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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子中的

脂肪酸作了成分分析
。

长键脂肪酸样品与 ∃ 一氨基
一∃ 一甲基丙醇 !: 3 Δ∀ 缩合

,

生成 ∃ 一
取代

一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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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基二氢德哩 !Ε 3 + Φ ∀ 衍生物
,

再进行色谱
一

质谱分析
。

根据质谱中特征峰的质量
,

可

么明确地确定脂肪键上双键及其它取代基的位置
。

这一方法简便有效
,

重现性好
,

能在一次分

析中同时给出各成分的定性与定量结果
,

适合于油脂化学中脂肪酸的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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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共有大戟科植物 1⊥ 属约  1 , 种 α7, ∃ , ,

仅西双版纳地区就有 %% 余种 ( ,

其中种子

含油量 & 多以上的油脂植物我们分析过 ∃% 余种山
。

长期以来
,

脂肪酸成分分析一直亭

留在 ⎯ ϑ 保留时间对照或同系物碳数规律对常见的饱和及不饱和酸进行定性分析
,

在无

标徉时
,

无法进行鉴定
。

近年来
,

由于色谱
、

色质联用的发展
,

结合化学修饰技术>2 ,

对

长链脂肪酸上的双键定位获得较满意的结果
。 ⊥ 1 年以来

,

又发展了一种简便有效的

化学修饰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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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分析

。

前人曾对它们 !除中平树外 ∀的种子油进行过

分析 α∃, ’, ⊥6 ,

但对常见酸以外的组成并未作过鉴定
。

实 验 部 分

!一∀ 样品来源

均采自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勋腊县
。

!二 ∀ 油的提取及含油量测定

用石油醚 !1 %一% ℃ ∀ 为溶剂
,

油的理化性质测定按文献α∃6 的方法
。

分析结果列于表

+

!三∀ 醋化

油脂皂化后
,

用乙醚提取除去非皂化物
,

碱液用硫酸酸化
,

再用乙醚提取游离酸
,

混合

酸部分用流骏
一

甲醇醋化
,

产物直接进行 ⎯ ϑ 定量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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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文献α∃ 6
方法混合脂肪酸 ! %那 ;一 % ? ; ∀ 与约等量的 ∃ 一

氨基
一 ∃ 一甲基丙醇 !: 3 Δ ∀

混匀
,

在 ι% ℃ 下迥流加热 小时
,

冷却后
,

产物便能直接投入 ⎯ ϑ 一

3 , 分析
。

如需直接

作质谱分析
,

可将产物加适量二氯甲烷稀释
,

以 % 多 Λ ) + Π 水溶液洗涤
,

有机层用无水

硫酸钠干燥
,

浓缩
。

再经微型硅胶柱!淋洗液
# 石油醚或乙酸乙醋∀精制

,

得纯 Ε 3 Μ Φ 油

状物
。

衍生化也可在更温和条件下操作(7%6
。

等量的脂肪酸与 : 3 Δ 混合
,

加人约 相 等 量

的二环己烷在二氯 甲烷中的溶液
,

室温放 ∃一 2 小时
,

滤除不溶物
,

溶液稍浓缩后
,

加入等

体积的氯化亚飒
, %℃ 下放置 %

<

& 小时
。

加人碳酸钠水溶液
,

以二氯甲烷提取
。

经干燥
,

浓缩后
,

即得油状的 Ε 3 Μ 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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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与 讨 论

各种子油理化性质列于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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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甲醋的 ⎯ ϑ !检测
# ΝΒ Ε ∀ 进行组分定量 Γ在相仿的条件下

,

以样品的 Ε 3 Μ Φ 衍

生物作 ⎯ 4 一

3 = !以总离子流检测∀
,

进行脂肪酸的结构鉴定
。

通常
,

甲醋与 Ε 3 Μ Ρ 有相

似的色谱与大致相同的出峰次序
。

!一 ∀ 中平树

分析结果见表 ∃ 。

表 ∃ 中平树种子脂防酸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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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  ‘ ,几心∀

# ∃ % & 的质谱中有相当明显的分子离子峰
。

可据以判断链上不饱和键 ∋ 或其他基

团(的数目与类型
。

通常
,

谱中以 ) ∗ +   , 为基峰
,

) ∗ +  +− 为第二大峰 . 有一个间隔为

 / 个质量的同离子系列 ∋ ) ∗
+  /0 十  / 1(

,

一直向高质量区延伸至分子 离 子 峰 附 近
。

已经确定
,

当酸键中相当于含
2 3 ∀ 与 2

个碳原子的两个系列离子之间
,

相距为  + 个质

量单位时
,

指示一个双键位于碳
2
一

2 十  之间
。

当然
,

在链上含有一对叁键时
,

质谱的相

应部位出现一对相距  0 个质量单位的系列离子
,

余类推
。

表 , 白揪脂肪酸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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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还有另一对位置异构烯酸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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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β

, λ 一 为反式芥酸 α ∃ ∃ # !  5
∀β

。

!二 ∀ 白袱

白揪种子油中
,

有大量的棕桐油酸
,

其它均为常见的脂肪酸
,

分析结果见表  +

!三∀ 木油桐

此种子油的脂肪酸组成 !表 2 ∀ 7一 1λ 峰分别为常见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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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共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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