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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槌石斛干花正己烷提取物的 GC—MS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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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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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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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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briatum)E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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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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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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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用气相色谱一质谱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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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仪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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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实验方法 

1．2．1 样品制备 

干燥鼓槌石斛花 13．5 g，放人恒温干燥箱内，温度 40。C，放置 12 h后取出称重为 12．2 g，将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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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声仪超声 1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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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8 g． 

1．2．2 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仪分析条件 

气相色谱条件：HP一5MS石英毛细管柱(30m×0．25mm×0．25p．m)；柱温 80~260~C，程序升温 

5℃／min，进样口温度 250℃；柱前压 lOOkPa~进样量 0．06,t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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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离子源温度 230~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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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ey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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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一9，12～十八碳二烯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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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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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一9，12一十八碳二烯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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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陈静等的研 

究表明亚油酸能影响 PAI一1基因表达[1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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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抑制 MiaPaCa2人胰腺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促进其凋亡的作用L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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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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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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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氢一4，7，7a 
一

三甲基一2～(4H)一苯并呋喃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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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 化合物 相似度／ 分子式 相对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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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Volatile Oil from F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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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emica1 constituents of the hexane extraction from flowers of Dendrobium 

chrysotoxum were studied by the method of G(2-MS．The relative contents of various components 

were determined by area normalization method．22 components were characterized and represen— 

ting 92．34 of the extraction．(Z，Z)一Octadeca-9，12～dienoic acid，as linolic acid，was the relative 

highest contents for 40．66 ． 

Key words： flowers of Dendrobium chrysotoxum Lind1．；hexane extraction；GC_MS；Linolic ac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