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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尖光萼苔挥发性成分的分析 

杜泽乡1，莫善列2，龚受基1，吴鹏程3 
(1．桂林医学 院，广西 桂林 541001；2．广西中医学院，南宁 530001；3．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 ，北京 100093) 

摘 要：采用水蒸气蒸馏法从细尖光萼苔提取挥发性成分，运用 GC-MS联用技术对挥发性成分进行鉴定，用 

色谱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各成分的相对含量，鉴定了细尖光萼苔挥发性成分 2O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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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volatiletit volatile Oi—l n 

from Porella paraphyl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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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uilin Medic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1，China；2．Guangx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Nanning 

530001，China；3．Institute of Botan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ljing 100093，China) 

Abstract：The volatile oil from Porella paraphyllia was obtained by steam distillation，with the content of 0．1 ． 

Twenty chemical constituents were separated and identified by GC-MS，and their relative contents were determined by 

peak area normalization．Among them，a-Pinene and 7-elemene are the main bioaetive constituents in the volatile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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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藓植物是植物界的一个重要门类，随着近年 

来对苔藓植物的化学和生物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越 

来越多的结构新颖或生物活性良好的化合物从苔藓 

中分离得到(Asakawa，1995；王凤祥等，1997)。光 

萼苔属植物普遍具有抗菌作用，从光萼苔属植物 

(Porella cordeana)中分离到的倍半萜马兜铃酮 

(aris—olone)具有 DNA修复毒性，某些植物含有倍 

半萜内酯，具有抗炎、解痉、抑菌、强心、降血脂、抗原 

虫和抗肿瘤等活性 (John等，2002；Toshihiro等， 

2000)。我国有丰富的光萼苔属植物资源，通过研究 

光萼苔的化学成分为进一步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 

据。挥发油的提取常用水蒸汽蒸馏法，挥发油的定 

性分析则采用气相色谱一质谱(GS-MS)联用法，该法 

已经成为对组成极为复杂的挥发油研究的有力手段 

(吴立军等，1988)。笔者通过气一质联用仪对细尖光 

萼苔(Porella paraphyllia)中的挥发性成分进行了 

分析，从中鉴定出了 2O多种成分，都是首次从该植 

物 中得到的。 

1 仪器和试剂 

美国 Agilent一6890N一5973N型色质联用仪；光 

萼苔采自广西，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吴鹏程研 

究员鉴定为细尖光萼苔(Porella paraphyllia)。其 

他试剂为分析纯。 

2 方法 

2．1水蒸汽蒸馏法提取挥发油 

参考吴立军等(1988)的方法，将细尖光萼苔 26 

g药材粉碎后，将原料粗粉在挥发油提取器中加水 

浸泡，加热提取，收集蒸馏液，分水收集挥发油部分， 

经无水硫酸钠干燥后得挥发油，该挥发油为淡绿色 

透明油状物，收率为 0．1 。 

t 

收稿日期 ：2007—12-26 修 回日期 ：2008-03—19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厅基金(2000626)[Supported by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Guang】d(20oO626)] 

作者简介：杜泽乡(1958一)，女，广西桂林人，副教授，长期从事天然药物的研究，(E-mail)duzexiang58@126．corn。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期 杜泽乡等：细尖光萼苔挥发性成分的分析 423 

2．2色谱条件 

HP一5MS毛 细 管 柱 (30 m×0．25 mm，0．25 

m)，程序升温：8O℃(3 min)20℃／min 160℃(5 

min)10℃／min 250℃(2 min)15℃／min 280℃(2 

min)；载气 He；分流进样，分流比 1：10；进样温度 

250℃，El电离，离子源温度 230℃；电离功率 7O eV； 

质量扫描范围：45~550 A ；进样量 0．5 L。 

3 结果 

细尖光萼苔中挥发油经 GC-MS分离分析的总 

离子流图如图1，分离出35个组分。各峰经质谱扫描 

后所得的质谱图，采用计算机检索谱库，依据相似度 

的概率，给出可能结构的分子结构，查阅相关的质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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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细尖光萼苔挥发油总离子流 

Fig．1 Total ion chromatogram of volatile oil from Porella paraphyllia 

表 1 细尖光萼苔挥发油成分分析结果 

Table 1 Identified components of volatile oil from Porella paraphyllia 

(下转第 287页 Continue on page 287) 

lll lllllllll。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期 吴玉虎等 ：阿多披碱草——青海禾本科一新种 287 

丛生，高约 25 cm，平滑无毛，通 常具 2节；叶鞘光滑 

无毛；叶耳披针形 ，长约 1 mm 叶舌 长约 0．5 ram； 

叶片常内卷 ，长 2～3(～5)cm，两面密被短毛，上面 

及边缘杂有长粗 毛。穗状花序疏松 ，长约 4 cm(芒 

除外)，暗紫色；穗轴纤细 ，常呈 蜿蜒 状 ，节 间长约 5 

ram；小穗长 12～20 mm(芒除外 )，单 生于穗 轴每 

节 ，含 3～4小花，具短柄 ，长 0．5～O．8 mm；小穗轴 

密被短毛，节间长约 2 mm；颖披针形，顶端渐尖，光 

滑无毛，具 5脉，第一颖长 4～4．5 mm，第二颖长 6 
～ 6．5 mm；外稃长 圆状披针形 ，具 5脉 ，中脉粗糙 ， 

背下部两边具短刺毛，基盘具毛，顶端具长 15～26 

mm粗糙、反曲的芒，第一外稃长约 12 mm；内稃近等 

长于外稃，顶端钝圆具纤毛，两脊上部 1／3疏具纤毛， 

下部无毛；花药草绿色长约 1 1TlI'n。花果期8月。 

本种 与矮 鹅 观 草 (Roegneria humilisKeng et 

S．L．Chen)相似，但其基生叶叶鞘顶端两侧有披针 

形叶耳；叶片两面均密被短柔 毛，上面及边缘还杂有 

长粗毛；穗状花序短 ，长约 4 cm；花药草绿色，长约 1 

mm而可以区别 (耿 以礼 ，1959；杨锡麟等 ，1987；wu 

& Wang，1999；Cai，1997，1999；陈守 良等，2006)。 

所以，我们认为 ，该新种虽与后一种具有一定的亲缘 

关系，但其间的区别仍然非常明显，作为独立的新种 

应该能够成立。本种为中国特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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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分别对各峰加以鉴定，确认出2O个组分。 

4 讨论 

按上述实验条件进样，得到细尖光苔萼挥发油的 

总离子流图。共分离出35个色谱峰，根据相应的 MS 

谱图，通过数据库的质谱数据系统检索，并参考有关 

文献鉴定了其中2O个峰的成分。以扣除溶剂峰的色 

谱图的全部峰面积作为 100 ，按峰面积归一化法计 

算各化合物在挥发油中的相对含量，结果见表 1。 

本研究从细尖光苔萼挥发油中共分离得到 35 

个色谱峰，与别的植物相比，细尖光萼苔的挥发油中 

成分较少，鉴定出了 2O个成分，均为首次从该种植 

物中首次发现。其 中 2，4，5一三 甲基 苯乙酮 、4一氨基一 

甲基一苯酚 、榄香烯 、1，1，7一三 甲基一4一次 甲基一1H一环 

丙基[e]甘菊环烃一7一醇等四种主要成分，占鉴定成 

分总含量的66．5 。在鉴定的化合物中，蒎烯具有 

广谱的抗真菌作用(李开泉等，1986)，并且具有镇痉 

作用(国家医药管理局中草药情报中心站，1986)。 

榄香烯具有降低肿瘤细胞有丝分裂能力，诱发肿瘤 

细胞凋忘，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的生物活性 ，现在已 

经处于临床应用(钱军等，1996)。通过对挥发油的 

成分进行研究，进一步揭示光萼苔的化学成分，为光 

萼苔的开发与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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