;/;
9%"J%I &0C2 "0#& "0#C "04C "0I! "043 ) &I

& %K柠檬油精%$]*(./;/; 9%"J%# &04I C0C& ) ) !044 C0"& "0!& &4

%" 桉油精 ’61)+@?-.+ 9%"J%2F &0#I !303"!40#4!40%&%#0%4!C0%" #04! &&

%%
顺式$C!3$二甲基$%!C!#$辛三烯

%R&$C!3$\*(;-:@+$%!C!#$.1-)-7*;/;
9%"J%# %"0C4 ) ) "0"3 "0"3 "0"2 ) &!

%!
%$甲基$I$%甲基乙基&$%!I$环己二烯

%$=;-:@+$I$%%$(;-:@+;-:@+&$%!I$1@1+.:;U)L*;/;
9%"J%# %"03& %0CI %0"3 "033 "0C2 "0&& "0%" &#

%C 顺式$!K松油醇0’.K!$V;7?*/;.+ 9%"J%2F %%0%C "0!& "0CI "04! "0## "0C4 "04" &I

%I
%$甲基$I$%%$甲基乙基&$环己烯

%$=;-:@+$I$%%$(;-:@+;-:@+&$1@1+.:;U;/;
9%"J%# %%0&I "03" "04& "0I2 "0C% "04I "0"& 2&

%4 反式$!$松油醇+/$%.K!$V;7?*/;.+ 9%"J%2F %!0!& ) "0!% "0CI "0C3 "0!C "0C4 &4

%#
C!3$二甲基$%!#$辛二烯$C$醇

C!3$\*(;-:@+$%!#$.1-)L*;/$C$.+
9%"J%2F %!0C3 !04I %02# %024 %0!3 %0&& %0"3 &4

%3 樟脑 9)(?:.7 9%"J%#F %C0&! %%0I# 2024 &0"! #04% 20!% I0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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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B.0

化合物

9.(?.6/L

分子式

=.+;16+)7

8.7(6+)

保留时间

+G!(*/

相对百分含量G;+)-*W;1./-;/-!e

% ! C I 4 #

相似度

>*(*+)7*-@
!e

%2
-KIK甲基K%K"甲基乙基#KCK环己烯K%K醇

-$I$=;-:@+$%$"%$(;-:@+;-:@+#$C$1@1+.:;U;/;$%$.+
9%"J%2F %40"" !0!C %0I! "0&3 "0%3 %0I" "0%I &#

%&
"$"$IK三甲基KCK环己烯基K%K甲醇

"$"$I$V7*(;-:@+$C$1@1+.:;U;/;$%$(;-:)/.+
9%"J%2F %40I! 40&" I0C4 I0I# C0!! I02I C0&3 &C

!" C$3$二甲基$#$辛烯$%$醇C$3$\*(;-:@+$#$.1-;/$%$.+ 9%"J!"F %#04! % "0!! "0%# "0"4 "0!% % &I

!%
C$3$二甲基$!$#$辛二烯$%$醇

C$3$\*(;-:@+$!$#$.1-)L*;/%$%$.+
9%"J%2F %30!4 "0!C "0!C "0%4 "0%! "0!C % 23

!! 醋酸冰片酯b.7/@+)1;-)-; 9%!J!"F %20%% "02# "02" "03I "0#3 "0&3 "044 &&

!C !$十一酮!$P/L;1)/./; 9%%J%!F %20!2 % % "0"4 "0"I % % &#

!I

I$乙烯基$I$甲基$C$"%$甲基乙烯基#$%$"%$甲 基 乙 基#$环

己 烯 I$’-:;/@+$I$(;-:@+$C$"%$(;-:@+;-:;/@+#$%$"%$

(;-:@+;-:@+#$1@1+.:;U;/;

9%!J!" %&0IC % % % % % "0%C &&

!4 "K荜澄茄油烯"$96X;X;/;&2 9%4J!I %&03! % % "0%C "0%C "0%I "0%4 &4

!# 咕巴 9.?);/; 9%4J!I !"03% "0CI "0!2 "0I! "0I" "0I" "04C &#

!3 石竹烯 9)7@.?:@++;/;&C 9%4J!I !%0I! !0!3 !0!! C0!% I0!# C0%! 40#3 &2

!2 #K榄香烯#$’+;(;/;&C 9%4J!I !%043 % % "0%" "0"2 "0%" "0%3 &#

!& 反式$"K香柠檬烯+/$%.K"$b;7M)(.-;/; 9%4J!I !%03C % % "0%! "0%2 "0%! "0!I &#

C"
反式$3$%%$二甲基$C$亚甲基$%$#$%"$十二碳三烯

"N#$3$%%$\*(;-:@+$C$(;-:@+;/;$%$#$%"$L.L;1)-7*;/;
9%4J!I !!0%3 "023 "0&4 %0C! %0&" %0!% C0"4 &C

C% 香橙烯 H7.()L;/L7;/; 9%4J!I !!0IC % "0!C "0C! "0C# "0C" "03C &2

C!

%$!$C$I)$4$#$2)$八 氢$3$甲 基$I$亚 甲 基$%$"%0"$I)0($

2)0"#$萘 %$!$C$I$I)$4$#$2)$F1-):@L7.$3$(;-:@+$I$

(;-:@+;/;$%$"%$(;-:@+;-:@+#$"%0"$I)0"$2)0"#$/)?:$

-:)+;/;

9%4J!I !!0#3 "0C3 "0C3 "0II "0C& "0I# "034 &3

CC

.K"N$N#$%$甲基$4$亚甲基$2$"甲基乙基#$%$#$环癸二烯

&.K"N$N#’$%$=;-:@+$4$(;-:@+;/;$2$"%$(;-:@+;-:@+#$%$

#$1@1+.L;1)L*;/;

9%4J!I !!03& !0!2 !033 I0C2 30&& C0I3 %%023 &#

CI

!$#$二甲基$#"I$甲 基$C$戊 烯 基#$双 环&C0%0%’$七 碳$!$
烯!$#$\*(;-:@+$#$"I$(;-:@+$C$?;/-;/@+#$X*1@1+.&C0%0

%’:;?-$!$;/;

9%4J!I !!0&2 "0I& "04! "03& %0%# "03I %0#2 &3

C4 双环大根香叶烯b*1@1+.M;7()17;/; 9%4J!I !C0%! % "0!% "0!2 "0C& "0!C "02% &I

C#

%$!$I)$4$#$2)$六 氢$I$3$二 甲 基$%$"%$甲 基 乙 基#$"%0

"$I)0"$2)0"#$萘%$!$I)$4$#$2)$J;U):@L7.$I$3$L*(;$

-:@+$%$"%$(;-:@+;-:@+#$"%0"$I)0"$2)0"#$/)?:-:)+;/

9%4J!I !C0%3 "04C "042 "0#I "0CI "0#2 "0#! &2

C3 "K金合欢烯"K[)7/;<;/; 9%4J!I !C0!3 % % "0I! "0#" "0CC %0%C &3

C2
!$异丙基$4$甲基$&$亚甲基$双环&I0I0"’$十 碳$%$烯!$S$

<.?7.?@+$4$(;-:@+$&$(;-:@+;/;$X*1@1+.&I0I0"’L;1$%$;/;
9%4J!I !C0I2 "03C "02I %0%# %0!" %0%2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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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B.0

化合物

9.(?.6/L

分子式

=.+;16+)7

8.7(6+)

保留时间

+G!(*/

相对百分含量G;+)-*W;1./-;/-!e

% ! C I 4 #

相似度

>*(*+)7*-@
!e

C&

%"!"C"4"#"2)$六 氢$I"3$二 甲 基$%$#%$甲 基 乙 基$$#%"$
顺式$$萘%"!"C"4"#"2)$J;U):@L7.$I"3$L*(;-:@+$%$#%$

(;-:@+;-:@+$$#%"K0’.$$/)?:-:)+;/;

9%4J!I !C0## !0!# !03C !032 "0&! !0&3 %0&2 &3

I" 白菖油枯化氧化物 9)+)7;/;;?.U*L; 9%4J!IF !I0!2 % % "0"4 "0"# % % 2#

I%
C"3"%%$三甲基$%"#"%"$十二碳 三 烯$C$醇C"3"%%$V7*($

;-:@+$%"#"%"$L.L;1)-7*;/$C$.+
9%4J!#F !I0I% "02% %0%3 %0"! %0"C "0&# !04# &!

I!

%)"!"C"4"#"3"3)"3X$八 氢$%"%"3"3)$四 甲 基$&%)G$
#%)0""30""3)0""3X0"$’$%J$环丙烷基&)’萘%)"!"C"4"

#"3"3)"3X$F1-):@L7.$%"%"3"3)$-;-7)(;-:@+$&%)G$#%)0

""30""3)0""3X0"$’$%J$1@1+.?7.?)&)’/)?:-:)+;/;

9%4J!# !I0#& % % "0%% "0I2 "0"3 "02& &4

IC
%$羟基$%"3$二甲基$I$异丙基$!"3$环癸二烯%$J@L7.U@$

%"3$L*(;-:@+$I$*<.?7.?@+$!"3$1@1+.L;1)L*;/;
9%4J!#F !I03# "0II %0"# %03C %%0%% "0&% %&03& &4

II #$$$斯巴醇 #$$$>?)-:6+;/.+ 9%4J!IF !I02" % "0%3 "0%# % "0%4 % &4

I4 石竹烯氧化物 9)7@.?:@++;/;.U*L; 9%4J!IF !I0&C "0!# "0C# "0C& "0I4 "0C& "03& &#

I# &K杜松醇&$9)L*/.+ 9%4J!#F !#0%C "02# %0C4 %0CI "0I& %0CC %0"# &"

I3 "K杜松醇"$9)L*/.+ 9%4J!#F !#0II "02C %04C %04I "0I& %0I3 "03& &2

I2
C"3"%%$三甲基$!"#"%"$十二碳三烯$%$醇

C"3"%%$V7*(;-:@+$!"#"%"$L.L;1)-7*;/$%$.+
9%4J!#F !3023 % % "0"# "0C4 % "0!C &%

I& 金合欢醇[)7/;<.+ 9%4J!#F !20"4 %03" 40!4 C03& #042 I0!3 %%03! &I

4"

#N"N$$C"3"%%$三 甲 基$乙 酸$!"#"%"$十 二 碳 三 烯$%$醇

#N"N$$C"3"%%$V7*(;-:@+$)1;-)-;"!"#"%"$L.L;1)-7*;/$

%$.+

9%3J!2F! C%02C % % % "0!& % "0!2 &I

4% 棕榈酸 J;U)L;1)/.*1)1*L 9%#J!!FI CI0&C % % % %0&2 % "0%# &#

4!
&"%!$十碳二烯酸乙酯

&"%!$F1-)L;1)L*;/.*1)1*L;-:@+;<-;7
9!"JC#F! C20&I % % % % % %0!4 &&

?0@0@!辛夷挥发油的化学成分较复杂"不同方

法所得挥发油的化学成分不尽相同"而且即使相

同的成分含量也存在差别(其中超临界9F! 萃

取与微波萃取的辛夷挥发油化学成分较为接近"
色谱峰主要集中在!"!C"(*/之 间"但 相 对 含

量有些差异)超声波提取与微波提取的辛夷挥发

油 化 学 成 分 较 为 接 近"色 谱 峰 主 要 集 中 在%4
(*/之前"其相对含量也有一定差异)水蒸 气 蒸

馏与回流提取的辛夷挥发油化学成分较为接近"
色谱峰也主要集中 在%4(*/之 前"相 对 含 量 也

有一定差异(例如桉油精的含量在=0I0=方法

中最 大 达 到!303"e"在=0I0H方 法 中 只 有

%#0%4e)而金合欢醇的含量在=0I0=方 法 只 有

%03"e"但在=0I0U方 法 中 金 合 欢 醇 的 含 量 有

%%03!e(将几种方法提取的挥发油主要化学成

分列于表&"#种方法提取的辛夷挥发油中共有

的成分为桉油精*樟脑*""""I$三 甲 基$C$环 己 烯

基$%$甲醇*石竹烯*.K#N"N$$%$甲基$4$亚甲基$2$
#甲基乙基$$%"#$环癸二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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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几种方法提取的挥发油主要化学成分

A213,\!AC,D2L’-:’D.’(,(#6’/#C,G’32#*3,’*3*(#C,-./&01&203/%&!/34#"5.6

序号

B.0

主要成分

=)*/1.(?.6/L<
# I C 4 ! %

% "K蒎烯"$D*/;/; ! 有 有 有 有 有

! 莰烯9)(?:;/; ! ! 有 有 有 有

C !K水芹烯!$D:;++)/L7;/; ! 有 有 有 有 有

I !K蒎烯!$D*/;/; ! 有 有 有 有 有

4 %K柠檬油精%$]*(./;/; ! 有 ! 有 ! 有

# 桉油精’61)+@?-.+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3 C"3$二甲基$%"#$辛二烯$C$醇C"3$\*(;-:@+$%"#$.1-)L*;/$C$.+ ! ! 有 ! ! 有

2 樟脑9)(?:.7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 """"IK三甲基KCK环己烯基K%K甲醇""""I$V7*(;-:@+$C$1@1+.:;U;/;$%$(;-:)/.+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 石竹烯9)7@.?:@++;/;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
RK3"%%K二甲基KCK亚甲基K%"#"%"K十二碳三烯

#R$$3"%%$\*(;-:@+$C$(;-:@+;/;$%"#"%"$L.L;1)-7*;/;
有 有 ! ! ! !

%! .K#N"N$$%$甲基$4$亚甲基$2$#甲基乙基$$%"#$环癸二烯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K#N"N$&$%$=;-:@+$4$(;-:@+;/;$2$#%$(;-:@+;-:@+$$%"#$1@1+.L;1)L*;/;

%C !$异丙基$4$甲基$&$亚甲基$双环%I0I0"&$十碳$%$烯 有 ! ! ! ! !

!$S<.?7.?@+$4$(;-:@+$&$(;-:@+;/;$X*1@1+.%I0I0"&L;1$%$;/;

%I %"!"C"4"#"2)$六氢$I"3$二甲基$%$#%$甲基乙基$$#%"$顺式$$萘 有 ! 有 有 有 有

%"!"C"4"#"2)$J;U):@L7.$I"3$L*(;-:@+$%$#%$(;-:@+;-:@+$$#%"K0’.$$/)?:-:)+;/;

%4
C"3"%%$三甲基$%"#"%"$十二碳三烯$C$醇

C"3"%%$V7*(;-:@+$%"#"%"$L.L;1)-7*;/$C$.+
有 ! ! ! ! !

%#
%$羟基$%"3$二甲基$I$异丙基$!"3$环癸二烯

%$J@L7.U@$%"3$L*(;-:@+$I$*<.?7.?@+$!"3$1@1+.L;1)L*;/;
有 有 ! ! ! !

%3 金合欢醇[)7/;<.+ 有 有 有 有 有 !

!!综合上述分析"辛夷的化学组成很复杂"提

取的方法不同"所得挥发油的成分’含量都有差

异"据此"可以推测各种方法所提取挥发油的药

效作用以及作用大小也应该有所不同(但是"在
体内到底是哪一些化合物有药效"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本文通过E9)=>分析"对#种方法提取

的辛夷挥发油进行了定性’定量分析"对各种方

法进行了比较讨论"为进一步合理开发利用辛夷

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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