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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杨梅叶挥发性化学成分的 GC—MS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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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朋同时蒸馏萃取法(SDE)提取杨梅叶挥发油化学成分，利川气相色谱一质潜(Gc—MS)联用方法进行分析，并H】峰面积 

归 一化法 各化学成分在挥发油巾的百分含 、 结果表明，从畅梅叶中分离出 51个乜谱峰 ，鉴定出 40种化合物 ，占挥发物组成 

的 97．33％，其 主要成分为橙花叔醇(1 3．46％)、Or．一蒎烯 (1 3．46％) 一片子J：ff=_(12．28％)、B一石竹烯(11．66％)、B一片子烯(9．7l％)、d一 

石竹烯(8．94％)、d一札松醇(5．32％)、片椅醉(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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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M S analysis of volatile components from leaf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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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w>latile oi1 of Myrica esculenta Buch．一Han1．1eat obtained by simuhaneous distillation extraction was analyze~1 IJv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lrometry fGC—MS) and the content of each component was determined by using the II(~rmalization method． 

Among the 51 constihmnt，40(·(】mI)【】n㈩fls were indentified．wldch acotult for 92．92％ 0f the total w)tatile oil．The majo!constituents were 

Nerolidol(13．46％)、 一pinene(1 3．46％)、 一Selinene(12．28)、p—Caryophyllene(11．66％)、p—Selinen(9．7l％)、d—Ca,’yophyllene(8．94％)、 
d—cadinoi(532％ )、“llalool(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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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杨梅 (Myrica esculenta Buch．一Ham．)，别名大树杨 

梅，是杨梅科杨梅属植物l】-21 ．原产浙江，后经云南石屏县引 

进，再经云南富民县引进种植，冈富民县土地肥沃．气候适 

宜，种出的杨梅树壮 、果大 、肉多味美、酸甜可口， 而远近闻 

。 毛杨梅_n丁分荜脐和东桂两个品种。l大l其树大，故 地人 

称之为“大树杨梅”。大树杨梅在云南为珍稀水果，其特点是 

个大核小、酸甜适巾，且具有除湿消暑、止泻利尿的药州J=JJ 

能。杨梅枝叶和根皮存我国大陆、台湾地Ⅸ和I1本等地常用 

作收敛剂、解毒剂和肠胃止泻剂等传统中药成分 ．． 

目前对杨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杨梅果实的保鲜和杨梅 

产品的开发上，而对杨梅叶的研究较少 、杨梅树叶资源丰 

富，如能开发利用杨梅叶资源，可以在基本不增加投入的前 

提下增加果农的收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采J[丰j气 

相色谱一质谱(GC—MS)联用技术对国内资源丰富的毛杨梅鲜 

叶的挥发性化学成分含量进行测定 ，旨在为系统开发杨梅 

植物源在医药 、食品和保健领域的应用提供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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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鲜毛杨梅树叶采 自昆明树木闰：正己烷为分析 

纯 ：HP689OGC／5973MS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仪购 rl美 旧 

Agilent公司 

1．2 试验方法 

1．2．1 挥发性化学成分的提取 采用同时蒸馏法(SDE) 

提取毛杨梅叶片挥发油l(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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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巾，带同实验室后，用医用小刀将韧皮部剪成 2 minx2 mm 

的碎屑，称取 350 g放人同时蒸馏萃取装置，以正己烷为 

萃取剂，同时蒸馏萃取 5 h后 ，用旋转蒸发仪除去正己烷 ， 

无水硫酸钠干燥，将所得提取液置于一10cC保存备用。 

1．2．2 气相色谱一质谱测定 CC条件：HP—SMS石英毛细 

管柱为 30 mmxO．25 minx0．25／．zm；柱温 120～260℃，程序 

升温 5℃／min．进样 口温度 250cjC：柱流量为 1．0 mL／min，柱 

前 100 kPa，分流比为 10：1；载气为高氦气。 

MS条件 ：电离方式 EI，电子能量 70 Ev，传输线温度 

250cc，离 子 源温 度 230℃ ，四极 杆 温 度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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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杨梅叶的挥发性成分经同时蒸馏萃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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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ey7n．1标准谱网库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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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个色谱峰，鉴定HJ 40种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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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毛杨梅树叶挥发物的总离子流图 

物 ，占挥发物组成 的 97．33％．结果 表 1 

从表 l可 以看 j{j，毛杨梅 叶挥 发性化学成 分主要 南 

萜醇 、萜烯类化合物组成，挥发性化学成分巾含量相对较 

高的化合物为橙花叔醇(13．46％)、OL一蒎烯 (13．46％)、 一 

芹 子 烯 (12．28％)、B一石 竹 烯 (11．66％)、B一芹 子 烯 

(9．7l％)、 一石竹烯 (8．94％)、o【一杜松醇(5．32％) 其中，橙 

表 1 毛杨梅树叶挥发性物质的 GC—MS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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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叔醇 、B一石竹烯、 一石竹烯是构成毛杨梅叶香气成分的 

主要成分 。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毛杨梅叶挥发性化学成分主要由萜 

醇、萜烯类化合物组成，挥发性化学成分中含量相对较高 

的化合物有橙花叔醇(13．46％)、OL一蒎烯(13．46％)、 一芹子 

烯(12．28％)、p一石竹烯(11．66％)、B一芹子烯(9．71％)、Or_一石 

竹烯(8．94％)、芳樟醇(4．06％)、OL一杜松醇 (5．32％)。与文献 

『4—7]报道的矮杨梅叶 、杨梅种的乌杨梅叶141、丁乔杨梅 

叶 、木叶杨梅叶、黑炭杨梅叶及东魁杨梅叶[51的主要挥发 

性化学成分相比，橙花叔醇 、0【一蒎烯 、8一石竹烯、d一石竹烯 

这 4种成分在各个品种的杨梅叶中都是主要成分，说明这 

4种成分是构成杨梅叶挥发油的主要成分 

但各个品种的杨梅叶的挥发性成分还是具有明显的 

不同，其中毛杨梅与同属不同种的矮杨梅相同的成分有 

10种 ，与乌杨梅 (杨梅)相同的成分有 8种 ，与丁岙杨梅 

(杨梅)相同的成分有 4种 ，与木叶杨梅 、黑炭杨梅及东魁 

杨梅(杨梅)相同的成分最少 、仅 3种。这些差异是否与亲 

缘关系的远近有关 ．还需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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