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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藻海头红脂溶性成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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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藻海头红 Plocamium te1．1ail iae Harv．系红 

藻fJ杉藻目海头红科海头红属海藻。多生长在低潮 

带岩石上或石沼巾，主要分布在太平洋西海岸。我国 

南北方沿海均有分布E1]。海头红属藻类 ， ． ， ti— 

lagineum 、P． costalztm 、P． violat’elll~、P． hama— 

、P．oregortt?7l多含各种链状和环状多卤代单 

萜，具细胞毒、镇静等活性 ～门；苑辉卿等 川曾报道 

过青岛沿海海头红的化学成分，从中分离了 谷甾 

醇、对 羟基苯甲酸、尿嘧啶等 10个化合物，对其粗 

组分的药效学研究则表明低极性的石油醚组分可明 

显抑制小鼠体内 S 肉瘤、H 。肝癌、艾氏腹水癌的 

生长。在寻找和确证海头红低极性药理活性成分的 

研究中，本实验采用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仪(GC— 

MS)X~其提取物的脂溶性成分进行了分析研究。 

l 实验材料 

实验用海藻 2OO3年 5月份采集于青岛沿海，经 

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标本馆夏邦美研究员鉴定为海 

头红 P．telfairiae Harv．。海藻样品除去杂质，用滤 

过海水洗净，晾干备用。 

2 脂溶性成分的提取 

将晾干的海头红样品粉碎，用甲醇一氯仿(1：1) 

浸泡提取 3次，每次 3 d，将提取液合并后低温减压 

浓缩得浸膏。取此浸膏少许 自然挥发干后用正己烷 

溶解，溶出物滤过得澄清液，作为脂溶性成分分析的 

样品。 

3 脂溶性成分分析 

GC MS仪 器 为 英 国 VG 公 司 的 FISONS 

MD800 GC／MS／DS联用仪。进样品温度：250(、。 

色谱柱：3OQC2／AC5石英毛细管柱(30 m X 0．2 

mm)。进样量 1．0 l ，柱温 150～280( ，程序升温 3 

C／min，分流比50：1。载气为高纯氮气。El—MS：电 

子能量 70 eV，离子源温度 250(、，灯丝电流0．4 A， 

质量范围 m／z 35～400，扫描周期 1 S。数据处理采 

用 l AB—BASE系统。 

4 结果与讨论 

通过计算机质谱库检索，各成分的质谱图与标 

准图谱对照，用色谱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各组分的 

质量分数，共分离了 19个化合物，鉴定了其中的 l6 

个化合物，测定结果见表 1。 

海头红脂溶性成分中多数为烷烃、脂肪酸、脂肪 

酸甲酯、烯醇及烷酮类成分。所鉴定成分占挥发性成 

分总量的 86．42 ，其中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邻苯 

二甲酸二丁酯、邻苯二甲酸二辛酯 3个组分共计 

50．42％，这 3个成分有可能是海头红本身的次生代 

谢产物，也可能是由于沿海环境污染所致，但也可能 

是来 自盛装工业溶剂的塑料容器中的增塑剂，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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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海头红挥发性成分 GC—MS分析结果 

Table 1 Analysis of volatile constituents 

in P．f fairiae by GC—MS 

来源有待于进 ·步探讨。 所鉴定的其他人然成 

分中。质量分数较大的有 f。六烷酸甲酯(1 2．43 )、 

十六烷(7．()s )、t四烷酸甲酯(3．63 )、十八烷酸 

【{t酯 (2．68 )、二十碳烯酸 (1．6O )、1‘{卜八 碳烯 

酸甲酯(1．43％)等。从结果中可以看出，样品中含有 

多种脂肪酸的甲酯，由于在提取、分析过程中并未进 

行甲酯化处理，也不存在脂肪酸甲酯化反应所需的 

相对较苛刻的反应条件，故这些脂肪酸甲酯应该是 

海头红中的天然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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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多伞阿魏化学成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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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魏属伞形科(Umbelliferae)植物，又称大苘 

香， 其具有难闻的臭味，有“魔鬼的粪便”之称。世界 

j=．约有 150种，现主要分布于地中海、中亚及其邻近 

地区；我国有26种变种，主要分布于新疆。该属有许 

多药用种类，有着悠久的使用历史。具有止痢、消积、 

解毒等功能，民间常用于治疗消化系统疾病。《中国药 

典》收载的是新疆阿魏 P川 sinkiangensis K．M． 

Shen和阜康阿魏F．fukangensis K．M．Shen的树 

脂。对阿魏的研究国内外有大量的报道，近年来由于 

发现其中一些种具有植物雌激素活性成分_】 和抗癌 

物质乜 及抗HIV活性和阻止细胞浆的释放 功能物 

质存在而倍受人们关注。目前新疆市场上见到的阿魏 

多数 是不 具有 蒜臭 的多伞 阿魏 F．ferlaeoidis 

(Sted．)Korov．替代臭阿魏，用来治疗积肿、胃肠炎 

等疾病，与《中国药典》所收录的品种卡H比较其缺少含 

硫化合物，其具体成分分析和功效研究较少，本实验 

对新疆多伞阿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 材料和仪器 

熔点仪为XT． 显微熔点测定仪；红外光谱仪为 

BIO—RADFTS 16O型；核磁共振仪 为 INOVA一 

400；Sephadex LH一20为上海化学试剂厂产品；柱色 

谱及薄层色谱所用硅胶 GF 均为青岛海洋化工厂 

产品，薄层制备板所用硅胶 GF 为 Merk公司产 

品；乙醇、石油醚、醋酸乙酯、二氯甲烷、乙醚、三乙胺 

等。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多伞阿魏采样于新疆乌鲁木齐二道桥市场，经 

鉴定样品标本存于本实验室。 

2 提取与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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