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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蒸馏萃取法与GC—MS法对板栗叶 

挥发油化学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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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同时蒸馏萃取法(SDE)提取板栗叶挥发油化学成分，利用气相色谱一质谱 (GC—MS)联用方法分析并用峰面积归 
一 化法得出各化学成分在挥发油中的百分含量。结果表明：共从板栗叶中分离出47个色谱峰，鉴定出38个化合物，占挥发物 

组成的92．92％。中药板栗叶挥发油化学成分主要由醇、烯、酯和醛酮类化合物组成，主要成分为3一己烯一1一醇(33．98％)，3-己 

烯乙酸酯(14．66％)，壬醛(5．63％)，香叶醇(4．8O％)，橙花叔醇(5．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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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栗(Castanea mollissima Blume)又名栗、中国 

板栗，是壳斗科栗属的植物[1l，原产于中国，分布于 

越南、台湾以及中国大陆地区，生长于海拔 370— 

2 800 m的地区，多见于山地，已由人工广泛栽培。 

《滇南本草》记载板栗叶可“治喉疗火毒 ”，《现代 

实用中药》中记载板栗叶 “为收敛剂 ，外用涂漆 

疮”，是民间常用中草药[21。目前，对板栗叶的挥发性 

化学成分的研究还很少，2008年何玲玲等[31采用顶 

空 一固相微萃取技术提取、气相色谱 一质谱分析， 

从板栗叶中分离鉴定了22各挥发性成分。本实验 

采用同时蒸馏萃取法(SDE)提取板栗叶挥发油化 

学成分，利用气相色谱一质谱(GC—MS)联用方法分 

析板栗叶的挥发油化学成分，以期为进一步综合开 

发板栗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1．1．1 供试材料 本次分析测定的板栗树叶样本 

采自永仁县油橄榄良种繁育基地。 

1．1．2 仪器和试剂 所用溶剂为分析纯正己烷；挥 

发性化学成分的分析仪器为Agilent Technologies 

公司的HP689OGc／5973MS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仪。 

1．2 方 法 

1．2．1 挥发性化学成分的提取 采用同时蒸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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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E)提取板栗叶片挥发油 。将新鲜树叶剪下后， 

迅速放入磨口玻璃瓶中密封，将玻璃瓶放入加有医 

用冰袋的保温瓶中。带回实验室后，用医用小刀将韧 

皮部剪碎为2 mmx2 mm的碎屑，各称取350 g放人 

同时蒸馏萃取装置，正己烷萃取。同时蒸馏萃取5 h 

后，旋转蒸发仪除去正己烷，用无水硫酸钠干燥。将所 

得提取液放人冰箱中保存，保存温度为一10~C，备用。 

1．2．2 气相色谱 一质谱测定条件 GC条件：HP— 

SMS石英毛细管柱(30 mmx0．25 mmx0．25 Ixm)；柱 

温 120～260~12，程序升温 5qC／rain，进样 口温度 

250~C；柱流量为 1．0 mlJmin，柱前压100 kPa，分流 

比为 10：1。载气为氦气。 

MS条件：电离方式 EI，电子能量70 Ev，传输 

线温度 250~12，离子源温度 230~(2，四极杆温度 

l50℃；质量范围35—450 M／Z。采用wiley7n．1标准 

谱图，计算机检索定性。 

2 结果与分析 

板栗叶的挥发油化学成分经同时蒸馏萃取法 

(SDE)及气相色谱一质谱分析 ，得到总离子流色谱 

图如图 1所示。采用计算机对各峰质谱图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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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板栗树叶挥发物的总离子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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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ey7n．1标准谱图库的检索，根据质谱裂解规律进 

行核对 ，利用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各组分的相对 

含量。共分离出47个色谱峰，鉴定出38个化合 

物，占挥发物组成的92．92％，结果见表 1。 

表 1 板栗树叶挥发性物质的 GC—MS分析结果 

枵  
ml n 

挥发性成分 峋  舭  序号

、ll ， ln l J 

发性 
J 

临  舢  

J ～ J l坳 ， 

1 2．913 3-己烯一1—醇 96 33．98 2l 10．024 香叶醇 94 4．80 

2 3．822 a一蒎烯 95 0．柏 22 10．203 2—癸烯醛 8l I．82 

3 4．716 3-己烯乙酸酯 83 14．66 23 10．430 香叶醛 78 0．44 

4 4．804 乙酸己酯 89 0．加 24 10．608 4-乙烯基—2_甲氧基苯酚 95 0．83 

5 4．850 2-己烯乙酸酯 83 0．46 1，2，3，4_四氢一1．5．7一三甲基萘 
6 5．0oo a一松油烯 95 0．70 25 12．476 1

,

2，3，4_四氢．1，5，7一三甲基萘 91 0．20 

7 5．334 苯甲醇 97 1．61 26 12．596 香叶酸甲酯 94 0．42 

8 5．5∞ 苯乙醛 91 1．41 27 13．309 B一突厥烯酮 91 0．83 

9 5．63O 3
，
6-二甲基癸烷 83 0．91 28 14．27l 8一石竹烯 99 0．46 

10 5．716 一松油烯 97 1．11 29 14．939 丁香酚 95 0．67 

11 5．857 l一辛醇 9o 1．02 3O l5．887 B一芹子烯 99 0．91 

12 5．958 苯乙酮 93 1．00 3l 16．085 a一芹子烯 99 1．11 

13 6．336 异松油烯 95 0．47 32 16．213 一金合欢烯 86 0．41 

14 6．512 芳樟醇 97 2．70 33 16．683 8-杜松烯 98 0．20 

15 6．576 壬醛 93 5．63 34 17
．556 橙花叔醇 95 5．0B 

16 6．827 4
，8一二甲基一1，3，7一壬三烯 80 0．20 35 19．766 慢．桉叶油醇 94 1．95 

17 8．328 松油烯4喾 95 0．77 36 20．343 n一红没药醇 83 0．51 

18 8．635 a一松油醇 91 0．55 37 20．604 金合欢醇 91 0
．36 

19 8．739 水杨酸甲酯 95 2．33 38 21
．099 金合欢醇异构体 93 0．57 

zo s． s ·m 

从表 1可看出，板栗叶挥发性化学成主要由 

醇、烯、酯和醛酮类化合物组成，其中醇类物质占的 

比重最大，达到53．9％，其次是酯，占15．94％。板栗 

叶的挥发油化学成分中含量相对较高的化合物为 

3一己烯一1一醇(33．98％)，3一己烯乙酸酯(14．66％)， 

壬醛(5．63％)，香叶醇(4．80％)，橙花叔醇(5．08％)。 

3 讨 论 

与何玲玲等f31的结果相比较，试验所得到的化 

合物数量更多，而且酯类、烯、醛酮类化合物更多， 

烷烃类化合物较少，得到的共同化合物共 4个，分 

别是3一己烯一1一醇，乙酸己酯，1一辛醇，金合欢烯。 

虽然醇类化合物所占比例都是最大，但具体化合物 

的组成和相对含量的差别很大，这与提取方法有很 

大关系。同时蒸馏萃取法(SDE)对高沸点、低挥发 

性成分的分离比较有利，如对长链羧酸、醛、酯类物 

质有较好的检出。固相微萃取法(SI'MW)是对样品 

进行直接吸附，样品处理时间短、步骤少，检出香气 

组分中的易挥发性化合物没有发生变化[6-8]。两种方 

法对样品的分析效果各有优缺点，两种方法结合起 

来，得到的结果更为全面、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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