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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背叶种仁油的提取及成分分析 

刘世彪，彭小列，易春华，陈飒飒 ，张世鑫 

(吉首大学 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湖南省高校重点实验室，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采用超临界 COz流体萃取技术(SFE-C02)提取了采集于湖南省凤凰县、泸溪县、古丈县和吉首市的 

白背叶种子的种仁油，种仁油甲酯化后，运用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技术(GC—MS)测定其化学成分。结果表明， 

四个采样点的白背叶种仁油共同含有油酸、棕榈酸、亚油酸、硬脂酸和杜鹃花酸，它们的相对含量依次减少。 

其中前四种为白背叶种仁油的主要组成成分，它们的总和在种仁油中所占的比例是凤凰 98．92 、古丈 

96．67 、吉首 94．84 、泸溪 94．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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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Kernel oil of Mallotus apelta，obtained by supercritical Co2 fluit extraction(sFBC02)from the seed of 

the tree grown at Fenghuang County，Luxi County，Guzhang Co unty and Jishou City of Hunan Province in China， 

were analyzed b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GC-MS)after esterification．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ole— 

ic acid，palmitic acid，linoleic acid，stearic acid and azelaic acid were the five common components that existed in the 

kernel oils collected from the four sampling points，with their relative contents reduced in order．The former four 

components are major compositions of kernel oil，which comprising 98．92 of the oil from Fenghuang County， 

96．67 from Guzhang County，94．84 from Jishou City and 94．58 from Luxi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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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背叶(Mallotus apelta)，又名 白鹤 叶、白面 

戟、白面风、白桃叶、白膜树等，为大戟科野桐属小乔 

木或灌木。人药具清热，解毒，祛湿，止血功能，主治 

蜂窝组织炎，化脓性中耳炎，鹅口疮，湿疹，跌打损 

伤，外伤出血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 

会，1999)。国内外已对白背叶根、茎、叶的化学成分 

进行了若干研究报道(An等，2001；Cheng等，1998； 

康飞等，2007；亓晓曼等，2005；单雪琴等，1985)，并 

发现白背叶的提取物对香蕉炭疽病菌等具有很强的 

抑制作用(骆焱平等，2005)。李吉来等(2003)、朱斌 

等(2008)采用 GC-MS方法鉴定了白背叶根、叶中 

的挥发油成分。刘作梅等(2008)利用微波辅助技术 

萃取了白背叶种子果皮精油，精油提取率为5．8 。 

但有关白背叶的种仁油成分还未见报道，为此，本文 

通过超临界 CO。流体萃取技术及气相色谱一质谱 

联用技术(GC—MS)分析了白背叶种仁油的成分，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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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白背叶的开发提供参考资料。 

1 材料和方法 

1．1实验材料 

白背叶果实分别于 2007年 11月 18日、19日、 

20日、21日采集于湖南省湘西州的凤凰县、泸溪县、 

古丈县和吉首市四个野外生长点。植株及果实标本 

经吉首大学植物教研室张代贵副教授鉴定为大戟科 

植物Mallotus apelta，标本存于吉首大学植物标本 

馆。果实于 6O℃烘干24 h，搓选出种子，再烘干至 

恒重 ，保存备用。 

1．2实验装置及试剂 

FZ102型植物粉碎机(天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 

公司)。HA121—50—01型超临界CO。流体萃取装置 

(南京市华安超临界萃取 有限公 司)。GC-MS— 

QP2010气相色谱一质谱一电脑联用仪(日本岛津 

公司)，配 NIST05标准质谱 。无水乙醇、甲醇、正己 

烷等为分析纯。CO 气体纯度 99．5 。 

1．3实验方法 

1．3．1种仁油的萃取 将采集于上述四县市的自背 

叶种子用 FZ102型植物粉碎机初次粉碎 ，去除种 

皮，种仁再次粉碎，过 20目筛。称取 200 g种仁粉 

加入萃取罐中，装好压环密封，旋紧堵头，开启冷循 

环。设定超临界萃取的条件：萃取压力 30Mpa，萃 

取温度 50℃，萃取时间 2 h，CO 流量 3O L·h～。 

当萃取釜、分离釜 I、分离釜 II达到设定温度后，开 

启 CO。气罐，打开阀门 2(从气罐里放出的 CO。气 

体经冷凝后成为液体)，再慢慢打开阀门3，使萃取 

釜的压力和 CO。气罐压力达到平衡。然后打开高 

压泵加压，当萃取釜的压力达到要求后打开阀f-i 5， 

通过阀门5控制萃取釜的压力。分别从分离釜 I、 

分离釜II的下端出料 口收集萃取物并称重。萃取 

物保存于冰箱内备用。萃取率( )一萃取所得油的 

质量／萃取所用原料的质量×100 。 

1．3．2种仁油的成分分析 将萃取物参照孙晓萍 

(2007)的方法 进行 甲酯化：取油 样 0．1 mL于 1O 

mL离心试管中，加入 2 mL硫酸一甲醇溶液(0．4 

moL／L)，混匀后于 60℃水浴上酯化 5 min，冷却， 

加入正己烷 2 mL进行萃取。静置分层后取上层清 

液加入无水碳酸钠干燥过夜，离心，取上清液供 GC— 

MS分析。GC—MS条件：Rtx一5ms弹性石英毛细管 

柱(25 m×0．25 mm×0．25 m)，载气氦气，总流量 

24．4 mL／min，柱流速 0．92 mL／min；分流进样 ，进 

样量0．6 L，分流比50：1；程序升温：柱初始温度 

150℃，保留2 min，以4℃／min上升到250℃，保 

留4 min。进样品温度 230℃，气化室温度250℃， 

压力 84．7 kPa；EI离子源，电子能量 70 eV，离子源 

温200℃，接口温度 230℃。 

2 结果与分析 

运用上述超临界 CO 流体萃取法，得到白背叶 

种仁油的萃取率分别为凤凰县 19．62 、泸溪县 

2O．27 、古丈县 17．32 和吉首市 16．4O 。对甲 

酯化后的种仁油进行 GC—MS分析，得到各采样点 

的总离子流图(图 1～4)。通过 NIST05的质谱数 

据库进行检索，将所得的质谱图与标准谱图对照，确 

定四个地区的白背叶种仁油的成分及其相对含量 

(表 1)。 

图 1 凤凰县白背叶种仁油的总离子流图 

Fig．1 TIC diagram of the kernel oil of Mallotus apelta from Fenghuang County 

表 1显示，经 GC—MS鉴定出的凤凰、泸溪、古 

丈和吉首四个采样点的白背叶种仁油成分分别有 5 

种、1O种、9种和 11种。凤凰县白背叶种仁油中相 

对含量较高的有 9一十八碳烯酸(Z)(合计 4O．O8 )， 

十 六 烷 酸 (29．90 )，lO，13一十 八 碳 二 烯 酸 

(21．9z％)和十八烷酸(7．02 9／5)，壬二酸含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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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泸溪县白背叶种仁油的总离子流图 

Fig．2 TIC diagram of the kernel oil of Mallotus apelta from Luxi County 

图 3 古丈县白背叶种仁油的总离子流图 

Fig．3 TIC diagram of the kernel oil of Mallotus apelta from Gugzha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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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吉首市白背叶种仁油的总离子流图 

Fig．4 TIC diagram of the kernel oil of Mallotus apelta from J ishou City 

1．08 。泸溪县白背叶种仁油中相对含量较高的成 

分为 9一十 八 碳 烯 酸 (Z)(35．06％)，十 六 烷 酸 

(33．01 )，10，13一十八碳二烯酸(20．28 )和十八 

烷酸(6．29 )，其余成分含量较少，其中壬二酸的含 

量为1．16 9，6。古丈县白背叶种仁油中相对含量较 

高的为9一十八碳烯酸(z)(合计 34．12 )，十六烷酸 

(az．11 )，10，13一十八碳二烯酸(23．78 )和十八 

烷酸(4．84 9／6)，其余成分的含量较少，其中壬二酸为 

0．87 。吉首市白背叶种仁油中脂肪酸成分也以 

9一十八碳烯酸(Z)、十六烷酸、1O，13一十八碳二烯酸 

和十 八 烷 酸 为 高，相 对 含 量 分 别 为 34．59％、 

28．74 、26．42％和 4．99 9／6，其余成分的相对含量 

较小，壬二酸为 0．73 。 

在四个采样点的白背叶种仁油中，共同含有且 

相对含量较高的成分是油酸(9-十八碳烯酸，平均含 

量 35．96 9／6)，棕 榈 酸 (十 六 烷 酸，平 均 含 量 

3O．94 )、亚油酸 (10，13一十八碳二烯酸，平均含量 

23．10 )和硬脂酸(十八烷酸，平均含量 5．79 )。 

这四种成分含量是白背叶种仁油中的主要成分，其 

总和在种仁油中所 占比例为凤凰 98．92 、古丈 

96．67 、吉首 94．84 以及泸溪 94．58 。杜鹃花酸 

(壬二酸)是四个采样点种仁油中第一个检出的共同 

成分，但其相对含量较小，平均为 0．96 9／6。除此之外， 

其余的成分含量较少，且只出现在个别样品中。 

3 讨论 

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技术(GC—MS)很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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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植物油脂和挥发油成分(谢运昌等，2008)。本 

实验结果得知，油酸、棕榈酸、亚油酸和硬脂酸是白 

背叶种仁油中的主要成分，它们占白背叶种仁油相 

对含量的 94％～98 。油酸和亚 油酸为不饱和脂 

肪酸，在四个采样点的平均含量达总量的 59．O7 ， 

反映种仁油中脂肪酸的不饱和程度较高。但各产地 

种仁油的化学成分种类和数目并不完全相同，这可 

能与各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差异有关。 

表 1 湖南省四县市采样点的白背叶种仁油成分 

Table 1 The components of kernel oil of M．apelta from four sampling points of Hunan Province 

朱斌等(2008)报道白背叶叶的挥发油主要成分 

为橙花叔醇，1，6一辛二烯一3一醇和冰片基胺等。李吉 

来等(2003)的研究表明，白背叶根的挥发油中含有 

绝对多量的棕榈酸(相对含量 54．16 )及十五烷酸 

(5．25％)和亚油酸(0．83 )。本实验测定的白背叶 

种仁油中的棕榈酸平均相对含量 为 30．94％，亚油 

酸平均相对含量为 23．1O ，十五烷酸只在泸溪采 

样点出现(O．44 )。因此可以认为棕榈酸和亚油酸 

是白背叶种仁和根中共同含有的主要成分。目前尚 

无有关白背叶种仁油开发利用的报道，但油酸、棕榈 

酸、亚油酸和硬脂酸均为食用植物油成分，故白背叶 

种仁油具有作为食用油或工业用油开发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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