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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irt~aytloytluytl wilsonii Gamble is endemic to China t and very rich in Hubei Provinee． 

The plant materials were collected from west Hubei．The essential oi1 were extracted from fresh 

Ieaves by steam distillation．The chemica【structures of 47"constituents in the essential oiI have 

been identified by means of GC—MS technique，among which the major components are einnamic 

aldehyae(16．46％)and Cinnamyl acetate(21．14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it is new impor— 

tant resource plant f0r cinnamic aldeh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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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桂(Cinnamomum wilsonii Gamble)是中国特 

有植物，主产湖北、四JI『和湖南，在广西、广东、江西 

和陕西等省区也有分布 ，资源贮量相当丰富。由于其 

各部位器官均含有挥发油，具有比较浓烈的药香气 

味，我国民间历来习惯于利用川桂作为辛辣类佐料， 

烹调制作食品，或当作桂皮类中药材用以治疗疾病。 

目此，关于JIl桂挥发油(精油)的化学组成颇为引人 

关注。我们曾经研究报道过，湖北长阳和咸丰两县产 

JIl桂叶精油的主成分均为柠檬醛，其含量分别高达 

77．99 和 86．47 0]。另据报道，四川产JIl桂叶精 

油的主要成分为芳樟醇(24．14 )和 l，8一桉叶油素 

(18．21 )[23。2000年，王发松等又报道了采自湖北 

巴东县的川桂叶精油的化学成分，其中主含柠檬醛 

(41．19 )和芳樟醇(38．7l ) ]。而笔者报道的产 

于湖北利川的JI『桂叶精油的化学组成，与上述研究 

结果比较，具有十分显著的差异。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采自湖北省利川市团堡乡海拔 800 m的山坡， 

JIl桂(Cinnamornum wilsonii Gamble)的鲜叶，阴干 

约 12 h后剪碎，经水蒸汽蒸馏法提取精油，出油率 

0．9 (v／w)，油样呈淡黄色、透明状，香气浓郁；比 

重 deZ~0．962 6；折光率 n 1．517 8；比旋光 [a 一 

11．39o。凭证标本：陶光复 No．138植物标本及油样 

标本存于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 

(HIB) 

1．2 仪器及分析条件 

油样不经任何处理，直接用 Finnigan一4510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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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细管气相色谱／质谱／电子计算机联用仪 ，进行 

GC—MS—DS系统分析。数据处理使用 INCOS系统。 

各分离组分首先通过 NIH／EPA／MSDC计算机谱 

库(美国国家标准局 NBB LIBRARY谱库)进行检 

索，并参考有关文献 ，对其质谱图进一步加 确 

定。 

气 相 色谱：SE一54石英 毛 细管 柱，30 111× 

0．25 mm(美国 J＆w 公司)；柱温 80～200℃，程序 

升温 3℃／min；进样 温度 230℃；进样 量 0．2,uL；分 

流比15：1；氦气柱前压 0．70 kg／c111 。 

质谱测定：E1一MS；离子源温度 140℃；电子能 

量 70 eV}发射电流 0．25 mA；倍增电压 1 1O0 V；扫 

描周期 1 s 

2 结果与讨论 

在上述条件下，从川桂叶精油中共检出百余个 

成分，鉴定了其中 47个主要成分，总含量占全精油 

的 86．10 (表 1)。含量较高的成分有乙酸桂皮酯 

(21．14 )、桂皮醛(1 6．46 )、芳樟醇 (7．65 )、十 

九碳烯(6．24 )、乙酸香叶酯(4．O2 )和 1，8-桉叶 

油素(3．46 )等。此外，还含有橙花醛(1．79 )和香 

叶醛(2．8 6 )。 

据已报道的文献分析，尽管四』I『和湖北不同产 

地的川桂叶油之间有明显的化学组成差异，但是也 

有明显的一致性，即都不含有桂皮醛类化合物。而恰 

恰只有桂皮醛类化台物，才是著名中药桂皮类药材 

的主要活性成分。这些研究结果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因为我国民间常 川桂作为桂皮类药材的代用品使 

用，那么这种传统用药习惯的科学依据何在? 

湖北利川产川桂叶油的 2个主成分桂皮醛和乙 

酸桂皮酯的含量都较高，二者合计为 37．6O ，而这 

两种化合物是肉桂油的最重要的有效成分和主成 

分。众所周知，肉桂油(cassia oil)是我国的著名特 

产，驰名海外，享誉极高，年产量约占全世界总产量 

的 80 ，举足轻重。肉桂油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天然 

香原料，可用于调味、化妆品、食品饮料、日用品香精 

和医药、化工等方面，在香料工业中，可用肉桂油(叶 

油)单独分离桂皮醛，再合成一系列香料。肉桂油还 

是一种珍贵药材，入药可补肾、止痛，主治腰膝痛、胃 

痛、消化不良、腹痛吐泻和闭经等疾患。肉桂油的用 

途相当广且用量大，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的需求量 

很大。肉桂(Cinnamomum cassia Pres1)原产我国，早 

已归化为栽培种，主产广西和广东，在云南、福建和 

台湾等省也有栽培，人工林面积已发展种植近百万 

表 1 JII挂叶精油的化学成分 
Tabte l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the essential 

oi【of leaves of Cinnamom ils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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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口]，但是，目前我国的产量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市场 

需要。寻求肉桂的代用品，开发桂皮醛新资源，是国 

际国内市场的共同呼唤。虽然，湖北利川产川桂叶油 

与肉桂叶油的化学成分尚有一定的差异，关键在于 

桂皮醛类化合物的含量前者不足后者的一半，但是 

比较二者的出油率 ，则发现前者 (0．9 )为后者 

(O．O9 t0．46 。 )的2～10倍 所以，我们认为湖 

北利川产川I桂叶油作为国产肉桂油资源的一个新品 

种加 开发利用，是大有希望和广阔前景的。 

另外，在湖北利川野外调查采集中，我们发现川 

桂枝繁叶茂、长势十分旺盛．鲜叶具有浓郁的宜人芳 

香 将其叶精油送上海香料科学研究所进行评香与 

香气鉴定，获得较高的评价，认定此精油具有“似生 

姜油样香气．头香辛辣．后面有柠檬醛样香气，有一 

定的香气价值，可以直接用于调香” 看来．湖北利川 

产川桂的叶油还是一种具有应用价值的天然香料新 

品种。 

湖北利川桂叶精油的 2个主要成分十分突出， 

可能是川桂的又一个新的化学类型——乙酸桂皮 

酯／桂皮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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