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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技术对川西獐牙菜的正丁醇提取物进行成分分离鉴定，并用峰面积 

归一法确定各组分的相对含量。实验中从川西獐牙菜正丁醇提取物非沥青质的3种馏分中共分离出122 

种化学成分，非极性馏分中以烷烃类为主·极性馏分中以饱和脂肪酸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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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川西獐牙菜(Swertia mussotii Franch)属龙胆科獐牙菜属植物，我国境内主要分布于四川西北 

部、西藏、青海西南部和云南等地区 ，是藏族民间常用的单方草药，藏医药传统用药“藏茵陈”的 

代表品种嘲。主要用于治疗消化不良、胆囊炎，各型肝炎等症 叫]。有相关文献报道川西獐牙菜挥发 

性成分的GC—MS分析 ，但没有川西獐牙菜正丁醇提取物成分分析的报道。本文以正丁醇回流提 

取川西獐牙菜，并对所得粗提物进行 GC—MS分析。 

2 实验部分 

2．1 试剂与仪器 

6890N一5973N型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美国 Agilent公司)；色谱柱为 SE54型弹性石英毛细 

管柱(30m×0．25mm，0．25p．m)；AGI35型精密天平(瑞士 Mettler—Toledo公司)；KQ一2500DE型数 

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超声仪器有限公司)；Simplicity型 Millipore超纯水系统(美国 Millipore公 

司)；FW10型中草药粉碎机(北京中兴伟业仪器有限公司)； 

正己烷(分析纯，天津市富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二氯甲烷(分析纯，天津市富宇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乙醚(分析纯 ，天津市富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甲醇(色谱纯，美国 Fisher公司)；三氟化硼 

(优级纯，美国Sigma公司)。实验用水为 Millipore超纯水器所制得的超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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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材料 

2012年 7月盛花期，采收于青海省玉树县。经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所卢学峰博士鉴定，为 

川西獐牙菜(Swertia mussotii Franch．)。采回的样品自然阴干后，粉碎备用。 

2．3 实验方法 

2．3．1 样品提取 

1．og』『『西獐牙菜晾干，粉粹后加入 lO倍体积正丁醇浸泡过夜，水浴提取，回流发生开始计时， 

第一次提取 2h后，将提取液移出；再加入 6倍体积正丁醇提取 1h，相同方法提取第三次，合并 3次 

提取液，利用负压回收正丁醇 ，获得浸膏，测得浸膏得率为 9．12 。 

2。3．2 样品预处理 

取正丁醇粗提物先经过正己烷充分溶解沉淀后，沉淀物为沥青质，上清液浓缩物为非沥青质。 

非沥青质经硅胶一氧化铝柱分离，分别以正己烷、二氯甲烷和甲醇洗脱，得到非极性馏分，弱极性馏 

分和极性馏分 3种馏分。非极性和弱极性馏分直接进行 GC—MS分析 ，极性馏分经三氟化硼的甲醇 

溶液(质量分数为 2O％)于 60 C下水浴恒温 24h，酯化完成后以精制乙醚萃取两次，合并有机相，用 

超纯水反洗一次，自然凉干后进行 GC—MS分析。 

2．3．3 GC—MS分析条件 

GC条件：GC6890N一$975C型联用仪，SE54(30m×0．25mm×0．25 m，美国安捷伦科技有限公 

司)弹性石英毛细管柱 ，GC气化室温度 250 C，初始温度为 80'C，恒温 lmin，以 4'C／rain的升温速 

率升温至 290_C，恒温 30min，载气为 99．999 高纯氦。 

MS条件：MSD离子源为EI源，离子源温度 230'C，四极杆温度为 150lC，电子能量 70eV；使用 

美国NIST02谱库。 

3 结果与讨论 

3．1 各馏分含量 

按照 2．3．2节中预处理方法，称取川西獐牙菜正丁醇粗提物 0．217g，得沥青质馏分 0．2096g， 

非极性馏分 0．00119g，弱极性馏分 0．00 120g，极性馏分 0．00201g。即川西獐牙菜正丁醇粗提物含 

沥青质 96．59 ，非极性馏分 0．55 ，弱极性馏分 1．94 ，极性馏分 0．93 。沥青质为多糖，蛋白等 

大分子，由于在色谱进样口难气化，故GC—MS对其无法检测。 

3．2各馏分检测结果 

按照 2．3．3节中测定条件进样，测定川西獐牙菜正丁醇提取物的非极性、弱极性和极性馏分的 

总离子流色谱图。经 NIST02I 谱库对照和解析，所有化合物均得到鉴定，结果见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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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3可知，从J l I西獐牙菜正T醇提取物的非极性馏分，弱极性馏分和极性馏分中分别分 

离出 60，33和 29个色谱峰，经 NIST02I 谱库对照、人工谱图解析，122个色谱峰全部得到鉴定。 

表 2 弱极性馏分化合物鉴定表 

非极性馏分主要为正构烷烃和异构烷烃类，由表 1可知，该馏分主要含有从正十二烷烃到正三 

十三烷烃的22种成分，2一甲基一二十烷到2一甲基一三十二烷的13种成分。该部位中含量在1 9／6以上 

的成分共有 17个，含量在 5 9／5以上的共有 5个，含量在 10 9／5以上的共有 2个，分别为：正二十五烷 

(11．050 )和正二十七烷(12．65oZ)。非极性馏分中所含有的烷烃类成分和已报道的川西獐牙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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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挥发性成分中所含有的大量烷烃类成分研究结果相近嘲，但川西獐牙菜正丁醇提取物对金黄色 

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和伤寒沙门氏菌是否具有抑菌活性有待药理实验的进一步验证。 

表 3 极性馏分化合物鉴定表 

弱极性馏分中含量在 1 9／6以上的成分共有 20个，含量在 5 以上的共有 5个，含量在 10 以上 

的共有 3个，分别为： 一甲苯甲酸一十六酯(16．904％)，苯甲酸十八酯(12．949 )和苯甲酸二十酯 

(10．744 )。 一紫罗兰酮的含量虽然只有 0．259 ，但其具有很强的生物活性物质，特别是在抑制 

肿瘤方面， 一紫罗兰酮不但能够抑制 SGC一7901细胞的增殖和诱导 SGC一7901细胞凋亡的产生，而 

且对大鼠乳腺癌的形成有明显地抑制作用_9一“]。极性馏分中基本全部为饱和脂肪酸，该馏分中含 

量在 1 以上的成分共有 1O个，含量在 5 以上的共有 4个，含量在 1O％以上的共有 2个 ，分别为： 

异十六烷酸(11．915 9／6)和正十六烷酸(47．047 )。到目前为止，饱和脂肪酸对人体所具有的潜在的 

生理作用仍存在很大争议[1 。饱和脂肪酸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血液脂蛋白中胆固醇含量，仍 

然没能从分子水平得到证实，但有关于辛酸和癸酸具有抗病毒的生物活性和硬脂酸能降低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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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和对胆酸的生成进行调节的报道 ⋯ ]。 

4 结论 

正丁醇常规加热回流方法提取川西獐牙菜所得粗提物，以GC—MS方法分析出多种化学成分， 

可为该部位药理毒理作用的后期研究提洪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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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tracted constituents of Swert mussotii with n-butyl alcohol were analyzed and 

identified by GC—MS；the relative contents of compounds were identified by peak area normalization 

metho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tract contains vast asphahene but few non—asphaltene．122 

compounds were identified in the part of non—asphaltene，nonpolar fraction are mostly alkanes and 

polar fraction are mostly saturated fatty acid． 

Key words Swertia mussotii； —butanol Extract；GC—M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