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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水蒸汽蒸馏法提取核桃楸皮中的挥发油，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鉴定了39种化合物
，其中分 

离出烃类(26种，71．80％)、酮类(3种，10．83％)、醇类(6种，7．96％)、呋喃类(1种
，5．79％)、酚类(1种 ， 

1．99％)、肟类(1种，0．95％)，酯类(1种，0．71％)7大类化合物，有 3类(7种，33．93％)为已知药用成分，为 

进一步评价其质量和开发新药提供了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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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核桃楸皮又名楸树皮，为胡桃科植物核桃楸(Juglans mandshurica Maxim)的枝皮或干皮。核桃楸主 

要分布在我国的东北、朝鲜和俄罗斯。核桃楸皮作为中药材，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和明目等功效。临 

床用于治疗肠炎、细菌性痢疾、骨结核、麦粒肿等疾病⋯，也有治疗癌症的报道[2“】。药理学研究证实核 

桃楸的水提取物或乙醇提取物确实具有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活性 】。迄今，虽然对核桃楸皮中抗肿 

瘤成分的研究较多，但对其挥发油化学成分的分析鉴定尚未见报道。本实验通过水蒸气蒸馏法提取核 

桃楸皮挥发油，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方法对其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研究，从中发现了7类(39种)化 

合物，其中3类(7种，33．93％)为已知药用成分，为核桃楸皮挥发油的开发利用提供了重要依据。 

2 实验部分 

2．1 实验仪器、材料和试剂 

HP6890GC气相色i~／HP5973MS质谱联用仪(美国惠普公司)。挥发油提取装置(天津玻璃仪器 

厂，容量为 1000 mL)。核桃楸皮 2004年2月下旬采于吉林省辉南县，经鉴定为核桃楸的干皮。鲜核桃 

楸皮剪成小块，自然阴干。乙醚和无水硫酸钠均为分析纯。 

2，2 挥发油的提取 

称取核桃楸皮300 g，于挥发油提取装置中加水、沸石进行水蒸气蒸馏 6 h，得黄色核桃楸皮挥发油 

约0，2 mL，用乙醚将油反复溶出，加无水硫酸钠脱水 J。挥发油得率0．07 mlM100 g。 

2．3 挥发油成分的分离与鉴定 

色谱条件：HP一1色谱柱，50 In×0．32 mm i．d．×0．52 sam(膜厚)；进样 口温度 260~C；柱温：初始温 

度60~C 18o℃ 26o℃(30 min)。质谱条件：载气为 He气，流量 1．0 mIMmin，电离方式 

EI，电子能量7O eV。数据采集扫描模式：全扫描。进样量：1 IxL。离子源温度：200~C。按上述实验条件 

对核桃楸皮挥发油化学成分进行分析。经美国NIST 98．L质谱库检索，分析确定各化学成分，按峰面积 

归一化测得各成分相对质量百分含量。 

3 结果与讨论 

按上述色谱一质谱条件对挥发油进行分析，获得的总离子流图见图1。经分析确定的39种化合物及 

其相对百分含量示于表 1。其 中含有烃类 (71．80％)、酮类 (10．83％)、醇类 (7．96％)、呋喃类 

(5．79％)、酚类(1．99％)、肟类(O．95％)、脂类(0．71％)7大类 39种化合物。这些化合物中以萜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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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为主 (67．47％)，单 萜 1种 (1．46％)，倍半萜 23种 

(66．01％)；含氧倍半萜 9种(28．86％)，不含氧倍半萜 14种 

(43．15％)。鉴定的39种化合物，(一)．异香橙烯．(v)含量最 

高(12．06％)；氧化石竹烯次之(8．37％)；含量高于4％的还有 

1，5，5，8一四甲基．[1R一(1R}，3E，7E，11R})]．12一氧杂二环 ．1oJ 

十二一3，7一双烯 (7．54％)、7．异丁基一3，4一二氢一1(2H)一萘 酮 

(6．83％)、1，7，7．三 甲基．2．乙烯 基 双环 [2．2．1]庚烯．2 

(6．39％)、2一乙酰基 呋喃(5．79％)、 一(1)一环氧化古芸烯 

(5．33％)、石竹烯(4．82％)、Q．石竹烯(4．53％)等7种化合物。 

实验结果显示，倍半萜是核桃楸皮挥发油的主要成分鉴定 

t／min 

图 1 核桃楸皮挥发油成分 GC／MS总离子 

流图 

Fig．1 Total ions flow diagram ofthe volatile 

oil composition of the stem—bark of Jug／ans 

表 1 核桃楸皮挥发油化学成分 GC／MS分析结果 
Table 1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GC／MS)analysis result of the volatile oil in the stem-bark of Jug／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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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23种倍半萜中，(一)·异香橙烯一(v)、y·(1)一环氧化古芸烯、1，1，4，7一四甲基一la，2，3，5，6，7，7a，7b一八 

氢一[1aR，一(1act，7or，7aft，7ha，)]一1H一环丙(洋)甘菊奠、1，4一二甲基 一异亚丙基三环[5．3．0．0(4．1O)]癸烷 

4种倍半萜属于奠类化合物(19．12％)。奠类化合物是由五元环和七元环拼合而成，多具有抑菌、抗肿瘤等 

生物学活性。1，1，4，7·四甲基一la，2，3，5，6，7，7a，7b一八氢一[1aR，．(1act，7or，7aft，7b ，)]一1H一环丙(洋)甘菊 

奠具有消炎作用。倍半萜类的石竹烯具有平喘作用，是治疗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的有效成分之一[8]。氧化 

石竹烯有抗菌消炎和抗真菌等活性L9J，也是抗胃溃疡的活性成分。故推测核桃楸皮挥发油具有抗菌消炎、 

抗肿瘤的生物学活性。图2是奠类化合物的代表物 1，4一二甲基 一异亚丙基三环[5．3．0．0(4．10)]癸烷的 

MS图谱，其分子量为204，其它主要质谱峰为m／z 204(M+)，43(基峰)，189和161等 。。。图3是石竹烯 

的MS图谱，其分子量为204，主要质谱峰为m／z 204(M+)、189、175和 161等[】。。。 

一 loo 

8O 

喜 60 
40 

《 

20 

O 
80 l2O l60 2oo 

m／z 

— l00 

8O 

昌 6O 

主 4o 
20 

O 

4 l 

69 

9

’ 

I 。 1． IIIlI． l6l l75 f9 
80 l2O l60 2oo 

， z 

图2 1，4一二甲基．8一异亚丙基三环[5．3．0．O(4．10)]癸 图3 石竹烯 MS图谱 

烷 MS图谱 Fig．3 Mass spectra of caryoph)rUene 

Fig．2 Mass spectra of 1．4一dimethyl-8一isopropylidenetri· 

cyclo[5．3．0．O(4．10)]deeane 

除倍半萜类有效成分外，核桃楸皮挥发油中含有的4，4，5，7一四甲基_l5一醇属于香豆素类成分，香豆素类 

成分具有松弛平滑肌，扩张血管及抗凝血作用。4，4，5，7．四甲基香豆素_l5．醇含有羟基，羟基香豆素类还有 

防紫外线损伤和抗辐射的作用。含量超过4％的9种化合物中，4种具有已知药用活性(30．58％)，有 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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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一)一异香橙烯一(v)(12．06％)和氧化石竹烯(8．37％)的相对含量居 39种被鉴定化合物的首位，可 

见核桃楸皮挥发油具有极高的药用开发价值。从以上讨论得知，核桃楸皮挥发油中3类已知药用成分是 

倍半萜类、石竹烯类、香豆素类。7种已知药用成分是(一)一异香橙烯一(v)、 一(1)一环氧化古芸烯、1，1，4， 

7一四甲基一1a，2，3，5，6，7，7a，7b一八氢一[1aR，一(1aot，7a，7 ，7ba，)]一1H一环丙(洋)甘菊奠、1，4一二甲基一8一 

异亚丙基三环[5．3．0．0(4．10)]癸烷、石竹烯、氧化石竹烯、4，4，5，7一四甲基-l5一醇。另外，从核桃楸皮挥 

发油分离出的含氟酯类、肟类化合物在一般植物的挥发油中较罕见，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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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Volatile Oil from the Stem-Bark of 

Juglans Mandshurica Maxim(L．) 

Wang Shuping 一，Meng Xiangying ，Qi Xiaoli‘，Zhang Xiaolu‘，Bo Huaben ， 

Wu Yin ，Bao Yongli ，Li Yuxin‘ 

。(Institute ofGenetic and C~wlogy，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 

(Department ofApplied Chemistry，Changchu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angchun 130022) 

Abstract Volatile oil extracted from the stem—bark of Jug／ans mandshurica Maxim(L．)bysteam distillation，was 

analysed b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GC~MS)．Thirty—nine compounds in it have been identified， 

including seven classes of hydrocarbons(26，71．80％)，ketones(3 kinds，10．83％)，alcohols(6 kinds，7．96％)， 

fu舢 s(1 kind，5．79％)，phenol(1 kind，1．99％)，oxim(1 kind，O．95％)，ester(1 kinds，0．71％)．The results 

caJ1 Dmvide the identific basis for evaluating its quality and for developing new drugs． 

Keywords Stem—bark of Juglans mandshurica Maxim (L．)，volatile oil，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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