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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杉寄生的化学成分，采用硅胶柱层析、甲酯化和气相色谱－质谱－计算机联用技术对其脂溶性成分

进行分析和鉴定，结果分离出２７个组分，确认了其中的２５个成分。这些成分主要为萜类化合物，均为国内首次

在该植物中鉴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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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华南、西南及福建、西藏等地。其性甘，味苦，性平；
具有祛 风 湿，补 肝 肾，活 血 止 痛，止 咳，止 痢 的 功 效。
主要用于风湿痹痛，腰膝酸痛，头晕目眩，脱发，跌打

损伤，痔疮肿痛，咳嗽，咳血，痢疾等症。广西部分地

区拥有大面积的杉木种植，所以杉寄生药材在我区成

为一种资源相对丰富，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药材。其

在祛风湿、补肝肾等方面有着确切的疗效，在民间应

用较为广泛，是一种值得深入开发和利用的具有广西

特色的中药资源。

　　目前尚无杉寄生药材化学成分研究的内容报道。
基于此，有必要对杉寄生药材进行系统的化学成分研

究。为充分开发和利用该药材资源，研究采用硅胶柱

层析、甲酯化和气相色谱－质谱－计算机联用技术对杉

寄生脂溶性成分进行分析和鉴定，结果分离出２７个

组分，确认了其中的２５个成分。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仪器

　　杉寄生药材采于广西恭城县，由广西中医药研究

院何 开 家 主 任 中 药 师 鉴 定 为 杉 寄 生 Ｍａｃｒｏｓｏｌｅｎ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ｏｕｒ．）Ｖａｎ　Ｔｉｅｇｈ．；石油醚、乙酸乙

酯、三氯甲烷、甲 醇 等 试 剂 均 为 分 析 纯；仪 器 为 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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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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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杉寄生脂溶性成分的提取与分离

　　取 杉 寄 生 药 材９．５ｋｇ，粉 碎 成 粗 粉，加４倍 量

９５％乙醇回流提取４次，每次１．５ｈ，过滤，药渣弃去，
滤液合并，回收乙醇并浓缩至无醇味，得浸膏，浸膏加

水适量使其混悬，依次用石油醚（６０～９０℃）、三氯甲

烷、乙酸乙酯萃取，回收溶剂后分别得各部位提取物

量为５１．０ｇ，１５６．３ｇ，１３１．１ｇ。

　　石油醚（６０～９０℃）部位采用硅胶柱层析，依次用

石油醚－乙酸乙酯（９８∶２→９５∶５→９３∶７→９０∶１０→
８０∶２０）梯度洗脱，共收集２１６个流份，每份５００ｍＬ，
第１～２流份为半固体油状物，备用。

　　乙酸乙酯部位采用硅胶柱 层 析，依 次 用 氯 仿 －甲
醇（１００∶０→９８∶２→９０∶１０→８０∶２０→７０∶３０）梯度

洗脱，收集得２３０个流份，每份５００ｍＬ，第１～５流份

为半固体油状物，备用。

　　合并上述石油醚部位及乙酸乙酯部位的半固体

油状物，取１１８ｍｇ半固体油状物进行甲基化［２～４］：将

样品置于１００ｍＬ具塞烧瓶中，加石油醚（６０～９０℃）－
苯（１∶１，Ｖ／Ｖ ）２０ｍＬ使 其 溶 解，并 加 入０．４ｍｏｌ／Ｌ
ＫＯＨ－ＭｅＯＨ 溶 液１０ｍＬ，摇 匀，于４０℃恒 温 水 浴

３０ｍｉｎ，停止加热，再加入纯净水２０ｍＬ，振摇，待分层

清晰后分取上清液，上清液加入无水硫酸钠脱水后过

滤，滤液作为ＧＣ－ＭＳ分析试样。

１．２．２　ＧＣ－ＭＳ条件

　　ＧＣ 条 件：ＨＰ－５ＭＳ石 英 毛 细 管 柱（３０ｍｍ×
０．２５ｍｍ×０．２５μｍ）；程 序 升 温：从１５０℃开 始，先 以

３℃／ｍｉｎ升至２００℃，保留２ｍｉｎ后，以３℃／ｍｉｎ升至

２６０℃；柱流量为１．０ｍＬ／ｍｉｎ；进 样 口 温 度２５０°Ｃ；柱

前压１００ｋＰａ；进样量１．０μＬ；分流比１０∶１；载气为高

纯氦气。

　　ＭＳ条件：电 离 方 式ＥＩ；电 子 能 量７０；传 输 线 温

度２５０°Ｃ；离子源温度２３０°Ｃ；溶剂延迟：４ｍｉｎ；四极杆

温度１５０°Ｃ；质量范围３５～５００ｇ；色谱峰面积归一化

法计算各主 要 成 分 的 相 对 含 量。采 用 ｗｉｌｅｙ７ｎ．ｌ标

准谱库计算机检索定性。

２　结果与分析

　　测试样品的总离子流（ＴＩＣ）（图１）。经ＧＣ－ＭＳ
检测，所测成分的质谱图经计算机质谱数据库检索和

比对，按面积归一化法测得各组分的相对百分含量，
结果见表１。分析结果表明，脂溶性成分的主要化学

成分为萜类化合 物，含 量 较 高 的 成 分 为β －香 树 素 乙

酸酯（１８．８０％），其 次 为３－氧 代 －乌 苏－１２－烯－２４－酸
（１１．４３％）、再次为羽扇烯酮（１０．２７％）。

图１　样品的总离子流（ＴＩＣ）

Ｆｉｇ．１　ＴＩＣ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表１　杉寄生脂溶性成分的ＧＣ?ＭＳ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ｌｉｐｏｓｏｌｕｂｌ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ｓｏｌｅｎ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ｏｕｒ．）Ｖａｎ　Ｔｉｅｇｈ．ｂｙ　ＧＣ／ＭＳ

编号
Ｎｏ．

时间
（Ｍｉｎ）

化合物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分子量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ａｓｓ

相似度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分子式
Ｆｏｒｍｕｌａｒ

相对含量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　 ９．０７ 十四烷酸Ｔｅｔｒａｄｅｃ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２２８　 ９６ Ｃ１４Ｈ２８Ｏ２ ０．３７
２　 １０．７６ 蒽Ａｎｔｈｒａｃｅｎｅ　 １７８　 ８３ Ｃ１４Ｈ１０ ０．２６

３　 １１．９８ ６，１０，１４－三甲基－十五烷－２－酮
６，１０，１４－Ｔｒｉｍｅｔｈｙｌｐｅｎｔａｄｅｃａｎ－２－ｏｎｅ ２６８　 ７８ Ｃ１８Ｈ３６Ｏ　 ０．２５

４　 １４．０８ 十六烷酸 Ｈｅｘａｄｅｃ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２５６　 ９９ Ｃ１６Ｈ３２Ｏ２ ６．９２
５　 １８．６７ 十八碳二烯酸９，１２－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ｄｉｅｎｏｉｃ　 ２８０　 ９９ Ｃ１８Ｈ３２Ｏ２ ０．９１
６　 １８．８５ 十八碳烯酸９－Ｏｃｔａｄｅｃｅ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２８２　 ９９ Ｃ１８Ｈ３４Ｏ２ ７．３９
７　 １９．５７ 十八烷酸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２８４　 ９８ Ｃ１８Ｈ３６Ｏ２ １．２４
８　 ２５．０２ 二十烷酸Ｅｉｃｏｓ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３１２　 ９１ Ｃ２０Ｈ４０Ｏ２ ０．１６
９　 ３０．２２ 二十二烷酸Ｄｏｃｏｓ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３４０　 ９１ Ｃ２２Ｈ４４Ｏ２ ０．１６
１０　 ３４．３４ 二十七烷ｎ?Ｈｅｐｔａｃｏｓａｎｅ　 ３８０　 ７８ Ｃ２７Ｈ５６ ０．４１
１１　 ３５．１１ 二十四烷酸Ｔｅｔｒａｃｏｓ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３６８　 ８７ Ｃ２４Ｈ４８Ｏ２ ０．２８
１２　 ３６．５９ 二十七烷醇ｎ?Ｈｅｐｔａｃｏｓａｎｏｌ　 ３９６　 ９１ Ｃ２７Ｈ５６Ｏ　 ２．７１
１３　 ３７．３４ 角鲨烯Ｓｑｕａｌｅｎｅ　 ４０８　 ９０ Ｃ３０Ｈ４８ ０．５５
１４　 ３９．２３ 二十九烷Ｎｏｎａｃｏｓａｎｅ　 ４０８　 ９８ Ｃ２９Ｈ６０ ８．４３
１５　 ４２．１６ 二十九烷醇Ｎｏｎａｃｏｓａｎｏｌ　 ４２４　 ８７ Ｃ２９Ｈ６０Ｏ　 ０．６２
１６　 ４６．１３ 三十二烷Ｄｏｔｒｉａｃｏｎｔａｎｅ　 ４５０　 ７８ Ｃ３２Ｈ６６ ０．７６

０８２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０Ｎｏ．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续表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ａｂｌｅ　１

编号
Ｎｏ．

时间
（ｍｉｎ）

化合物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分子量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ａｓｓ

相似度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分子式
Ｆｏｒｍｕｌａｒ

相对含量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７　 ５３．４０ 三十二烷醛Ｄｏｔｒｉａｃｏｎｔａｎａｌ　 ４６４　 ９１ Ｃ３２Ｈ６４Ｏ　 ０．８７

１８　 ５５．８８
４，４，６ａ，６ｂ，８ａ，１１，１１，１４ｂ－Ｏｃｔａｍｅｔｈｙｌ－１，４，
４ａ，５，６，６ａ，６ｂ，７，８，８ａ，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２ａ，
１４，１４ａ，１４ｂ－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ｈｙｄｒｏ－２Ｈ－ｐｉｃｅｎ－３－ｏｎｅ

４２４　 ９０ Ｃ３０Ｈ４８Ｏ　 ４．６５

１９　 ５７．６６ β－香树素β－Ａｍｙｒｉｎ　 ４２６　 ８３ Ｃ３０Ｈ５０Ｏ　 １．２７

２０　 ５８．５０
４，４，６ａ，６ｂ，８ａ，１１，１２，１４ｂ－Ｏｃｔａｍｅｔｈｙｌ－１，４，
４ａ，５，６，６ａ，６ｂ，７，８，８ａ，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２ａ，
１４，１４ａ，１４ｂ－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ｈｙｄｒｏ－２Ｈ－ｐｉｃｅｎ－３－ｏｎｅ

４２４　 ９４ Ｃ３０Ｈ４８Ｏ　 ３．３８

２１　 ５８．９４ 羽扇烯酮Ｌｕｐｅｎｏｎｅ　 ４２４　 ９３ Ｃ３０Ｈ４８Ｏ　 １０．２７
２２　 ６０．７８ α－香树素α－Ａｍｙｒｉｎ　 ４２６　 ９０ Ｃ３０Ｈ５０Ｏ　 ２．１０
２３　 ６５．０１ β－香树素乙酸酯β－Ａｍｙｒｉｎ　ａｃｅｔａｔｅ　 ４６８　 ９３ Ｃ３２Ｈ５２Ｏ２ １８．８０

２４　 ６８．２９ ３－氧代－乌苏－１２－烯－２４－酸
３－ｏｘｏ－ｕｒｓ－１２－ｅｎ－２４－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４５４　 ９４ Ｃ３０Ｈ４６Ｏ３ １１．４３

２５　 ６８．８５
蒲公英 甾 醇 乙 酸 酯ｐｓｉ．－Ｔａｒａｘａｓｔｅｒｏｌ　ａｃｅ－
ｔａｔｅ ４６８　 ８７ Ｃ３２Ｈ５２Ｏ２ ８．２４

３　结论

　　通过毛细管气相色谱和气相色谱 －质谱 －计 算 机

分析，从杉寄生醇提物石油醚部位及乙酸乙酯部位检

出的２７个组 分 中 首 次 鉴 定 出２５个 组 分，在 检 出 的

２７个组分中的α－香树素、β－香树素具有抗炎、镇静、
防肿瘤的药 理 作 用，目 前 除 了 用 作 医 药 化 工 中 间 体

外，也用于制 备 植 物 杀 螨 剂［５，６］，可 见 杉 寄 生 中 的 脂

溶性成分具有一定的开发利用价值。本研究为进一

步开发和利用杉寄生的药用价值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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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科学》２０１４年出版计划

　　２０１４年，《广西科学》根据广西乃至全国科技发展趋势和学科发展动态，以及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设
立特色栏目，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担任编委和栏目主编，集中地、大幅度地、广泛地报道具有原创性，能反映广
西特色资源和特色学科的学术论文，适量基础学科方面的学术论文。其任务是介绍上述诸领域中的新发现、新
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产品及有关科技信息，为推动广西各学科的发展，加强国内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加速人
才培养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２０１４年本刊的栏目设置有：生物技术、生物物理、林产化学、近海与滨海湿地、海洋环
境、藻类、化学化工、材料物理、基础数学、民族中药、中药资源开发、生物环保、食用菌等。每期刊登２～３个栏
目，每个栏目刊登５～９篇的论文。欢迎国内外科技工作者根据《广西科学》２０１４年的出版计划惠稿本刊，共同
促进期刊的发展。
　　此外，《广西科学》还将建立期刊网站，通过网站为作者、读者、审稿者和编委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为作者提
供网上投稿、作者简介、优先发表论文等服务；为读者提供所有过刊的论文免费下载服务；为审稿者提供网上专
栏简介、过刊论文免费下载服务、专业情报查询等服务；为编委提供专门网页发布简介和成果介绍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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