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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酸和按叶油素的新资源植物
,

陶光复 吕爱华 张小红

6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 7

丁靖凯 孙汉董 易元芬 吴 玉

6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7

握 共 对湖北川桂叶油等四个样品的化学成分
,

使用毛细管气相色谱 8质谱 8计算机

联用系统进行分析
。

结果表明
,

其中三个样品富含柠像醛
2 长阳产川桂叶油6含” ## 肠 7

、

咸丰产川桂叶油 6含 ∀9 : 嗬 7 和湖北樟叶油 6含 #; ,! 肠 7
。
另外

,

樟树油棒型的叶油

中
,

主要成分为 <
,

∀= 按叶油素
,

含里高达 “ 9 肠
。

这几种樟属植物是湖北的常见树种
,

资源丰富
,

鲜叶出油率较高
,

可供开发利用
。

关艘祠 柠檬醛 > 按叶油素 > 新资源植物 > 精油分析

柠檬醛和按叶油素是两种十分重要的单体香料
,

被广泛应用子各种香精的配制
、

医

药生产或调味品 中
,

还可用作人工合成的化工原料
。

长期以来
,

我国主要利用山苍子油

生产柠檬醛
,

利用按树叶油生产按叶油素
。

但是
,

目前我国的产量仍然不能满足国内市

场和对外贸易的需要
。

近几年来
,

国内试图利用樟属植物的叶油提取这两种化合物
,

获

得了新的进展
。

朱亮锋等 6 ! # ∀ : 7 发现广东姜樟的鲜叶出油率为&
。

;一&
。

∀ ?
,

叶油 中含

柠檬醛 9 :
。

! ! ?“〕> 黄远征等 6 ! # ∀ 9 7 报道四川油樟叶油中含≅ , ∀ 一

按叶油素 ; ∀
。

; ; ? Α: 7 。

为了扩大寻找柠檬醛和按叶油素的新 资源
,

我们对湖北省各种樟属植物 进 行 了 调

查
,

筛选出川桂
、

湖北樟和樟树 6 油樟型 7 等新资源植物
。

现将研究结果简报如下
。

实 验 部 分

分析样品 鲜叶经水蒸汽蒸馏
,

获得油样
。

各号油样的物理常数如表 ! 所示
。

分析方法 油样不经任何处理
,

直接用 Β< ΧΧ <4 “Χ 一: ; !, 型毛细管气相 色谱8 质谱8 电

子计算机联用仪
,

进行 Δ /一
Ε 0 一 Φ 0 系统分析

。

数据处理使用 .Γ /& 0 系统
。

各分离组分首

先通过 Γ .+ 8 Η Ι) 8 Ε 0Φ / 计算机谱库 6美国国家标准局 Γ ϑ ϑ ∗. ϑ ( ) ( Κ 谱库 7进行检索
,

并参考有关文献〔。一 ‘’,

对其质谱留进一步加以确定
。

气相色份条件 0Η
一

;: 石英毛细管柱
,

 , Λ Μ , Ν; Λ Λ 6 美国 % Ο Π 公司 7 >
柱温

本文于 !# ∀ 年 ∀ 月 !∀ 日收到
,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刘强

、

刘芳齐
、

陈蜀云
、

张景魏
、

杨天一和陈昌元等同志参加野外采集调查
,

李美洁同志协助提取油样
,

特此致谢

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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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徐醛和按叶油素的新资源植物 Ν 9仑

; ,一 Ν , ,℃
,

程序升温  ℃ 8 Λ <Χ ,
进样温度 Ν  , Θ/ ,

进样量 , Ν声≅> 分流比 !; , ! > 氦气

柱前压 , ΘΡ 4 8
Σ Λ Τ 。

质谱洲定条件 Η.
一
Ε 0 >

离子源温度 ! :, ℃ 电子能量 ,Σ 1 >
发射电流 , Ν; Λ ) ,

倍增电压 ! ! , , Υ , 扫描周期 ! 秒
。

结 果 与 讨 论

在上述条件下
,

从长阳产川桂叶油中共鉴定出!# 个成分 6 表 Ν
、

图 ! 7
,

其中柠檬

表 ! 精油的物理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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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 心 晚 汉 往 橄 挤 究 绍 Α

ς Ω Ξ≅ 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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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
醛 6 即橙花醛和香叶醛两个成分合计 7 含量为

。

## ?
, 其次为芳 樟 醇 6 ! !

。

# !? 7 和

< ,

∀
一

按叶油素 6  
。

!; ? 7
。 咸丰产川桂叶油共鉴定了!∀ 个成分

, 主成分柠檬醛的含量高

达 ∀9 :了?
,

另含乙酸香叶醋 :
。

,9 ?和芳樟醇  Ν, ? 6 表  
、 图 Ν 7

。

据文献记载
,

β≅≅

桂鲜叶出油率较低
,

仅,
。

Ν一 ,
。

9 ?
,

叶油的主要成分为桂皮醛
、 丁香酚和按叶油素旧

。

’

可见
,

湖北 6 长阳和咸丰 7 产的川桂是另一新类型
,

即富含柠檬醛的类型
,

而且鲜叶的

出油率明显较高
,

尤其突出的是咸丰产川桂
,

其鲜叶出油率高达 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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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 Ν 武 汉 植 物 学 研 究 ,

川桂在湖北分布甚广
,

几乎遍及全省山区
,

在海拔 :, ,一 ! 9 , , Λ 之间均较常见
,

而

尤以鄂西南为其集中产地
,

野生资源贮量较大
。

因此
,

开发利用川桂资源
,

是很有发展

前途的
。

湖北樟叶油共鉴定了!Ν 个成分
,

其中柠檬醛的含量高达 #;
。

,! ? 6表 : 、

图  7
。

据我们调查
,

按精油主成分的差异
,

湖北樟可分成两个类型
,

其中一个主含樟脑
〔Ν ’,

而

裹 ; 林叶精油的化学成分
ς Ω Ξ ≅ Σ 0 ς 五Σ Σ ⊥ Σ功 < Σ Ω ≅ Σ Θ Χ ∃ Α< Α3 Σ Χ Α∃ Θ ∴ Α石Σ Σ ∃ , Σ Χ Α< Ω ≅

, !! Θ ∴ / ∴Χ Χ Ω 川 Θ Λ “加 Σ Ω 阴Ι⊥ Θ [ Ω < Σ Ω 1 Σ 、

多

峰 号
Ι Σ Ω Ρ Γ Θ

化合物名称
Γ Ω Λ Σ Θ ∴ Σ Θ Λ ΙΘ 3 Χ ] ∃

百分含遥
φ Θ Χ Α Σ Χ Α6肠 7

Ω 一

侧柏烯
Ω 一 Α 五3 βΣ Χ Σ

Ω 一

簇烯
Ω 一

Ι<Χ Σ Χ Σ

效烯
。 Ω Λ Ψ ⊥ Σ 。 Σ

香桧烯
。Ω Ξ <Χ Σ Χ 。

日
一

旅烯 ∀
一

Ψ <Χ Σ 。 Σ

月桂烯 Λ Ζ
[ Σ Σ Χ Σ

≅ , ∀ 一

按叶油素 γ , ∃
一
Σ 立Χ Σ Θ ≅Σ

卜水芹素 Ψ
一

Ψ ⊥ Σ ≅一2 , ]
[ Σ 。Σ

! , :
一

按叶油素 ≅ , : 一。<Χ 。 , !。

芳樟醇 一<Χ 。 !, 。 =

松油醇
一峨 Α Σ [ Ψ <Χ 。

一

:
一
。生

Ω 一

松油醇 Ω · Α Σ [ Ψ <Χ 。。 ≅

龙脑乙酸酸 Ξ Θ [ Χ Ζ γ 。 。Σ Α 2 Α Σ

乙酸香叶醋 4 Σ [ Ω Χ 了! φ Σ Α 。Α。

十五碳烷 Ψ 。二 Α ] Σ 。

二
Σ

, !Ν

:Ν;,了,9,  ;∀∀, ,了自# ,Τ,曰.∀Β甘Ζ:[八妇
        

⋯⋯
9#9#####/ΔΗ# Ζ:甘#

9‘丹Ζ

9.Γ∀/!Φ/∃9#999.招9∀9/

孟飞, 飞,

[ ∴99

Ν
∋∋ϑ  
∴广,

ςΝ
’‘”

⋯
]

〕

公

脚

 

门99
9
Κ
 

9
9七卜吸‘呀只

.

于。
 

了 训

日日日日日日日口

⊥
∃

纸
,

洲
。 ;

甄 禺 ]潞 ]乳 招跳

图 Γ 湖北樟叶精油总离子流图

Π 9∃
 

Γ Θ & ∗ > = ∗ 也 5 8 7 5 7  , & 5 + 5 ) = = ∋ + 7 5 8 7 ( ∋ ∋ 6 6 ∋ 皿7 7  , # 99 5 8

:云。 ” ∗ 协。琳“拼 合5 Β ‘胜诬∋ = 诬, ∗ = ,

卜“户必耘∗ 林“衍 ,二
, ∋  

芬#阅 义对∀
Γ # ς

伪 下Ν≅ _

,曰曰跳



第  期 陶光复等
2

柠檬礁和按叶油素的析资源植物
Ν  

电

木文报道的这个类型主含柠檬醛
,

其含量接近于出口 山苍子油一级品的质长标准 6 即要

求含柠檬醛# ? 7 〔召〕。 湖北樟在湖北分布广
,

产显大
,

鲜叶出油率也较高 6 !  ? 7
。

所 以
,

开发本种新 资源
,

是值得重视的
。

利川产樟树的叶油已鉴定的 !; 个 成 分 中
,

含 量 较 高的 成 分 是 ≅ , ∀ 一按 叶 油 素

6 9 ; 9 ? 7
、

香桧烯 6! ; Ν ? 7和 Ω 一

松油醇 #
。

#∀ ? 6表 ;
、

图 : 7
。

我国的樟树有三个生

理 6 生化 7 类型
,

即本樟 6主 含樟脑 7
、

油樟 6主 含按叶油素和松油醇 7 和芳樟 6 主含

芳樟醇 7_ ;%
。

显然
,

本号油样属樟树油樟型
,

其叶油中按叶油素的含量相当高
,

已达到

按树叶油中按叶油素的 含量标准 6 约99 ?左右 7
。

利川产樟树油樟型这样优良的树种
,

应该大力推广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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