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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MR数据与文献报道的古柯三萜二醇一致 。 

化 合 物 Ⅷ：白 色 粉 末 ，C。。H O ， H—NMR， 

”C—NMR数据与文献报道的反一山楂酸一致 。 

化 合 物 Ⅸ：白 色 粉 末，C。。H O ， H—NMR， 

”C—NMR数据与 文献 报道 的 vergatic acid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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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薇甘菊茎叶精油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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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甘 菊 Mikania micrantha HBK 为 多年生草质 

或稍木质藤本 ，具蔓生茎 ，攀缘并缠绕树、作物或其 

他植物，使其死亡。薇甘菊对森林、茶园、果园、人工 

林等危害 特别严重 。原产 中 、南 美洲 ，目前 入侵热带 

非洲、热带亚洲、澳大利亚及南太平洋岛屿的许多国 

家和地区，我国香港、台湾、深圳、广州、东莞、珠海、 

中山等地区均有薇甘菊的分布 。薇甘菊的生长非常 

迅 速 ，繁殖 力甚 强 ，生态适应性极广 ，群居性 高 ，能在 

短时间 内大量 繁殖 ，形成 密集成片 的单 优植 物群落 ， 

成为严重的杂草 。有关专家正对其利用价值 、防治方 

法等进行研究[1q]。如何将薇甘菊如此大量茎叶加 

以利用 ，是控制薇甘菊的有效方法之一。国外曾对薇 

甘菊的精油进行 了分析 ]，在整株薇甘菊中可以分 

离 到 27种 萜类 物 质 ，其 中二 萜 类 (diterpenoids)和 

三萜类 (triterpenoids)物质的含量 占 18．2 。有学 

者对薇甘菊的药用价值进行了研究 ，其在原产地中 

南 美洲 被广泛 地用 作 民间植物 药 ，水煎 茎 叶可 以用 

来治疗多种疾病如创伤、疟疾、癌症、霍乱 、毒蛇咬伤 

和其他用途 ]。有学者从薇甘菊中分离到两种倍半 

萜烯 内酯 、薇 甘菊 内酯 和二氢 藤薇 甘 菊 内酯 具有 抗 

金 色链 球 菌 Streptococcus aureus和略 自链 球 菌 ． 

albicans 2种 细菌活性 的作用 ]。这些研究 结果 ，无 

疑为人们对薇甘菊的药用价值 的探索奠定了基础 。 

我国有一些学者对 薇甘菊花 的挥 发性成分进行 研究 

并探讨了其利用价值[7 ]，但对其茎叶的精油的成分 

分析 尚未 见有报道 。现利用 GC／MS联用 仪首次对 

在我国分布的薇甘菊茎叶的精油进行全面、系统的 

分析 ，对我 国薇甘 菊药用提供 实验依据 。 

1 材料与方 法 

1．1 样品的制备：于 2002年 10月在深圳仙湖植物 

园采集的薇甘菊茎叶 1 kg，用水蒸气蒸法提取精 

油 ，出油率 为 0．038 。 

1．2 GC—MS实验条件：GC美国 HP5890气相色谱 

仪。色谱柱 AC一5石英毛细管柱 (30 ITI×0．53 mm)。柱 

温 80℃～ 280℃，3℃／min，程序升温，气化室温度 

250℃。检测 ：FID。GC—MS食品为英国FIS0NS MD 

一 800。气体条件同GC，质谱条件：El离子源，电子能量 

70 eV，扫描速度 1 S，扫描质量范围 35～350 a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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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精油气 相色谱 图共 有 55个峰 ，用面积 归一 化 

法计 算 相 关 峰 的 相 对含 量 ，定 性 用 GC—MS的 MS 

图经计算机检索并参考文献来认定。使用的谱库为 

NBS(美 国国家标准局谱 库)。经色谱一质谱联用仪分 

析 ，共鉴 定出 已知化合物 51个 ，检 出率为 92．73 9／6。 

结果 列于表 1。 

表 1 深圳 薇 甘 菊茎 叶精 油 的化 学成 分 

Table 1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essential oil from stem 

leaves of M ．micrantha in Shenzhen 

化合物 含量／％ 化合物 含量／ 

1一(1一 基乙氧基)一2一丙酮 o．1 a瑚椒烯 1．39 

乙酸异丁酯 o．02 澄椒烯 12．87 

3一 烯一1一醛 o．68 石竹烯 9．4 9 

3 烯1一醇 o．60 a一香柠檬烯 0．51 

n一舅柏烯 o．25 n一愈刨木烯 0．39 

n_蕞烯 o．74 金合欢烯 2，78 

香桧烯 o．42 a一石竹烯 7．9 6 

蒎烯 1．20 别芳萜烯 0．20 

月桂烯 o．71 a一杜松烯 0．3O 

n一水芹烯 o．79 杜松烯+异石竹烯 3．75 

n松油烯 o．31 香柠檬烯 0．65 

对聚伞花紊 o．95 红最药烯+荜澄茄油烯酸 1．95 

柠檬烯 4．58 T一红最药烯 0．15 

罗勒烯 2．46 8一杜轮烯 ll 86 

T松油烯 2．2 6 = 基4异丙基一1，4一双环癸=烯 0．19 

异松油烯 12．32 a一金合欢烯 0．39 

芳樟醇 o．42 7乙炔基4A，5，6，7，8，8A一六氢一1，4A一二 1．10 

2 基6亚 基一1，7一辛二烯一3一I1 0．25 基 2(1H)一萘酮 

1．2，3，4，5，8六氢萘 0．10 橙花叔醇 1．41 

轮油一4一醇 0．15 n一胡椒烯一8一醇 0．36 

n，n，4一三 基苯 醇 0．12 石竹烯氧化物 0．20 

n松油醇 0．14 库 醇 0．59 

香叶醇 0．10 8一杜轮醇 2．16 

8一榄香烯 0．77 1，2，3，4四氢一1，1，2，4，4，7一六 基萘 9．49 

n一澄椒烯 0．93 n一红最药醇 0．58 

3．7，l1，15一四 基一2一十六碳烯一1— 1．37 1，1A，4，5，6，7，7A，7B-八氢一4A，5 基 o．75 

醇 —3，4一叉丙基一2H一萘一2一酮 

2．2 结果表明，薇甘菊茎叶精油的主要成分为 口一澄 

椒 烯 ( cubebene)12．87 9／6、异 松 油烯 (terpinolene) 

12．32 9／6、口一石竹烯 (口一caryophyllene)9．49 、1，2，3， 

4一四氢一1，1，2，4，4，7一六 甲基 萘 (1，2，3，4-tetrahy— 

dro一1，1，2，4，4，7-hexamethylnaphthalene)9．49 、 

0【一石 竹 烯 (0【一caryophy11ene)7．96 、柠 檬 烯 

(1imonene)4．58 、 -杜 松 烯 + 异 石 竹 烯 ( 

cadinene+isocaryophylIene)3．75 、口一金合 欢烯 (口一 

farnesene)2．78 9／6、罗勒烯 (ocimene)2．46 、丫一松油 

烯 (丫一terpinene)2．26 、6一杜 松 醇 (8一cadino1) 

2．16 9／6、口一红没药烯+荜澄 茄油烯 醇(口一bisabolene+ 

cubebo1)1．95 9／6、8一杜松烯 (8～bisabolene)1．86 9／6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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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外种皮烃基 酚及烃基酚酸类成分研 究 

李洪庆 ，何 照范 ，张勇民 一 ，SINAY Pie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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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杏外种皮 是银杏 Ginkgo biloba L．种子 硬壳 

外面 的肉质部分 ，俗称 白果 衣胞 ，其 中含 有大量被称 

为银杏 酸的化合物 。根据该类化合 物分子 中苯环 上 

是 否连接 有羧 基 ，又可 以将 其分 为烃 基酚 酸和烃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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