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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The essentia l o il from the leaves of P seudocalymm a alliaceum Sandw. w as analyzed by GC-M S. The resu lts

ind icated that the re w ere tw enty-seven peaks and seventeen compounds w ere identified. The identified compounds
represented 93. 15% of tota l content.  Them a jor constituents w ere phyto l ( 54. 33% ),  dia llyl disulfide ( 13. 31% ),

1-octen-3-o l( 8. 25% ) , (Z )-3-hexen-1-o l ( 4. 10% ), d ia lly l trisulfide ( 2. 00% ), buty l propeny l su lfide ( 1. 91% ), etc.
The su lfur- conta in ing com pounds represented 18. 79% o f to tal content. The results prov ide the basic da ta fo r the

comprehens ive utilization ofP. alliaceum lea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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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香藤 (P seudocalymm a alliaceum Sandw. )又名紫鈴藤,

为紫葳科 ( B ignon iaceae)常绿藤状灌木, 原产于南美洲的圭

亚那和巴西。蒜香藤花、叶在搓揉之后, 有浓浓的大蒜香味,

其叶深绿富有光泽, 花形大而优美, 中国许多地方已引种栽

培, 一般作为篱笆、围墙美化或凉亭、棚架装饰之用。蒜香藤

具有浓郁的蒜香, 甚至可作为蒜的替代物用于烹饪。但有关

其叶挥发性成分研究尚未见报道。本文利用气相色谱 -质

谱联用技术 ( GC-M S)分析了西双版纳植物园引种栽培的蒜

香藤叶挥发油的化学成分,以期为合理开发和利用蒜香藤植

物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 1 实验材料

蒜香藤新鲜叶于 2005年 3月采自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内, 由本园标本馆王洪高级实验师鉴定。

1. 2 实验方法

1. 2. 1 挥发油提取  取新鲜蒜香藤叶 50 g, 切碎后水蒸气

蒸馏 4 h, 收集油层和部分水层, 用重蒸乙醚萃取 5次, 合并

乙醚萃取液, 用无水硫酸钠干燥, 挥干乙醚后得到有特殊气

味的淡黄色蒜香藤叶挥发油,得油率为 0. 012% (W /W )。

1. 2. 2 GC - MS分析  气相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DB- 5MS

( 30 m @ 0. 25 mm @ 0. 25 Lm )毛细管柱; 程序升温,从 40e

开始, 以 4e # m in- 1升至 180e , 再以 8e # m in- 1升至

220e , 保持 5 m in。汽化室温度 230e , 载气为 H e
2
,流速 1. 0

mL# m in- 1。进样量 0. 4LL (乙醚稀释液 ),分流比 30B1。

质谱条件: 离子源为 E I源, 电子能量 70 eV,离子源温度

200e , 接口温度 250e , 电子倍增管电压 1 259 V, 扫描范围

35~ 500 amu,溶剂延迟 2 m in。

1. 2. 3 数据分析  采用计算机检索 NIST 02标准质谱图库,

人工解析以及查对有关资料 [ 1, 2] ,用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出

各成分在挥发油中的相对含量。

2 结果和讨论

经 GC- M S分离,蒜香藤叶挥发油共有 27个峰, 鉴定出

其中 17个成分,结果见表 1。

蒜香藤叶挥发油中鉴定出的 17种化合物的含量占挥发

油总量的 93. 15% ,其中有 5种含硫化合物, 分别是二烯丙基

二硫醚 ( 13. 31% )、二烯丙基三硫醚 ( 2. 00% )、丁基丙烯基硫

化物 ( 1. 91% )、2, 5-二甲酰基噻吩 ( 1. 01% )和 2- 乙酰基

噻唑 ( 0. 56% ) ,含硫化合物占挥发油总量的 18. 79%。在大

蒜 (A llium sativum L inn. )油中含有二烯丙基二硫醚 23% ~

39% , 二烯丙基三硫醚 13% ~ 19% [ 3]。由此可见, 由于蒜香

藤叶含有二烯丙基二硫醚和二烯丙基三硫醚等有机硫化物,

因而具有大蒜香味。

二烯丙基二硫醚和二烯丙基三硫醚具有多种生物活性,

都是大蒜油的有效成分。二烯丙基二硫醚具有较强的抗氧

化活性, 对延缓衰老有一定作用, 对肝癌细胞有杀伤作用 [4] ;

二烯丙基三硫醚能明显降低高血脂及动脉脂质的沉积 [5]及

抑制胃致癌剂致胃癌等作用 [6]。本实验对蒜香藤叶挥发油

化学成分的分析及其相对含量的测定, 为研究其有效成分提

供了基础资料 ,对综合利用蒜香藤植物资源具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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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蒜香藤叶挥发油的化学成分及相对含量
Table 1 Chem ical components and contents of the vo latile oi l from Pseudo calymma all iaceum Sandw. leaf

序号

No.

保留时间 /m in

Retent ion tim e

化合物

C ompound

分子式

M olecu lar formu la

相对含量 /%

Relat ive con ten t

1 5. 37 顺 - 3-己烯 - 1-醇 (Z )-3-h exen-1-ol C6H 12O 4. 10

2 5. 64 反 - 2-己烯 - 1-醇 (E )-2-h exen-1-ol C6H 12O 0. 43

3 5. 73 己醇 hexano l C6H 14O 0. 39

4 8. 99 1-辛烯 - 3-酮 1-octen-3-one C8H 14O 0. 20

5 9. 12 1-辛烯 - 3-醇 1-octen-3-ol C8H 16O 8. 25

6 9. 66 3-辛醇 3-octanol C8H 18O 0. 82

7 10. 39 2-乙酰基噻唑 2-acetylth iazole C5H 5NOS 0. 56

8 12. 05 丁基丙烯基硫化物 butyl p ropeny l su lf ide C7H14 S 1. 91

9 12. 52 二烯丙基二硫醚 d ial lyl d isu lfid e C6H 10 S2 13. 31

10 13. 25 芳樟醇 lin aloo l C10H18O 1. 22

11 13. 96 A-异佛尔酮 A-isophorone C
9
H

14
O 0. 25

12 16. 55 2, 5 -二甲酰基噻吩 2, 5-d iform ylth iophene C6H4O2 S 1. 01

13 20. 24 二烯丙基三硫醚 d ial lyl trisu lfide C6H 10 S3 2. 00

14 20. 54 2-甲氧基 - 4-乙烯基 -苯酚 2-m ethoxy-4-viny-l pheno l C9H10O 2 2. 30

15 22. 77 B-大马烯酮 B-dam ascenon e C13H18O 0. 15

16 28. 85 巨豆三烯酮 m egast igm atrien one C13H18O 1. 89

17 40. 72 植醇 phytol C20H40O 5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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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和表 2显示水相和有机相中含有多种相同的有机

酸, 这是因为苹果酸和柠檬酸等有机酸在水和乙酸乙酯中的

分配系数相差不大所致。

皱皮木瓜果实的水相和有机相提取物均含有高含量的

苹果酸, 而苹果酸脱羟基后很容易生成琥珀酸, 文献报道琥

珀酸有较好的镇痛效果 [ 6], 本实验结果佐证了琥珀酸可能是

皱皮木瓜镇痛的主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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