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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丝线挥发油的化学成分 

谢运昌，蒋小华，张 冕 

(； 薯 关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桂林541O06) 

摘 要：广西宜州产红丝线(Peristrophe baphica)有浓烈香气。为明确其挥发油化学成分，采用气相色谱一 

质谱联用分析方法，对红丝线挥发油进行分析，共鉴定了其中的31个组分，占精油总量的99．42 。主要成分 

为香 豆素 (53．66 )，二 氢 香 豆酮 (9．18 )，1-辛 烯～3一醇 (10．O0 )，反～3一己烯一1一醇 (5．85 )，3-辛醇 

(3．86 )，苯甲醇(1．69 )，芳樟醇(1．22 )，邻甲苯甲醛(5．37 )，对乙烯基愈刨木酚(3．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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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volatile oil of Peristrophe baphica，obtained by hydrod stⅢation from the aerial part of the herb 

grown at Yizhou of Guangxi in China，were analysed by coupled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GC— 

MS)．A total of 31 compounds were identified，which comprising 99．42 of the oil．The major components 

are：coumarin(53．66 )，coumaran(9．18 )，1-octen-3一o1(10．O0 )，trans一3一hexen-1一o1(5．85 )，3-octanol(3． 

86 )，benzyl alcohol(1．69 )，linalool(1．22 )，o—tolualdehyde(5．37 )，p-vinylguaiacol(3．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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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丝线(Peristrophe baphica)又名红兰草、野 

靛青、紫蓝，为爵床科观音草属植物(中国科学院中 

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2002)，草本，药用其地上部 

分，有清肺热、止咳、化痰、化瘀、消肿等功效(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 ，1999)，民间用于治疗 

糖尿病、高血压等症，食品上用于制作五色米饭，为 

工业生产红兰酒的原料。据报道，红丝线提取物有 

降血压，降血脂，保护心、肾功能的作用(吕俊华等， 

2004)、抗氧化、抗糖尿病的作用(谢运昌等，2005)。 

我们从红丝线中分离鉴定了紫蓝素、香豆精等化合 

物，并分别建立了高效液相色谱测定紫蓝素(蒋小华 

等，2006)、香豆精(蒋小华等，2007)的方法。广西宜 

州产红丝线有浓烈香气 ，为红兰酒正宗原料。为研 

究红丝线香气成分，我们对其挥发油化学成分进行 

了研究，结果表明其主要化学成分为香豆素类和醇 

类化合物。据报道，红丝线挥发油主要化学成分为 

六氢假紫罗兰酮(徐玉琳等，2003)，我们的研究结果 

与已报道红丝线挥发油主要化学成分不同。 

1 试验部分 

1．1材料 

红丝线采于广西宜州德胜镇，经广西植物研究 

所分类室韦发南研究员鉴定。采取其地上部分，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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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剪碎，水中蒸馏 6 h，乙醚萃取，无水硫酸镁干 

燥，过滤后室温挥去乙醚得挥发油，为黄色油状液 

体，得率 0．1 。 

1．2仪器及测试条件 

Voyager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仪(Finnigan公 

司)。色谱条件：SE一54石英毛细管柱，35 m×0．25 

mm。柱温 6O℃保留 3 min后，以5。C／min程序升 

温至 250℃。载气氦气 ，1．00 mL／min，分流比 1： 

2O，气化室温度 200℃，挥发油样品用乙醚溶解，进 

样量 1．0 L。质谱条件：EI离子源，电子能量 

70eV。 

1．3挥发油成分定性方法 

样品所得各组分的质谱，在计算机色谱工作站 

上对NIST／EPA／NIH谱库进行检索，并与标准谱 

图集对照，鉴定各组分的化学成分。 

1．4定量方法 

以离子流色谱峰面积归一法计算各化合物相对 

含量 。 

一 卷 }蔷趟蛰， 
lT  棚 肆 

图 l 红丝线挥发油的总离子流图 

Fig．1 The total ion current diagram of the volatile oil from Peristrophe baphica 

2 结果与讨论 

红丝线挥发油经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总离 

子流图见图 1。共定量检出 36个组分，鉴定了其中 

的31个组分，占精油总量的 99．42 。在所分离鉴 

定的化合物中，相对分子质量在 86~284之间，结果 

见表 1。主要成分为香豆素，二氢香豆酮，1一辛烯一3一 

醇，反一3一己烯一1一醇，3一辛醇，苯甲醇，芳樟醇，邻甲苯 

甲醛，对 乙烯 基愈 创 木 酚。其 中香 豆 素类 占 

62．84 ，醇类占 23．66 ，醛类占 5．52 ，酚类 占 

4．13 。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已报道红丝线挥发油主 

要化学成分不同。 

红丝线所在的爵床科植物分类困难大(中国科 

表 1 红丝线挥发油的化学成分及含量 

Table 1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the volatile oil from Peristrophe baphica 

CsH10O 

C6H12O 

C6H1 2O 

C6H12O 

C6H14O 

C6H8Ne 

C6H8Oe 

C7H6O 

c8H1 60 

C8H1 6O 

C8H18O 

C7H8O 

C7H6Oe 

C7H8Oz 

C1 0H18O 

顺一2一戊烯一1一醇 cis一2一Penten一1一ol 

顺一3一己烯一1一醇 cis一2一Hexen一1一oI 

反一3一己烯一1一醇 trans-3一Hexen一1一ol 

反一2一己烯一1一醇 trans一2一Hexen一1一ol 

正己醇 HexanoI 

2，5一二甲基吡嗪 2，5-Dimethylpyrazine 

5一甲基一2一呋喃甲醇 5-Methyl一2一furanmethanol 

苯甲醛 BenzaIdehyde 

1一辛烯一3一醇 1-Octen一3一ol 

6一甲基庚酮 6-Methyl一3一heptaone 

3一辛醇 3-Octanol 

苯甲醇 Benzyl alcohol 

水杨醛 Salicylaldehyde 

愈创木酚 GuaiacoI 

芳樟醇 Linalool 

未鉴定 

未鉴定 

二氢香豆酮 Couma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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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2002)，分类群划分最 

为复杂而且混乱(胡嘉琪，2005)。据我们观察红丝 

线有 3个形态相似的品种，即长毛、细毛无白斑、细 

毛白斑种。长毛种主要成分为红丝线素(覃洁萍等， 

1999)，不含紫蓝素；细毛种主要成分为紫蓝素，不含 

红丝线素。长毛种和细毛白斑种香气不浓，本研究 

所用材料为细毛元白斑种。不同品种植物的挥发油 

化学成分可能不同，同品种不同产地植物的挥发油 

化学成分也可能不同、同种同产地植物的挥发油也 

可能有不同化学成分的化学亚种(朱亮锋等，1993)。 

红丝线挥发油成分不同的原因可能是分类学上尚未 

解决的品种差异问题，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结果可作为红丝线植物的品种鉴定、药 

材的正本清源的依据，对红丝线的产品开发和质量 

控制也有较大意义。 

致谢 中山大学测试中心对样品进行气相色谱 
一 质谱联 用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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