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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The vo latile o il w as ex tracted from lea f o fC ra toxy lum formo sum ( Jack ) Dye r subsp. p runif lorum ( Kurz)
Goge lin in X ishuangbanna of Yunnan P rov ince by steam d istilla tion and its constituents w ere ana ly zed byGC-MS techn ique.

The results show that 84 peaks a re separated from the vo la tile o il and 70 compounds a re identified, wh ich represents
96. 91% of to ta l content. Sesquiterpeno ids are them ajor chem ica l constituents in the vo latile o i,l accounted for 86. 01% o f

tota l content. The m a jor com pounds a re caryophy llene ( 23. 99% ), A-cedrene( 10. 57% ), curcum ene ( 8. 75% ) and A-
ca ryophy llene ( 8. 57% ), etc. The resu lts prov ide basic data fo r com 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C. form osum subsp.

p runif lor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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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丁茶为中国南部及西南部的民间传统药用植物, 经

两千多年的应用和医学临床试验证明, 苦丁茶具有清热解

毒、抑菌消炎、抗衰老、降血脂、改善血液粘稠度和微循环、清

除人体自由基及增强人体免疫能力等功效, 被誉为保健茶、

美容茶、降压茶和益寿茶 [ 1, 2]。苦丁茶来源较复杂, 共有 5

科 16 种和 1 变种植物可作为苦丁茶使用, 如冬青科

( Aquifo liaceae)的苦丁茶冬青 ( Ilex kudingcha C. J. T seng )、

木樨科 ( O leaceae ) 的序 梗 女 贞 ( L igustrum pedunculare

Rehd. )、马鞭草科 ( V erbenaceae)的白花灯笼 ( Clerodendrum

for tunatum L inn. )及紫草科 ( Borag inaceae)的厚壳树1Ehretia

thy sif lora ( Sieb. et Zucc. ) Naka i2等。而在云南西双版纳地

区, 当地少数民族民众用作清凉饮料使用的 /苦丁茶 0则为金

丝桃科 (H ype ricaceae)黄牛木属 (C ratoxylum B .l )植物红芽木

1C. formo sum ( Jack ) Dyer subsp. p runif lorum ( Kurz )

Goge lin2的嫩叶 [ 3, 4]。

西双版纳苦丁茶又名红芽木、土茶、黄浆果、苦沉茶等,

主要分布在广西南部和云南南部, 生于海拔 1 400 m 以下的

山地次生疏林或灌丛中。其树皮可入药, 煎水能治疗牛马肠

胃炎; 嫩叶可作茶叶代用品 [ 5]。 Boonnak等人从该植物的根

和树皮中分离到具有抗菌活性和细胞毒活性的 xanthone和

蒽醌类化合物 [ 6], 但有关其叶挥发油化学成分的研究尚未见

报道。笔者采用水蒸汽蒸馏法提取西双版纳苦丁茶中的挥

发油, 并利用 GC - MS技术对其化学组成进行定性定量分

析, 以期为西双版纳苦丁茶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提供一定的

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料

样品于 2005年 7月采自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

园内, 经鉴定为红芽木 1Cratoxy lum f orm osum ( Jack ) Dyer

subsp. pruniflorum ( Kurz) Gogelin2,即西双版纳苦丁茶。

1. 2 方法

1. 2. 1 挥发油的提取  称取西双版纳苦丁茶鲜样 150 g,切

碎, 水蒸气蒸馏 4 h, 所得油层及水层用重蒸过的乙醚萃取

3次, 合并乙醚萃取液, 无水硫酸钠干燥, 挥干乙醚后得到具

有特殊气味的苦丁茶挥发油,得油率为 0. 18% (W /W )。

1. 2. 2 气相色谱 - 质谱分析条件  采用美国 The rmo

E lec tron公司生产的 F innig an T race DSQ型气相色谱 - 质谱

联用仪进行挥发油成分分析。

气相色谱条件: 采用 DB - 5M S型 ( 30 m @ 0. 25 mm @

0. 25 Lm )毛细管柱; 柱温采用程序升温法 , 从 40 e 开始升

温, 以 4 e # m in- 1升温至 180 e , 再以 8 e # m in- 1升温至

270 e , 保持 8 m in;汽化室温度 230 e ; 载气为高纯氦气,载

气流速 1. 0 mL# m in- 1; 进样量 0. 5LL, 分流比 50 B1。

质谱条件 :离子源为 EI源,电离能量 70 eV,离子源温度

200 e , 接口温度 250 e ,电子倍增管电压 1 281 V,扫描范围

35~ 500 amu,溶剂延迟 2 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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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定性定量分析  利用计算机检索 N IST 02标准质谱

图库, 人工解析并查对有关资料 [ 7, 8] , 从而确定挥发油的化

学成分; 采用峰面积归一法计算各成分在挥发油中的相对百

分含量。

2 结果和讨论

利用 GC - M S分析法从西双版纳苦丁茶挥发油中共分

离出 84个成分,最终鉴定出其中的 70个成分, 各成分的相

对百分含量见表 1。由表 1可见, 西双版纳苦丁茶挥发油成

分较复杂, 已鉴定出的 70个化合物的总相对含量占挥发油

总相对含量的 96. 91% ,主要为萜烯及其含氧衍生物及少量

长链脂肪族和芳香化合物。其中萜类化合物占挥发油总相

对含量的 95. 41%。包括 13个单萜 (总相对含量 8. 14 % ),

45个倍半萜 (总相对含量 86. 01% ) , 2个二萜 (总相对含量

1. 19% )和 1个三萜 (相对含量 0. 07% )类化合物。挥发油

中相对含量较高的成分依次为石竹烯 ( caryophy llene,

23. 99% )、A - 雪 松烯 ( A-cedrene, 10. 57% )、姜 黄烯

( curcum ene, 8. 75% )、A -石竹烯 ( A-caryophy llene, 8. 57% )

和胡椒烯 ( copaene, 4. 96% )等。

表 1 西双版纳苦丁茶挥发油的化学成分
Table 1  Chem ica l constituen ts of vo latile o il from leaf o f Cra toxylum formosum ( Jack ) Dyer subsp. prunif lorum ( Kurz) Gogelin in
X ishuangbanna of Yunnan Prov ince

序号
No.

保留时间 /m in
Retent ion tim e

化合物
C om pound

相对含量 /%
Relat ive con tent

序号
N o.

保留时间 /m in
Retent ion t im e

化合物
Compound

相对含量 /%
Relat ive con ten t

1 5. 16 E-2-hexenal 0. 20 36 25. 70 S-muu rolene 0. 07

2 5. 21 Z-3-hexen-1-ol 0. 38 37 25. 92 curcum en e 8. 75

3 7. 10 A-thu jen e 0. 05 38 26. 07 B-sel inene 0. 17

4 7. 32 A-p inen e 1. 12 39 26. 14 B-gurjunen e 0. 09

5 8. 74 B-pin ene 1. 33 40 26. 44 A-cedrene 10. 57

6 9. 15 B-m yrcene 0. 13 41 26. 49 A-muu rolen e 0. 05

7 9. 72 cis-3-hexenyl acetate 0. 12 42 26. 74 B-b isab ob lene 3. 52

8 10. 34 o-cym ene 0. 05 43 26. 85 S-cad inene 0. 69

9 10. 49 D- lim onene 0. 41 44 27. 03 cad in ene 3. 63

10 10. 76 B-trans-ocim ene 0. 84 45 27. 13 B-cedrene 1. 62

11 11. 19 B-c is-ocim en e 3. 67 46 27. 36 cad ina-1, 4-d iene 0. 21

12 12. 45 terp inolene 0. 05 47 28. 08 germ acrene B 0. 07

13 12. 73 verbenone 0. 05 48 28. 30 (?)-tran s-nerolidol 1. 83

14 13. 04 linalool 0. 12 49 28. 42 (-)-g lobu lol 0. 06

15 15. 86 (- )-4-terp ineol 0. 06 50 28. 84 caryophy llen e oxid e 2. 46

16 16. 40 A-terp ineo l 0. 23 51 28. 91 globu lo l 0. 21

17 16. 91 trans-2-caren-4-ol 0. 08 52 29. 43 ledol 0. 31

18 19. 54 estragole 0. 18 53 29. 74 1B-cad in-4-en-10-ol 0. 22

19 20. 98 elixene 0. 07 54 29. 94 hum u lane-1, 6-d ien-3-o l 0. 41

20 21. 09 D-elem ene 0. 06 55 30. 03 agarospirol 0. 42

21 21. 48 A-cubeb ene 0. 33 56 30. 11 cubenol 0. 69

22 21. 71 A-gu aiene 0. 08 57 30. 53 tau-cadin ol 1. 01

23 22. 19 ylangen e 0. 21 58 30. 61 tau-muu rolol 0. 90

24 22. 49 copaene 4. 96 59 30. 67 D-cad ino l 0. 35

25 22. 70 B-b ourbon ene 0. 42 60 30. 97 A-cadin ol 2. 34

26 22. 92 B-elem en e 1. 55 61 31. 31 palustrol 0. 53

27 23. 52 d-iepi-A-ced rene 0. 54 62 31. 80 A-b isabolol 0. 28

28 24. 10 caryophyllene 23. 99 63 32. 02 B-cedren-9-A-ol 0. 51

29 24. 24 B-cubeben e 0. 30 64 35. 62 farn esyl acetate 0. 10

30 24. 34 A-bergam otene 1. 94 65 37. 98 vert iciol 0. 43

31 24. 46 alloarom adend rene 0. 06 66 40. 45 phytol 0. 76

32 24. 64 germ acren e D 0. 08 67 45. 02 pentacosan e 0. 05

33 25. 11 A-caryophyllene 8. 57 68 47. 06 h eptacosan e 0. 09

34 25. 19 (+ )-arom adendrene 0. 70 69 48. 43 squalene 0. 07

35 25. 53 D-cad inene 0. 18 70 49. 76 n onacosane 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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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苦丁茶 ( I lex kud ingcha C. J. T seng)挥发油中主要

成分为链状脂肪族化合物, 占挥发油总量的 51. 50% ; 其次是

酚类和芳香化合物, 占挥发油总量的 17. 70% ,萜类化合物只

占挥发油总量的 7. 63% [ 9]。贵州苦丁茶 ( Ligus trum japonicum

Thunb. va r. pubescens Ko idz. )挥发油中萜类化合物只占挥发

油总量的 23. 00% , 还有 15. 12% 的链状脂肪族化合物、

13. 55% 的酚类和芳香化合物及 12. 94%的内酯化合物 [ 10]。

广西苦丁茶和贵州苦丁茶挥发油成分中, 分别仅有 7种和 8

种挥发油成分与西双版纳苦丁茶相同。 3种不同类型、不同

产地的苦丁茶挥发油的化学成分差异很大, 主要与这 3种苦

丁茶的原植物分属于不同的植物科属有关, 另外也说明这 3

种苦丁茶具有不同的药理功效,不能混用。通过对西双版纳

苦丁茶挥发油化学成分的分析和评价, 可为综合开发利用西

双版纳苦丁茶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致谢: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动植物关系组提供了

GC - MS测试,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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