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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相色谱!质谱法分析湖南产阔叶箬竹叶挥发油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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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阔叶箬竹叶挥发油$用乙醚作溶 剂 多 次 萃 取$利 用 气 相 色 谱$质 谱 分 析$共 鉴 定

出I4种化 合 物$占 色 谱 总 流 出 峰 面 积 的 #!0C#e$其 中 相 对 含 量 较 高 的 化 合 物 主 要 是 烷 烃 化 合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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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箬叶 为 禾 本 科!O/$?’%$5,."竹 亚 科!E$?K
>=.)’4,$,"箬竹属!(%4)0$5$?=."植物叶的总称#
箬竹属约有!"种以上植物!现已知有!!种#变

种"均产于我国$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各省区%%&#
箬叶 叶 片 宽 大$具 有 医 疗 功 能 和 防 腐 保 鲜 作

用%!&$常用来包裹糯米制成粽子#采用不同方法

从鄂西恩施地区野生箬叶中提取的多糖对四氯

化碳致小鼠肝损伤有着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并
对艾滋病病毒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C$I&#

关于箬叶化学成分的研究$已有对箬叶中含

有维 生 素’氨 基 酸 和 矿 物 质%4&’茶 多 酚%#&’多

糖%3&$黄 酮 类 物 质%2&和 芳 香 成 分%&$%"&的 报 道$目

前未发现对湖南产箬叶的研究#本工作利用气

相色谱$质谱 !E9(=>"法对水蒸气蒸馏法提取

的湖南产阔叶箬竹叶挥发油进行分析$并与已报

道的湖北产箬竹!(%4)0$5$?=.+,..,55$+=."叶挥

发油和浙 江 产 阔 叶 箬 竹!(%4)0$5$?=.5$+’2)5’K
=."叶挥发油进行比较$从 而 发 现 不 同 产 地 箬 叶

挥发油组成的差异#

=!实!验

=>=!主要仪器与药品

E9(=>!JD#2&"E9$JD4&3C=>"联 用 分

析仪)G’$4!HH型旋转蒸发仪*上海亚荣生化仪

器厂产品)无水乙醚’无水硫酸钠’氯化钠等试剂

均为 H0G)阔 叶 箬 竹!(%4)0$5$?=.5$+’2)5’=."
叶于!""4年3月采自湖南株洲$经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植物教研室鉴定确认#

=>?!挥发油的提取

叶样用自来水洗净$自然晾 干$用 粉 碎 机 粉

碎$过%2目筛#称 取I""M粉 碎 后 的 干 箬 叶 分

别装入两个%"""(]圆底烧瓶中$各加34"(]
蒸馏水$在电热套上小火加热煮沸回流$回流时

冷凝管上口接一气体吸收装置$装置下端伸入装

有少量水!水 面 覆 盖 一 层 乙 醚"的!4"(]小 口

瓶内以吸收回流过程中挥发出来的少量气体$防
止芳香成分损失#考虑到乙醚易挥发$故将小口

瓶置于冰水 浴 中#回 流 过 程 中 补 加!""(]蒸

馏水$回流%:后$改成蒸馏装置$尾接管伸入盛

有少量乙醚的!4"(]小口瓶内!小口瓶置于冰

水浴 中"$缓 慢 蒸 馏#当 收 集 到 的 馏 出 液 达 到

!4"(]时$停 止 蒸 馏$合 并 馏 出 液 和 气 体 吸 收

液$加B)9+固体至饱和$于#!2_冰箱中贮藏

过夜后$用乙醚萃取I次$合并萃取液$加无水硫

酸钠干燥$用 旋 转 蒸 发 仪 蒸 发 回 收 乙 醚$得 到%
(]左右 具 有 浓 郁 芳 香 气 味 的 淡 黄 色 液 体$用

E9(=>联用分析仪测定挥发油成分#

=>@!气相色谱!质谱分析条件

!%"气相色谱条件!色 谱 柱*JD$4=>弹 性

毛细柱!C"( !̂4"(( "̂0!4#(")升温程序*

#"_保持!(*/$以4_+(*/‘%升至!I"_)载
气*J;)进样量*%#])流速*%(]+(*/‘%$分流

比%"a%#
!!"质 谱 条 件!电 离 方 式 ’S$质 量 扫 描 范

围*?(@I"!2""#

?!结果与讨论

用气相色谱$质谱仪对阔叶箬竹叶挥发油中

挥发性成分进行了分析测定$其总离子流图示于

图%#

!!对各个色谱峰进行质谱扫描后得质谱图$经

B*<-&2标准谱 库 检 索 确 定 化 学 组 成$采 用 峰 面

积归一化法确定各组成在挥发油中的相对含量$
结果列于表%#

从阔叶箬竹叶挥发油中共鉴定出I4种化合

物$占 峰 面 积 的#!0C#e$其 中 烷 烃 类 物 质%I
种$占!&0%4e)酮类物质%!种$占#04#e)醛类

物 质 & 种$占 %30"2e)醇 类 物 质 4 种$占

#0%"e)酚类 物 质%种$占"0%Ie)腈 类 物 质%
种$占"0"3e)羧酸类物质!种$占!0##e)杂环

化合物类%种$占"0#"e#

I4种已知成分中相对含量较高的化合物为

烷烃化合物!!&0%4e"’己 醛!%%0!"e"’苯 甲 醇

!C0!#e"’4$#$3$3)$四 氢 化$I$I$3)$三 甲 基$
!!IJ"$苯 并 呋 喃 酮 !%0&Ie"’!$己 烯 醛

!%0&!e"’棕榈酸!%034e"’苯乙醇!%03%e"’苯
甲醛!%0#!e"’"紫 罗 兰 酮!%0CIe"及!!CJ"$
苯 并 噻 唑 酮 !%0!4e"等$共 计 占 峰 面 积 的

440%Ie#烷烃 化 合 物 一 般 没 有 香 味 或 香 味 较

弱$可以不考虑它们的香气贡献$己醛’苯 甲 醇’
苯乙醇’苯甲醛和"紫罗兰酮都是天然存在于植

物体中的香料$它们是箬叶香气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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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阔叶箬竹叶挥发油总离子流色谱图

)*+>=!A’#23*’(:$--,(#:C-’D2#’+-2D’/#C,,66,(#*23’*36/-’D9063)&/&+.$/&*%(3/%.$3,2G,6

表=!阔叶箬竹叶挥发油的化学成分和相对百分含量

A213,=!AC,:C,D*:23:’D.’(,(#62(%-,32#*G,:’(#,(#’/#C,,66,(#*23’*36/-’D9063)&/&+.$/&*%(3/%.$3,2G,6

序号

B.0

化合物

9.(?.6/L

分子式

=.+;16+)7

8.7(6+)

相对分子

质量!G;+)-*W;

(.+;16+)7()<<

保留时间

+G!(*/

相对含量

G;+)-*W;

1./-;/-!e

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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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己醛 J;U)/)+ 9#J%!F %"" C0I% %%0!" &2

! 糠醛[67867)+ 94JIF! &# C0#" "0#& &#

C !$己烯醛!$J;U;/)+ 9#J%"F &2 C02& %0&! &#

I "N#$!$己烯$%$醇 "N#$!$J;U;/$%$.+ 9#J%!F %"" I0%I "0#" &4

4 !$庚酮!$J;?-)/./; 93J%IF %%I I044 "0"& &I

# 环己酮9@1+.:;U)/./; 9#J%"F &2 I0## "0"I &C

3 庚醛 J;?-)/)+ 93J%IF %%I I03# "0"! &I

2 !$甲基$!$环戊烯$%$酮!$=;-:@+$!$1@1+.?;/-;/$%$./; 9#J2F &# I0&4 "0%" &C

& 苯甲醛b;/R)+L;:@L; 93J#F %"# #0%I %0#! &4

%" 苯甲醇b;/R@+)+1.:.+ 93J2F %"2 20!% C0!# &"

%% 苯乙醛b;/R;/;)1;-)+L;:@L; 92J2F %!" 20CC "03& &%

%!
!$I$I$三甲基$环己二烯$!$烯$%$醇

!$I$I$V7*(;-:@+$1@1+.:;U$!$;/$%$.+
9&J%#F %I" 204I "0!3 &4

%C
4$乙基二氢$!"CJ#$呋喃酮

4$’-:@+L*:@L7.$!"CJ#$867)/./;
9#J%"F! %%I 20## "044 &%

%I 苯乙酮 H1;-.?:;/./; 92J2F %!" 20&C "0%" &#

%4 !$甲氧基苯酚!$=;-:.U@$?:;/.+ 93J2F! %!I &043 "0%I &2

%# 苯乙醇D:;/@+;-:@+)+1.:.+ 92J%"F %!! %"0C" %03% &C

%3 苯甲腈b;/R@+/*-7*+; 92J3B %%3 %"0&4 "0"3 &I

%2
!$#$#$三甲基$!$环己烯$%$I$二酮

!$#$#$V7*(;-:@+$!$1@1+.:;U;/;$%$I$L*./;
9&J%!F! %4! %%0"4 "0C! &C

%&
!$#$#$三甲基$%$C$环己二烯基$甲醛!$#$#$V7*(;-:$

@+$%$C$1@1+.:;U)L*;/;$%$1)7X.U)+L;:@L;
9%"J%IF %4" %!0#" "0!" &I

!"
!$#$#$三甲基$%$环己烯基$甲醛

!$#$#$V7*(;-:@+$%$1@1+.:;U;/;$%$1)7X.U)+L;:@L;
9%"J%#F %4! %C0%3 "0!2 &3

!% 苯并噻唑b;/R.-:*)R.+; 93J4B> %C4 %C0C!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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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B.0

化合物

9.(?.6/L

分子式

=.+;16+)7

8.7(6+)

相对分子

质量!G;+)-*W;

(.+;16+)7()<<

保留时间

+G!(*/

相对含量

G;+)-*W;

1./-;/-!e

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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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三 甲 基$%$C$环 己 二 烯 基#$!$丁 烯$%$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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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6-;/$+$./;

9%CJ%2F %&" %304# "0C4 &%

!C 香子兰醛 A)/*++*/ 92J2FC %4! %20%2 "0C2 &C

!I
"紫罗 兰 酮"N#$I$"!$#$#$V7*(;-:@+$!$1@1+.:;U;/$%$

@+#$C$X6-;/$!$./;
9%CJ!"F %&! %20#2 %0CI &I

!4 !紫 罗 兰 酮"N#$I$"!$#$#$V7*(;-:@+$%$1@1+.:;U;/$%$

@+#$C$X6-;/$!$./;
9%CJ!F %&! !"043 "0%# &4

!#

4$#$3$3)$四氢化$I$I$3)$三 甲 基$!"IJ#$苯 并 呋 喃 酮

4$#$3$3)$V;-7):@L7.$I$I$3)$-7*(;-:@+$!"IJ#$

X;/R.867)/./;

9%%J%#F! %2" !%0CC %0&I &!

!3 十二烷酸 \.L;1)/.*1)1*L 9%!J!IF! !"" !!0%% "0&% &!

!2 20!0J$雪松$2$醇20!0J$9;L7)/$2$.+ 9%4J!#F !!! !!0&! "0!# &%

!& !"CJ#$苯并噻唑酮!"CJ#$b;/R.-:*)R.+./; 93J4BF> %4% !I0&! %0!4 &!

C" 十八烷 F1-)L;1)/; 9%2JC2 !4I !30"4 "0%! &C

C%
"%"$!!$4"#$!$#$#三甲基$二环%C0%0%&庚烷

"%"$!!$4"#$!$#$#$V7*(;-:@+$*1@1+.%C0%0%&:;?-)/;
9%"J%2 %C2 !3023 "0%2 &4

C!
#$%"$%I$三甲基$!$十五烷酮

#$%"$%I$V7*(;-:@+$!$?;/-)L;1)/./;
9%2JC#F !#2 !20"! "0CC &#

CC 十九烷 B./)L;1)/; 9%&JI" !#2 !&0"& "0!! &C

CI 棕榈酸%$J;U)L;1)/.*1)1*L 9%#JC!F! !4# C"0I2 %034 &4

C4 二十烷’*1.<)/; 9!"JI! !2! C%0"C "0IC &"

C# 二十一烷 J;/;*1.<)/; 9!%JII !&# C!0&" "03I &C

C3 二十二烷 \.1.<)/ 9!!JI# C%" CI0#& %0C2 &I

C2 !$#$%"$三甲基十五烷!$#$%"$V7*(;-:@+$?;/-)L;1)/; 9%2JC2 !4I C#0I% %04% &I

C& 2$己基十五烷2$J;U@+?;/-)L;1)/; 9!%JII !&# C20"# %0&! &#

I" 二十五烷D;/-)1.<)/; 9!4J4! C4! C&02& !0&" &!

I% 3$己基$十八烷3$J;U@+.1-)L;1)/; 9!IJ4" CC2 I!0%I 30%4 &!

I! 二十七烷 J;?-)1.<)/; 9!3J4# C2" II0%" C0I& &"

IC 二十八烷 F1-)1.<)/; 9!2J42 C&I I20#C C0I" &I

II 3$己基二十烷3$J;U@+;*1.<)/; 9!#J4I C## 4&04" !0## &%

I4 三十一烷 J;/-7*)1./-)/; 9C%J#I IC# #304I C0"3 &"

@!讨!论

与不属同一个种的 湖 北 产 箬 竹 叶 挥 发 油%&&

比较$二者烷烃化合物含量都较高$但湖北产箬

竹叶挥发油中烷烃化合物含量高达C202&e$鉴

定出!3种化合物’本工作从湖南产箬竹叶挥发

油中只鉴定出!3种中的#种化合物$分别为(十

八烷)十九烷)二十烷)!$#$%"$三甲基十五烷)2$
己基十五烷和棕榈酸$其余!%种未检 出’与 同

属一个种的浙江产阔叶箬竹叶挥发油比较$文献

%%"&中鉴定出IC种化合物$本工作只鉴定出其

中的%C种$分 别 为 己 醛)糠 醛)!$己 烯 醛)苯 甲

醛)苯 乙 醛)!$甲 氧 基 苯 酚)苯 乙 醇)!$#$#$三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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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C$环 己 二 烯 基$甲 醛"香 子 兰 醛""紫 罗 兰

酮"!紫 罗 兰 酮"#!%"!%I$三 甲 基$!$十 五 烷 酮 和

棕榈酸!而其余C"种未检出#由此可见!不同种

的箬叶挥发油组成差异较大!同一个种!产地不

同!挥发油组成也存在较大差异#除了 种"产 地

等因素外!提取和检测方法的不同也是产生差异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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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疆阿魏挥发油中鉴定出C#种化合物!
占总 检 出 量 的&!0C!e!其 中 萜 类 化 合 物 为

%"0!4e!硫类化合物为!20"%e!醇类化合物为

!I032e#这C#种化合物中与文献$I$#%基本一

致!有些 成 分 在 新 疆 阿 魏 挥 发 油 中 首 次 检 出#
文献$I$4%对新疆阿魏根部挥发油成分进行的分

析研究!本工作对新疆阿魏树脂挥发油的研究!
都分析出了含硫化合物!但其主要成分不相同!
这种差别主要是产地因素"研究对象不同所致#
文献$#%是对新疆阿魏树脂的研究!但此文献未

检出含硫物!其中愈创木醇从新疆阿魏根部和树

脂挥发油中都可得到#愈创木醇具有促发汗"抗
风湿的功效#通过对新疆阿魏挥发油含量和有

效成 分 的 分 析!为 开 发 利 用 维 药 资 源 提 供 了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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