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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水蒸气蒸馏法加醋酸乙酯从花梨木木屑中提取挥发性成分，利用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技术对挥发性

化学成分进行分析鉴定，确认出其中的30种成分，占色谱总馏出峰面积的90％以上。结果显示花梨木挥发性

主要化学成分为p桉叶醇．a一乙酸松油酯，2，6一二叔丁基对甲酚，2一甲基苯并呋喃，3一(1一甲酰一3。4一亚甲二氧

基)一苯甲酸甲酯等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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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volatile oil was extracted from Ormosia henryi Prain by steam distillation，and its

chemicaI composition was analyzed and identified by GC—MS method． As a result。30

components were identified，which accounted for over 90％of the total volatile oil．The main

constituents in the volatile oils from Ormosia henryi Prain were peudesmol，a—terpinyl acetate，

butylated hydroxytoluene， 2一methylbenzofuran， methyl 3-(1一formyl一3，4一methylenedioxy)一

benzoate，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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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梨木(Ormosia henryi Prain)为豆科蝶形花亚

科红豆属常绿乔木科的常绿乔木[1]，生于海拔100

～1300m山地、溪边、谷地两旁杂水林内，是主产我

国华南(两广、海南)至东南亚一带的喜热常绿乔木，

分布于广西、陕西、江苏、四川、云南等地，越南、泰国

等地亦有分布。花梨木用途很广，是一种重要的中草

药，它的根、皮、茎、叶均可入药，味辛，性温，祛风除

湿，活血化瘀，解毒消肿，主治风湿性关节炎，腰肌劳

损，产后瘀血腹痛，赤白漏下，跌打损伤，外用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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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感冒，毒蛇咬伤，无名肿毒。花梨木树形美观，气

味清香，具有多种功能，更是一种优良的园林绿化观

赏树种。花梨木是红木中的一大类，其木材结构细、

均匀，是制作高档家具、工艺雕刻和特种装饰品的珍

贵高档用材，2000年国家红木家具标准明确规定

“红木”是指紫檀木、花梨木等八类木材，柚木、花梨

木、酸枝木等高档珍贵木材更是我国家具业必不可

缺的原料。花梨木在制作红木家具中产生了大量气

味芳香的木屑，废弃未能利用，并造成污染和浪费。

本文对花梨木的木屑以水蒸气蒸馏法加醋酸乙酯提

取，采用气相质谱联用(GC—MS)方法鉴定挥发性化

学成分，归一化法测定各成分相对含量，为进一步综

合利用花梨木植物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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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部分

1．1仪器与材料

仪器：美国HP 6890A气相色谱一5973N质谱联

用仪。花梨木木屑取自广西凭祥边贸红木加工厂。

1．2实验方法

1．2．1挥发性成分的提取

取花梨木木屑粉末，干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2005年版一部附录口1中挥发油测定法甲法水

蒸气蒸馏法，在冷凝管中加入适量醋酸乙酯，经水蒸

汽蒸馏提取得到花梨木挥发性成分。

1．2．2气相色谱一质谱分析条件

HP一5MS石英毛细管色谱柱30 m×0．25 ITLITI

X0．25肛m，柱温，程序升温60"--250℃，初始温度60

℃保持3 min，升温速率8℃／rain升至150℃保持2

min，升温速率4℃／min升至180℃保持3 min，升

温速率8‘C／min升至250℃；载气为He，柱流量

1．0 ml／min，分流比为30：1；进样口温度250℃，

EI电离方式，离子源温度250℃。电离能量70 eV。

扫描质量范围60～500 amu。进样量0．2弘l。用色谱

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各主要成分的相对含量。

2结果与分析

采用GC—MS—DS法对花梨木挥发性成分进行

化学组成分析，样品的总离子流(TIC)如图1所示，

保留时间列于表1。将GC—MS所测成分的质谱图与

计算机质谱数据库检索结果进行比较，并结合相关

的文献[3～5]就质谱图的基峰、质荷比和相对丰度

等进行比较，对各色谱峰的归属加以确认，从而鉴定

出花梨木挥发性成分的大部分化学成分主要为萜烯

芳香环、酮、酚、醇、醛和酯类等化合物。共从花梨木

的挥发性成分中分离确认了其中的30种成分(表

1)，所鉴定的组分占挥发油色谱总峰面积的90％

以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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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花梨木挥发性成分总离子流

表l 花梨木挥发性化学成分分析结果

3 结束语

本试验鉴定了花梨木木屑挥发性成分中的30

种，占挥发性成分总量的90％以上，主要成分有p

桉叶醇(59．05％)，a一乙酸松油酯(6．59％)、2，6一二

叔丁基对甲酚(3．76％)、2一甲基苯并呋喃(2．05 oA)、

3～(1，甲酰～3，4一亚甲二氧基)一苯甲酸甲酯(3．10％)

等化合物。秦延林等[6]曾报道海南花梨木挥发油的

化学成分，主要含醛酮类、醇类、环烯烃类、胺类、酯

类等，和本实验结果比较不甚相同，存在着较大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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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这主要是因为植物体内化学成分及含量与植物

品种、产地、来源以及提取方法有关。花梨木木屑中

挥发性主要成分涵盖了烯、芳香环、酮、酚、醇、醛和

酯类等，大部分都具有较大的化工和医药价值，既可

以作为香精香料开发，也可以作为药物开发。花梨木

木材加工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具有广阔市场前景和良

好的开发利用潜力。本文对花梨木木材加工中的木

屑挥发性成分的分析研究，可以为综合利用植物资

源，以及进一步开发应用研究等提供科学基础和参

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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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4一(2，6，6一三甲基一1一环己烯一1一基)一3一丁烯一2一酮

等28个组分。植物品种不同，产地不同，其挥发油化

学成分存在有比较大的差异。本研究结果可以为小

果十大功劳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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