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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梅衣中分离得到  个化合物
,

经光谱鉴定
,

它们分别为黑茶渍素
、

氯代黑茶渍素
、

茶渍

衣酸
、

苔黑酚按酸
、

苔黑酚竣酸 乙酚
、

日
一
苔黑酚按酸甲酷

、

柔扁枝衣酸
、

分歧扁枝衣酸及赤星衣

酸甲醋
。

用气相色谱和色谱
一

质谱联用法
,

对梅衣精油和梅衣浸膏分别进行了定性
、

定量分析
。

梅衣浸育中共鉴定了2 3个成分
,

主要为赤 星衣酸乙醋
、

日
一
苔黑酚按酸甲酷

、

苔黑酚埃酸乙酝等
。

梅衣精油鉴定了 43 个成分
,

未发现有特殊苔香香气的物质
。

关键词 梅衣 ! 精油 ! 香料

梅衣15 ) 6阴 % 78) 才8, , % (+ ,
·

∃ ‘, , ∃ 9 % : ; , <

#
,

为梅衣科 15 6 −= % 7−) % + ) 。# 梅衣属 15 ) 6 , , ∃ 。7−) #

植物
。

其化学成分在  年> %二%
就有过报道 〔, 〕

。

此后不少学者对印度 〔∀ , “〕
、

印度尼

西亚〔4 〕
、

斯里兰卡〔? 〕
、

美国〔& 〕
、

泰国〔了〕
、

西班牙〔“〕以及中国 〔”一 , ’〕的梅衣进行了

研究
,

从中分离或检出黑茶渍素 1) ( 6 ) , + 6 −, #
、

氯代黑茶渍素 1% 77 7
‘# 6 + ) (6 ) , + 6 −, #

、

茶溃

衣 酸 1≅0 % ) ∃ + 6 −% ) % −Α #
、

苔黑酚梭酸 1+ 6 ∃ 。 Β−, −% ) % −Α #
、

去甲环萝酸 1。Χ 0 6 , −% ) % −07#
、

苔黑酚 1+ 6 % −, + 7# 及水杨嗓酸 1、) 7) ∃ Δ, 主% 二% −〔7#
。

日本学者在进行环境化学研究时发现
,

梅衣对于空气污染如?
∃ 、 2

以及工业废料等是一个很好的指示剂〔’“一 ’“〕
。

在开发利用云南丰富的地衣资源
,

寻找新的地衣香料的研究中
,

我们发现从梅衣提

取的梅衣浸膏具有典型的苔青香气且香气持久
,

可广泛地用于调香中
。

从梅衣中
,

我们

共分离得到  个化合物
,

除前人得到的黑茶渍素
、

氯代黑茶溃素
、

茶渍衣酸及苔黑酚梭

酸外
,

还有苔黑酚狡酸 乙醋 1% (Ε Φ 7 + ! : % 77−, + (。#
、

日
一
苔黑酚拨酸甲醋 1= 〔∃(ΕΦ 7 日

一 + 6 % −, + 7

% ) 6 Γ + Η Φ Β) (%#
、

柔扁枝衣酸 1Α −Χ ) 6 −% ) (−, −% ∃、% −〔 #
、

分歧扁枝衣酸 1Α −Χ ) 八% ) (−% ∃、% −Α # 及

黑茶溃素的甲醇醇解产物赤星衣酸甲醋 1= % (Ε川 Ε+ = )( + = = )( 0#
。

另外
,

用气相色谱法

还鉴定了棕桐酸 1; )工= −士−% ) % −Α # 和亚油酸 17主, + Β。−% ) % −Α #
。

梅衣浸膏及梅衣精油进行气相色谱和色谱
一
质谱分析

。

精油中共鉴 定 了 4 3 个 化 合

物
,

主要成分为棕搁酸
、

亚油酸
,

其他有精油中常见的成分如芳樟醉
、

龙脑
、 , Ι 一

按

叶素
、 ) 一松油醇等

,

还有植物中较少见的六氢金合欢烯酸丙酮 1表 #
。

梅衣浸膏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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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了23 个化合物 1表 ∀ #
, ∃

仁要成分为赤星衣酸乙酚
、

苔黑酚梭酸乙酚
、

日
一
苔 黑 酚

拨酸 甲醋及其他单苯环取代化合物
,

浸膏的苔青香气主要由这些化合物所构成
。

从对梅衣
、

梅衣浸膏和梅衣精油的成分分析结果看
,

由于 2 种提取方法的差异
,

所

鉴定的化合物也不同
。

梅衣精油是用梅衣经水蒸汽蒸馏而得
,

多为精油常见化合物
,

但

含量甚微
,

部分棕搁酸
、

亚 油酸也被蒸出鉴定
。

梅衣经溶剂冷浸
,

再用柱层析分离
,

得

到的是梅衣中天然存在的化合物
,

大多为缩酚酸类物质
,

它们没有明显香气
。

这是原植

物除具微弱清香味外
,

苔香并不明显的原因
。

梅衣浸膏是用醇和石油醚等溶剂分步加热

提取而得
,

在提取过程中就有醇解和醋化发生
。

浸膏中鉴定的化合物多为单苯环狡酸的

乙醋
、

甲醋及其他单苯环取代物
,

有的具有强烈的苔青香气
。

因此
,

提取浸膏的工艺和

条件
,

对得率和香气质量将有一定的影响
。

实 验 部 分

各化合物熔点用ϑ +8 70 6显微熔点测定仪测定
,

温度计未校正
!
紫外光谱用Κ Λ 一 ∀ ∋

型紫外光谱仪测定
! 红外光谱用 50 ,

一

Μ −。一Ν7 = % 6 ? 33 红外光谱仪测定 ! ∗ 6 / Μ% 6 ∋ Ο≅一4 型

波谱仪测定
‘
> Π ΘΡ 和

’“
Σ Π Θ Ρ 谱

,
Τ Θ Υ 内标

! 质谱用ς −, ,− 只) , 4 ? Ω Σ Ξ Θ Υ Ξ 9 Υ 仪

测定
。

提取分离

Ι 克梅衣干品依次用石油醚
、

乙醚
、

甲醇于室温下各浸泡 2 次得各部分提取物 1石

油醚提取物重 4 克
,
乙醚提取物重 克

,

甲醇提取物重∀ 克 #
。

从石油醚提取物中结晶

析出黑茶渍素 1
<

&克 #
,

母液进行气相色谱分析主要含棕桐酸及亚油酸
! 乙醚提 取 物

中共分离得到 Ι 个化合物
,

它们是黑茶渍素 1
<

3克#
,

氯代黑茶渍素 1
<

3 克#
,

茶

渍衣酸 1
<

∀& 克 #
,

苔黑酚狡酸乙醋 1
<

克#
,

苔黑酚竣酸 1
<

? 克 #
,

日
一
苔 黑 酚

梭酸甲酚 1∀? 毫克#
,

柔扁枝衣酸 12 毫克 # 及分歧扁枝衣酸 1& 毫克 # ! 从 甲醇提取

物中分离到赤星衣酸甲醋 1?? 毫克#
。

取 克梅衣样品水蒸汽蒸馏后得精油 1淡黄色 固状物#
<

∀∀ 克 1
<

∀∀ Ψ #
,

样 品

直接进行气相色谱和色谱
一
质谱分析

。

浸膏为用醇及石油醚分步加热提取而得 1∀
<

? Ψ一

2
<

Ψ #
,

未经处理直接进行气相色谱和色谱
一
质谱分析

。

气相色谱
∃

岛津Ω Σ一 Ζ ∋ ! Υ Ν 一 ?4 石英毛细管柱
,

2 = 又 <

∀? = = 1美国[∴ ] 公司# !

柱温 ? 一 ∀ +
+

% ,

程序升温 2
⊥

Σ Ξ = −。 ! 进样温度∀ 2 Σ !
检测器 ς ≅9

。

色谱一
质谱

∃

仪器为ς −7777 −黔 , 峨? Ω Σ Ξ Θ ΥΞ 9 Υ ! 色谱条件同上
!

Ν
! 电子能量3 + Λ

,

灯丝电流
<

∀ ? = ∋ ! 倍增器电压 ∀ Λ
。

数据处理使用工Π Σ⊥ Υ系统
。

各分离组分首先通过Π ≅> Ξ Ν 5∋ Ξ Θ Υ 9 ∗计算机谱库 1美

国国家标准局Π 附2 Ο ≅∗ Ρ ∋ Ρ .谱库# 进行检索
,

并参照有关文献自 0 对各质谱图进行解

析来确认
。

化合物的鉴定

晶 白色针晶 1丙酮 # = ;  4一  &
#

Σ !
元素分析Σ

7。 , ∃
1#

Ι ,

计算值 Σ &
<

 Ω

4
<

Ι ?
,

分析值 Σ &
<

4
<

& 3 ! ≅Ρ Χ , ) 刃
1ϑ ∗

6
# Σ , 7 一 ‘ ∃

2 ∀ 一 ∀ Ι 1缔合酚 ⊥ > 及Σ玉≅



了期 8 钾慧等
∃

梅衣的化学成分

⊥ ⊥

吸收#
,

Δ_

& Ι 一 & ? 1Σ> ⊥
,

一 Σ 一⊥ Ρ #

_

,
? Ι 1芳环#

, ∀ 3
, ∀ ? 1一 Σ 一⊥ Ρ # ! ’

>

ΠΘ Ρ 19 Θ Υ⊥ 一Α 。# 各1; ; = #
∃ ∀

<

4 ? , ∀ ∀
<

& ? , ∀
<

? ? 1各 ∀
一

≅
, Υ , 2 又 ∋ 6 一⊥ >

,

重水交

换后消失#
, 口

∀ ∀ 1≅ >
, Υ , 一Σ> ⊥ #

, &
<

& ?
, &

<

4 2 1各 ≅>
, Υ , ∀ Η ∋ 6 一> #

, 2
<

?  12〔≅
,

Υ , 一Σ⊥ ⊥ Σ>
2
#

,
∀

<

? ∀ , ∀
<

2 & , ∀
<

3 1各2 >
, Υ , 2 Η ∋ 6 一Σ >

2
# ! ’2

Σ ΠΘ Ρ 19 Θ Υ ⊥ 一 Α
。
#

吝 1; ; = # ∃ 3
<

 1Σ
7
#

, & 2
<

4 1Σ
∃
#

, <

& 1Σ
2
#

,
&

<

& 1Σ
‘
#

,  
<

1Σ
。
#

,
?一 ? 1Σ

。
#

,

& 4
<

? 1Σ
,
#

, ∀
<

∀ 1Σ ) #
, ∀  2

<

3 1Σ
。
#

, ∀ &
<

∀ 1Σ
, ‘
#

, ? 3
<

& 1Σ
⎯ Ξ

#
, 4

<

3 1Σ
2 ,

#
, 4  

<

1Σ“#
, ?

<

3 1Σ
Υ ‘

#
, 2 &

<

3 1Σ
。

勺
, &  

<

3 1Σ
3 ’

#
, ∀ ∀

<

∀ 1Σ 。‘#
,  

<

∀ 1Σ
。‘

#
, ? ∀

<

∀ 1一Σ⊥ ⊥

Σ> 2 # ! Θ Υ 1Ν 7
,

3 + % Λ #。 Ξ
∃ ∃ 2 3 4 1Θ

α
#

,
 &

,
∀ 3  1基峰#

,
&理

,
?

,
2 &

,
3 ,
与标

准图谱〔‘幻一致
,

并参照有关文献。卜
‘朗 ,

为黑茶渍素
。

Τ ) Γ7%

表 梅衣精油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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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梅衣浸有的化学成分

Τ )Γ7% 二 ΣΕ% , χ_% ) 7 % + , :(计/ % , (: + 8 % + , % 6% (% 86 + = 5 ) 6 从 %78“ (8住% (+ 6“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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