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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建水县麻疯树不同部位挥发性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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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俊 ，向振勇 ，孔继君 ，袁瑞玲 

(1．云南省林业科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4；2．国家林业局 云南珍稀濒特森林植物保护和繁育重点实验 

室，云南省森林植物培育与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云南 昆明 650204；3．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 

植物化学开放研究实验室 ，云南 昆明 650204) 

摘要：采用乙醇加热回流法提取了云南建水县麻疯树 Jatropha CUl'C6I$不 同部位(叶、树皮及种子)中的挥发性成分 ，利 

用气相 色谱一质谱联 用仪(GC—MS)对其提取物化学成分进行 了解析 ，分离鉴定 了各组成及相对含量。从麻疯树 叶、树 

皮、种子挥发性物质中分别分 离出 45，58，35个 色谱峰 ，并分别鉴定出 32，33，23种化合物 ，各 占挥发性成分的 

84．26％，81．14％，68．61％。化合物类型包括醛 、酮、酯、萜类化合物、甾醇类、脂肪酸 、烷烃 、烯 烃、芳香族化 

合物等 、麻疯树 叶、树皮及种子的化合物组成和相对含量差异较 大。在麻疯树叶、树皮及种子的提取物中发现 了 

多种具有开发价值的三萜类、植物甾醇类物质及一种用途广泛的平台化合物 5．羟甲基康醛。图1表 l参 16 

关键词 ：植物学 ：麻疯树；树叶 ；树皮；种子 ；挥发性物质 ；气相 色谱．质谱 

中图分类号 ：S7l8．43；Q946．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756(2011)04．0674—06 

Volatile components from plant parts of Jatropha C~rCClS in Jianshui， 

Yunnan Province 

MA Hui—fen‘一， LANG Nan-jun 一，HE Li-ping 一，YU Zhen ，ZHENG Ke ， 

PENG Ming-jun ，XIANG Zhen—yong ，KONG Ji-jun ，YUAN Rui-ling 

(1．Yunnan Academy of Forestry，Yunnan 650204，Kunming，China；2．Key Laboratory of Forest Plant Culti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Yunnan Province， Yunnan Laboratory for Conservation of Rare， Endangered＆ Endemic Forest 

Plants，Kunming 650204，Yunnan，China；3．Laboratory of Phytochemistry，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04，Yunnan，China) 

Absttact：To study the volatile components of Jatropha C~FCaS in development and use Value，we extracted 

the volatile components of leaves，bark，and seeds of Jatropha curcos from Jianshui，Yunnan Province with 

anhydrous ethanol using continuous thermal reflux， and then analyzed b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GC—MS)．Results of the GC—MS analysis showed 32 compounds for leaves consisting of 84．26％ of 

the total peak area， 33 peaks for bark comprising 81．14％ ，and 23 peaks for seeds making up 68．61％ were 

identified．Volatiles consisted of compounds including ketones，aldehydes， esters，terpenoids， sterols，fatty 

acids． alkanes， alkenes， and aromatics．DiffeFences in reflux extracts of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relative 

content of different pans of 1．curcas were noted with leaves and bark rich in phytosterols and triterpenes．In 

addition， all leaves， bark， and seeds were rich in a new type of green platform chemical 2一Furanearboxaldehyde， 

收稿 日期 

金项 目 

作 简介 

2010—09．21；修回日期 ：2011-02—12 

“t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 目(2007BAD32B02)；国家林业局引进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计划 

(“948”计划)项目(2008—04—04)； “十一五”云南省科技厅院所专项项目(2006KFZX一17)；云南省 

应用基础研究 面上项 目(2007C239M) 

马惠芬，助理研究员，从事植物开发利用等研究。E—mail：mahf_2004@126．toni。通信作者：郎南 

军，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森林生态及植物资源研究。E—mail：nanjunlang@126．com 



第 28卷第 4期 马惠芬等：云南省建水县麻疯树不同部位挥发性化学成分 675 

5．(hydroxymethy1)．Analytical results of the cttrco~compounds coul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development 

and use with the new chemical also being of great value in utilization．[Ch，1 fig．1 tab．1 6 ref．] 

Key words：batany；Jatropha curca$；leaves；bark；seeds；volatile components；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GC—MS) 

麻疯树 Jatropha ClZFCCI8为大戟科 Euphorbiaceae落叶灌木和小乔木，主要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绝大多数生长在美州和亚洲热带地区[1-2]。在中国麻疯树资源主要栽培或半野生状态分布在广东、广西、 

云南、贵州、四川、台湾、福建、海南等省(区)的热带及干热河谷地区。其中云南主要栽培在滇西、滇 

西南、滇中以及红河、金沙江、澜沧江、小绿汁江流域 。麻疯树是干热河谷地区荒山造林的优良树种， 

具有广泛的开发利用前景 I6]。麻疯树种子可入药，有清热解毒、 消肿散淤等作用，近年来发现其种子 

还具有显著的抗癌活性，且在工业用油、生物病虫害防治、新药开发等方面也有着潜在的应用价值。 

麻疯树的有效成分存在于种子、树皮、叶、根和乳汁中，从该树木中分离得到的物质主要有萜类、黄酮 

类、香豆素类、脂肪类、甾醇类和生物碱类等，并且从麻疯树种子中得到一种具有抗癌活性的毒蛋白|7]。 

麻疯树的萜类及一些衍生物均具有明显的抗癌、抗病毒、抗菌活性，它有着较强的市场开发潜力隅]。作 

为热点能源树种，近年来对麻疯树的研究很多，但对于麻疯树的挥发性化学成分的研究和利用较少 坦]。 

从这些研究结果可知麻疯树的挥发性物质中含有很多用途广泛的萜醇、脂肪酸等化合物，同时发现，不 

同的地域、生境、提取方法得到的研究结果也都有很大差异。本研究采用乙醇加热回流法提取麻疯树 

叶、皮及种子的挥发性物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法分析挥发性物质的组成和含量，为综合开 

发利用麻疯树资源提供理论基础。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 1 主要仪器、材料和试剂 

此次分析测定化学成分的麻疯树样本采 自云南省建水县；溶剂为分析纯无水乙醇；挥发性化学成分 

的分析仪器为 HP6890GC／5973MS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仪(美国Agilent Technologies公司)。 

1．2 挥发性化学成分的提取 

将麻疯树叶、树皮及种子烘干粉碎成直径小于 0．46 mm的粉末 ，称取 20 g样品用滤纸包好，放入 

回流装置，加 500 mL重蒸的无水乙醇，水浴加热恒温75℃，加热回流提取 4 h，提取液浓缩至 20 mL， 

冷却，滤纸过滤，得淡黄色或淡绿色透明溶液，放入试剂瓶供分析用。 

1．3 气相色谱一质谱测定条件 

GC条件：HP．5MS石英毛细管柱(30 mm×0．25 mm×0．25 m)；柱温为 120～260℃，程序升温5℃ 

·min～，溶剂切割时问为5 min(总离子流图中横轴时间设置从 5 min开始)；柱流量为 1．0 mL·min～；进样 

口温度为250 oC；柱前压为 100 kPa，进样量 0-3 fxL；分流比为 10：1；载气为高纯氦气。 

MS条件：电离方式为 EI，电子能量为70 eV，传输线温度为 250 oC，离子源温度为 230 oC，四极 

杆温度为 150℃，原子质量范围为 35—500；采用wiley7n．1标准谱库检索定性。 

2 结果与分析 

建水县采集麻疯树样品，经乙醇加热回流提取得到的挥发性物质，采用 GC·MS进行分析，得到总 

离子流图(图1)，各峰经质谱扫描后得到质谱图，用质谱数据库(Wiley7n．1标准谱库)检索，并结合谱图 

人工解析，查对有关质谱资料，对挥发性成分进行定性，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各组分的相对百分含量 ，结 

果详见表 1。从麻疯树叶挥发物质中分离得到45个色谱峰，鉴定出其中32个化合物，占挥发成分组分 

总量的 84．26％；从麻疯树树皮挥发物质中分离得到58个色谱峰，鉴定出其中33个化合物，占挥发成 

分组分总量的 81．11％；从麻疯树种子挥发物质中分离得到 35个色谱峰，鉴定出其中的23个化合物， 

占挥发成分组分总量的68．61％。 

由结果可看出：建水县采集的麻疯树叶、树皮及种子的挥发性物质的组成及相对百分含量有明显的 

差异。树叶、树皮及种子的挥发性物质主要由醛、酮、酯 、萜类化合物、甾醇类、脂肪酸、烷烃、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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烃 、芳香族化合物等组成；比较而言， 

种子和树皮的挥发性成分里脂肪酸类的 

物质要比树叶的多，而树叶的挥发性成 

分里三萜、甾醇和烯烃类物质要明显多 

于种子和树皮。5．羟甲基康醛 、蒽 、棕 

榈酸、棕榈酸乙酯、亚油酸、亚油酸乙 

酯、角鲨烯和 B．豆甾醇等 8种化合物为 

麻疯树叶、树皮及种子共有的挥发性成 

分，其中 B一豆甾醇的相对含量很稳定 ， 

在叶、树皮、种子中都是相对含量最大 

的 化合 物 ，相 对 含 量 分别 为 19．45％ 、 

18．80％和 l3-36％。 

3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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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分析的结果 ，本实验用的乙醇萃取 保留时间／min 

法得到二萜、植物甾醇类和维生素类物 图 1 麻疯树叶(A)
、 树皮(B)和种子(C)乙醇加热回 

质更全一些，尤其对于组成成分较多的 流提取物 GC
—MS总离子流 图 

树叶更加明显。但麻疯树叶、树皮及种 Figure 1 GC
- MS hromatogra of reflux extraction of leaves(A)．bark 

子得挥发性化学物质是否存在地域性的 (B)
， and 。。d (c)fr。 Jatroph。。 

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叶和树皮中有大量角鲨烯、p-香树素等三萜类物质和菜油甾醇、p．豆甾醇、5，22一豆甾二烯一3一醇等 

植物甾醇以及天然维生素 E(维生 E和 13一生育酚)。三萜类化合物是近年来中药化学研究的热点，具有抗 

肿瘤 、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 等功效。植物甾醇具有营养价值高、生理活性强等特点，广泛应 

用在食品、医药、化妆品、动物生长剂及纸张加工、印刷、纺织等领域。天然维生素 E则在医药、保健 

和化妆品行业中都有广泛应用。麻疯树叶、皮及种子中都有 5．羟甲基康醛 ，5一羟甲基糠醛，它的分子中 

含有一个醛基和一个羟甲基，可以通过加氢、氧化脱氢、酯化、卤化、聚合树脂类塑料、柴油燃料添加 

物等。 随着人们对可再生生物质资源利用的日益重视，从生物质中提取羟甲基糠醛极具前景。 

近年来，由于国际油价的持续走高以及石油资源的日渐匮乏，发展生物柴油逐渐受到重视。麻疯树 

作为一种新型能源植物，既可以发挥植物保持水土、 抑螺防病等生态功能，又可为生物柴油生产提供原 

料，对于缓解益严峻的能源危机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15]0中国云南、四川等省在大力发展麻疯树 ，有 

关部门计划至 2010年发展到 70万 hm _1刚，生物柴油产业已经逐步形成。但麻疯树产业仅仅靠生产柴油 

发展，目前看难度还很大，加强综合开发研究，提高资源利用率，使大规模栽植有更高的效益产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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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本研究采用乙醇加热回流法提取 、GC—MS定性，对云南 

建水县产的麻疯树叶、皮及种子的挥发性物质进行研究，为综合开发利用麻疯树资源提供了基础数据和 

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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