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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c一8)，55．16(OcH )。以上光谱数据与降香 

素一致 ，因此确定化合物 Ⅳ为降香素[6]。 

化合物 V：白色针状结晶，mp 239。C～240℃， 

MS m／z：284(M ，i00)，269(20)，148(10)，137 

(40)；IR cm ～ ：3 126，1 620，1 572，1 515， 

1 458； HNM R (CD3COCD3)：8．18(1H ，s，H-2)， 

8．10(1H ，d，J一 8．0 Hz，H一5)，7．19(1H ，d，J= 2．0 

Hz。H一8)，7．10(1H ，dd，J一 8．0，2．0 Hz，H一6)，7．02 

(1H ，dd，J一 8．0，2．5 Hz，H一6 )，7．01(1H ，d，J一 

8．0 Hz，H一5 )，6．93(1H ，d，J一 2．5 Hz，H一2 )，3．91 

(3H ，s，OCH3)； 。CNM R ac(CD3COCD3)：175．56 

(C～4)，163．09(C一7)，158．73(C一9)，153．43(C一2)， 

148．26(C一4 )，147．06(C一3 )，128．45(C一5)，128．30 

(C一3)，125．05(C一1 )，121．07(C一6 )，118．62(C一 

1O)，116．9O(C一6)，115．59(C一2 )，112．12(C一5 )， 

103．12(C一8)，56．53(OCH3)。以上光谱数据与毛蕊 

异黄酮一致 ，因此确定化合物 V为毛蕊异黄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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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兰 Kalimeris indica(L．)Sch．一Bip．为菊科 

马兰属植物的带根全草，各地又有泥鳅 串、鸡儿肠、 

田边 菊、路边 菊、蓑衣莲 、脾草、岗边菊《粤北 中草 

药 》、大风草等称法[1]，广泛分布于亚洲南部及东部 。 

我 国主要在江苏 、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 

东 、海南 、广西、四川 、贵州等地发现。马兰味苦、辛 ， 

性温、寒 ，以全草或根入药 。有清热解毒，散瘀止血 ， 

温肺止咳，散寒止痛 ，消积之功效。主治感冒发热，咳 

嗽，急性咽炎 ，扁桃体炎 ，流行性腮腺炎，传染性肝 

炎 ，胃、十二指肠溃疡 ，小儿疳积，肠炎、痢疾、吐血、 

崩漏、月经不调、外用治疮疡肿毒 、乳腺炎 、外伤出 

血、肺寒喘咳、胃脘冷痛等【2]。曾有报道全草含挥发 

油约 0．123 ，其中含 乙酸龙脑酯、甲酸龙脑酯 、酚 

类、二聚戊烯 、辛酸、倍半萜烯 、倍半萜醇等L3]。笔者 

用 GC—MS分析了贵阳小河地区野生马兰挥发油的 

化学成分 ，将所得质谱 图与标准图谱对照鉴定化合 

物 ，并用 GC测定了各化合物在其挥发油 中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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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 含量 。 

I 实验部分 

1．1 仪器 、材料与试剂 ：仪器：HP 5890／5973 GC— 

MS联用仪(美国惠普公司)。材料：马兰 K．indica 

(L．)Beh—Bip(阴干品，2001年 7月采集于贵阳小 

河地区，经贵阳中医学院刘凡副教授鉴定)。试剂 ：乙 

醚、无水硫酸钠(AR，上海市马陆制药厂)。 

1．2 挥发油提取 ：将切碎的马兰 50 g用挥发油提 

取器进行提取 ，时间为 6 h，油水经 乙醚萃取 ，无水 

硫酸钠处理后过滤 ，经处理得到浅黄色挥发油。 

1．3 挥 发油成分 分析 ：在 HP5890／5973 GC—MS联 

用仪上进行。气相色谱条件是 ：色谱柱为 HP一5MS 

5 Phenyl Methyl Siooxone(30 m×0．25 m)弹 

性石英毛细管柱 ，升温程序为 ：50℃ 220℃ 

280 C(4 min)然后保持至完成分析；气化 

室温度为 250℃，载气为高纯 He(99．999 )。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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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为 7．62 Pa；载气流量 为 1．0 mL／min；进样 量为 1 

L(用乙醚将马兰挥发油稀释)。分流比为 40：1。质 

谱条件 ：离子源 EI源；离子源温度 230℃；四极杆温 

度 150℃；电子能量 ：70 eV；发射 电流 34．6 A；倍 

增器 电压 1 388 V；接 口温度 280 C；溶 剂延 迟 4 

min；质 量范 围 ：10～550 amu． 

2 结果与讨 论 

用 水 蒸 气 蒸 馏 法 提 取 马 兰 挥 发 油，得 率 为 

0．39％，这 比前人报道高。应用 GC—MS法对马兰挥 

发油化学成分进行分析 ，通过 HP MSD化学工作站 

检索 Nist 98标准质谱图库和 WILEY质谱图库，并 

结合有关文献人工图谱解析鉴定。峰面积相对含量 

分析是通过 HP MSD化学工作站数据处理系统，按 

峰面积归一化法进行 。从中共鉴定出 63种成分(表 

1)，已鉴定成分的总含量约占全油的 55．98％。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马兰挥发油化学成分很 

表 1 马兰挥发油成分及其相对百分含量 

Table 1 Volatile oil and its percentage content in K．indica 

复杂，有萜类 、萜醇类、醇类 、酮类、醛类、酚类、有机 

酸类、酸类及烷烃类化合物。主要为萜类化合物、脂 

肪族化合物和芳香族化合物等 。萜类化合物是存在 

于植物界的具有多方面生物活性的有意义的一类化 

合物，是某些中药的有效成分。如在马兰挥发油中的 

主要萜类化合物石竹烯、榄香烯 、龙脑等活性有效成 

分分别具有镇痉、抗病毒、驱虫等作用 ；某些芳香族 

化合物如 ：丁子香酚等具有抗菌杀虫作用；马兰挥发 

油中的植醇可作为合成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E的原 

料。通过对马兰挥发油有效成分的分析鉴定及含量 

的测定，对开发和综合利用马兰药用资源等方面提 

供了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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