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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用气相色谱2质谱法对草豆蔻挥发油进行化学成分的分析∀方法 采用水蒸气蒸馏法从草豆蔻中提取挥发油∀试用

不同类型的毛细管柱进行分析 找出最佳分析条件 用归一化法测定各组分的相对百分含量 并用气相色谱2质谱法对其化学

成分进行鉴定∀结果 共鉴定了 个成分 占挥发油总成分的 以上∀结论 此方法稳定可靠 重现性好 适用于中药挥发油

的化学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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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ΚΕΨ Ω ΟΡ ∆ Σ Αλπινια κατσυµ αδ αι Η αψατα ≤ 2 ≥ ≤

  草 豆 蔻 为 姜 科 植 物 草 豆 蔻 Αλπινιαε κατσυµ αδαι

Η αψατα 的干燥近成熟种子 主要分布于海南!雷洲半岛!广

西玉林等地≈ ∀ 具有燥湿健脾 温胃止呕 用于寒湿内阻 脘

腹胀满冷痛 嗳气呕逆 不思饮食≈ ∀草豆蔻挥发油的化学成

分较为复杂 而现已报道的草豆蔻挥发油成分较少≈ 且不

同产地的草豆蔻挥发油成分也有明显的差异∀本文采用广西

玉林所产草豆蔻的干燥近成熟种子 以水蒸气蒸馏法蒸出挥

发油 经无水硫酸钠干燥后 进行毛细管气相色谱分析 共分

离出 个峰 以归一化法计算了各个峰的相对含量 用气相

色谱2质谱法从中共鉴定了 个成分 占挥发油总成分的

以上∀

1  仪器与试剂

1 1  仪器

≤ 2 型气相色谱仪 日本岛津 ≤ 2 型数据处理

系统 日本岛津 °2 ≤ 2 2 ≥⁄ 型色谱2质谱联

用仪 美国

1 2  试验材料与试剂

草豆蔻 采自广西玉林 由山东大学生命科学院郑亦津

教授鉴定 无水硫酸钠 分析纯 天津市塘沽滨海化工厂 ∀

2  实验方法

2 1 挥发油的提取

将草豆蔻粉碎后 用挥发油提取器按常规水蒸气蒸馏法

提取挥发油 经无水硫酸钠干燥后得挥发油 收油率为

∀挥发油为淡黄色透明油状物 具有特殊浓郁香味∀

2 2 气相色谱分析条件

石英毛细管柱 ≥∞2 ≅ 色谱柱程序升温

条件 初始温度 ε 初始温度保持时间 升温速度

ε 最终温度 ε 最终温度保持时间 载气

分流比 Β 柱前压 ° 检测器及气化室温度为

ε ∀

2 3 气相色谱2质谱分析条件

石英毛细管柱 ≥∞2 ≅ 色谱柱程序升温

条件 初始温度 ε 初始温度保持时间 升温速度

ε 最终温度 ε 最终温度保持时间 载气

分流比 Β 进样口温度 ε 离子源温度 ε 电

离电压 ∂ 扫描质量范围 ∗ 分辨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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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讨论

气相色谱法已广泛应用于植物挥发油的分析≈ 张莉等

也曾用此方法对中草药挥发油进行过研究≈ ∀在本试验中分

别采用 ≥∞2 !⁄ 2 ! ∂ 2 柱对草豆蔻挥发油进行了分离

条件的选择 经对照发现 ≥∞2 柱分离效率较高∀ 在此基础

上 又对色谱条件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确定了上述分析条件∀

用毛细管色谱从草豆蔻挥发油中共分离出 个峰 以

面积归一化法测得挥发油各组分相对含量∀

按实验中的 ≤ 2 ≥ 条件对草豆蔻挥发油进行分析 得

其总离子流图如图 所示∀

对总离子流图中的各峰经质谱扫描后得质谱图 经过质

谱计算机数据系统检索 人工谱图解析 并查对有关质谱资

料≈ ∗ 从基峰!相对丰度等几个方面进行直观比较 同时还

对一些主要成分采用标准物质对照 分别对各色谱峰加以确

图 1 草豆蔻挥发油的总离子流图

认 综合各项分析鉴定 确定出草豆蔻挥发油中的化学成分

结果列于表 中∀

表 1 草豆蔻挥发油化学成分分析结果

峰号     化合物名称 分子式 分子量 相对含量

Α2蒎烯 Α2 ≤

莰烯 ≤

Β2蒎烯 Β2 ≤

2蒈烯 2 ≤

2甲基2 2 2甲乙基 苯 2 2 2 2 2 ≤

桉叶油素 ∏ ≤

2二甲基2 2辛三烯 2 2 2 ≤

2蒈烯 2 ≤

未鉴定 ∏

2二甲基2 2辛二烯2 2醇 2 2 2 2 2 ≤

2三甲基2双环≈ 庚2 2醇 2 2 ≈ 2 2 ≤

反2对2薄荷烯2 2醇 2 2 2 2 2 ≤

2环己基2 2烯2 2丙酮 2 ¬ 2 2 2 2 ≤

2三甲基2双环≈ 庚2 2醇 2 2 ≈ 2 2 ≤

2甲基2 2 2甲乙基 2 2环己烯2 2醇 2 2 2 2 2 2 ¬ 2 2 ≤

Α Α 2三甲基2 2环己烯2 2甲醇 Α Α 2 2 2 ¬ 2 2 ≤

2亚甲基2 2 2甲乙基 双环≈ 己2 2醇 2 2 2 2 2 ≤

≈ 2 ¬ 2 2

顺2对2薄荷烯2 醇2  2 2 2 2 2 2 ≤

2苯基2 2丁酮 2° 2 2 ∏ ≤

熏衣草醇 √ ∏ ≤

2三甲基2双环≈ 庚2 2醇2乙酸酯 2 2 ≈ 2 2 ≤

2甲基2 2甲乙基 酚 2 2 2 2 ≤

2苯基2 2丁烯2 2酮 2 2 2 ∏ 2 2 ≤

2苯基2 2丙烯酸甲酯 2 2 2 ≤

Α2甲基2苯丙醇2乙酸酯 Α2 2 2 ≤

Β2石竹烯 Β2 ≤

Α2石竹烯 Α2 ≤

∆2杜松烯 ∆2 ≤

Β2红没药烯 Β2 ≤

未鉴定 ∏

Β2杜松烯 Β2 ≤

Α2香柠檬烯 Α2 ≤

表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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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贝醇 ∏ ≤

未鉴定 ∏

芹子2 2烯2 2Α2醇 2 2 2 2Α2 ≤

Α2按叶油醇 Α2 ∏ ≤

末鉴定 ∏

法呢醇 ≤

橙花叔基乙酸酯 ≤

十六酸 ¬ ≤

二十三烷 ≤

未鉴定 ∏

  由上表可知 草豆蔻挥发油共分离出了 种组分 鉴定

了其中的 种 已鉴定的化合物组分占总馏出组分的

以上 占色谱总馏出峰面积的 以上∀在已鉴定的组分中

主要的几种组分如 法尼醇 !桉叶油素 !

2苯基2 2丁酮 !Β2蒎烯 ! 2蒈烯 !

2苯基2 2丁烯2 2酮 等与文献≈ 所报道的相同∀ 在

检出上述化合物的同时 我们还鉴定出了如 莰烯! 2二甲

基2 2辛二烯2 2醇!Α Α 2三甲基2 2环己烯2 2甲醇!顺2对2

薄荷烯2 2醇2 !熏衣草醇!石竹烯!库贝醇等 多种文献未

曾在该药材中报道过的化合物 而文献中含量较高的聚伞花

烃!律草烯! 2松油醇则未检出∀ 这些差别与草豆蔻的产地!

气候的不同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已鉴定的化合物中 含量最高的是法尼醇 相对含量

其次为桉叶油素 相对含量 ∀ 相对含量在

以上的有 法呢醇!桉叶油素! 2苯基2 2丁酮等 种化合

物 相对含量在 ∗ 之间的有 Α2蒎烯!Β2杜松烯!十

六酸!Α2按叶油醇! 2亚甲基2 2 2甲乙基 双环≈ 己2 2

醇等 种化合物∀ 在草豆蔻挥发油中 萜醇类组分如 法尼

醇 2二甲基2 2辛二烯2 2醇 熏衣草醇 Α2桉叶油醇等

相对含量为 ∀ 倍半萜烯类组分如 Α2蒎烯 Β2蒎烯 2

蒈烯 Α2石竹烯 Β2石竹烯 ∆2杜松烯等 相对含量为 ∀

说明 萜醇类及倍半萜烯类组分相对含量较高∀ 还有酯类化

合物 种 相对含量 ∀ 此外 在草豆蔻挥发油中 还含

有少量的酮!酚!有机酸及饱和烷烃类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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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消胶囊质量标准含量测定方法的改进

黄海欣 田 宏 赵培敬 南阳 河南省南阳市药品检验所

摘要 目的 完善平消胶囊的质量标准∀ 方法 对平消胶囊进行试验研究∀ 结果 平消胶囊质量标准中含量测定项方法不妥∀

结论 对标准提出了修改意见∀

关键词 平消胶囊 含量测定 质量标准

Ιµ οπροϖεµ εντ ον θυαλιτψ χοντρολστανδαρδσ δετερµ ινατιον µ οτηοδ οφ Πινγξιαο Χαπσυλε

∏ ¬ × ° Η εναν Ν ανψανγ πρεφεχτυρε ινστιτυτε φορ ∆ ρυγ Χοντρολ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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