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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气相色谱一质谱(GC—MS)联用技术对藏药迷果芹的脂溶性成分进行分析。从藏药迷果芹 

石油醚萃取物中分离鉴定出 26种化合物 ，占其总量的 98．77 。在已鉴定的化学成分中，含量较高的化学 

成 分依次为亚油酸 (35．90 )、芹菜脑(23．98 )、棕榈酸(11．41 )、亚油酸乙酯(4．o8 )、亚油酸甲酯 

(4．O6％)、卢 谷甾醇(4．4O )。本研究为开发迷果芹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 藏药；迷果芹；脂溶性成分；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芹菜脑 

中图分类号：065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138(2013)05—2708—04 

1 引言 

藏药迷果芹(Sphallerocarpus gracffis)系伞形科(Umbelliferae)迷果芹属单种植物，又名黄参，黄 

葑 ，野胡萝 I、等。主要分布于我国的青海，西藏，甘肃等地区 ]。迷果芹有几千年的药用历史，藏医 

将其全草人药，有祛风除湿等功效，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痛和病后体弱等症的治疗。近年来国内对 

它的药理研究发现，迷果芹还具有抗疲劳，抗缺氧，改善睡眠，提高记忆力等功效L2]。迷果芹是藏药 

“五根散”的首药，“五根散”主要用于滋补强身，抗缺氧，干黄水。主治寒性黄水病，关节炎，腰腿肿 

胀，心脏病，痛风，病后体弱等症D]。近年来开发的“唐蕃补脑液”也是以迷果芹作为首药研制而成 

的，用于抗缺氧，抗疲劳和延缓衰老的治疗[4 ]。目前迷果芹植物化学成分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乙 

酸乙酯部分，对脂溶性成分的研究工作鲜见报道。本文主要研究迷果芹醇提物的石油醚萃取部分。 

采用气质联用的方法首次研究迷果芹的脂溶性成分，为迷果芹的综合开发和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2 实验部分 

2．1 试剂与仪器 

本实验所用材料迷果芹，2012年 9月中旬购于青海省西宁市八一路中藏药材市场 ，经我所卢 

学峰副研究员鉴定为迷果芹块根。正己烷(色谱纯，山东禹王实业有限公司)，石油醚(分析纯 ，天津 

百世化工有限公司)正构烷烃(C7一C30，美国Sigma—Aidrich公司)，Agilent789OA／5975C型气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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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一质谱联用仪(GC—MS)(美国 Agilent公司)。 

2．2 实验方法 

2．2．1 脂溶性成分的提取 

称取经 60C烘干恒重的迷果芹块根 300g，粉碎过 4O目筛，置于 2L烧瓶中，料液比 1：5加 

7O 乙醇浸泡过夜，70 C热提取 2 h，将提取液滤出，加入适量 70 乙醇继续热提取 2h，合并提取 

液，回收酒精得到迷果芹的醇提取物。将醇提取物加入适量的热水溶解，移入分液漏斗中，加人等体 

积的石油醚(6o一90 C)萃取，静置 4h，移出石油醚层，重新萃取 2次，合并石油醚提取液，回收石油 

醚，挥干石油醚残余，得到石油醚萃取部分。 

2．2．2 样品的前处理 

迷果芹石油醚萃取部分用正己烷稀释成质量分数为 10％的溶液，保留指数测定用经正己烷稀 

释成质量分数为 1 的正构烷烃(C7一C30)溶液，进样前均用 0．45 m有机相滤膜过滤，同等色谱条 

件下进行分析。 

2．2．3 仪器分析条件 

色谱条件：采用 DB一5MS弹性石英毛细管柱 (30m×0．25mm×0．25t~m)，载气为高纯氦气 

(99．999 )，恒流模式，柱流量为 1．0mL·rain一，汽化室温度为 250'C，程序升温，柱起始温度 50'C 

保持 6min，以 20 C／min的速率程序升温至 150_C，以 8 C／min的速率程序升温至 220 C，再以 

5 C／min的速率程序升温至 280 C保持 10min。分流比为 50：1，溶剂为正己烷，进样量为 1．0 L。 

质谱条件：电子轰击(EI)，电子能量 70eV，离子源温度 230。C；四级杆温度 150 C，扫描质量范 

围 50--800amu，全扫描方式，NIST05质谱库。 

3 结果与讨论 

按照上述色谱和质谱条件对迷果芹的石油醚萃取部分进行分析，各组分均得到了较理想的分 

离效果，共分离出 28个峰。色谱峰相应的质谱图经NIST05谱库检索及人工解析，结合保留指数共 

同确定，扣除柱流失后，确定其中的 26种化合物，用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出各成分的相对百分含 

量，所鉴定成分占挥发油总量的 98．77 ，结果见表 1。 

结果表明，藏药迷果芹脂溶性成分主要含醚类、脂肪酸类、酯类和甾醇等成分。脂溶性成分主要 

有芹菜脑(23．98 )、棕榈酸(11．41 )、亚油酸 (35．90 )、亚油酸乙酯(4．08 )、亚油酸甲酯 

(4．O6 )、 一谷甾醇(4．40 )。含量在 1 oA一2 之间的成分有：棕榈酸乙酯(1．66 )、5，8，11一十七 

烷三烯酸甲酯 (1．35 )、5，8，11，14一二十烷四烯酸甲酯(1．84 )、维生素 E(1．21 )、豆甾醇 

(1．47 )。 

亚油酸是人体必需不饱和脂肪酸，具有降血脂、降血压、软化血管、促进微循环的作用 ]。芹菜 

脑在迷果芹的脂溶性成分中的含量很高，达到了23．98 。芹菜脑具有退热，解痉，通经和杀虫的作 

用口 。据文献报道莳萝芹菜脑具有延长小鼠睡眠的作用 ，作为它的同分异构体芹菜脑可能也有相 

似的作用。对芹菜脑的进一步药理研究，将为揭示迷果芹促进睡眠功能找到直接理论依据。迷果芹 

脂溶性成分中还含有少量醚类，丁香酚甲醚和肉豆蔻醚。丁香酚甲醚广泛应用于配制伊兰型、康乃 

馨型、紫丁香型等香精，在食用香精和烟草香精中亦常使用[9]。研究表明，肉豆蔻醚具有抗氧化作用 

和延长睡眠的作用L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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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通过对迷果芹乙醇提取物石油醚萃取部分的气质联用分析，得到了 28个成分，鉴定了其 

中的 26个成分。发现迷果芹的脂溶性成分主要由醚类，脂肪酸类，酯类和甾醇类 4类化合物组成。 

其中含量最高的是亚油酸(35．90 )，其次是芹菜脑(23．98％)，棕榈酸的含量居第三位(11．41％)， 

其他的含量较高的化合物依次为：p一谷甾醇(4．4O 9／6)，亚油酸乙酯(4．O8 )，亚油酸甲酯(4．O6 )。 

本文首次对藏药迷果芹的脂溶性成分进行了GC／MS分析研究，为揭示藏药迷果芹抗缺氧，改善睡 

眠和抗炎等作用的物质基础和活性成分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更好的开发迷果芹的医疗 

保健功能提供了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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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t—soluble componenls of Sphallerocat pus g， acilis was separated by capillary GC，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were dcterminaed by normalization and were jdentificd by M S．26 

compounds were identified，which comprised more than 98，77 fat—soluble components．The major 

compound were linolic acid(35．90 9／5)、apiole(23．98 )、palmic acid(11．41 )、ethyl linoleate 

(4．O8 )、methyl linoleate(4．06 )、 一sitosterol(4．40％)etc．The results can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exploitation of resource of Sphallerocarpus graci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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