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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计算机（ＧＣ－ＭＳ－ＤＳ）联 用 技 术 对 大 叶 千 斤 拔 药 材 的 脂 溶 性 成 分 进 行 分 析 鉴 定。结 果

从大叶千斤拔药材中分离出４０多个组分，并鉴定了其中的３８种 成 分。这 些 成 分 主 要 为 脂 肪 酸 类 化 合 物，均 为

首次从大叶千斤拔中分离鉴定。
关键词：成分分析　脂溶性成分　大叶千斤拔　气相色谱－质谱－计算机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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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叶千斤药材为蝶形花科千斤拔属植物大叶千

斤拔 ［Ｍｏｇｈａｎｉａ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Ｗｉｌｌｄ．）Ｏ．Ｋｕｎｔｚｅ］
的干燥根，别名为大猪尾、千斤力、千金红、红药头和

白马屎，分布于福建、台湾、海南、广东、广西、贵州和

云南等地。大叶千斤拔药材性甘、微涩、平，补肝肾、
祛风湿、强腰膝，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腰腿痛、腰

肌劳损、气虚脚肿、肺虚久咳、白带、月经不调、跌打损

伤等 症［１］。大 叶 千 斤 拔 药 材 已 被《中 国 药 典》２０１０
版［２］和《广西中药材标准》［３］收载。据国外报道，大叶

千斤拔的叶 及 花 含 多 种 色 烯 查 耳 酮［４］，茎 含 羽 扇 豆

醇、ａ－香树脂醇、谷甾醇、原矢车菊素及谷甾醇葡萄糖

甙［５］。国内对 大 叶 千 斤 拔 的 化 学 成 分 报 道 得 不 多。
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大叶千斤拔药材资源，本文利用

气相色谱－质谱－计算机（ＧＣ－ＭＳ－ＤＳ）联用技术对大叶

千斤拔的脂溶性化学成分进行研究，为该药材的应用

提供化学物质基础。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仪器与材料

　 　 仪 器：美 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公 司 的

ＨＰ６８９０ＧＣ／５９７３ＭＳ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大叶千斤拔药材由广西灵峰药业公司提供，经广

西中医药研究院何开家主任药师鉴定为蝶形花科千

斤拔 属 植 物 大 叶 千 斤 拔［Ｍｏｇｈａｎｉａ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Ｗｉｌｌｄ．）Ｏ．Ｋｕｎｔｚｅ］，标本存放在广西中医药研究院

标本室（编 号：Ｎｏ．１２０）。所 有 的 试 剂 为 国 产 分 析 纯

试剂。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脂溶性成分提取

　　大叶千斤拔，阴干，粉碎，称取１５ｇ，加石油醚（６０
～９０℃）１５０ｍｌ回流提取２次，每次１ｈ，过滤，滤液回

收溶剂后得５７ｍｇ，然后 将 提 取 物 置 于 试 管 中，加 苯－
石油醚（１∶１，Ｖ／Ｖ）２０ｍｌ使之溶解，再加０．４ｍｏｌ／Ｌ
ＫＯＨ－ＭｅＯＨ溶液１０ｍｌ，振荡混匀，在４０℃下恒温水

浴３０ｍｉｎ，加 入 超 纯 水２０ｍｌ，摇 匀 静 置，待 分 层 清 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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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取上清液，上清液用丙酮稀释１０倍后做为分析测

试样品。

１．２．２　气相色谱－质谱测试条件

　　ＧＣ 条 件：ＨＰ－５ＭＳ 石 英 毛 细 管 柱 （３０ｍ×
０．２５ｍｍ×０．２５ｍｍ）；柱 温 ８０～２６０℃，程 序 升 温

５℃／ｍｉｎ；柱流 量 为１．０ｍｌ／ｍｉｎ；进 样 口 温 度２５０℃；
柱前压１００ｋＰａ；进 样 量０．５０μｌ；分 流 比１０∶１；载 气

为高纯氦气。

　　ＭＳ条件：电离方式ＥＩ，电 子 能 量 为７０ｅＶ，传 输

线 温 度 ２５０℃，离 子 源 温 度 ２３０℃，四 级 杆 温 度

１５０℃，采用ｗｉｌｅｙ　７ｎ．ｌ标准谱库计算机检索定性。

２　结果与分析

　　采用ＧＣ－ＭＳ－ＤＳ法对大叶千斤拔的脂溶性成分

进行分析，样品的总离子流（ＴＩＣ）如图１所示。将所

测成分的质谱图经计算机质谱数据库检索结果进行

比较，分别对各峰加以确认，结果从大叶千斤拔中分

离出４０多 个 的 组 分，确 认 了 其 中 的３８种 成 分（表

１）。大叶千斤拔脂溶性成分的主要为脂肪酸类化合

物，其中含量相对高的是十八碳二烯酸、豆甾－５－烯－３－
醇、十六烷酸等成分，所有成分为首次在大叶千斤拔

药材中分离得到。

图１　样品的总离子流

Ｆｉｇ．１　ＴＩＣ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表１　大叶千斤拔脂溶性成分的ＧＣ－ＭＳ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Ｍｏｇｈａｎｉａ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序号
Ｎｏ．

化合物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相对百分含量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 邻苯二甲酸ｏ－Ｐｈｔｈａｌｉｃ　ａｃｉｄ　 ０．４６

２　 ２，４－二叔丁基苯酚２，４－Ｄｉ－ｔｅｒｔ－ｂｕｔｙｌｐｈｅｎｏｌ　 ０．６７

３　 ４－甲 氧 基 苯 丙 酸 ４－Ｍｅｔｈｏｘｙ　ｂｅｎｚｅｎｅｐｒｏ－
ｐ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０．４１

４ α－杜松醇异构体α－Ｃａｄｉｎｏｌ　 １．７１

５ Ｔａｕ－杜松醇Ｔａｕ－Ｃａｄｉｎｏｌ　 ０．５３
６ α－杜松醇α－Ｃａｄｉｎｏｌ　 ０．４９

续表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ａｂｌｅ　１

序号
Ｎｏ．

化合物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相对百分含量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７ β－红没药醇β－Ｂｉｓａｂｏｌｏｌ　 ０．９８

８　 １，６－二甲基－４－异 丙 基 萘１，６－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４－ｉｓｏ－
ｐｒｏｐｙｌｎａｐｈｔｈａｌｅｎｅ

０．５６

９ 桧樟脑Ｊｕｎｉｐｅｒ　ｃｏｍｐｈｏｒ　 ０．３０

１０ 十四烷酸Ｔｅｔｒａｄｅｃ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１．２２

１１　３，４，４ａ，５，６，７－六 氢－４，４ａ－二 甲 基－６－异 丙 烯
基－１（２Ｈ）－萘酮３，４，４ａ，５，６，７－ｈｅｘａｈｙｄｒｏ－４，
４ａ－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６－ｉｓｏｐｒｏｐｅｎｙｌ－１（２Ｈ）－ｎａｐｈｔｈａ－
ｌｅｎｏｎｅ

０．７４

１２ 十五碳烯酸Ｐｅｎｔａｄｅｃ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０．４１

１３ 十五烷酸Ｐｅｎｔａｄｅｃ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０．０２

１４ 十六碳烯酸Ｐａｌｍｉｔ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０．２０

１５ 十六烷酸Ｐａｌｍｉｔｉｃ　ａｃｉｄ　 ７．３８

１６　３，５－二 叔 丁 基－４－羟 基 苯 丙 酸３，５－ｄｉｔｅｒｔｂｕ－
ｔｙｌ－４－ｈｙｄｒｏｘｙｂｅｎｚｅｎｅｐｒｏｐ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０．２０

１７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Ｄｉｂｕｔｙｌ　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　 ０．４３

１８ 十七烷酸 Ｈｅｐｔａｄｅｃ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０．５１

１９ 十八碳二烯酸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ｄｉ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１７．２７

２０ 十八烷酸Ｓｔｅａｒｉｃ　ａｃｉｄ　 ２．７２

２１ 二十烷酸Ａｒａｃｈｉｄｉｃ　ａｃｉｄ　 ０．６９

２２ 二十一烷酸 Ｈｅｎｅｉｃｏｓ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０．０２

２３ 二十六碳烯Ｃｅｒｏｔｅｎｅ　 １．２１

２４ 二十二烷酸Ｄｏｃｏｓ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１．２０

２５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Ｄｉｏｃｔｙｌ　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　 ０．５７

２６ 二十三烷酸Ｔｒｉｃｏｓ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０．３０

２７ 二十八碳烯Ｏｃｔａｃｏｓｅｎｅ　 ２．２２

２８ 二十四烷酸Ｔｅｔｒａｃｏｓ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１．６４

２９ 二十二碳烯酰胺Ｄｏｃｏｓｅｎａｍｉｄｅ　 １．２４

３０ 角鲨烯Ｓｑｕａｌｅｎｅ　 ０．８０

３１ 二十六烷醇 Ｈｅｘａｃｏｓａｎｏｌ　 ０．６０

３２ 二十六烷酸 Ｈｅｘａｃｏｓ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０．３０

３３ 菜油甾醇Ｃａｍｐｅｓｔｅｒｏｌ　 １．９２

３４ 豆甾醇Ｓｔｉｇｍａｓｔｅｒｏｌ　 ５．３３

３５ 豆甾－５－烯－３－醇Ｓｔｉｇｍａｓｔ－５－ｅｎ－３－ｏｌ　 １６．０２

３６ 羽扇烯酮Ｌｕｐｅｎｏｎｅ　 ３．２０

３７ 羽扇烯醇Ｌｕｐａｒｅｎｏｌ　 ５．２７

３８ 豆甾－４－烯－３－酮Ｓｔｉｇｍａｓｔ－４－ｅｎ－３－ｏｎｅ　 １．１１

３　结论

　　本文应用气相色谱－质谱－计算机分析技术（ＧＣ－
（下转第１５７页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ｏｎ　ｐａｇｅ　１５７）　　

２５１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１８Ｎｏ．２，Ｍａｙ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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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５２页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ｆｒｏｍ　ｐａｇｅ　１５２）

ＭＳ－ＤＳ）对大 叶 千 斤 拔 药 材 的 脂 溶 性 成 分 进 行 分 析

鉴定，共检出４０多个成分，鉴定了３８种化合物，这些

成分主要为脂肪酸类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药材中分

离鉴定。本文的分析结果可以为开发和利用大叶千

斤拔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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