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实践动手能力 ,给予学生自主学习空间和时间的先进

教育理念理解不够 ;或因承担课程理论任务重 ,不愿过多

开设实践课程等。以致部分课程虽在实践教学上比例有

所提高 ,但理论授课不减少 ,致使总学时数超过原计划。

解决对策 :要贯彻“结合实际 ,适当超前 ,平稳过渡 ”的原

则 ,一是专项组组织培训学习 ,学习相关中医院校的方案

制订及相关文件等 ,提高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认识 ;二

是各专业系 (部 )召开相关学科专家会议 ,围绕专业培养目

标重新设置课程体系。三是开展对课程体系 (即开设哪些

基础课、专业课、必修课 )、理论与实践学时数、实验项目等

方面进行课程设置是否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的论证。

我院第三次培养方案修订 ,学院领导高度重视 ,专项

组牵头 ,专业系 (部 )为主体 ,涉及人员广泛 ,参与的职能部

门多 ,经过课程设置的论证、专家预审、教代会审议 ,学术

委员会审核、院长办公会审批等过程 , 2006年培养方案中

增设了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社会实践方案、入学教育和

就业指导计划、《创新学 》等素质教育课程、教学见习计划 ,

毕业实习计划等。初步体现了一些先进的教育理念 ,符合

学校的定位和社会需求。随着对专业培养方案的修订、论

证、修改、审核和完成 ,各专业系 (部 )管理人员对培养方案

的重要性认识加深、过程清楚、程序规范、论证合理 ,锻炼

和培养了自己的一支教学管理队伍 ,为实现院、系 (部 )教

学计划的二级管理奠定了基础。

3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科技之黔工程 ”项目课题号 :黔 - 01 - 2005 - 01
3 3 通讯作者 :邱明华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Tel: 0871—5223327; Fax: 0871—5150227: E - mail: mhchiu@mail. kib. ac.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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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医药
研究　　　两种方法提取苗药大果木姜子叶挥发油

化学成分的比较研究 3

刘育辰 1, 2 ,杨叶昆 1 ,李忠荣 1 ,邱明华 13 3 ,赵立春 1, 2 ,邱德文 2

(11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云南昆明 　650204;

21贵阳中医学院 ,贵州贵阳 　550002)

　　摘要 :目的 :通过研究大果木姜子叶中挥发油的化学成分 ,为苗药大果木姜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以及是否可以用叶代

替果实入药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超临界 CO2 流体萃取法和水蒸气蒸馏法对大果木姜子叶中的挥发油进行提取 ,应

用 GC - MS联用技术对其化学成分进行分析鉴定 ,测定了各化合物的相对百分含量 ,并对两种方法提取所得的挥发油进

行比较。结果 :超临界 CO2 流体萃取法的挥发油得率约为水蒸气蒸馏法的 116倍 ,且两种方法提取的挥发性成分存在一

定差异。结论 :超临界 CO2 流体萃取挥发油得率高 ,提取时间短 ,温度低 ,低挥发性成分萃取完全 ,是提取苗药大果木姜子

叶挥发油的理想方法 ,并且其主要成分为桉油精 ,与以果实入药的主要成分相同 ,为叶代替果实入药 ,扩大该苗药的药用

部位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超临界 CO2 流体萃取 ;水蒸气蒸馏 ;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 ;大果木姜子叶 ;挥发油

　　中图分类号 : R28411　文献标识码 : B　文章编号 : 1002 - 1108 (2008) 02 - 0021 - 03

　　大果木姜子叶为樟科植物大果木姜子 ( C innam om um

m igao H1W1L i) (又名米槁 )的干燥叶。主要分布于贵州中

部、西南部、东南部 ,广西北部及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处 25个

县 (市 ) ,海拔 80～1700m的地区 [ 1 ] ,是贵州省苗族人民的

习用药材。大果木姜子味辛、性热 ,具有散寒祛湿、行气止

痛的功效 ,民间用其治疗呕吐、胃痛腹痛 ,胸闷腹胀等 ,其

果实中挥发油的化学成分已有报道 [ 2 ] ,并表明挥发油为其

主要活性物质 [ 3～5 ]。但目前对其叶中的挥发油化学成分未

见报道。本文采用超临界 CO2 流体萃取法和水蒸气蒸馏

法提取大果木姜子叶中挥发油 ,并应用 GC - MS技术分析

鉴定了各化合物成分及其在挥发油中的相对百分含量 ,为

叶能否代替果实入药 ,扩大该苗药的药用部位提供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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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依据。

1　实验部分

111　仪器 ,材料与试剂 　仪器 :超临界 CO2 提取装置 ( 5L

- SFE广州轻工研究所 ) ,容量 5L,最高压力 42 MPa,最高

温度 70℃;气相色谱 - 质谱仪 : HP GC6890 /MS5972;水浴

锅 (北京市长风仪器仪表公司 )。

材料 :贵州民族制药厂提供 ,由贵阳中医学院生药教

研室主任刘芃教授鉴定为樟科樟属大果木姜子 (C innam o2

m um m igao H1W1L i)干燥叶。

试剂 : CO2 由昆明氧气厂提供 ,纯度为 9915% ;其余化

学试剂均为分析纯。

112　挥发油的提取 　药材粉碎成粗粉 ,分别用 SFE - CO2

法和水蒸气蒸馏法提取。

SFE - CO2 法 :取 1kg大果木姜子的干燥粉碎叶投入萃

取釜 ,设定工艺参数见表 1,从解析釜出料口得萃取物 ,用

无水硫酸钠脱水后得黄色油状物 2414 g,得率为 2144%。

将所得黄色油状物用乙醚稀释后进行 GC - MS分析。

　表 1 超临界 CO2 法工艺参数

项目 压力 (MPa) 温度 (℃) 流量 (L /h) 时间 ( h)

萃取釜 20 36 - 43 22 2

解析釜 5 - 7 40 22 2

水蒸气蒸馏法 :取 100 g大果木姜子粉碎叶 ,放入挥发

油提取器中提取 8 h,用无水硫酸钠脱水后得到淡黄色挥

发油 1153g,得率为 1153% ,用乙醚稀释后进行 GC - MS分

析。

113　GC - MS分析条件 　气相色谱 -质谱仪 : Agilent tech2

nologies 6890N /5973N。

色谱柱 : HP - 5 毛细管石英柱 ( 30m ×0125mm ×

0125μm)弹性石英毛细管柱。载气 He;进样口温度 250℃:

接口温度 280℃;恒定柱流量 lmL /m in;分流比 30∶1,进样

量 : 2μL。

采用升温程序 : 50℃ ( 1 m in) →180℃ ( 5℃ /m in) →

260℃ (15℃ /m in, 15m in)。

质谱条件 : El/MS离子源 ,温度 190℃;电子能量 70 ev,

倍增器电压 1400 V,发射电流 0125 mA;扫描周期 1 s。

2　结果

本实验应用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技术对大果木姜子

叶挥发油化学成分进行分析 , 通过 N IST981L 和 W I2

LEY2751L质谱图库检索 ,以及相关文献进行图谱解析 ,并

通过数据处理系统 ,以峰面积归一化法确定各组分在挥发

油中的相对百分含量 ,两种方法的总离子流图见图 1, 2;成

份鉴定结果见表 2。

　表 2 大果木姜子叶挥发油化学成分

序号 化学成分 分子式
相对百分含量 ( % )

SFE - CO2 水蒸气蒸馏

1 三环烯 C10 H16 0. 23 0. 03

2 崖柏烯 C10 H16 0. 05 0. 03

3 α - 蒎烯 C10 H16 0. 94 1. 08

4 莰烯 — 0. 14 1. 37

5 β - 水芹烯 C10 H16 1. 51 0. 30

6 β - 蒎烯 C10 H16 2. 99 0. 82

7 丁苯 C10 H14 0. 04 —

8 β - 月桂烯 C10 H16 0. 64 0. 25

9 1 - 辛烯 - 3 - 醇 C8 H16O 1. 49 —

10 5 - 甲基 - 3 - 庚酮 C8 H16O 0. 18 —

11 p - 甲基枯烯 C10 H14 — 0. 66

12 3 - 辛醇 C8 H18O 0. 10 —

13 3 - 蒈烯 C10 H16 0. 23 —

14 2 - 蒈烯 C10 H16 0. 30 —

15 桉油精 C10 H18O 16. 02 4. 76

16 松油烯 C10 H16 0. 62 —

17 顺 - 芳樟醇氧化物 C10 H18O2 — 0. 09

18 1 - 戊基环戊烯 C10 H18 0. 04 0. 07

19 4 - 蒈烯 C10 H16 0. 49 —

20 异松油烯 C10 H14O — 0. 05

21 芳樟醇 C10 H18O 0. 46 0. 32

22 枯茗醇 C10 H14O 0. 47 —

23 莰欧烯基乙醛 C10 H16O 0. 24 —

24 松香芹醇 C10 H16O 2. 65 —

25 樟脑 C10 H16O — 17. 68

26 桧酮 C9 H14O 0. 33 0. 12

27 松香芹酮 C10 H14O 1. 34 0. 21

28 龙脑 C10 H18O — 5. 91

29 香芹孟烯醇 C10 H18O 2. 15 0. 54

30 松油醇 C10 H18O 2. 28 0. 92

31 顺 - 香芹醇 C10 H16O 0. 22 —

32 枯茗醛 C10 H12O 0. 21 0. 05

33 香芹酮 C10 H14O 0. 67 0. 14

34 薄荷酮 C10 H16O — 0. 08

35 紫苏醛 C10 H14O 0. 20 —

36 2 - 莰烷基 C12 H20O2 0. 63 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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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化学成分 分子式
相对百分含量 ( % )

SFE - CO2 水蒸气蒸馏

37 紫苏醇 C10 H16O 0. 32 —

38 罗勒烯 C10 H16 9. 41 0. 11

39 柠檬醛 C10 H16O 0. 08 —

40 α - 毕澄茄油烯 C15 H24 — 0. 25

41 ( + ) - 环萨替文 C15 H24 — 0. 03

42 橙花醇醋酸盐 C12 H20O2 0. 41 —

43 古巴烯 C15 H24 0. 42 2. 12

44 香叶醇 C10 H18O 0. 25 —

45 β - 波旁烯 C15 H24 — 0. 07

46 β - 榄香烯 C15 H24 0. 39 —

47 β - 石竹烯 C15 H24 1. 19 —

48 檀香萜烯 C15 H24 — 1. 50

49 香柠檬油烯 C15 H24 — 0. 36

50 土青木香烯 C15 H24 — 0. 11

51 异长叶松萜烯 C15 H24 1. 58 1. 22

52 α - 石竹烯 C15 H24 0. 87 0. 44

53 法内散 C15 H24 0. 29 —

54 香树素 C15 H24 0. 66 —

55 β - 檀香萜 C15 H24 — 0. 82

56
( + ) - 表 - 二

环倍半水芹烯
C15 H24 0. 06 0. 19

57 γ - 榄香烯 C13 H20 0. 61 —

58 红没药烯 C15 H24 — 0. 11

59 β - 人参萜烯 C15 H24 — 0. 95

60 苯甲酰胺 C7 H7NO 一 0. 53

61 菖蒲萜烯 C15 H22 — 0. 18

62 喇叭茶醇 C15 H26O 3. 34 —

63 2, 6 - 二甲基喹啉 C11 H11N — 0. 46

64 ( - ) - 斯巴醇 C15 H24O 1. 82 —

65 石竹烯氧化物 C15 H24O 3. 83 3. 62

66 十氢萘 C10 H18 1. 34 2. 37

67 沉香螺萜醇 C15 H26O — 2. 94

68 β - 桉叶油醇 C15 H26O — 2. 51

69 α - 杜松醇 — 3. 79 —

70 α - 白菖 C15 H20 — 0. 47

71 α - 松油醇 C10 H18O — 0. 04

72 棕榈酸 C16 H32O 0. 50 0. 55

73 正二十三烷 C23 H48 — 0. 29

74 正二十一烷 C21 H44 0. 07 0. 06

序号 化学成分 分子式
相对百分含量 ( % )

SFE - CO2 水蒸气蒸馏

75 植醇 C20 H40O 0. 09 —

76 亚油酸 C18 H32O 0. 46 0. 45

77 二十六醇 C26 H54O — 0. 48

78 十八碳酸 C18 H36O — 0. 15

79 正二十四烷 C24 H50 0. 06 0. 25

80 正二十七烷 C27 H56 0. 05 0. 35

81 正三十四烷 C34 H70 0. 12 0. 35

82 正二十二烷 C22 H46 0. 04 0. 25

83 正二十烷 C20 H42 0. 07 0. 28

84 正十四烷 C14 H30 0. 07 —

85 正二十六烷 C26 H54 — 0. 28

86 大麻酚 C26 H21O2 — 0. 34

87 正三十二烷 C32 H66 0. 56 0. 08

88 正二十九烷 C29 H60 — 0. 50

89 正二十五烷 C25 H52 0. 05 —

90 正三十六烷 C36 H74 0. 56 0. 25

91 正二十八烷 C28 H58 0. 05 —

92 γ - 谷甾醇 C29 H50O 1. 84 —

93 正四十四烷 C44 H90 0. 12 0. 24

94 9 - 辛基十七烷 C27 H52 0. 07 —

95 维生素 E C29 H50O2 0. 07 —

3　小结与讨论

对苗药大果木姜子叶提取所得挥发油共鉴定了 95个

成分 ,其中 SFE - CO2 法提取物被鉴定了 67个成分 ,水蒸

气蒸馏法提取物被鉴定了 63个成分 ,两者共有成分 35个。

从 GC - MS检测结果 (表 2)可以看出应用两种方法提取的

大果木姜子叶挥发油的化学成分及其相对百分含量均存

在一定差异。SFE - CO2 法提取的挥发油中含量较高的有

桉油精 ( 16102% )、罗勒烯 ( 9141% )、石竹烯氧化物

(3183% )、α -杜松醇 ( 3179% )、喇叭茶醇 (3134% )等 ;水

蒸气 蒸 馏 法 提 取 的 挥 发 油 中 含 量 较 高 的 有 樟 脑

(17168% )、龙脑 ( 5191% )、桉油精 ( 4176% )、石竹烯氧化

物 (3162% )、沉香螺萜醇 (2194% )等。从提取挥发油的得

率分析 ,超临界 CO2 萃取法的得率 ( 214% )是水蒸气蒸馏

法得率 (1153% )的 116倍 ,并且两种方法提取的挥发油无

论在成分还是其相对含量均存在一定差异。

超临界 CO2 流体萃取法提取挥发油得率比水蒸气蒸

馏法的高 ,其原因可能是水蒸气蒸馏提取过程中温度较

高 ,时间较长 ,系统开放 ,对热不稳定的物质在提取过程中

·32·　　第 2期 　　刘育辰 ,杨叶昆 ,李忠荣 ,等 1两种方法提取苗药大果木姜子叶挥发油化学成分的比较研究



极易被破坏 ;而超临界 CO2 萃取法的提取温度较低 ,系统

密闭 ,无有机溶剂残留 ,而且可提供惰性环境 ,避免产物氧

化 ,不影响萃取物的有效成分 ,可保存对热不稳定及易氧

化的成分。

大果木姜子油的主要成分为桉油精 ,而桉油精乃本文

中以超临界 CO2 方法萃取得到的大量成分 ;但以水蒸气蒸

馏法提取得到的大量成分则为樟脑。因此 ,在萃取大果木

姜子叶中的桉油精时 ,超临界 CO2 萃取法优于水蒸气蒸馏

法 ,是理想的萃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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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医药治疗乙型肝炎的研究进展
王欣欣 ,梁光义 ,张永萍

(贵阳中医学院 ,贵州贵阳 　550002)

　　摘要 :本文通过阐述藏医药、蒙医药、壮医药对乙肝的研究进展 ,介绍抗乙肝的民族医药的发展概况 ,认为会在民族医

药领域开发出更多治疗乙型肝炎的药物 ,找出一条治疗乙肝的新途径。

关键词 :乙型肝炎 ;藏医药 ;蒙医药 ;壮医药

　　中图分类号 : R29　文献标识码 : B　文章编号 : 1002 - 1108 (2008) 02 - 0024 - 02

　　在我国历史上 ,民族药为民族地区的繁荣和发展做出

了重要的贡献 ,民族地区有着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生活习

俗 ,长期实践形成了对某些疾病独特的治疗经验。乙型病

毒性肝炎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病 ,乙肝的防治

是一个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 ,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我

国是病毒性肝炎的高发区 ,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感染过乙

肝病毒。国内外用于治疗乙肝的抗病毒药物主要有干扰

素及拉米夫定 ,但效果不很理想。因此仍然需要探讨和研

制新的治疗乙肝药物 ,下面对治疗乙型肝炎民族医药的研

究做一综述。

1　藏医药治疗乙型肝炎

111　藏药治疗乙型肝炎的机制 　藏医学认为乙型肝炎的

主要病因是疫毒侵人 ,毒邪客于肝脏渐而引起“隆、赤、培

根 ”失调 ,使血气不畅 ,气滞血瘀 ,血气不合所致 [ 1 ]。所以

采用活血化瘀改善肝脏微循环、调理气血调动全身免疫机

能、健脾益肾 ,改善肝炎的临床症状 ,恢复和保持肝功能正

常、控制病情恶化、治疗各种并发症。

112　藏药治疗乙型肝炎的药物及疗效

1121　藏药晶珠肝泰舒胶囊 　晶珠肝泰舒胶囊根据《晶珠

本草 》及相关的藏医药传统经典名方研制开发而成。系产

自青藏高原的藏药 :獐牙菜 (藏茵陈 )、唐古特乌头、苦荬

菜、节裂角苘香、黄芪等十余味藏药材精制而成。按照规

定用法 2～4粒 /次 , 3个月为 1疗程 ,连用 2～3个疗程。

药效学试验证明 :本品对四氯化碳、硫代乙酰胺所致实验

性肝损伤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能有效降低 ALT的升高 ,防

止肝细胞的脂肪变性坏死 ,增加肝细胞内糖原和 RNA的含

量 ,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实验和坏死组织的修复。马晓雨 [ 2 ]

实验结果得治疗组 HBeAg阴转率 38% , HBVDNA阴转率

1611%。HB sAg有两例阴转 ( 714% ) ,说明晶珠肝泰舒有

明确的抗乙肝病毒复制作用。

1. 22　藏药九味红花丸 　九味红花丸以藏红花、石灰华、绿

绒蒿 ,马兜铃、獐牙菜、诃子等 9味药物组成 ,服药方法是每

日早、晚用温开水空服。每次 2丸。视病情适当辅配其它

药物 ,连续服用 8周为 1疗程。本品服用 1个疗程后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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