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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建水县麻疯树不同部位挥发性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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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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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乙醇加热回流法提取了云南建水县麻疯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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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部位
%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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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皮及种子
'

中的挥发性成分
!

利

用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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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提取物化学成分进行了解析
!

分离鉴定了各组成及相对含量
(

从麻疯树叶
&

树

皮
&

种子挥发性物质中分别分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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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色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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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别鉴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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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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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占挥发性成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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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类型包括醛
&

酮
&

酯
&

萜类化合物
&

甾醇类
&

脂肪酸
&

烷烃
&

烯烃
&

芳香族化

合物等
)

麻疯树叶
&

树皮及种子的化合物组成和相对含量差异较大
)

在麻疯树叶
&

树皮及种子的提取物中发现了

多种具有开发价值的三萜类
&

植物甾醇类物质及一种用途广泛的平台化合物
*#

羟甲基康醛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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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疯树
!&(%)*+& #$%#&'

为大戟科
F68%)(:324,2,

落叶灌木和小乔木$ 主要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绝大多数生长在美州和亚洲热带地区#

@"!

%

( 在中国麻疯树资源主要栽培或半野生状态分布在广东) 广西)

云南) 贵州) 四川) 台湾) 福建) 海南等省!区"的热带及干热河谷地区( 其中云南主要栽培在滇西) 滇

西南) 滇中以及红河) 金沙江) 澜沧江) 小绿汁江流域#

G" H

%

( 麻疯树是干热河谷地区荒山造林的优良树种$

具有广泛的开发利用前景#

$ " A

%

( 麻疯树种子可入药$ 有清热解毒) 消肿散淤等作用$ 近年来发现其种子

还具有显著的抗癌活性$ 且在工业用油) 生物病虫害防治) 新药开发等方面也有着潜在的应用价值(

麻疯树的有效成分存在于种子) 树皮) 叶) 根和乳汁中$ 从该树木中分离得到的物质主要有萜类) 黄酮

类) 香豆素类) 脂肪类) 甾醇类和生物碱类等$ 并且从麻疯树种子中得到一种具有抗癌活性的毒蛋白#

I

%

(

麻疯树的萜类及一些衍生物均具有明显的抗癌) 抗病毒) 抗菌活性$ 它有着较强的市场开发潜力#

"

%

( 作

为热点能源树种$ 近年来对麻疯树的研究很多$ 但对于麻疯树的挥发性化学成分的研究和利用较少#

J"@!

%

(

从这些研究结果可知麻疯树的挥发性物质中含有很多用途广泛的萜醇) 脂肪酸等化合物$ 同时发现$ 不

同的地域) 生境) 提取方法得到的研究结果也都有很大差异( 本研究采用乙醇加热回流法提取麻疯树

叶) 皮及种子的挥发性物质$ 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仪!

C>!DE

"法分析挥发性物质的组成和含量$ 为综合开

发利用麻疯树资源提供理论基础(

@

实验材料与方法

)*)

主要仪器
!

材料和试剂

此次分析测定化学成分的麻疯树样本采自云南省建水县' 溶剂为分析纯无水乙醇' 挥发性化学成分

的分析仪器为
KLA"JMC>N$JIODE

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仪!美国
0<3.,1- P,4%1).)<3,5

公司"(

)*+

挥发性化学成分的提取

将麻疯树叶) 树皮及种子烘干粉碎成直径小于
MQHA ++

的粉末
R

称取
SM <

样品用滤纸包好$ 放入

回流装置$ 加
$MM +T

重蒸的无水乙醇$ 水浴加热恒温
I$ #

$ 加热回流提取
H %

$ 提取液浓缩至
SM +T

$

冷却$ 滤纸过滤$ 得淡黄色或淡绿色透明溶液$ 放入试剂瓶供分析用(

)*,

气相色谱
-

质谱测定条件

C>

条件&

KL!$DE

石英毛细管柱!

OM ++ $ MQS$ ++ $ MQS$ !+

"' 柱温为
@SM % SAM #

$ 程序升温
$ #

*

+31

"@

$ 溶剂切割时间为
$ +31 U

总离子流图中横轴时间设置从
$ +31

开始
V

' 柱流量为
@QM +T

*

+31

"@

' 进样

口温度为
S$M #

' 柱前压为
@MM BL2R

进样量
MQG !T

' 分流比为
@M&@

' 载气为高纯氦气(

DE

条件& 电离方式为
FW

$ 电子能量为
IM ,X

$ 传输线温度为
S$M #

$ 离子源温度为
SGM #

$ 四极

杆温度为
@$M #

$ 原子质量范围为
G$ % $MM

' 采用
;3.,&I1Q@

标准谱库检索定性(

S

结果与分析

建水县采集麻疯树样品$ 经乙醇加热回流提取得到的挥发性物质$ 采用
C>!DE

进行分析$ 得到总

离子流图!图
@

"$ 各峰经质谱扫描后得到质谱图$ 用质谱数据库!

Y3.,&I1Q@

标准谱库"检索$ 并结合谱图

人工解析$ 查对有关质谱资料$ 对挥发性成分进行定性$ 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各组分的相对百分含量
R

结

果详见表
@

( 从麻疯树叶挥发物质中分离得到
H$

个色谱峰$ 鉴定出其中
GS

个化合物$ 占挥发成分组分

总量的
"HQSA Z

' 从麻疯树树皮挥发物质中分离得到
$"

个色谱峰$ 鉴定出其中
GG

个化合物$ 占挥发成

分组分总量的
"@/@@Z

' 从麻疯树种子挥发物质中分离得到
G$

个色谱峰$ 鉴定出其中的
SG

个化合物$

占挥发成分组分总量的
A"/A@Z

(

由结果可看出& 建水县采集的麻疯树叶) 树皮及种子的挥发性物质的组成及相对百分含量有明显的

差异( 树叶) 树皮及种子的挥发性物质主要由醛) 酮) 酯) 萜类化合物) 甾醇类) 脂肪酸) 烷烃) 烯

马惠芬等& 云南省建水县麻疯树不同部位挥发性化学成分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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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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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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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烃! 芳香族化合物等组成" 比较而言#

种子和树皮的挥发性成分里脂肪酸类的

物质要比树叶的多$ 而树叶的挥发性成

分里三萜% 甾醇和烯烃类物质要明显多

于种子和树皮&

'!

羟甲基康醛% 蒽% 棕

榈酸% 棕榈酸乙酯% 亚油酸% 亚油酸乙

酯% 角鲨烯和
!!

豆甾醇等
%

种化合物为

麻疯树叶% 树皮及种子共有的挥发性成

分$ 其中
!!

豆甾醇的相对含量很稳定$

在叶% 树皮% 种子中都是相对含量最大

的化合物 $ 相对含量分别为
$()*'+

%

$%)%&+

和
$,),-+

&

,

结论与讨论

实验结果与本课题曾报道的采自云

南省石屏县的麻疯树叶% 树皮及种子的

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物的挥发性物质 '

$!

(

比较$ 组成和相对百分含量都有显著差

异) 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的麻疯树叶%

树皮及种子的共有挥发性物质为肉豆蔻

酸%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邻苯二甲酸

二丁酯% 棕榈酸% 亚油酸% 油酸% 硬脂

酸$ 其中棕榈酸% 亚油酸含量最大& 这

和提取方法不同有关系$ 因为超临界二

氧化碳萃取得选择性更高$ 得到的组分

也相对少一些& 同样对比何嵋等人'

$&

(用水

蒸气蒸馏提取的麻疯树叶% 种子的
./!

01

分析的结果$ 本实验用的乙醇萃取

法得到三萜% 植物甾醇类和维生素类物

质更全一些$ 尤其对于组成成分较多的

树叶更加明显& 但麻疯树叶% 树皮及种

子得挥发性化学物质是否存在地域性的

差异$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叶和树皮中有大量角鲨烯%

!!

香树素等三萜类物质和菜油甾醇%

!!

豆甾醇%

'

$

!!2

豆甾二烯
!,!

醇等

植物甾醇以及天然维生素
3

*维生
3

和
!!

生育酚+) 三萜类化合物是近年来中药化学研究的热点$ 具有抗

肿瘤'

#,

(

, 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456

+

'

$*

(等功效& 植物甾醇具有营养价值高% 生理活性强等特点$ 广泛应

用在食品% 医药% 化妆品% 动物生长剂及纸张加工% 印刷% 纺织等领域& 天然维生素
3

则在医药% 保健

和化妆品行业中都有广泛应用& 麻疯树叶% 皮及种子中都有
'!

羟甲基康醛$

'!

羟甲基糠醛
7

它的分子中

含有一个醛基和一个羟甲基$ 可以通过加氢% 氧化脱氢% 酯化% 卤化% 聚合树脂类塑料% 柴油燃料添加

物等& 随着人们对可再生生物质资源利用的日益重视$ 从生物质中提取羟甲基糠醛极具前景&

近年来$ 由于国际油价的持续走高以及石油资源的日渐匮乏$ 发展生物柴油逐渐受到重视& 麻疯树

作为一种新型能源植物
8

既可以发挥植物保持水土% 抑螺防病等生态功能
8

又可为生物柴油生产提供原

料$ 对于缓解益严峻的能源危机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

(

& 中国云南% 四川等省在大力发展麻疯树
8

有

关部门计划至
!&$&

年发展到
9&

万
:;

!

'

#-

(

$ 生物柴油产业已经逐步形成& 但麻疯树产业仅仅靠生产柴油

发展$ 目前看难度还很大$ 加强综合开发研究$ 提高资源利用率$ 使大规模栽植有更高的效益产生$ 是

图
#

麻疯树叶
!

<

"#

树皮
!

=

"

和种子
!

/

"

乙醇加热回

流提取物
./!01

总离子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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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解决的问题! 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 本研究采用乙醇加热回流法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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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 对云南

建水县产的麻疯树叶% 皮及种子的挥发性物质进行研究! 为综合开发利用麻疯树资源提供了基础数据和

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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