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第３４卷第１１期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ｊｓｍｍｕ．ｃ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ｏｖ．２０１３，Ｖｏｌ．３４，Ｎｏ．１１

·１２７１　 ·

ＤＯＩ：１０．３７２４／ＳＰ．Ｊ．１００８．２０１３．０１２７１ ·短篇论著·

北沙参中挥发油成分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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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对北沙参药材中的挥发油成分进行鉴别，并对比不同产地北沙参药材中的挥发油成分及含量的不同。

方法　自２０１２年９月至２０１３年３月收集不同产地的北沙参药材共１６批，然后进行研磨打粉。对北沙参粉末样品参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附录方法提取挥发油。将挥发油样品进行气相色谱质谱法（ＧＣＭＳ）检测，对所得的质谱结果利用

ＮＩＳＴ１１．０数据库进行比对。结果和结论　从１６个批次共４８个北沙参挥发油样品中获得１２个共有组分，都可作为北沙参
挥发油的指标性成分，其中以法卡林醇为其挥发油中的主要成分。产于河北的３批样品中的挥发油成分及含量均较少。去皮

加工的北沙参样品中挥发油总体含量比不去皮加工的北沙参少，并且发现二十碳五烯酸（ｅｉｃｏｓａｐｅｎｔａｅｎｏｉｃａｃｉｄ，ＥＰＡ）仅存在

于有皮的样品中。去皮加工方式会使一些有效成分的含量降低，如ＥＰＡ，可能会影响北沙参的药用活性。

　　［关键词］　北沙参；挥发油；气相色谱质谱法；鉴定；法卡林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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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ａｄＪＳｅｃＭｉｌＭｅｄＵｎｉｖ，２０１３，３４（１１）：１２７１１２７５］

　　北沙参（拉丁名为Ｒａｄｉｘｇｌｅｈｎｉａｅ，英文名为

ｃｏａｓｔａｌｇｌｅｈｎｉａｒｏｏｔ）为伞形科植物珊瑚菜（Ｇｌｅｈｎｉａ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Ｆ．ＳｃｈｍｉｄｔｅｘＭｉｑ．）的干燥根，临床用于

肺热燥咳、劳嗽痰血、胃阴不足，热病津伤，咽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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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１］。北沙参是我国一个大宗药材品种，主产区为

山东的莱阳、河北的安国以及内蒙古的牛家营［２］。

　　挥发油（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ｏｉｌｓ）又称精油（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ｏｉｌｓ），

是植物或中草药中一类具有挥发性、可随水蒸汽蒸

馏出来芳香气味的的油状液体。含挥发油的中草药

或提取出的挥发油大多具有止咳、平喘、祛痰、消炎、

祛风、健胃、解热、镇痛、解痉、杀虫、抗癌、利尿、降压

和强心等作用［３］。但到目前为止，仅有两篇中文文

献对北沙参中的挥发油成分进行了探讨［４５］。这２
篇文献报道结果有很大差异，更没有考虑产地这一

重要的影响因素，故无法为制定北沙参质量标准提

供有价值的信息。基于此现状，本研究首先鉴定北

沙参中的挥发油成分，从中找出挥发油中最主要的、

稳定存在的成分作为药材的鉴定标准；其次，对北沙

参中挥发油成分及含量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评估

产地及加工方式对北沙参品质影响的程度。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实验器材和试剂　挥发油提取装置（上海东玺

制冷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中国），安捷伦６８９０５９７３型

气相色谱质谱（ＧＣＭＳ）联用仪（安捷伦公司，美国），

ＢＥＬＭ２２７电子分析天平（ＢＥ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ＲＬ，意

大利）、ＩＫＡＡ１１ＢａｓｉｃＳ２５精细研磨机（ＩＫＡＲ○工业设

备有限公司，德国）、和泰ＲＯＤＩ去离子纯水机（上海

和泰仪器有限公司，中国）。正己烷、无水硫酸钠均为

分析纯，购自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１．２　实验材料　北沙参样品，从北沙参的主产地及

药材批发市场购买。自２０１２年９月至２０１３年３
月，共计收集了分别来自北沙参主产区河北安国、山

东莱阳以及辽宁、内蒙古赤峰等地的北沙参药材共

１６批（表１）。称取北沙参药材适量，使用ＩＫＡＡ１１

ＢａｓｉｃＳ２５研磨机进行粉碎。将粉碎产物过６０目筛，

收集可用粉末２００ｇ。将药材粉末收于保鲜袋内，经

无水硫酸钠干燥保存。

１．３　北沙参挥发油的提取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２０１０版）附录ⅩＤ挥发油测定法甲法［１］并适当

修改，具体方法如下：取供试品北沙参１００．００ｇ，置两

口圆底烧瓶中，加双蒸水１０００ｍＬ与玻璃珠数粒，振

摇混合后，连接挥发油测定器与回流冷凝管。自冷凝

管上端加水至充满挥发油测定器的刻度部分，并溢流

入烧瓶时为止。置电热套中缓缓加热至沸，并保持微

沸约５ｈ，至测定器中油量不再增加，停止加热，放置

片刻，开启测定器下端的活塞，将水缓缓放出，至油层

上端到达刻度０线上面１ｃｍ处为止。用正己烷适量

（不超过５ｍＬ）淋洗冷凝管，放置１ｈ以上，开启活塞取

出测定器中的液体，再小心取正己烷层置于刻度试管

中。每个北沙参样品平行提取３次，制备挥发油样品。

表１　北沙参样品收集地及收集时间

样品
编号 收集地 收集时间 样品

编号 收集地 收集时间

１ 山东莱阳 ２０１２．１１．０１ ９ 山东菏泽 ２０１２．１１．２５

２ 河北安国 ２０１２．０９．３０ １０ 山东菏泽 ２０１２．１０．０８

３ 辽宁大连 ２０１２．１１．０５ １１ 辽宁大连 ２０１２．１０．２６

４ 河北安国 ２０１２．１０．１１ １２ 河北安国 ２０１２．０９．２８

５ 安徽亳州 ２０１２．１０．２９ １３ 山东莱阳 ２０１２．１０．１６

６ 河北安国 ２０１２．１２．０２ １４ 内蒙古赤峰 ２０１３．０３．２５

７ 安徽亳州 ２０１２．１０．１６ １５ 内蒙古赤峰 ２０１３．０３．２８

８ 辽宁朝阳 ２０１２．１１．０２ １６ 内蒙古赤峰 ２０１３．０３．２８

　第１５号和第１６号为同一批次药材，区别在于第１６号药

材的加工方式为不去皮加工，而第１５号采用去皮加工方式

１．４　北沙参挥发油的ＧＣＭＳ鉴定　将刻度试管中

的挥发油样品用正己烷定容至５ｍＬ，然后准确吸取

２００μＬ，置于１．５ｍＬＥＰ管内，送往上海中医药大学

进行ＧＣＭＳ检测。色谱条件为：ＢＤ５ＭＳ毛细管

色谱柱（３０ｍ×０．２５ｍｍ，０．２５μｍ），进样口温度

２５０℃，载气为氦气，流速１０ｍＬ／ｍｉｎ；分流进样，分

流比１０１，进样量１μＬ，升温程序：６０℃１ｍｉｎ，然

后以１０℃／ｍｉｎ的速率升温至２５０℃，随即以２０℃／

ｍｉｎ的速率升温至２８０℃，保持３０．５ｍｉｎ。

２　结　果

２．１　北沙参挥发油中的共有组分　采用ＧＣＭＳ法

对北沙参挥发油样品进行鉴定，并采用ＮＩＳＴ１１．０质

谱数据检测库进行化合物检索（匹配度＞６０％），共从

北沙参样品中检出６０种化合物。其中，存在于每批

药材中的共有成分有１２种，其出峰时间、化合物名称

及含量范围见表２。从表２中可以看出，在北沙参的

共有组分中，最主要的组分是法卡林醇（ｆａｌｃａｒｉｎｏｌ）。

其他有长链饱和烷烃、长链烯烃、长链醇、酮、酯类和

倍半萜类，含量则大多在５％以下。不同产地的北沙

参挥发油中的法卡林醇的含量差别很大，产地为辽宁

朝阳的８号样品中的法卡林醇相对含量最低，仅为

２５．２２％；其次是来自安徽的５号和７号样品，含量分

别为３８．１８％和３８．８８％；而来自于内蒙古赤峰的１４
号样品中的法卡林醇含量达８８．９９％，其余大多数挥发

油样品中法卡林醇的含量在６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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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北沙参挥发油中的共有组分

编号 保留时间
ｔ／ｍｉｎ

化合物 分子式 含量（％）

１ ７．４０３ 十一烷 Ｃ１１Ｈ２４ ０．０４１．５２
２ ８．０５９ ２，４，６三甲基癸烷 Ｃ１３Ｈ２８ ０．０３２．０７
３ ８．９６９ 甲基环己基二甲氧基硅烷 Ｃ９Ｈ２０Ｏ２Ｓｉ ０．０６２．０７
４ １０．５９３ ２，６，１０三甲基十二烷 Ｃ１５Ｈ３２ ０．０６１．３５
５ １１．２０８ ２，６，１０三甲基正十四烷 Ｃ１７Ｈ３６ ０．０６１．０２
６ １２．６２ 雪松烯 Ｃ１５Ｈ２４ ０．１６３．８８
７ １３．６６ ２，４二叔丁基苯酚 Ｃ１４Ｈ２２Ｏ ０．２２．６２
８ １３．７４ （＋）花侧柏烯 Ｃ１５Ｈ２２ ０．３２３．９８
９ １８．０２６ 异胆酸乙酯 Ｃ２６Ｈ４４Ｏ５ ０．２２１．１
１０ １８．１２５ ７，９二叔丁基１氧螺［４，５］癸６，９二烯２，８二酮 Ｃ１７Ｈ２４Ｏ３ ０．２６１．３５
１１ １９．２１６ 法卡林醇 Ｃ１７Ｈ２４Ｏ ２５．２２８８．９９
１２ ２７．１０７ １羟基２（２，３，４，６四氧代乙酰基βＤ吡喃葡萄糖基）９Ｈ Ｃ３３Ｈ３４Ｏ１８ ０．０８４．２５

　　氧杂蒽３，６，７三醋酸盐

２．２　不同产地北沙参挥发油的含量及成分比

较　不同产地的北沙参中挥发油的含量及成分均不

完全相同。总体来说，产地为河北的药材（４号、６号

和１２号），其中的挥发油总体含量较低。同时，我们

注意到，尽管１４号样品中法卡林醇的相对含量

（８８．９９％）是所有样品中最高的，但其绝对含量并不

是最高，来自于辽宁朝阳的８号样品中法卡林醇的绝

对含量高于１４号样品；而且，在８号样品中出现了

１５．２０７ｍｉｎ（芹菜脑，ａｐｉｏｌ，分子式为 Ｃ１２Ｈ１４Ｏ４）和

１５．８１８ｍｉｎ（３，４二甲氧基甲基肉桂酸，Ｃ１２Ｈ１４Ｏ４）的

特征峰，后者则是８号样品挥发油中最主要的成分

（图１）。

图１　８号样品（Ａ）与１４号样品（Ｂ）挥发油总离子流图谱的比较

２．３　去皮加工和不去皮加工的北沙参挥发油区

别　１５号和１６号样品为同一批次的北沙参药材，产

地为内蒙古赤峰，其区别在于前者采用的是去皮加

工工艺，后者采用的是不去皮的加工工艺。从二者

的总离子流（ｔｏｔａｌｉ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ＩＣ）图谱（图２）及

峰面积结果（表３）可以看到，１６号样品的总体挥发

油含量高于１５号样品。质谱鉴定发现，除含有１２
种与其他产地挥发油相同的组分外，这２个样品还

有１０种组分相同，含量均是１６号样品高于１５号样

品。另有２３种组分不相同，倍半萜的种类和含量以

１６号样品为高，而甾类化合物的种类和含量以１５
号样品为高，见表３。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待测样品

中仅有１６号样品（即不去皮的样品）中检出了二十

碳五烯酸（ｅｉｃｏｓａｐｅｎｔａｅｎｏｉｃａｃｉｄ，ＥＰＡ），约占１６号

样品挥发油总量的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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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５号样品（Ａ）和１６号样品（Ｂ）挥发油的总离子流图谱对比

表３　１５号样品和１６号样品的挥发油成分比较ａ

编号 保留时间
ｔ／ｍｉｎ

化合物 分子式
峰面积

１５号样品 １６号样品

１ ６．６１６ 辛醛 Ｃ８Ｈ１６Ｏ ７２５５５ 　　
２ １０．３５８ 氧代癸基羟胺 Ｃ１０Ｈ２３ＮＯ  ３６３４９
３ １２．２３５ （－）β榄香烯 Ｃ１５Ｈ２４ １３８４２５ ３０８１６４
４ １２．４５７ 反式倍半香云烯水合物 Ｃ１５Ｈ２６Ｏ ５６２１８ １２８３１１
５ １２．７５１ （－）γ榄香烯 Ｃ１５Ｈ２４ ６５００２２ １５４４９５６
６ １２．９３２ β石竹烯 Ｃ１５Ｈ２４ １１０３４３ ３３１６５１
７ １３．２３５ 菖蒲二烯 Ｃ１５Ｈ２４ １６５０５２ ３０２４４２
８ １３．２８９ β雪松烯 Ｃ１５Ｈ２４ １６５５２５ ５０２８２２
９ １３．３２５ 姜黄烯 Ｃ１５Ｈ２２  ４１１６５６
１０ １３．９ 香叶基丁酸甲酯 Ｃ１５Ｈ２６Ｏ ６２１８７ 　　
１１ １４．０３６ （＋）α长叶蒎烯 Ｃ１５Ｈ２４ ２３７０６５ ７７３０１８
１２ １４．３６６ 甘香烯 Ｃ１５Ｈ２４ ４２２４２８ ９６７２８３
１３ １５．５４７ β没药醇 Ｃ１５Ｈ２６Ｏ  １１２２７９
１４ １５．８２３ 反Ｓ甲基９四癸烯基１醇乙酸盐 Ｃ１７Ｈ３２Ｏ２ ５４８６７０ 
１５ １６．１４４ 异香橙烯环氧化物 Ｃ１５Ｈ２４Ｏ  １１５８７２
１６ １６．２８ ２甲基２十六醇 Ｃ１７Ｈ３６Ｏ ６７７７６ 　　
１７ １７．２４８ ６，１０，１４三甲基２十五烷酮 Ｃ１８Ｈ３６Ｏ ７２９９４ 　　
１８ １８．４３３ ２甲基１棕榈醇 Ｃ１７Ｈ３６Ｏ ５９４８９ 　　
１９ １８．５７４ 正十六酸 Ｃ１６Ｈ３２Ｏ２  ９８５６２８２
２０ １８．７２７ 二十碳五烯酸 Ｃ２０Ｈ３０Ｏ２  ２７１２３２５
２１ ２０．０２６ Ｎ，Ｎ’二（２亚丁烯基）１，２二（２羟基苯基）乙二胺 Ｃ２２Ｈ２４Ｎ２Ｏ２ ５３１０１ 　　
２２ ２０．１２１ 亚油酸 Ｃ１８Ｈ３２Ｏ２  ４２６００８６
２３ ２０．２４３ 乙基９，１２二烯酸十八碳酯 Ｃ２０Ｈ３６Ｏ２  １７３１４６５
２４ ２１．８９４ 胆固醇十四酸酯 Ｃ４１Ｈ７２Ｏ２ ８２２９１ 　　
２５ ２２．５９１ 硬酯醇聚醚 Ｃ２０Ｈ４２Ｏ２ ７８４７９ 　　
２６ ２３．３６５ 胆固醇丙酸酯 Ｃ３０Ｈ５０Ｏ２ １１８６９６ 　　
２７ ２４．２４７ 胆甾二烯 Ｃ２７Ｈ４４ ９３５９１ 　　
２８ ２５．２８８ ３，５去氢６甲氧基胆甾２２烯２１醇三甲基乙酸酯 Ｃ３３Ｈ５４Ｏ３ １１９９５５ 　　
２９ ２６．５２８ 胆固醇异己酸酯 Ｃ３３Ｈ５６Ｏ２ １０１１５３ 　　
３０ ２８．０２５ ５α，６α环氧胆甾烷 Ｃ２７Ｈ４６Ｏ １１１５４５ 　　
３１ ２８．４６４ 胆固醇壬酸酯 Ｃ３６Ｈ６２Ｏ２ ３０６７２３ ４４６３７２
３２ ２９．６０４ 胆固醇十七酸酯 Ｃ４４Ｈ７８Ｏ２ ７９５７０７ ８３４００８
３３ ２９．８８１ ４羟基胆固醇６烯 Ｃ２７Ｈ４６Ｏ ７２１３９ 　　

　ａ：此表中不包含表２中已列出的共有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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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由于不同产地的气候、土壤条件不同，不同产地

的北沙参药材在活性成分上有很大差别。从本次的

研究结果看，山东、内蒙古产区北沙参药材中的挥发

油含量要高于河北产区；辽宁产区样品中的法卡林

醇含量是所有样品中最高的。这两个特点说明，有

可能较为寒冷的气候有利于药材中挥发油成分的富

集。法卡林醇是一种聚炔醇，与法卡林二醇一起存

在于多种植物中，如胡萝卜、芹菜、牛蒡、西洋参和其

他伞形科植物等。研究表明，具有Ｃ１７聚炔结构的

化合物具有多种药理活性，如抗菌、抗炎、免疫激活、

细胞毒作用以及应激条件下保护细胞的作用

等［６１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０版）［１］的规

定，北沙参的产地加工方法有两种。一种为夏秋二

季采挖，除去须根，洗净，稍晾，置沸水中烫后，除去

外皮，干燥。另一种为洗净直接干燥。因此，目前中

药市场上存在以这两种不同方法加工的北沙参药

材。近年来，有研究者指出，北沙参的绝大多数有效

成分都存在于根皮内，去掉根皮的加工方法对北沙

参的药理作用有很大影响［１１１３］。我们通过对来自内

蒙古的同一批药材去皮加工和不去皮加工的药材挥

发油的对比，发现不去皮加工的药材挥发油的总量

高于去皮加工的药材，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文献的

报道。另外，我们还在不去皮样品中发现了ＥＰＡ，

而在１５批去皮加工的北沙参药材中均未发现。

ＥＰＡ属于Ω３系多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自身不能

合成但又不可缺少的重要营养素，能帮助降低胆固

醇和三酰甘油的含量，促进体内饱和脂肪酸代谢，防

止脂肪在血管壁的沉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

和发展，还能预防脑血栓、脑溢血、高血压等心脑血

管疾病。北沙参的去皮加工方式不仅使得挥发油中

最主要的有效成分法卡林醇含量降低，还导致ＥＰＡ
丢失，说明北沙参去皮加工的方式不适合于保留其

重要的活性成分，需要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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