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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ＧＣ－ＭＳ联用技术，首次分 析 了 鼓 槌 石 斛 干 花 正 己 烷 提 取 物，并 应 用 色 谱 峰 面 积 归 一 化

法计算了各成分的相对含量。共确认了２２个化学成分，占总提取物的９２．３４％，其中含量最高的是十

八碳二烯酸（亚油酸），约占提取物总量的４０．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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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斛属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植物有１　１００多种，是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植物中最大的属，分布于亚洲、欧

洲及澳大利亚等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我国有７４种２变种，主要分布于华南和西南地区［１］。中药石斛来

源于石斛属３０多种植物的茎，其应用历史悠久，始见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具有益胃生津，滋阴清

热的功效［２］。中国药典２０１０年版收载了石斛属３种植物的新鲜或干燥茎作为石斛使用，分别是金钗石

斛 （Ｄ．ｎｏｂｉｌｅ）、鼓槌石斛（Ｄ．ｃｈｒｙｓｏｔｏｘｕｍ）、流苏石斛（Ｄ．ｆｉｍ　ｂｒｉａｔｕｍ）［３］。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已

经对多种石斛 的 化 学 成 分、药 理 作 用 和 临 床 应 用 进 行 了 研 究［４］。新 晋 药 典 石 斛 品 种 鼓 槌 石 斛 （Ｄ．

ｃｈｒｙｓｏｔｏｘｕｍ）是兰科石斛属顶叶组（Ｓｅｃｔ．Ｃｈｒｙｓｏｔｏｘａｅ）多年生草本植物，中国境内主要分布于云南、广

西、四川等地［５］，该种石斛易于栽培，繁殖率高，并有大面积的种植［５］，资源较为丰富，相关化学研究文献

较多［６～９］。鼓槌石斛因产量较高，石斛花资源也很丰富，其花近年被开发成保健品石斛花茶。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保健食品在口感风味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１０］，而鼓槌石斛花的化学研究较少，

开展相关化学研究，对鼓槌石斛花的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采用正己烷浸提干燥的鼓槌石斛花，并用气相色谱－质谱－计算机联用系统对鼓槌石斛干

花正己烷提取物进行定性定量研究。从中分析鉴定了２２个化合物，为鼓槌石斛花的进一步开发应用提

供借鉴。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材料与仪器

鼓槌石斛干花由孟连石斛种植基地提供并由云南大学虞虹教授鉴定为Ｄ．ｃｈｒｙｓｏｔｏｘｕｍ 的花；分析

仪器为美国Ａｇｉｌ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公司 ＨＰ６８９０ＧＣ／５９７３ＭＳ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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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样品制备

干燥鼓槌石斛花１３．５ｇ，放入恒温干燥箱内，温度４０ ℃，放置１２ｈ后取出称重为 １２．２ｇ，将干

燥的花放入研钵中充分研匀成粗粉，转入２５０ｍＬ三角瓶中，加入１５０ｍＬ正己烷常温浸泡 ２４ｈ，再以

超声仪超声１ｈ，滤纸滤出溶液，用正己烷洗涤剩余石斛花残渣，合并滤出液，回收正己烷得正己烷油状

提取物 ０．６８ｇ．

１．２．２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分析条件

气相色谱条件：ＨＰ－５ＭＳ石 英 毛 细 管 柱（３０ｍ×０．２５ｍｍ×０．２５μｍ）；柱 温８０～２６０℃，程 序 升 温

５℃／ｍｉｎ，进样口温度２５０℃；柱前压１００ｋＰａ；进样量０．０６μＬ；分流比１５：１；载气为高纯氦气。

质谱条件：电离方式ＥＩ；电子能量７０ｅＶ；传输线温度２５０℃；离子源温度２３０℃；质量范围３５～４５０；

采用ｗｉｌｅｙ７ｎ．１标准谱库进行检索。

２　结果与讨论

按上述实验条件进样，得到鼓槌石斛干花正己烷提取物成分的总离子流图，共分离出５０个化合物。

对总离子流途中的各峰经质谱扫描后得到质谱图，经计算机检索ｗｉｌｅｙ７ｎ．１标准数据库并结合文献调

研，共鉴定出２２个成分，占提取物总量的９２．３４％．用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出各成分在挥发性成分中的

相对含量，得知相对含量比较高的几个成分是：顺，顺－９，１２－十八碳二 烯 酸 （４０．６６ ％）、二 十 三 烷

（１２．１３％）、二十七烷 （５．９８％）、谷甾醇 （５．３６％）、二十一烷 （３．３９％）、二十五烷 （３．３１％）等，详

细结果见表１．
组分中含量最高的组分顺，顺－９，１２－十八碳二烯酸，即亚油酸，占到总提取物的４０．６６ ％，是人

体必需的但又不能在体内自行合成的不饱和脂肪酸，必须从膳食中摄取。亚油酸能够通过使脂肪酸代

谢发生变化，从而影响肝脏及血磷脂酰胆碱（ＰＣ）的分子组成来降低血浆胆固醇水平［１１］。陈静等的研

究表明亚油酸能影响ＰＡＩ－１基因表达［１３］，从而起到调整正常血浆纤溶活性的作用。研究还发现亚油

酸能抑制肝星状细胞的增殖［１２］，抑制 ＭｉａＰａＣａ２人胰腺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促进其凋亡的作用［１４］。

除了亚油酸以外，含量较高的是谷甾醇和长链烃类。谷甾醇是植物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甾醇，具有降

低血清中的胆固醇［１　５］等活性。组分中含有的维生素Ｅ是动物正常生长和生育所必需，具有抗氧化、改

善脂质代谢、抗动脉粥样硬化等功能；２，６－二叔丁基对甲基苯酚常作为动植物油、食品等的抗氧化剂。

对甲氧基苯甲醇即茴香醇，常用作紫丁香、葵花香和银冬香型香精的变调剂；５，６，７，７ａ－四氢－４，７，７ａ

－三甲基－２－（４Ｈ）－苯并呋喃酮，即二氢猕猴桃内酯，在食品工业和卷烟工业中有着重要的应用价

值，尤其在卷烟工业中，因其具有独特的香气而影响着卷烟的香气质量。

通过以上对鼓槌石斛花正己烷提取物的ＧＣ－ＭＳ分析以及主要化学成分的活性分析，发现鼓槌石

斛花中含有大量降血清中胆固醇及人体所必须的生理活性物质，因此，将鼓槌石斛花作为一种保健茶开

发，既充分利用了生物资源，又有保健作用，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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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鼓槌石斛花正己烷提取物的组分分析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ｃｈｒｙｓｏｔｏｘｕｍ　ｏｆ　ｈｅｘａｎｅ

序号 保留时间／ｍｉｎ 化合物 相似度／％ 分子式 相对含量／％

１　 ４．９９ 对甲氧基苯甲醇 ９４ Ｃ８Ｈ８Ｏ２ ０．０３

２　 ９．２６　 ２，６－二叔丁基－４－甲基苯酚 ９７ Ｃ１５Ｈ２４Ｏ　 ０．０６

３　 ９．８５　 ５，６，７，７ａ－四氢－４，４，７ａ－三甲基－２（４Ｈ）－苯并呋喃酮 ９４ Ｃ１１Ｈ１６Ｏ２ ０．０４

４　 １８．１３ 十六烷酸 ９９ Ｃ１６Ｈ３２Ｏ２ ０．２５

５　 ２０．５３ 十八碳二烯酸甲酯 ９９ Ｃ１９Ｈ３４Ｏ２ ０．３１

６　 ２０．５９ 二十一烷 ９９ Ｃ２１Ｈ４４ ３．３９

７　 ２０．６５ 十八碳三烯酸甲酯 ８９ Ｃ１９Ｈ３２Ｏ２ ０．０５

８　 ２１．４３ 顺，顺－９，１２－十八碳二烯酸 ９９ Ｃ１８Ｈ３２Ｏ２ ４０．６６

９＋１０　 ２２．３５ 十八碳三烯醇 ９３ Ｃ１８Ｈ３２Ｏ　 １２．５６

二十二烷 ９９ Ｃ２２Ｈ４６

１１　 ２３．６６ 二十三碳烯 ９９ Ｃ２３Ｈ４６ １．３６

１２　 ２４．１１ 二十三烷 ９８ Ｃ２３Ｈ４８ １２．１３

１３　 ２５．７５ 二十四烷 ９９ Ｃ２４Ｈ５０ ０．５５

１４　 ２６．９５ 二十五碳烯 ９５ Ｃ２５Ｈ５０ ０．３８

１５　 ２７．３４ 二十五烷 ９６ Ｃ２５Ｈ５２ ３．３１

１６　 ２８．８９ 二十六烷 ９１ Ｃ２６Ｈ５４ ０．２６

１７　 ３０．７５ 二十七烷 ９６ Ｃ２７Ｈ５６ ５．９８

１８　 ３１．８２ 十八碳二烯酸单甘酯 ４９ Ｃ２１Ｈ３７Ｏ４ ０．５６

１９　 ３５．７４ 二十九烷 ９３ Ｃ２９Ｈ６０ １．９０

２０　 ４１．４８ 维生素Ｅ　 ９７ Ｃ２８Ｈ４６Ｏ２ １．２５

２１　 ５１．６７ 豆甾－５，２２－二烯 －３－醇 ９８ Ｃ２９Ｈ４８Ｏ　 １．９５

２２　 ５５．５５ 谷甾醇 ９５ Ｃ２９Ｈ５０Ｏ　 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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