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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硅胶柱层析对鸵鸟油进行粗分，分为非极性馏分０．２６％、弱极性馏分８．５４％、极性馏
分９１．２％三个部分，然后用ＧＣ－ＭＳ对三组馏分分离分析，共鉴定出６３个成分，其中烷烃类占０．
０４％，醛类占０．２２％，甘油酯占４．０２％，酮类占０．９８％，胆固醇占０．５６％，饱和脂肪酸占４２．６３％，
不饱和脂肪酸占４８．５７％，其他类占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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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鸵鸟原产于非洲，是目前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

的不会飞翔的 鸟 类，可 生 存 在－３０℃至４５℃，寿 命

７０～１３０岁，奔跑速度每小时７０～８０ｋｍ，且能坚持

４０ｍｉｎ，因此它的抗寒、抗旱、抗病 和 耐 力 是 其 他 任

何动物都无法相比。目前鸵鸟通常包括非洲鸵鸟、
美洲鸵鸟和澳洲鸵鸟。鸵鸟产业在我国是一个新兴

的产业。
鸵鸟油在国际上被称为“液体黄金”，是无味、无

臭的浅黄色 油 状 物，凝 固 时 呈 乳 白 色 膏 状，凝 固 点

低，稳定性好，滋润性优，保湿性和渗透性强等特点，
是医药、化妆品、化工及食品等行业的优质原料。本

文对鸵鸟油化学组成进行了系统的分离和鉴定，可

为深层次应用和开发鸵鸟油、造福于人类提供理论

基础和实践意义。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鸵鸟原油由陕西英考鸵鸟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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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去原油表面皮和附肉，用水清洗表面血迹和杂质，

控干，放入容器中４０℃控温加热，过滤，得浅黄色透

明鸵鸟油，存于冰箱备用。

１．２　仪器与试剂

ＧＣ６８９０Ｎ／ＭＳＤ５９７３Ｎ 联 用 仪 （日 本 岛 津 公

司），旋 转 蒸 发 仪 ＲＥ－５２ＡＡ（上 海 亚 荣 生 化 仪 器

厂），ＪＡ３００３型电子天平，ＳＨＢ－Ⅲ（Ａ）型循环水式

多用真空泵。柱色谱硅胶（２００～３００目），薄层色谱

硅胶均为青岛海洋化工厂生产。正己烷，乙酸乙酯，

甲醇均为分析纯。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鸵鸟油粗分离　称取浅黄色透明鸵鸟油１０

ｇ，用硅胶１∶２拌 样，１∶１０比 例 进 行 柱 层 析，分 别

用正己烷、乙酸乙酯、甲醇洗脱，薄层色谱检测，真空

减压回收溶剂，分别得非极性馏分０．０２６ｇ，弱极性

馏分０．８５ｇ，极性馏分９．１２ｇ。

１．３．２　三组馏分化学成分定性定量分析　所得三

组馏分在ＧＣ６８９０Ｎ／ＭＳＤ５９７３Ｎ联用仪上进行。

气相 色 谱 条 件：ＧＣ汽 化 室 温 度２６０℃，美 国

Ｊ＆ＷＨＰ－５（３０ｍ×０．２５ｍｍ×０．２５μｍ）弹性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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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细管柱，以４℃／ｍｉｎ的 升 温 速 率 由８０℃程 序 升

温至２８０℃，恒 温３０ｍｉｎ，载 气 为９９．９９％高 纯 氦

（Ｈｅ）线速度４０ｃｍ／ｓｅｃ，载气流量１．２ｍｌ／ｍｉｎ。
质谱测定条件：ＭＳＤ离子源为ＥＩ源，离子源温

度２３０℃，四级杆温度１５０℃，电子能量７０ｅＶ。
检测依 据：ＧＢ／Ｔ１８６０６－２００１（气 相 色 谱－质

谱法测定沉积物和原油中生物标志物）。
数 据 处 理：各 分 离 组 分 的 鉴 定 使 用 美 国

ＮＩＳＴ０２Ｌ谱库检索定性，定量用气相色谱面积归一

法。其结果见表１、表２、表３。

２　结果

２．１　鸵鸟油非极性馏分化学成分

对鸵鸟油进行非极性馏分分析，发现３８中有效

成分，其中烷类成分有２２种，１６种醛类成分（表１）。
从上到下按峰号出现的先后排列。

表１　鸵鸟油非极性馏分化学成分 ｍｉｎ，％

峰号 分子式 分子量 化合物名称 Ｒ．Ｔ． 含量

１ Ｃ９Ｈ１８Ｏ　 １４２ 壬醛 ５．８７２　 １．２５４
２ Ｃ１２Ｈ２６ １７０ 正十二烷 ８．２１９　 ０．３０５
３ Ｃ１０Ｈ２０Ｏ　 １５６ 癸醛 ８．３７９　 ０．６８５
４ Ｃ１３Ｈ２８ １８４ 正十三烷 １１．０３８　 ０．０２１
５ Ｃ１４Ｈ３０ １９８ 正十四烷 １３．９４５　 ０．３０１
６ Ｃ１２Ｈ２４Ｏ　 １８４ 十二醛 １５．３６３　 ０．８７１
７ Ｃ１５Ｈ３２ ２１２ 正十五烷 １６．９３２　 １．３７９
８ Ｃ１６Ｈ３４ ２２６ 正十六烷 １９．７５２　 ０．１５８
９ Ｃ１７Ｈ３６ ２４０ 正十七烷 ２２．５０７　 ０．２４５
１０ Ｃ１４Ｈ２８Ｏ　 ２１２ 十四醛 ２２．７９５　 ０．９４６
１１ Ｃ１８Ｈ２８ ２５４ 正十八烷 ２５．１４２　 ０．２４７
１２ Ｃ１５Ｈ３０Ｏ　 ２２６ 十五醛 ２６．８６３　 １．４２７
１３ Ｃ１９Ｈ４０ ２６８ 正十九烷 ２７．６７２　 ０．４０２
１４ Ｃ１６Ｈ３２Ｏ　 ２４０ 十六醛 ２９．９６３　 １．５０２
１５ Ｃ２０Ｈ４２ ２８２ 正二十烷 ３０．０９９　 ０．７３０
１６ Ｃ２１Ｈ４４ ２９６ 正二十一烷 ３２．４１４　 ０．９７６
１７ Ｃ１７Ｈ３４Ｏ　 ２５４ 十七醛 ３２．６０６　 １．３０６
１８ Ｃ２２Ｈ４６ ３１０ 正二十二烷 ３４．４８８　 ５．０１５
１９ Ｃ１８Ｈ３６Ｏ　 ２６８ 十八醛 ３５．００８　 １．６４０
２０ Ｃ２３Ｈ４８ ３２４ 正二十三烷 ３６．７６２　 ６．１３４

２１ Ｃ１９Ｈ３８Ｏ　 ２８２ 十九醛 ３７．２２７　 ０．７６１

２２ Ｃ２４Ｈ５０ ３３８ 正二十四烷 ３８．７９７　 ７．７６４

２３ Ｃ２０Ｈ４０Ｏ　 ２９６ 二十醛 ３９．３３３　 ０．８７５

２４ Ｃ２５Ｈ５２ ３５２ 正二十五烷 ４０．７８３　 ９．００７

２５ Ｃ２１Ｈ４２Ｏ　 ３１０ 二十一醛 ４１．３４４　 ０．６９５

２６ Ｃ２６Ｈ５４ ３６６ 正二十六烷 ４２．６８９　 ９．６７０

２７ Ｃ２２Ｈ４４Ｏ　 ３２４ 二十二醛 ４３．２６６　 １．４２０

２８ Ｃ２７Ｈ５６ ３８０ 正二十七烷 ４４．５２３　 １１．００９

２９ Ｃ２３Ｈ４６Ｏ　 ３３８ 二十三醛 ４５．１０８　 １．０９８

３０ Ｃ２８Ｈ５８ ３９４ 正二十八烷 ４６．２９３　 ９．７２０

３１ Ｃ２４Ｈ４８Ｏ　 ３５２ 二十四醛 ４６．９１０　 ０．４９８

３２ Ｃ２９Ｈ６０ ４０８ 正二十九烷 ４７．９９９　 ８．９０５

３３ Ｃ２５Ｈ５０Ｏ　 ３６６ 二十五醛 ４８．６３２　 ０．１７０

３４ Ｃ３０Ｈ６２ ４２２ 正三十烷 ４９．６４９　 ６．８２５

３５ Ｃ２６Ｈ５２Ｏ　 ３８０ 二十六醛 ５０．２９８　 ０．２１２

３６ Ｃ３１Ｈ６４ ４３６ 正三十一烷 ５１．２５１　 ２．４９５

３７ Ｃ３２Ｈ６６ ４５０ 正三十二烷 ５２．８１２　 １．４７０

３８ Ｃ３３Ｈ６８ ４６４ 正三十三烷 ５４．５１０　 １．８５０

２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Ｖｏｌ．３３　　 Ｎｏ．５　　２０１４



２．２　鸵鸟油弱极性馏分化学成分

采用弱极性馏分技术，多鸵鸟油组成成分进行

分析，发现７种成分，其中有３种甘油 酯 类，３种 酮

类成分，还有１种胆固醇（表２）。

２．３　鸵鸟油极性馏分化学成分

采 用 极 性 馏 分 技 术 对 鸵 鸟 油 组 成 成 分 进 行 分

析，发现１８种脂肪酸，其中有３种甘油酯类，３种酮

类成分，还有１种胆固醇（表３）。
表２　鸵鸟油弱极性馏分化学成分 ｍｉｎ，％

峰号 分子式 分子量 化合物名称 Ｒ．Ｔ． 含量

１ Ｃ２１Ｈ３８Ｏ４ ３５４ 亚油酸甘油酯 ３９．２９３　 １０．７５７

２ Ｃ２１Ｈ４０Ｏ４ ３５６ 油酸甘油酯 ３９．４３０　 ３１．２０７

３ Ｃ２１Ｈ４２Ｏ４ ３５８ 硬脂酸甘油酯 ３９．９２６　 ５．１２９

４ Ｃ２７Ｈ４６Ｏ　 ３８６ 胆固醇 ５２．４３６　 ６．５１７

５ Ｃ３１Ｈ６２Ｏ　 ４５０ 三十一碳酮－１６　 ５５．３９９　 ７．５３６

６ Ｃ３５Ｈ７０Ｏ　 ５０６ 三十五碳酮－１８　 ６０．９７４　 ２．３６１

７ Ｃ３５Ｈ６６Ｏ　 ５０２ 三十五碳二烯－６，２６－酮 ６９．０３１　 １．５２５

表３　鸵鸟油极性馏分化学成分 ｍｉｎ，％

峰号 分子式 分子量 化合物名称 Ｒ．Ｔ． 含量

１ Ｃ９Ｈ１６Ｏ３ １７２　 ８－羰基－辛酸（甲酯） １１．９５１　 ０．１０９

２ Ｃ１０Ｈ１８Ｏ３ １８６　 ９－羰基－壬酸（甲酯） １４．９７８　 ０．４３２

３ Ｃ１０Ｈ１８Ｏ４ ２０２ 辛二酸（二甲酯） １５．６０３　 ０．２６６

４ Ｃ１０Ｈ１０Ｏ４ １９４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 １７．６２１　 ０．１１０

５ Ｃ１１Ｈ２０Ｏ４ ２１６ 壬二酸（二甲酯） １８．３０２　 ０．６３１

６ Ｃ１５Ｈ２８Ｏ２ ２４０ 十四烯酸（甲酯） ２３．００３　 ０．１５３

７ Ｃ１５Ｈ３０Ｏ２ ２４２ 十四碳酸（甲酯） ２３．２１１　 １．２３４

８ Ｃ１６Ｈ３２Ｏ２ ２５６ 十五碳酸（甲酯） ２５．８４６　 ０．４８８

９ Ｃ１７Ｈ３２Ｏ２ ２６８ 十六（９）酸（甲酯） ２７．８４９　 ９．３０６

１０ Ｃ１７Ｈ３４Ｏ２ ２７０ 十六碳酸（甲酯） ２８．４５７　 ３６．４５５

１１ Ｃ１８Ｈ３６Ｏ２ ２８４ 十七碳酸（甲酯） ３０．７６４　 ０．２３４

１２ Ｃ１９Ｈ３４Ｏ２ ２９４ 亚油酸（甲酯） ３２．３５０　 １３．１８９

１３ Ｃ１９Ｈ３２Ｏ２ ２９６ 油酸（甲酯） ３２．５５８　 ２７．６４７

１４ Ｃ１９Ｈ３２Ｏ２ ２９６ 十八烯酸（甲酯） ３２．６３０　 １．８４０

１５ Ｃ１９Ｈ３８Ｏ２ ２９８ 十八碳酸（甲酯） ３３．０９４　 ６．７４０

１６ Ｃ１９Ｈ３４Ｏ２ ２９４ 共轭亚油酸（甲酯） ３４．４３２　 ０．６２０

１７ Ｃ２１Ｈ４０Ｏ２ ３２４ 二十烯酸（甲酯） ３６．８４３　 ０．５０２

１８ Ｃ２１Ｈ４２Ｏ２ ３２６ 二十碳酸（甲酯） ３７．３９５　 ０．０４３

　　注：样品经ＢＦ－ＣＨ－ＯＨ甲酯化处理，其脂肪酸均以甲酯形式检出。

３　讨论

鸵鸟油组成复杂，经硅胶层析柱初分为三个馏

分，其中非极性馏分０．２６％，弱极性馏分８．５４％，极
性馏分９１．２０％。然后用ＧＣ－ＭＳ对三组馏分分别

进行系统的分离和分析，共得到６３个组分，其中极

性组分３８个，含量高的正二十三烷６．１３％，正二十

四 烷７．７６％，正 二 十 六 烷９．６７％，正 二 十 七 烷

１１．０１％，正二十八烷９．７２％，正二十九烷８．９１％以

及正三十烷６．８３％等；弱 极 性 组 分 共７个，较 高 含

量的 有 油 酸 甘 油 酯３１．２１％，亚 油 酸 甘 油 酯１０．
７６％，三十一碳酮－１６　７．５４％，胆固醇６．５２％；极性

组分共１８个，含 量 较 高 的 有 十 六 碳 酸３６．４６％，油

酸２７．６５％，亚油酸１３．１９％，共轭亚油酸０．６２％，二
十烯酸０．５０％。

鸵鸟油油脂含量比较高，不含磷脂成分，组成的

配比比较合理，脂肪酸的组成与人体皮肤脂肪酸的

组成相似，作为药物载体更容易穿透皮肤屏障，使药

效能够充分释放，因此利用鸵鸟油作为药物载体比

目前广泛利用的脂质体和基于离子电渗透疗法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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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将更经济有效。
鸵鸟油的组成最显著地特点是烷烃类和醛类成

分具有系列性，烷烃类是从正二十烷到正三十三烷，
醛类是从壬醛到二十六醛，这些系列的化合物是非

极性的小分子，因此决定了鸵鸟油具有很强的渗透

性，使它在修复细胞、舒展筋骨、止痛、消炎等方面具

有明显的作用。
鸵鸟油按成分分为烷烃类，占０．０４％；醛类，占

０．２２％；酮类，占０．９８％；饱 和 脂 肪 酸，占４２．６３％；
不饱和脂肪 酸，占４８．５７％；组 成 与 含 量 比 较 均 衡，
因此在医药、化工、生化等领域内的应用具有很大的

潜力，开发前景非常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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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引进内蒙体大高产公羊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主要生产性能统计表

性状
２００８

公羊数 平均值 标准差
　

２００９

公羊数 平均值 标准差
　

２０１０

公羊数 平均值 标准差

体侧毛长 １２　 １１．８３　 ０．９１２９　 １１　 １１．０６　 １．０１４　 １１　 １０．１８　 １．３０９
体重 １２　 ７２．６　 ６．３２４５　 １１　 ９５．６７　 ６．０５３　 １１　 １００．６５　 ９．００９

剪毛量 １２　 ６．８８　 ０．７７１５　 ９　 １０．３６　 １．４５３　 １１　 １０．９８　 １．９４
细度 １１　 ２０．３４　 １．４８　 １１　 ２２．６７　 ２．０３　 ６　 ２３．９６　 ０．６３

净毛率 １２　 ６６．６２　 ５．８１　 ８　 ５０．０１　 ５．２１　 ７　 ５４．９９５　 ５．３６

６　结论与建议

６．１　结论

含澳血体大高产公羊对高海拔牧区气候完全适

应，补饲、人工授精和采精等工作都能够顺利进行；
内蒙敖汉种羊培育的体大高产澳血公羊对我国高海

拔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良好的适应性；高寒牧区引

进敖汉种羊 场 培 育 的 体 大 高 产 澳 血 公 羊 是 完 全 可

行的。

６．２　建议

有计划、分批次引进含澳血体大高产公羊，对甘

肃高山细毛羊进行导血，可增大甘肃高山细毛羊体

格，提高羊毛产量，提高种羊和羊毛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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