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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速生桉(Eucalyputs grandis×E．urophylla)叶精油，对桉叶精油采用薄层色谱法

进行定性鉴别，并通过气相色谱测定不同产地速生桉精油中的主要成分。结果桉叶精油中1，8一桉叶素相对百

分含量为34．84％～40．85％，a一蒎烯相对百分含量为14．44％～39．96％，其它的成分还有：对伞花烃、乙酸松

油酯、a一松油醇、松油醇一4等，共有峰面积占总峰面积的95％以上，而且色谱行为基本一致。这些指标性成分

可以为建立广西速生桉叶精油的质量标准提供方法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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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ssential oil was extracted from Eucalyputs grandis X E．urophylla leaves by steam

distillation．The TLC method was adopted to analyze and identify the oil．GC—FID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relative content of main components in the oil．The oil mainly consisted of 1．8一

cineole(34．84％～40．85％)，a—pinene(14．44％～39．96％)，etc．The experiment provided a

basis for the quality standard of oil of E．grandis×E．urophylla．

Key words：oil，leaf，E．grandis X E．urophylla，GC，quality standard

桉树又名洋草果树、杨草果树、有加利树、灰杨

柳、玉树油树，原产澳大利亚，广西、四川、云南等地

有栽培，常作行道树n]。速生桉是广西桉树人工林的

主要品种，主要为巨叶桉和尾叶桉的杂交种

(Eucalyputs grandis×E．urophylla)，其生长周期

快，在广西境内大量栽种，人们主要砍伐其树干用于

造纸，生产合成板等，其枝叶则舍弃或仅作为柴火，

资源不能充分得到利用，造成了巨大浪费。为了更好

地综合利用广西的速生桉资源，我们对速生桉叶中

蒸馏提取得到的精油进行分析鉴定，为建立速生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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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油的质量标准提供研究方法，提高速生桉的经济

价值。

l 实验部分

1．1 仪器

挥发油提取器，日本岛津GC一14B型气相色谱

仪，威玛龙色谱工作站，SGE BP一10毛细管色谱柱：

1．2试药

速生桉枝叶7批，分别编号为1～7号，其中1

号采自马山府城，得油率为0．40％；2号采自邕宁，

得油率为0．35％；3号采自小董，得油率为0．24％；

4号采自武鸣，得油率为0．40％；5号采自高峰，得

油率为0．30％；6号采自那丽，得油率为0．46％；7

号采自东门，得油率为0．63％。其他试剂，如甲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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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酸乙酯，无水硫酸钠均为分析纯。

2试验方法与结果

2．1样品制备

将不同产地的新鲜桉叶粉碎成碎片状，分别置

于5000ml的圆底烧瓶中，加水适量，按《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2005年版一部附录X D中挥发油测定法

的甲法水蒸气蒸馏法[2]，经水蒸气蒸馏5h并用无水

硫酸钠脱水得到淡黄色，有特殊芳香气味的澄清液

体为桉油样品。

2．2薄层色谱鉴别

取上述速生桉油样品适量置于lm!的容量瓶

中，用乙酸乙酯稀释至刻度，混匀即得供试品溶液，

按照薄层色谱法(《中国药典>>2005年版一部附录Vl

B)试验[2]，用毛细管分别吸取上述溶液适量点于同

一含羧甲基纤维素钠为黏合剂的硅胶G薄层板上，

以甲苯一乙酸乙酯(9．5：0．5)为展开剂，展开，取出

晾干，喷以2％香草醛硫酸溶液，烘干至显色。薄层

色谱鉴别结果(图1)显示，不同产地桉叶油的色谱

带相似，斑点位置基本相同，表明不同来源的桉叶油

的主要成分相同。

图1薄层层析图谱

1．府城，2．邕宁，3．小董，4．武鸣，5．高峰，6．那丽，7．

东门。

2．3主成分定性鉴别

运用气质联用分析并参考文献[3]，结合对照品

的气相色谱图进行比对，鉴别出速生桉油的主要成

分为1，8一桉叶素、a一蒎烯、对伞花烃、乙酸松油酯、n一

松油醇、松油醇一4、龙脑，含量占总峰面积的95％以

上，GC色谱图见图2。

2。4气相色谱定量分析

2．4．1 色谱条件

SGE BP一10毛细管色谱柱(30m X 0．25mm×

0．25／-m)，检测器FID，高纯氦气(>99．99％)，空气

50kPa，氢气60kPa，分流比60：1，进样量0．4pl，进

样口温度250℃，检测器温度250℃，柱温程序升温，

升温程序为初始温度82rC，保持20min，以20，C／

min升至110℃，再以2 C／min的速率升至180‘C，

保持5min。特征色谱图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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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速生桉叶油典型GC图谱

1．a一蒎烯，2．莰烯，3．对伞花烃，4．1，8-桉叶素，5．龙

脑，6．松油醇一4，7．a一松油醇，8．乙酸松油酯。

2．4．2精密度及稳定性试验

采集产自邕宁的桉叶油进样获取色谱图，记录

其8个主要成分的相对含量，计算得出的RSD值均

小于3％，表明实验仪器的精密度及稳定性良好。

2．4．3 不同产地的桉叶油相对含量测定

按照2．4．1的色谱条件对不同产地的桉叶油进

行分析测定，分析各图谱，以归一化法测定不同产地

桉叶油主要共有成分的相对含量结果(表1)显示，

不同产地桉叶油的色谱成分基本相同，但是成分的

相对含量有差异，如a一蒎烯，马山府城采集的相对

含量为25．67％，而在武鸣采集的则高达39．96％，

说明由于气候、环境或采集时间等因素不同可导致

不同产地桉叶油的成分及其相对含量发生改变。因

此桉叶油的生产需确定药材的来源和采集时间以保

证其质量的稳定性。

表l不同产地的桉叶油主要共有成分相对含量测定结果

3 结论

(1)Tg同产地来源的桉叶油的主要成分相同。不

(下转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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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典))2005年版一部附录V A紫外分光光度法进

行试验。以乙醇、甲醇、正丁醇、石油醚和乙酸乙酯作

空白对照，分别在200"--800nm波长范围内测定光

谱。结果乙醇和甲醇提取液在278nm，41lnm，

468nm，664nm处有吸收峰；正丁醇提取液在

270nm，412nm，666nm处有吸收峰；石油醚提取液

在217nm，4llnm，664nm处有吸收峰；乙酸乙酯提

取液在252nm，409nm，665nm处有吸收峰。图1～5

结果说明地桃花成分中可能存在n，p不饱和双键，

结合成分试验结果，可能为甾体或三萜类成分的紫

外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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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乙醇提取液UV—VIS吸收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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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甲醇提取液UV—VIS吸收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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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正丁醇提取液UV—VIS吸收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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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乙酸乙酯提取液UV—VIS吸收光谱

3 结束语

通过预试验，初步确定地桃花中含有氨基酸和

蛋白质、糖类、皂苷、鞣质、酚类、有机酸类、黄酮类成

分；可能含有三萜类、甾体类等成分。这为地桃花生

物活性成分的提取、分离研究提供了实验基础。

经紫外一可见光谱扫描发现，地桃花全草在不同

溶剂中具有不同的特征吸收峰，这对地桃花生药学

的鉴别有一定意义，为该药的品种鉴定、品质评价和

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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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产地桉叶油的薄层色谱的重现性好，薄层色谱鉴

别可以作为桉叶油的定性鉴别方法。

(2)不同产地来源的桉叶油主要成分的相对含

量有差异，不同气候、环境或采集时间等因素条件

下，桉叶油的成分及其相对含量会发生改变，因此，

桉叶油的生产需确定药材的来源和采集时间以保证

其质量的稳定性。

(3)速生桉精油中主要共有：1，8一桉叶素、a一蒎

烯、对伞花烃、乙酸松油酯、a一松油醇、松油醇～4等成

分，共有峰面积占总峰面积的95％以上，而且色谱

行为基本一致，这些指标性成分可以为建立桉叶油

的质量标准提供可行的科学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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