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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菊科杯菊属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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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怖于热带亚洲和热带非洲
,

在我国南方 的广西
、

贵州
、

云南均有

野生分布
。

我国民间用于杀虫
、

清热解毒
、

消炎止血
、

除湿利尿等
,

在一些地方性的本

草图册中均有记载
。

印度学者 〔’
, # 〕对印度索加尔产的杯菊精 油化学成份进行过研究

,

其主要成份为倍半菇醉
一
杯菊醉 = ” +4−

=
5−5 !及其 乙酷

,

约占精 油的>; ?
。

本文报道云南

南部产杯菊 的精油化学成份
,

其主要成份为百里香氢醒 二 甲 醚 +4≅ 9 。一4 ≅ Α7 − Β 川 . 。 ”∗

Α /9 ∗ +4!
,

5 +Χ5 ∗ 7 ! 约 Δ ; ∋石! 及异Ε 酸百里香酷 +4 ≅9 ≅ Φ /6 − 一卜
、, +≅7 , +。! 约 & ∋ ? !

,

后者

为首次从植物 中分离到
。

证明化学成份与印度学者的分析结果全然不同
。

这说明一个广

布的植物种
,

由于地理环境及生态条件的差异
,

其化学成分
,

特 别 是 精油成分差别甚

大
。

本项实验所用样品采 自云南省动腊县
,

江城县海拔 ;; 一 ∋ ;; 米处的休耕水稻田及其

边缘草地中
,

采收季节为开花期
,

精油均用鲜植株燕馏而得
。

植物标木 由云南热带植物

研究所分类室鉴定
。

实 验 与 结 果

杯菊挤油为 淡 黄 色 液休
,

有特殊香气
。

出油率
6 ;

:

州 ?
,

比重
。
&置兰。

:

∋ Δ
,

折光

率
.
扩 &

:

&∋ % ∃ ,

比旋度二, 〕扩 Γ 一 & ∃
= 。

精油不经任何处理
,

直接进行气相色谱 Η质谱分析
。

仪器为Ι/ .. 运
。. 一( > & ; ϑ 2 Η Κ ΛΗ

Μ Λ
。

测定条件
6

Λ Ν 一>( 石英毛细管柱
,

∃; 米 美国 Ο 及 Π 公司 !
。

%; 一 &∋ ;
Θ

2程序升温

∃
乙

2Η 分
。

进样温度 # ∃华 2
,

分流比 &; 6 & ,

进样量 ;
:

&川
,

氦气柱前压 ( 磅厂平方英寸
。

ΝΡ
,

离子源温度 & ( ;
,

2 ,

电子能量 Δ − = Σ 。

各分离组分首先通过 Τ 8于Η Ν Υ) Η 入巧Μ ς 计算机

本文于 &∋ % 艺年 ∋ 月 # 日收到

‘ 通 讯联系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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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库 美国国家标准局Τ Ω Ω Ξ ΡΩ ς ) ς 0谱库 ! 进行检索
,

并参考 文 献〔∃
,

。 对其质谱

图一一加 以辨认
。

部分成分又用气相色谱法加入标准样品进行鉴定
,

其中含量最高的两

个化合物还用柱层析法进行分离
,

并测定其Ρς
,

Τ Κ ς 等光谱数据确证
,

由此共鉴定了

# #个化合物 图 & ,

表 & !
。

鉴定的成分占精油总量的∋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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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杯菊精油总离子流图

化合物 Ρ !
,

Ρ ! 的分离 原油直接经硅胶 层析用
,

; 一 & ;; 目
,

上海五四农

场化学试剂厂出品! 柱层析分离
,

石油醚 ; 一 ∋ ;− 2! 洗脱
,

用气相色 谱 检 查 分离纯

度
,

粗分物再用含 Δ
:

>?硝酸银的硅胶柱层析进行净化
,

以石油醚及石油醚 6 乙酸乙醋

∋ > 6 > ! 洗脱
,

得到纯品
。

化合物 Ρ !和 Ρ ! 的结构鉴定 化合物 Ρ ! 色 谱 峰 Τ − 6 & > ! 6
无 色 油 状 液

体
,

具浓郁香味
。

由质谱测定
,

推定其分子式为2 6 6 8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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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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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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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峰! 的信号表明该化合物为一具两个芳氢 的 芳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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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 和
:

% 两个信号的裂分类型以及 % &;
, % ; = 9

一 ’的两个强吸收峰
,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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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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ϑ 2为用气相色谱
,

加入标准样品来 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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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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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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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结 构 式 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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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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