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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次报道用c,c／~s研究香笔菌气昧成份的结果．通过利用c-c／Ms技术，共鉴定出其中 

的 29种成分，有一些化合物在该属中为首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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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笔菌亦名香鬼笔(PkaUu．s agra*~)，是一种担子菌，在植物分类系统中，属鬼笔科( } 

laeeae)，鬼笔属 (P『岫msP )的一种高等真菌，是我国的特产．鬼笔真菌大多为臭味，而香鬼笔为 

香昧．香笔菌的独特香味的开发研究至今尚无报道．我们对香笔菌的气味成分作了毛细管色谱 

／质谱(MG~MS)研究．本文为首次报道这项研究的结果． 

1 实验及结果 

1．1 样品处理 

石油醚(30℃～60"C)；乙醚用常规方法纯化}硅胶 H(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规格： 

10～ 1 d 

1．2 样品的制备 

取90 g新鲜菌体，捣碎，室温下用乙醚多次冷浸至菌体气味很小，小心脱去乙醚，得黄色 

油状物 1．2 g，该油状物具异味．将租制油状物经微型硅胶柱初步纯化 (1o g硅胶 H 10～40 ， 

0．5 cm×10 cm)．以石油醚(30～b0℃)一乙醚 1 1洗脱得到同样异味的徽黄精制油状物1．0 g． 

经二氯甲烷溶解，进样 1 laL，进行 GC／MS分析． 

I．3 GC／MS仪器及分析条件 

采用HPf988A型色谱一质谱联用仪(美国HEWLETT-PACKARD公司)． 

GC／MS分析条件：色谱柱 HP·S(极性类似 SE-54，美国 HP公司产品)，规格为 25 m× 

0．2 film×0．33 m交联石英毛细管柱．不分流进样．柱头压 1 5 P Si，进样口温度 200℃．升温程 

序：70'C——+200℃，200"(2——+260℃．接 口温度 280"C．质谱电离方式 lEll电子能量 70 eV； 

离子源温度：200℃；扫描质量范围(m止) 30~550 amp． 

2 结果与讨论 

图1是香笔菌气味成分的总离子流色谱图(TIC)．将经色谱分离所得到的质谱图对照标准 

圆谱 ，及参照文献“3，并经计算机NBS／Wfley标准图谱库检索，鉴定了其中大部分色谱峰， 

本文 1991一I1-20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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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定性定量结果见表 1． 

从表中所示的结果可 看出：香笔菌气 

味成分中并没有高等植物挥发油中常见的萜 

类 及 苯丙 素衍 生物 类 ，而 酯类 成 分约 占 

15 ．这些占优势含量的酯 是构成香笔菌气 

味物的主导成分．文献m曾报道苯乙醛是香 釜 
笔菌中的主要成分，但所用的色谱柱为填充 煞 

柱．其色谱条件为：2 Thermon一3000(规格 

为{2 m× 3 mm 内 径 )‘柱 温 ：6O℃ 

200"(3·进样品温度 150"O，载气 氮，流量， 

35 mL／ndn．并且苯乙醛所对应的蜂是一十 

多重峰．所以这一结论的可靠性是有限的．在 

我们对香笔菌的研究中．没有发现苯乙醛．而 

只是发现少量的苯乙醇．从生物进化学的 

uI 从 IlJ ． 
O 10 2O 30 蚰  50 60 

I(mjn) 

田 l 譬笔菌气味成分总鼻子瀛色谱田(T【c) 

衰 l 譬笔菌气味成分的主要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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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看，同属植物应该有共同的次生代谢物的特点．所以我们认为苯乙醛作为香笔苗的气味主 

要成分是不可靠的． 

表中所示的 N一甲基一亚硝苯乙胺和N一甲基苯胺以及硫代羰乙基酯，在该挥发性成分物质 

研究中系首次发现．这些含氮含硫的低分子化合物为异味的成分 ，使人不愉快． 

此外，我们应用 liP一101石英毛细柱在同样的分析条件下，发现了反一5一甲基一螺[3，5]壬烷 
一 1一酮(Spiro ，5]nonan一1一one 5-methyl trans-C·。Hl‘o)和十二氢苯并菲(triphenylene 1，2，3，4，5， 

6，7，8，9，10，1】，12-dodecahydro-C-日H“)．这些化合物也是在本属被首次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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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traet The odorous metabollte~of a basidiomycete．PHALLUS FRAGRANS were stud- 

led by siLicaI gel column chmmat~raphY and GC／船 州tb fused sil池 capilary column， 

5 phenyl methyl silicone， 0．2mm ×25m× 0．33urn．The results show the aroma bases 

of PHALLUS FRAGRANS are made up of 15 eb'ter$． The conten协 of Acetic acid 

(dimethylamine)thioxcethyl~'ter，N-methyl，N-ni~ ethanamine，Trans-5一methyl— 

spiro[3，5In honan一1一one，Triphenylene 1，2，3，d，5，6，7，8，9，10．1l，12---dodecahydro， 

C clotetradecane were detected first time fron PHALLUS PERS．In Which N -s_ contain— 

ing co mpounds m ay be responsible from the unpleasant smel1． The Phenylace t-- aldehyde 

W85 not detected at all，it is said to be  mainly responsible for the unpleasant smell of PHAL- 

LUS IM PUD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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