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

!"

"

#

#$

#$%&#$$

!"#$%&' "( )*+,-&%. /01 2%-3+$4-56

'()*+",##-%%./,)001,!2$3!2435,!2#$,2#,2!6

黄心夜合不同组织挥发油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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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讨同一时间内黄心夜合
7-8*+'-& 9&$5-%--

鲜叶% 鲜嫩枝和鲜花的挥发油成分! 利用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技

术"

89!:;

&对水蒸气蒸馏法提取的黄心夜合鲜叶% 鲜嫩枝和鲜花挥发油成分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 去掉峰值
",6$

以下的峰! 从黄心夜合鲜叶% 鲜嫩枝% 鲜花分别检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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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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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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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成分!

%

种不同组织样品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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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兰油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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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桉叶二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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榄香烯等
6

种成分! 而鲜叶与鲜嫩枝都释放共同的
+!

种挥发性成分! 鲜嫩枝与鲜花都释放共同的
+%

种挥发性成分! 鲜叶与鲜花都释放共同的
6

种挥发性成分( 黄心夜

合鲜叶% 鲜嫩枝和鲜花的挥发油成分在提取材料选择% 挥发性成分利用与养生保健群落的营建等方面具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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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植物不仅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而且还通过其叶$ 枝$ 干$ 皮$ 花$ 果$ 芽等释放出多种对人体

健康有益的挥发性物质# 如
!!

蒎烯$

"!

蒎烯$

"!

月桂烯$ 莰烯$ 柠檬烯$

#1D!

桉叶油素等挥发油成分具

有消炎$ 降压等疗养活性!

#

"

% 植物的挥发油成分可以治疗冠心病$ 高血压等疾病# 且治疗呼吸道系统疾

病效果更明显!

!

"

# 以单萜的治疗效果最明显!

E

"

% 因此# 研究植物资源的挥发油成分# 为开发利用植物挥

发油成分的保健应用价值夯实了物质基础# 为提高人们体质开辟了新的途径% 截至目前已有
F"G

种植物

的叶$

GG

种植物的花$

!

种植物的枝$

H

种植物的果实$

!

种植物的树皮$

FE

种植物的枝和叶$

GD

种植

物的花和叶$

G!

种植物的果和叶$

G

种植物的花和果实$

!

种植物的叶和种子$

F

种植物的根和叶$

G

种植物的根和枝$

H

种植物的叶枝花$

$

种植物的根枝叶$

!

种植物的叶枝果等都相应被提取了挥发油%

同种植物各组织器官用同种方法提取的挥发油成分存在差异# 但有共同的组分!

F"H

"

# 并随树种不同呈现

差异性变化% 制约植物挥发油成分释放的因素除了植物本身的组织器官类型外# 与采集材料提取挥发油

成分的季节有关# 也与植物的群落结构$ 种类$ 株龄$ 叶龄及植株的发育部位等有关# 还与外来生物因

素以及温度$ 光照$ 水分$ 土壤$ 大气成分比例及空气湿度等非生物因素有关!

F"G"

"

% 在同样的生长条件

下# 幼树相对大龄树木释放挥发性成分更快!

GG

"

# 但这种差异性多随树龄的增加而逐渐减小!

G!

"

# 也有随树

龄的增加而逐渐增加的现象!

GE

"

% 植物群落结构越丰富# 释放萜类化合物的量越多!

GF

"

% 黄心夜合
!')*+,'$

#$%&'(''

隶属木兰科
I('5/04(8-(-

含笑属
!')*+,'$

常绿大乔木# 树形呈尖塔状# 其嫩枝榄青色# 幼叶嫩

黄色# 春天所发新叶嫩红色# 散发扑鼻的香气# 花香浓郁# 可应用于园林绿化# 其干花蕾可入药# 是一

种具有很大开发价值的园林珍稀树木!

GJ

"

% 徐植灵等!

GH

"通过鉴定黄心夜合干燥花蕾的挥发油# 发现黄心夜

合干燥花蕾挥发油成分中含有
"!

榄香烯$

"!

蒎烯$ 对
!

聚伞花素$

#!

毕澄茄烯$

!!

蒎烯$

!!

衣兰油烯$

氧化石竹烯$ 喇叭醇$ 莰烯等主要成分% 雷凌华等!

GK"GD

"发现黄心夜合四季鲜嫩枝挥发油共含
KK

种成分#

而四季鲜叶挥发油共含
HJ

种成分% 这说明黄心夜合各组织的挥发油成分非常丰富# 然而有关黄心夜合

在同一时期各个组织器官释放挥发油成分及其活性的研究还鲜见报道% 本研究以黄心夜合鲜叶$ 鲜嫩

枝$ 鲜花为材料# 以水蒸气蒸馏法萃取其同一时间不同组织的挥发油成分# 以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技术

分析其成分# 了解黄心夜合
E

种不同组织的挥发油成分# 以期为黄心夜合潜在的园林生态功能$ 药理功

能$ 养生保健功能的深度开发提供参考%

G

材料与方法

*+*

材料

!"GF

年
F

月在贵阳市王岗村&

!H#FH$FG&EG%L

#

G"H&JE$F$&HK%*

'选择
GJ

株生长势旺盛$ 无病虫害$ 高

度
HMG" )

$ 胸径
!"M!! 8)

的黄心夜合# 采集其鲜叶$ 鲜嫩枝$ 鲜花% 将采集的
E

类鲜样进行现场清

洗$ 沥干# 称量后按
G

份
J"" '

保存于
EMJ '

冰箱中#

G

周内将样品处理完毕# 以便对比分析黄心夜合

同期
E

种不同组织的挥发油成分% 所用有机试剂都为分析纯# 水为去离子纯净水%

*+,

实验设备

设备包括
NO*!%J

分析天平&深圳市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

PQRS!!%T

电热套
$D!G!U

&天津市泰

斯特仪器有限公司'# 水蒸汽蒸馏提取器
G

套%

*+-

实验方法

G&E&G

水蒸气蒸馏实验 参考文献!

GD

"提取黄心夜合鲜叶挥发油成分# 将保存在冰箱中的鲜叶# 按
G

份

J%% '

分别置入
J %%% )V

的圆底烧瓶# 再往瓶中加入
E %%%ME J%% )V

的蒸馏水# 浸泡
! A

# 按常规水蒸

气蒸馏法提取# 分离收集挥发油# 称量# 密封保存于
WFM% '

的冰箱% 提取率以鲜质量计% 重复
J

次(样

品"G

# 取平均值% 黄心夜合鲜叶挥发油提取率
(

黄心夜合鲜叶挥发油质量
X

黄心夜合鲜叶质量
)G""Y

% 将

鲜嫩枝切成
HM#% ))

长的碎枝粒# 处理同鲜叶% 将鲜花切成
FMD ))

宽的碎条# 去嫩枝# 长度以鲜花本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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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身宽度为限! 处理同鲜叶"

#$!$%

挥发油成分的分析 黄心夜合挥发性成分的定性定量分析采用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技术#

&'!()

$%

气相色谱条件&

*+!,()

石英管色谱柱#

!- . " -$%, !. " -$%, ..

$! 载高纯度氦气' 色谱柱升温程序&

始温
,- #

! 持续
/ .01

! 以
" $

(

.01

%#升至
#-- $

! 以
#- $

)

.01

%#升至
#2- $

! 持续
, .01

! 以
#, $

*

.01

%# 升到
%2- $

! 持续
#, .01

' 柱前压
/3 456

! 分流比
#&##$-

! 流速
#$- .7

*

.01

%#

' 进样口温度
%,-

$

! 进样量
#$- !7

+ 质谱条件& 质核比扫描范围
/,8,,- 9

! 全扫描方式'

&'()!:5%-#-

! 电子轰击,

;<

$

离子源! 电子能量
3- =>

' 检测器电压
#$2 4>

' 离子源温度
%-- $

' 接口温度
%%- $

' 四极杆温度
#,-

$

% 实验仪器&

:5,-,-?

型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仪,日本岛津公司$!

)6@9A1 %---

离子阱质谱仪!

'5!!2--

气相色谱仪,美国
>6A061

公司$%

#$!$!

数据处理与质谱检索 依前述
&'!()

条件鉴定分析黄心夜合鲜花- 鲜嫩枝- 鲜叶挥发油成分!

得到鲜花- 鲜嫩枝- 鲜叶的各峰质谱图和总离子流色谱图" 通过对
!

种组织的质谱图进行
B<)C

标准谱

库的检索! 自动检索分析各组分的质谱数据! 结合谱图人工解析! 根据质谱裂解规律对黄心夜合鲜花-

鲜嫩枝- 鲜叶挥发油成分进行定性分析! 经色谱峰面积归一法计算各组分的质量分数"

%

结果与分析

!"#

黄心夜合各新鲜组织挥发油提取率的差异

黄心夜合不同组织经水蒸气蒸馏都得到透明的油状液体! 并且能明显感受到不同组织提取的油状液

体释放香味的差异" 鲜嫩枝挥发油释放出的香气清雅! 颜色嫩黄清亮' 鲜叶挥发油释放的香气幽清! 颜

色呈嫩桔黄色! 晶莹透亮' 鲜花挥发油释放的香味

浓郁! 颜色呈桔黄色! 发出浑浊亮光" 从表
#

可见&

黄心夜合鲜花挥发油平均提取率最高! 达
-$,%D

!

鲜叶挥发油提取率较低! 为
-$%%D

! 鲜嫩枝挥发油

平均提取率最低! 仅
-$-/D

" 在相同条件下! 鲜花

释放挥发油的强度和量明显高于鲜叶- 鲜嫩枝! 而

鲜叶释放挥发油的强度和量明显高于鲜嫩枝"

!"!

黄心夜合不同新鲜组织的挥发油谱图和成分分析

从图
#

可以发现& 黄心夜合鲜叶- 鲜嫩枝和鲜花的挥发油成分有一定差异" 鲜嫩枝分离出
3%

个色

谱峰! 鲜叶分离出
2,

个色谱峰! 而鲜花仅分离出
%2

个色谱峰" 去掉峰值
-$/E

以下的峰! 通过
&'!()

分析黄心夜合发现& 鲜花中分离鉴定了
%,

个化合物! 占总峰面积的
EE$!-D

' 鲜叶中分离鉴定了
%#

个

化合物! 占总峰面积的
2E$!/D

' 鲜嫩枝中分离鉴定了
!#

个化合物! 占总峰面积的
2/$",D

"

从表
%

发现& 黄心夜合鲜嫩枝挥发油主要包括
"!

桉叶醇,

#/$E2D

$-

#!

杜松烯,

##$/-D

$- 绿花白千

层醇 ,

2$#%D

$ - .

#F!

,

#$G!$H/"

$/

!/!

乙烯基
!$H$H/I

三甲基
!!!

,

#!

异丙烯基 $

!

环己甲醇 ,

,$EED

$ - 莰烯

,

/$23D

$-

"!

蒎烯,

/$,3D

$等主要成分! 释放的成分以萜烯类化合物,

/,$"ED

$- 醇类化合物,

/#$E2D

$为

主% 鲜花挥发油主要包括桉叶油
!/

,

#/

$

!

烯
!##!

醇,

#!$,ED

$- 四甲基环癸二烯甲醇,

#%$3ED

$-

%!

杜松烯

,

E$,"D

$-

%!

桉叶油醇,

2$3"D

$- 表蓝桉醇,

2$3,D

$- 氧化石竹烯,

,$3#D

$- 十五烷,

/$//D

$-

&!

杜松醇

,

/$%ED

$等主要成分! 释放的成分以醇类化合物,

,/$33D

$- 萜烯类化合物,

!3$#ED

$为主% 鲜叶挥发油主

要包括 .

#F!

,

#$H!$H/'

$/

!/!

乙烯基
!$H$H/!

三甲基
!!!

,

#!

异丙烯基$

!

环己甲醇,

#3$-,D

$-

"!

顺式
!

罗勒烯

,

#%$--D

$- 桉叶素,

##$/#D

$- 莰烯,

3$,ED

$-

"!

蒎烯,

!$E2D

$-

$!

蒎烯,

!$!ED

$等主要成分! 释放的成分

以萜烯类化合物,

/%$%!D

$- 醇类化合物,

!!$%D

$为主%

!"$

黄心夜合不同组织的挥发油成分差异性分析

从图
#

和表
%

可发现& 峰值在
-$,

以上的峰中! 黄心夜合不同组织挥发油成分丰富度由高到低的顺

序为鲜嫩枝- 鲜花- 鲜叶% 鲜花和鲜嫩枝挥发油含
%H/!

二异丙烯基
!#!

甲基环己烷-

%!

依兰油烯- 大根香

叶烯-

/

,

#/

$

H##!

桉叶二烯-

%!

榄香烯- 匙叶桉油烯- 氧化石竹烯- 表蓝桉醇-

%!

桉叶油醇- 愈创木醇-

马兜铃烯-

%!

杜松烯-

(!

杜松醇等
#!

种共同成分! 共同成分在鲜花挥发油成分中的相对含量达
,%$-3D

,其中萜烯类化合物占
%3$E3D

! 醇类化合物占
%/$#-D

$! 在鲜嫩枝挥发油成分相对含量达
!!$"3D

,其中

表
#

黄心夜合不同组织的挥发油提取率

C6JK= # F6@= LM =N@A6O@0L1 LM @P= QLK6@0K= L0KR OL.SL1=1@R MAL.

MA=RP T0MM=A=1@ @0RR9=R 01 ?SA0K LM !"#$%&"' (')*"+""

样品 样品量
UV

提油量
UV

提取率
UW

鲜叶
,-- #$#- -$%% ' -$-%

鲜嫩枝
,-- -$%- -$-/ ' -$-%

鲜花
,-- %$,# -$,% ' -$-%

说明& 提取率为平均值
'

标准差

雷凌华等& 黄心夜合不同组织挥发油成分分析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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萜烯类化合物占
!&'()*

! 醇类化合物占
$'$$*

"# 鲜叶和鲜花含
!!

榄香烯$

+

%

#+

"

,##!

桉叶二烯$

!!

依兰

油烯$

!,+!

二异丙烯基
!#!

甲基环己烷等
+

种共同成分! 共同成分在鲜花挥发油成分中的相对含量为

-'!-*

%其中萜烯类化合物占
&'(!*

! 烷类化合物占
#'(&*

"! 在鲜叶挥发油成分中的相对含量为
!'.$*

%其中萜烯类化合物占
!'/$*

! 烷类化合物占
%'(%*

"# 鲜叶和鲜嫩枝挥发油含
!,+!

二异丙烯基
!/!

甲基环

己烷$

!!

依兰油烯$

+

%

/+

"

,//!

桉叶二烯$

!!

榄香烯$ 莰烯$

"!

蒎烯$

"!

月桂烯$ 香芹烯$ 桉叶素$

"!

顺

式
!

罗勒烯$&

/0!

%

/#,&#,+"

"'

!+!

乙烯基
!#,#,+!

三甲基
!&!

%

/!

异丙烯基"

!

环己甲醇$ 绿花白千层醇等
/!

种共

同成分! 共同成分在鲜叶挥发油成分中的相对含量为
(/'+!*

%其中萜烯类化合物占
!$'$.*

! 醇类化合

物占
&%')-*

! 烷类化合物占
%'(%*

"! 在鲜嫩枝挥发油成分中的相对含量为
&+')$*

%其中萜烯类化合物

占
/)'!-*

! 醇类化合物占
/-'.!*

! 烷类化合物占
%'$!*

"#

&

种组织都含
!,+!

二异丙烯基
!/!

甲基环己

烷$

!!

依兰油烯$

+

%

/+

"

,//!

桉叶二烯$

!!

榄香烯等
+

种共同成分! 共同成分在鲜花挥发油成分中的相对

含量为
-'!-*

%其中萜烯类化合物占
&'(!*

! 烷类化合物占
/'(&*

"! 在鲜叶挥发油成分中的相对含量为

!'.$*

%其中萜烯类化合物占
!'/$*

! 烷类化合物占
%'(%*

"! 在鲜嫩枝挥发油成分中的相对含量为
+')%*

%其中萜烯类化合物占
&'))*

! 烷类化合物占
%'$!*

"#

&

讨论

同质量的黄心夜合鲜花的挥发油提取率较高! 高于鲜叶$ 鲜嫩枝! 种类也较丰富! 而鲜嫩枝的挥发

油提取率最低# 在
&

种组织中! 鲜花和鲜嫩枝提取的挥发油成分较丰富! 鲜花最丰富# 这可能与黄心夜

图
/

黄心夜合不同新鲜组织挥发油成分的总离子流色谱图

123456 / 789:; 28<= >?58@:9835:@= 8A B8;:92;6 82; >8@C8<6<9= 2< D2AA656<9 A56=? 92==46= 8A !"#$%&"' (')*"+""

/$(



第
!"

卷第
#

期

表
!

黄心夜合
"

种新鲜组织的挥发油成分

$%&'( ) *+'%,-'( +-' .+/0+1(1,2 +3 ,45(( 35(24 ,-226(2 +3 !"#$%&"' (')*"+""

序

号
*7/-1

化合物名称 化学式
分子

质量

相对含量
78

鲜叶 鲜嫩枝 鲜花

9 9:;)< =>?!

二异丙烯基
!#!

甲基环己烷
@

#A

B

=?

=<? <;"< " <;9A <;:= " <;<: 9;"! " <;9C

= =<;A< !!

依兰油烯
@

9A

B

=?

=<? 9;<: " <;9D 9;"! " <;9= <;"= " <;9"

! =<;"?

大根香叶烯
@

9A

B

=?

=<? # =;A: " <;9? 9;== " <;9:

? =<;C!

十五烷
@

9A

B

!=

=9= $ $ ?;?? % <;=9

A =<;CD ?

!

9?

"

>99!

桉叶二烯
@

9A

B

=?

=<? <;A< " <;9" 9;=D " <;99 9;": " <;9D

" =9;!: "!

芹子烯
@

9A

B

=?

=<? $ $ !;D9 " <;9C

C =9;9= 9!

!

9!EF%/%1,G'

"

!!!

!

D!.+6/%5-1G'

"

H6%1-F-1( @

)<

B

)!

I

!

J

=

!!C $ $ <;D# " <;<D

D =#;#A #!

杜松烯
;F(',%;!@%F-1(1(>

!

K

"

! @

9A

B

)?

)<? $ $ 9;9" " <;9A

: )9;"A

四甲基环癸二烯甲醇
@

9A

B

)"

J ))) $ $ 9);C: " <;<C

9< )9;CD 9!

氧化双环外雪松烯
@

9A

B

)?

J ))< $ $ );<D " <;))

99 )9;:A !!

榄香烯
@

9A

B

)?

)<? <;"< " <;9: <;:C " <;9" 9;!9 " <;)!

9) ));)!

匙叶桉油烯
@

9A

B

)?

J ))< $ 9;"< " <;9D !;AC " <;)9

9! ));!D

氧化石竹烯
@

9A

B

)?

J ))< $ 9;)< " <;9? A;C9 " <;9:

9? ));"<

表蓝桉醇
@

9)

B

)"

J ))) $ 9;9D " <;9A D;CA " <;9"

9A ));CA 9!

三异丙基甲硅烷基
!

苯并环丁烯
@

9C

B

)D

L- )"< $ $ <;C" " <;9C

9" ));D9 9!

!

C%!M(,4G'+.,%4GF5+!9B!-1F(1!9!G'

"

(,4%1+1( @

9)

B

)<

J 9D< $ $ <;:< " <;9A

9C )<;:< !>?!

二甲基
!!!

环己烯
!9!

甲醛
@

:

B

9?

J 9!D $ $ 9;A) " <;9?

9D )!;9" !!

桉叶油醇
@

9A

B

)"

J ))) $ );!A " <;9! D;C" " <;9?

9: )!;):

愈创木醇
@

9A

B

)"

J ))) $ !;)) " <;9" !;?9 " <;9D

)< )!;!C

马兜铃烯
@

9A

B

)?

)<? $ );<: " <;)9 );"" " <;))

)9 )!;?" !!

杜松烯
@

9A

B

)?

)<? $ 99;?< " <;9C :;A" " <;9:

)) )!;A" #!

杜松醇
@

9A

B

)"

J ))) $ !;)? " <;9) !;9D " <;9?

)! )!;CD $!

杜松醇
@

9A

B

)"

J ))) $ $ ?;): " <;9)

)? )!;D?

桉叶油
!?

!

9?

"

!

烯
!99!

醇
@

9A

B

)"

J ))) $ $ 9!;A: " <;9A

)A )A;A)

!

N

"

!

喇叭烯
@

9A

B

)?

)<? $ $ );)! " <;<"

)" D;?:

左旋
!"!

蒎烯
@

9<

B

9"

9!" $ );") " <;9D $

)C :;<)

莰烯
@

9<

B

9"

9!" C;A: " <;9: ?;DC " <;9C $

)D :;D: %!

蒎烯
@

9<

B

9"

9!" !;:D " <;)! ?;AC " <;)9 $

): 9<;)A %!

月桂烯
@

9<

B

9"

9!" );"C " <;)9 <;A" " <;)) $

!< 99;?D

香芹烯
@

9<

B

9"

9!" 9;A? " <;9A !;?? " <;9: $

!9 99;A:

桉叶素
@

9<

B

9D

J 9A? 99;?9 " <;9) 9;"9 " <;9! $

!) 99;"C %!

反式
!

罗勒烯
@

9<

B

9"

9!" $ 9;)D " <;9D $

!! 99;:: %!

顺式
!

罗勒烯
@

9<

B

9"

9!" 9);<< " <;9! <;:! " <;9A $

!? 9A;CA "!

萜品醇
@

9<

B

9D

J 9A? $ <;"! " <;9! $

!A )<;C!

香树烯
@

9A

B

)?

)<? $ <;:" " <;9C $

!" )<;DC "!

愈创木烯
@

9A

B

)?

)<? $ !;C< " <;9) $

!C D;9!

三环烯
@

9<

B

9"

9!" <;"D " <;9: $ $

!D D;?D "!

蒎烯
@

9<

B

9"

9!" !;!: " <;)9 $ $

!: :;C)

香桧烯
@

9<

B

9"

9!" );"" " <;9D $ $

?< 9<;C" "!

水芹烯
@

9<

B

9"

9!" 9;?< " <;9C $ $

?9 99;""

右旋
!"!

蒎烯
@

9<

B

9"

9!" );A) " <;9: $ $

?) 9!;?D %!

芳樟醇
@

9<

B

9D

J 9A? 9;"< " <;9A $ $

?! 9?;": )!

茨酮
@

9<

B

9"

J 9A) 9;<A " <;9! $ $

?? 9A;?) ?!

萜品醇
@

9<

B

9D

J 9A? <;CA " <;9? $ $

?A )<;D"

花柏烯
@

9A

B

)?

)<? 9;"9 " <;)9 $ $

?" ));9D ?!

氧化
!%!

紫罗兰酮
@

9"

B

)"

J )!? $ <;C< " <;9? $

雷凌华等# 黄心夜合不同组织挥发油成分分析 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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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

# 表示未检测到$ 相对含量为均值
!

标准差

表
!

续

'()*+ ! ,-./0.1+2

序

号
!340.

化合物名称 化学式
分子

质量

相对含量
56

鲜叶 鲜嫩枝 鲜花

78 !#9#: !"

栀子
,

#:

;

!7

!%7 # #9%< ! %9#: $

7= !#9<:

%

#>"

&

?"@A"B7#

'(

"7"

乙烯基
""B"B7"

三甲基
"A"

&

#"

异丙烯基'

"

环己甲醇
,

#:

;

!<

C !!! #8D%: % %D?A :D$$ ! %D?< $

7$ !!D<!

绿花白千层醇
,

?:

;

!<

C !!! !DA$ ! %D?$ =D?! ! %D?7 $

:% !!D$:

荜澄茄油烯醇
,

?:

;

!<

C !!! $ %D<< ! %D?A $

:? !AD=< $"

桉叶醇
,

?:

;

!<

C !!! $ ?7D$= ! %D?< $

:! !<D%! !BABA"'E04+/FG*"!"

%&

#H

'

"A"4+/FG*"#BA")1/(20+.G*

(

"<"4+/FG*+. ,

#:

;

!!

C !#= $ %D:: ! %D#: $

合鲜花的组织结构里分布着有利于释放挥发油的栅栏组织和海绵组织类型有关) 而且也与细胞排列方

式* 以及富含释放挥发油成分的分泌细胞有关) 但鲜花组织季节性强) 持续时间短) 数量有限$ 鲜嫩枝

虽然不受季节限制) 一年四季都可采) 但鲜嫩枝释放挥发性成分的量相对较少) 采集也受限$ 而鲜叶数

量和叶表面积极大) 不受季节和数量限制) 从组织结构上来看) 黄心夜合异面叶叶肉组织分布着有利于

释放挥发油的栅栏组织和海绵组织) 栅栏组织在上表皮内侧) 排列紧密) 而海绵组织在下表皮内侧) 海

绵组织的细胞形状不规则) 排列疏松) 胞间隙大) 释放挥发油成分的分泌细胞多分布在栅栏组织细胞

中) 也有分布在栅栏与海绵组织细胞之间%

#$

(

$ 所以应重点发挥鲜叶挥发油成分的功能作用$

黄心夜合鲜花挥发油成分富含萜烯类和醇类化合物) 萜烯类以单萜烯为主) 其中醇类化合物含量高

于萜烯类化合物) 而萜烯类化合物主要有
%"

杜松烯* 氧化石竹烯*

&"

芹子烯* 匙叶桉油烯*

#"

氧化双环

外雪松烯* &

I

'

"

喇叭烯* 马兜铃烯&

J

'*

7

&

?7

'

B??"

桉叶二烯* 大根香叶烯等) 含量达
A<9A=6

) 醇类化合

物主要有桉叶油
"7

&

?7

'

"

烯
"??"

醇* 四甲基环癸二烯甲醇* 表蓝桉醇*

%"

桉叶油醇*

'"

杜松醇* 愈创木醇*

!"

杜松醇等) 含量高达
:79886

$ 黄心夜合鲜花* 鲜嫩枝和鲜叶
A

种组织挥发油成分都含萜烯类化合物)

且都以单萜烯为主) 同时所含的含氧化合物多以醇类为主$ 黄心夜合挥发油成分中的
&"

蒎烯*

$"

蒎烯*

$"

月桂烯*

$"

芳樟醇有明显的降压作用) 还具有止咳* 祛痰和抑制真菌的作用%

!%

(

) 而芳樟醇* 月桂烯不

但有助于空气负离子的释放) 还能消炎镇痛* 保健心血管%

?$

(

$ 这说明黄心夜合
A

种组织所释放的挥发油

成分都具有潜在的保健功能) 适于养生$ 由于春季黄心夜合群落
A

种组织同时出现)

A

种组织所释放的

成分产生的叠加养生效应可能会更明显$

7

小结

黄心夜合
A

种新鲜组织中鲜叶* 鲜花挥发油提取率较高) 鲜花最高) 达
%9:!6

) 而鲜嫩枝释放挥发

油成分丰富度最高) 鲜嫩枝和鲜花所释放的挥发油成分相对丰富$ 黄心夜合鲜花* 鲜嫩枝和鲜叶
A

种新

鲜组织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装置中都释放出
!B7"

二异丙烯基
"?"

甲基环己烷*

%"

依兰油烯*

7

&

?7

'

B??"

桉叶

二烯*

%"

榄香烯等
7

种挥发油成分) 这
7

种萜烯类化合物在鲜叶* 鲜嫩枝* 鲜花所释放的挥发油成分分

别为
!98$6

*

79=%6

*

:9!:6

$ 可以看出) 黄心夜合
A

种新鲜组织所释放的
7

种萜烯类化合物即共同成分

在鲜叶* 鲜花* 鲜嫩枝中的相对含量较少$ 但鲜叶和鲜嫩枝所释放的挥发性成分中含共同成分
?!

种)

鲜花和鲜嫩枝含共同成分
?A

种) 而鲜叶和鲜花仅含
7

种共同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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