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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砂仁叶油和广宁绿壳砂仁叶油化学成分的初步研究

朱亮锋 陆碧瑶 徐丹 罗友娇
(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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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文报廿应用气相色谱 / 质谱 / 计算机联用方法
,

分析了阳春砂仁叶油和广宁绿壳砂仁叶油的化学成分
,

分

别鉴定出 19 和 17个化学成分
。

两者相同的化学成分有
: a 一

旅烯
、

樟脑烯
、

日
一

旅烯
,

Y
一

松油烯
、

3
一
己烯醇

一 〔 1〕 、

异旅 樟脑酮
、

松汕醉 一 〔 4 〕
、 a 一

松油醇以及对
一 a 一

聚伞花醉和寮香草酚等
。

这 些化学成分 占全油的 70 % 以上
。

阳春砂仁叶油和广宁绿壳砂仁叶油是分别从阳春砂仁 ( A m o m u m vi l l o s u m L o u r .

)

和广宁绿壳砂仁 ( A m o m u m 、 i l l o s u m L o u r . v a r .

「x a n t h i o id c s ( W
a l l

. e x B a k
.

)

T
.

L
.

W
u
) 的鲜叶中获得

。

据报导
,

阳春砂仁叶油可作为阳春砂仁果实的 代 用 品
,

具有

治疗脾胃气滞
、

食积不消
、

腹胀 胃痛和恶
户

臼区吐等症 〔 ` , “ 〕 。

由于广宁绿壳 砂 仁 结 实 率 较

高
,

种植而积不断扩大
,

叶油来源丰富
。

为了充分利用砂仁属植物这类药源
,

我们进行了阳

春砂仁叶汕和广宁绿壳砂仁叶油化学成分的研究
。

买 验 部 分

我们采用气相色谱 / 质谱 / 计算机联用的分析方法
,

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
,

对上述两种

砂仁叶油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鉴定
。

样品来源
:

分析样品是在八月份采 自华南植物园栽培的阳春砂仁和广宁绿 壳砂 仁 新鲜

叶
带 ,

经切碎后进行水蒸汽蒸馏而获得
。

两者均为淡黄色透明油状液体
。

其出油率
:

阳春砂

仁叶油为 0
.

0 6% ; 广宁绿壳砂仁叶油为 0
.

0 5%
。

等 所采鲜
’ l}包含部分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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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 :分析使用仪器为 (i ; 1
n n 生 ga n 40 2 1 )色谱 /质谱 /计算机联用仪

。

气相色谱分析条件
:

玻璃填充柱的柱长 2米
,

内径 2毫米
。

固定相为聚乙二醇 20 M P( EG

20 M )
,

担体为 4 05 型白色担体
,

两者的重量比为 1 5 : 1 00
。

氦气为载气
,

样品用己烷稀释
,

浓度为 5%
,

进样量为 2 微升
。

色谱柱温度为 60 一 1 50 ℃ ( 2℃ /分 )
,

进样 日温度为 1 70 ℃
。

质谱分析条件
:

离子源为电子轰击源
,

使用电子能量为 70 电子伏特
。

扫描速度为 20 次 /

分
。

所得的色 l普/ 质 i普分析数据
,

除了使用因考斯 ( IN C O S ) 数据系统
,

迎过 阴 i
一

仃E F九

/ M S D C 系统磁盘中计算机谱库 ( 美国国家标准局谱库 L BI R A R Y )
,

自动与收集到的质

谱数据进行检索
、

对照
、

鉴定以外
、

并查阅了有关文献加以补充 〔“一 7〕 。

部分化合物 还 采用

标准样品加入法进行验证
。

分析结果
:

阳春砂仁叶油从气相色谱分离出 25 个成分 (峰 )
,

从 中鉴定 出 19 个已知化学成

分 ; 广宁绿壳砂仁叶油从气相色谱中分离 出23 个成分 ( 峰 )
,

并从 中鉴定出17 个已知化学成

分
。

它们的总离子流图见附图 I 和附图 n
。

我们采用归一法对它们的主要化学成分进行定
一

量

分 析
。

分析结果见附表
。

分析结果表明
,

阳春砂仁叶油和广宁绿壳砂仁叶油的相同成分有
: a 一

旅烯
、

朴浏卤烯
、

队溅烯
、
丫一

松油烯
、

3一 己烯醉
一 〔1〕

、

异旅樟脑酮
、

松汕醇
一 〔4〕

、
a 一

松油醇以及对
一 a 一

聚伞花

醇和靡香草酚芍
。

这些化学成分 占全油的 70 %以
_

卜
。

曾有报导
,

阳春砂仁叶油的主要化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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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阳春砂仁叶油总离 子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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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

分析结果

阳 春 砂 仁 叶 油
广 宁 绿 壳 砂 仁 叶 油

扫描次数 化 合 物 名 称
含量

( % )化 合 物 名 称
含 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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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春 砂 仁 叶 油 广 宁 绿 壳 砂 仁 川

3卷

油

峰 {
{扫描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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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I 广宁绿壳砂仁叶油总离子流图

分为樟脑
、

乙酸龙脑醋
、

龙脑等
。

但我们除了使用本实验的条件外
,

还采用过聚乙二醇 2卿粼

毛细管色谱柱 ( 30 米 x 小0
.

4 7毫米 ) 和 5% O V一 1玻 璃 填 充 柱 ( 2 米 x 小2 毫米 ) 在 ( J械S

D
一

30 0 ) 色谱 / 质谱 / 计算机联用仪上对同一来源的阳春砂仁叶油进行析分
,

其结果均来发

现有上述化学成分
。

我们利用气相色谱标样相对保留时间分析方法
,

对下列七个质谱鉴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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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作补充鉴定
,

结果与质谱鉴定完全一致
,

它们是
:
对

一

聚伞花素
、

樟脑烯
、 a 一

旅烯
、

卜旅烯
、

顺式丁香稀
、

柠檬烯
、

寮香草酚
。

根据实验结果
,

建议有关部门对广宁绿壳砂仁叶油进行药理和临床试验
。

肯定结果后
,

可扩大砂仁叶油的药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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