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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草杜鹃的挥发油成分 

张雯洁 李忠琼 余 珍 丁靖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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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晋美一 鲁茸此称⋯ 白玛丹增⋯ 

(云南省药品检验所昆明650011) 托 乒 ／ 

摘要 樱革杜鹃是著名藏药 “达里”的原植物，花和叶均为药用部位，由于二者在性味、功用 

及临床应用上有一定差异，本文分别对其所含挥发油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共鉴定了106个化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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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草杜鹃 (Rhododendron primulaeflorum 

Bur．et Franch．)为杜鹃花科杜鹃属植物，是 

著名藏药 “达里”的原植物之一，分布于我国 

云南、四JII、西藏。“达里”始载于八世纪的 

《月王药诊》n ，在历代藏医药著作中均有记 

载，现代藏医药著作 《甘露本草明镜》 称其 

“花味甘、苦、涩，消化后变为甘，功效轻、热、 

干，主治浮肿、水土不适 肺病、气管炎、体 

弱、声哑。叶味苦、涩，消化后变苦，功效热、 

锐，治胃寒、饮食不正、皮肤病、四肢僵硬”。 

各地藏医在临床使用中也不尽相同，西藏、云 

南的藏医主要用花来配制棚  藏成药，叶习惯 

用于药浴治疗皮肤病f青海、四JII甘孜州阿坝 

州的藏医则花、叶均可内服使用。为此，我们 

对樱草杜鹃的花和叶分别作了挥发油成分初 

步的比较研究。 

从本批樱草杜鹃花的挥发油中鉴定了88 

个化合物，占总含量的90 23 ，其中含量较 

高 的 有 y一芹 子 烯 (8．19 )、芹 子 3，7 

(11)一二烯 (7．46 )、乙酸龙脑酯 (7．44 )、 

杜松烯 (5．98 )、月桂烯 (4．06 )、 金 

合欢烯 (3．67 )、9，17-十八碳二烯醛 

(3．55 )、n一杜松烯 (3．06 )。本批叶的挥发 

油中鉴定了64个化台物，占总含量的96．O7 ， 

其中含量较高的有月桂烯 (1 8．48 )、n一蒎烯 

(1 7．55 ) 蒎烯 (11． 8 )、乙酸龙脑酯 

(8．82 )、7一芹子烯 (5．89 )、芹子一3，7 

(11)一二烯 (5．59 )、莰烯 (4．55 )、 一金 

合欢烯 (4．19％)。 

1 样品处理 

样品于1996年6月1 El采自云南省迪庆藏 

族自治州蔼钦县白茫雪山，6月6 E1分别按中国 

药典1995年版一部附录一 中挥发油测定项下 

方法对半阴干样品进行挥发油提取，从花 

70og(鲜样重)中得到淡黄色澄清油状物，得 

率为0．014 ， ； 0．8874， 1．4965；叶300g 

(鲜样重)中得到黄色澄清油状物，得率为 

0．83 ， O．9106， 1，4905。 

油样不经处理，在相同条件下直接进行气 

相色谱一质谱分析。 

2 仪器及测定条件 

仪器为英国 VG公司的 FISONS MD 

800 GC／MS／DS联用仪。 

气相色谱条件：sE一54石英毛细管柱 

(30mx0．25mm)；柱温80~220℃；程序升温 

3℃／rain；进样温度230 C；进样量0．3 L；分 

流比100-1。 

质谱条件：E1一Ms；离子源温度200 c； 

电子能量70eV；发射电流0．4A；倍增器电压 

1500V；扫描周期IS。 

t 云南省应用基础研 究基金资助项 目 94C036Q 

一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矸究昕植物化学研览开放实验室 昆明 65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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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定结果 NBS谱库检索．并参考文献 对其质谱图加 

数 据处理 使用 LAB BASE 系统．用 以确认。定量采用面积归一化法。结果见表1。 

表1 樱草杜鹃的挥发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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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ituents of Volatile Oils from Rhododendron primulaeflorum 

Zhang Wenjie and Li Zhongqiong 

(Yun~n Institute ofDrug Contro1．Kunming·650011) 

Yu Zhen and Ding Jingkai 

(Laboratory ofPhyco~hemistry．KunmingInstitute ofBotanyt ChineseAcaderay ofSclencest K~ming·650204) 

Diqing Jinmei，Lurong Cicheng and Baima Danzeng 

(Y~ nan l~'qing Tibetan％ Hospital，Zhongdian． 674400) 

Abstract：The volatile oils from flowers and leaves of Rhododendron primulaeflorum Bur． 

et branch．．a famous Zang(Tibetan)naiionality’s medicinal plant known as“da--li ，have been 

analysed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by FISONS MD--800 GC／MS／DS．One hundred and 

six compounds were iden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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