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林学院学报 2011，26(4)：18O～183 
Journal Of Nor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麻疯树树皮的挥发性化学成分研究 

马惠芬 ，和丽萍 ，郎南军 ，余 珍。，郑 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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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疯树树皮中的挥发性成分，利用气相 色谱一质谱联用仪 (GC— 

MS)及 GC对其提取物化学成分进行 了解析，分 离鉴定化合物的组成及相对含量。从麻疯树树皮 

的挥发性物质中分离出 56个色谱峰 ，鉴定 出37种化合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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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证明乙醇加热回流提取是一种提取植物挥发 

性成分很有效的方法。麻疯树皮的提取物中发现了多种具有开发价值的三萜类和植物甾醇类物 

质 ，3个地点采集的麻疯树树皮的化合物组成和相对含量差异不明显，为了解麻疯树的化 学物质基 

础 和进一 步开发研 究提供 了理论依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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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atile Components Jatropha CUl"Ca,S B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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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bark Of Jatropha cuycas L．was extracted with anhydrous ethano1 by continuous thermal re～ 

fluxing．The extracts were aralyzed by GC／MS．Fifty six peaks were observe，in which 37 compounds 

were identified．The volatiles were ketones，aldehydes，esters，terpenoids，sterol，fatty acids，alkane，al～ 

kene，and aromatics．Continwus thermal refluxing with absolute ethanol was an effective way to extract 

volatile components from plant．No sigh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contents 

between the samples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 areas．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barks were rich in phytoster— 

ols and triterpenes which would be of great value in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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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疯 树(Jatropha curcas．)又名小 桐子、芙蓉 树 、膏桐、黑皂 、亮桐 、臭油桐，为大戟科 (Euphorbi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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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a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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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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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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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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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1’ 。本研究采用 乙醇加热 回流法 

提取了 3个不同地点采集的麻疯树树皮的挥发性物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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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麻疯树样本分别采 自云南省建水县、元 阳县 、石 

屏县 ；溶剂为无水乙醇(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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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oiogies公司)，HP5890气 

相色谱仪(美国 Agilent Technoiogies公司)。 

1．2 挥发性化学成分的提取 

将麻疯树树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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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水乙醇 ，水浴加热恒温 75 C，加热 

回流提取 4 h，提取液浓缩至 20 mL，冷却 、过滤 ，得 

淡黄绿色透明溶液 ，放入试剂瓶供分析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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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气相色谱一质谱测定条件 

GC条件：HP一5MS石英毛细管柱 (30 mm × 

0．25 mm ×0．25 Mm)；柱温 12O～260 C，程序升温 

5℃ ·min ；柱流量为 1．0 mI ·min ；进样 口温 

度 250 oC；柱前压 100 kPa，进样量 0．3 I ；分流比 

10：1；载气为高纯氦气。 

MS条件 ：电离方式 EI；电子能量 70 eV；传输 

线温度 250 C；离子源温度 230 C；四极杆温度 150 

。C；质量范围 35～500；采用 wileyTn．1标准谱库检 

索定性。 

2 结果与分析 

麻疯树树皮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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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 

解析 ，查对有关质谱资料 ，对挥 发性成分进行定性 。 

结合 GC分析，进行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各组分 的相 

对百分含量 ，结果列表 1。从麻疯树 树皮挥发物 

质中分离得 到 56个色谱 峰，鉴 定 出其 中 37个化 

合物 。 

由分析结果可看 出，3个地点采集 的麻疯树树 

皮的挥发性物质的组成及相对百分含量没有明显的 

差异 ，仅有丁香酚、高香草酸和 3，4一二 甲基苯甲酸 3 

种成分为石屏县采集样品独有 ，其它 2个样品未检 

出，但相对含量较低。树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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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烯烃、芳 

香族化合物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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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麻疯树皮 乙醇加热 回流提取物 GC MS总离子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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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1)实验结果与本课 题曾报道的采 自云南省石 

屏县的麻疯树皮的超临界 CO 萃取物的挥发性物 

质l_6 比较 ，组成和相对百分含量都有显著差异 ，本实 

验分离鉴定的化合物都 比超临界 CO。萃取 的多，而 

且分离鉴定出大量的三萜和植物 甾醇类化合物 ，证 

明乙醇加热回流法提取麻疯树树皮的挥发物比超临 

界CO 萃取法具有更好的效果。 

(2)3个地点采集 的麻风树树皮 的挥发性物质 

的化合物组成基本一致 ，各化合物 的相对百分含量 

也很稳定 ，没有很明显的差异 ，因此不存在明显的地 

域性差异 。 

麻风树树皮中有大量角鲨烯、B一香树素等三萜 

类物质 和菜油 甾醇、．3一豆 甾醇、5，22一豆甾二烯一3一醇 

等植物甾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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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Vl8 等功效。植物甾 

醇具有营养价值高、生理活性强等特点，有降低胆固 

醇、抗氧化、抗炎、促生长和美容作 用 。 。其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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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欧洲作为食品添加剂非 

常普遍 ，广泛用于食品中以降低人体胆固醇 。 

麻疯树作为一种新型能源植物 ，既可以发挥植 

物的保持水土、抑螺防病等生态功能，又可为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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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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l 。云南 、四川等省在大 

力发展麻疯树 ，有关部 门计划至 201O年发展到 7O 

万 hm。l1 ，已经逐步形成生物柴油产业 。但麻疯树 

产业仅仅靠生产柴油发展 ，目前看难度还很大u ， 

加强综合开发研究 ，提高资源利用率 ，使大规模种 

植有更高的效益产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值得 

深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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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阳县、石屏县产 

的麻疯树树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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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