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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丁香叶挥发性化学成分季节性变化的8-":;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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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不同季 节 紫 丁 香 叶 挥 发 性 化 学 成 分$用 气 相 色 谱 法 分 离$质 谱 法 鉴 定 其 结 构$

对不同季节紫丁香叶挥发性化学成分变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紫丁香叶挥发油成分和含量在不同季节有

很大的变化$+月份紫丁香叶的挥发油中主要成分为萜类化合物$而’’#月份紫丁香叶的挥发油中主要成分

为青叶醇’"$绿叶烯和香叶芳樟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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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丁 香")06+,%3OK#373 3̂:A4;#系 木 犀 科

"P4@2<@2@#丁香属植物$英文名 3̂42<$为 落 叶 灌

木%它抗逆性强’分布广$主要分布在我 国 的 吉

林’辽宁’河北’山东’山西’内蒙 古 等 地$垂 直 分

布在海拔.""!&+""1之 间$在 海 拔&!""1

以下生长良 好$在 海 拔)+"1左 右 人 工 栽 培 的

紫丁香也能正常生长%紫丁香花和叶具有浓郁

的香气并含有挥发油)&$!*$挥 发 油 中 主 要 成 分 均

为萜类化 合 物$具 有 很 强 的 杀 菌’防 腐 能 力))*%
关于紫丁香叶的挥发油中化学成分的研究少见



报道!本工作对紫丁香叶挥发性化学成分季节性

变化进行研究!将为紫丁香叶在医学"食品等领

域的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实验部分

?@?!仪器与试剂

JK’.("$+(#)型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美

国惠普公司产品%]!$!"&型旋转蒸发器$上海中

科机械研究所产品%无水硫酸钠$分析纯%紫丁香

叶$!""+年%!.月采自中国辽宁千山的新鲜紫

丁香鲜叶!阴 干 粉 碎&过 孔 径 为";)11筛’备

用#

?@A!紫丁香叶挥发油的提取

分别取采自%!.月的+"W粉碎的干 燥 紫

丁香叶置于&"""1̂ 圆底烧瓶中!加入%""1̂
去离子水浸泡#水蒸气蒸馏+>!馏出液用乙醚

连续萃取)次!旋转蒸发器除去乙醚!得到黄色

透明液体#用 活 化 过 的 无 水 硫 酸 钠 脱 水!提 取

率列于表&#

表?!不同月份的紫丁香叶挥发油提取率

C$7%/?!Q[0+$<0()#+$0/)*S)%$0(%/)(%)*%/$*(#

"#$%!&’()*’+’T(#2%@$02(**/+/#0,)#09/’

月份 %月 +月 ’月 #月 .月

提取率 ";(" &;!+ &;!" ";.+ ";+’

?@B!气相色谱!质谱测定

?@B@?!色 谱 条 件!色 谱 柱$JK$+弹 性 石 英 毛

细管柱!+1a";!+11a";))#1%升温程序$
初始温度’"_!以+_(13:b&升至!""_!保
持!13:%汽化温度$!)"_%进样量$";!#̂ %溶

剂延迟$)13:%载气&J@’流量$!1̂ (13:b&%分
流比$!"d&#

?;B;A!质谱条件!电子轰击&0R’离子源%离子

源温 度$!"" _%电 子 能 量$#"@H%发 射 电 流$

)%;’#,%电 子 倍 增 器 电 压$&!""H%接 口 温 度

!)"_%质量扫描范围>)4!"!+""#

?@J!测定方法

分别取%!.月采摘的紫丁香叶挥发油样品

各";!#̂ !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进行分析鉴

定#通过[&#"̂ *,化学工作站数据处理系统!

检索I39G(.谱图库!并分别与八峰索引及0K,)

IRJ质谱图集的标准谱图进行对照!复合!再结

合有关文献进行人工 谱 图 解 析*%$++!确 认 其 挥 发

油的各 个 化 学 成 分#通 过 [&#"&*, 化 学 工 作

站数 据 处 理 系 统!按 面 积 归 一 化 法 进 行 定 量 分

析!分别求得各化学成分在挥发油中的相对百分

含量#

A!结果与结论

A@?!实验结果

将确认的不同月份紫丁香叶挥发油 中 的 化

学成分及求得的各化学成分在挥发油中相对百

分含量列于表!#

A@A!结论

从%月份紫丁香叶的挥发油中鉴定出&&种

化合物!其主要成分为$紫丁 香 醛&!";..O’!青

叶 醇 &&%;’%O’!!$戊 醇 &#;’!O’!"$杜 松 醇

&+;#"O’!"$绿 叶 烯&);!.O’%从+月 份 紫 丁 香

叶的挥发油中鉴定出&!种化合物!其主要成分

为$"$蒎烯&&%;()O’!!$水 芹 烯&#;)#O’!!$蒎

烯&%;!+O’!"$绿 叶 烯&+;+’O’!香 叶 芳 樟 醇

&(;"’O’%从’月份紫丁香叶的挥发油中鉴定出

&!种化合物!其主要成分为$青叶醇&&(;.+O’!

"$绿叶烯&&);"%O’!乙酸芳樟醇酯&!;%(O’!!$
戊醇&+;&%O’!香叶芳樟醇&!;)!O’%从#月 份

紫丁香叶的挥发油中鉴定出&%种化合物!其主

要成分 为$青 叶 醇&&.;)&O’!!$戊 醇&’;"+O’!
紫丁香 醛&#;%"O’!"$绿 叶 烯&#;&#O’!香 叶 芳

樟醇&!;’.O’%从.月份紫丁香叶的挥发油中鉴

定 出 . 种 化 合 物!其 主 要 成 分 为$己 酸

&&’;(&O’!"$绿 叶 烯 &%;""O’!香 叶 芳 樟 醇

&&";#’O’#结果表明!紫丁香叶 挥 发 油 成 分 和

含量在不同季节有很大的变化!紫丁香叶挥发油

的主要成分是青叶醇&);"(O!&(;.+O’!"$蒎

烯&&;!&O!&%;()O’!"$绿 叶 烯&);!.O!
&);"%O’!香叶芳樟醇&!;)!O!&";#’O’#

由分析结果可知!+月份紫丁香叶的挥发油

中主要成分为萜类化合物!萜类化合物是重要的

香料成分#而’"#月份紫丁香叶的挥发油中主

要成分为青 叶 醇""$绿 叶 烯 和 香 叶 芳 樟 醇!它 们

均具有很强的杀菌"防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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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不同月份的紫丁香叶挥发油中化学成分鉴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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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保留时间 化合物
质量百分含量!O

%月 +月 ’月 #月 .月

相对分子

质量
相似度!O

& );%. !$戊醇!$K@:G2:6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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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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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蒎烯"$K3:@:@ &;!. &%;() &;!& " " &)’ (+

# +;!% 胡薄荷酮K84@W6:@ " " " &;%( " &+! (!

. +;%) 莰烯!$水芹烯-21=>@:@ " );!. " " " &)’ (#

( ’;"+ !@蒎烯!$K>@442:AC@:@ " #;)# " " " &)’ (&

&" ’;&% !@蒎烯!$K3:@:@ " %;!+ ";#+ " " &)’ (+

&& ’;’( 己酸 J@Y2:63<2<3A " " " " &’;(& &&’ ("

&! #;’" 柠檬油精 3̂16:@:@ " &;%’ " " " &)’ (%

&) #;("
丁香酚&#!$L31@G>6Y7$%$$!$=C6=@:7&%

V@:?@:@
" " " &;## " &". (+

&% .;&! 苯乙醛*@:?@:@2<@G24A@>7A@ " " );&# " " &!" .)

&+ &";)" 紫丁香醛 3̂42<24A@>7A@ !";.. " " #;%" " &!! (%

&’ &!;."
%$三甲基$)$环己烯$&$甲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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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绿叶烯"$K2G<>64@:@ );!. +;+’ &);"% #;&# %;"" &(% (!

&. &’;)&

!#’#&"#&"$四 甲 基$&$氧 杂$螺 环&%#+’

癸$’$烯!#’#&"#&"$U@GC21@G>74$&$6Y2$

9=3C6&%#+’A@<$’$@:

&;#. );’! );.. !;#( " &(% (!

&( &(;". 乙酸芳樟醇酯 3̂:247&2<@G2G@ " " !;%( " " &(’ (%

!" &(;+. 十四烷 U@GC2A@<2:@ " ";(’ " " " &(. (!

!& !!;’! 十五烷K@:G2A@<2:@ " !;+) " !;"& &;.# !"% (’

!! !+;+) 十六烷 J@Y2A@<2:@ &;&& ’;&& &;(% );++ ’;’( !"% (#

!) !’;(" "@杜松醇"$-2A6:64 +;#" " " " " !+% ("

!% !.;!( 十七烷 J@=G2A@<2:@ !;.’ &";%% );!" ’;!) &";#’ !+! (’

!+ !.;%% 香叶芳樟醇 [@C2:7443:246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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