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分离电压低于 15 kV 时，电流减小，

谱峰展宽;电压为 20 kV，电流稳定，分离效果良好;同时柱温

考察结果表明，25 ℃柱温较为理想，大于或小于此温度，各

组分对照品的 CZE 峰不能达到完全基线分离。

A 供试品 2 电泳图

B 供试品 3 电泳图

图 2
1. 芦丁 2. 金丝桃苷 3. 槲皮素

通过 CZE 分离条件的优化，本实验选择缓冲体系为 10
mmol /L 的 Na2B4O7-20 mmol /L 的 NaH2PO4 (pH8. 30)，电压

20 kV，柱温 25 ℃的 CZE 分离体系，能得到较理想的分离效

果。
4 结论

本实验在优化的电泳条件下对天山花楸中的黄酮类成

分(芦丁、金丝桃苷及槲皮素) 进行了含量测定。结果表明，

不同采集年份的天山花楸中黄酮类成分的含量存在一定的

差异，2007 年采集的天山花楸中金丝桃苷含量最高。采用毛

细管电泳法测定天山花楸中黄酮类成分具有简便、快速、准
确、低耗等特点，适合于天山花楸中黄酮类组分的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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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藏药川西千里光 Senecio solidagineus Hand. -Mazz. 全草化学成分进行分离鉴定。方法:利用现代色谱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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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胶柱色谱、聚酰胺柱色谱)等方法进行分离、纯化，并利用现代波谱技术超导核磁共振(NMR)、质谱(MS) 确定其结

构。结果:从川西千里光乙醇提取物的极性部位分离鉴定了 3 个为黄酮苷类化合物，其结构为:5，7，4’-三羟基-黄酮-3-
O-β-D-葡萄糖苷( I)，5，7，3’，4’-四羟基-黄酮-3-O-β-D-葡萄糖苷( II)，5，7，3’，4’-四羟基-黄酮-3-O-β-D-葡萄糖基-(6→
1)-O-鼠李糖苷( III)。结论:这 3 个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中图分类号:R284. 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1528(2011)03-0536-03

藏药川西千里光系菊科千里光属植物，多年生草本，产

西藏(拉萨、朗县、米林、波密、八宿、松宗、则当、隆子)、四川

西南部(巴塘、道孚、茂县)、云南( 德钦)。生于海拔 2 900-
3 900 m 开旷阳坡。藏药名叶格兴，具有清热解毒治疮、接

骨，清肝胆诸热等功效，花序或全草入药，主治伤口发炎、肿
胀、急性结膜炎、皮炎、疮疖、跌打损伤等症

［1-2］。本实验对川

西千里光的化学成分首次进行了研究，经过反复硅胶柱色谱

及聚酰胺柱色谱分离，获得 3 个黄酮苷类化合物，经波谱方

法鉴定，确定其结构分别为:5，7，4’-三羟基-黄酮-3-O-β-D-

葡萄糖苷(山奈酚-3-O-β-D-葡萄糖苷) ( I)，5，7，3’，4’-四羟

基-黄酮-3-O-β-D-葡 萄 糖 苷 ( 槲 皮 素-3-O-β-D-葡 萄 糖 苷 )

( II)，5，7，3’，4’-四羟基-黄酮-3-O-β-D-葡萄糖基-(6→1)-
O-鼠李糖苷(芦丁)( III)。
1 仪器与材料

XT-4 数显微熔点仪;Nicolet Avatar 360 FT-IR 型红外光

谱仪;Varian INOVA-400MHz 核磁共振仪;Bruker ZAB-HS 型

质谱仪;柱层析硅胶(200 ～ 300 目)、薄层层析硅胶(GF254)

均为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大孔吸附树脂(型号 AB-8) 为天

津欧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聚酰胺粉(100 ～ 200 目) 为

台州市路桥四甲生化塑料厂产品。藏药川西千里光购自青

海塔尔寺藏医院，植物标本由兰州大学生命科学院张国梁教

授鉴定为 Senecio solidagineus Hand. -Mazz. ，标本 (2006-02)

保存于兰州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天然药物研究室。
2 提取与分离

川西千里光(3. 6 kg)，粉碎，用 95% 乙醇室温提取 3
次，减压浓缩 ，得乙醇浸膏 350 g;乙醇浸膏加热水分散，用

石油醚、乙酸乙酯和正丁醇进行萃取，得到石油醚浸膏 114
g，乙酸乙酯浸膏 30 g，正丁醇浸膏 60 g。正丁醇浸膏用大

孔吸附树脂(型号 AB-8，800 g) 除糖，分别用水和 95%乙醇

洗脱，得除糖后浸膏 28 g，进行硅胶 (200 ～ 300 目，500 g) 柱

色谱分离，湿法上柱，氯仿-甲醇梯度洗脱，得到多个部分

(Fr. 1 ～ Fr. 3)。Fr. 1 部分 (1. 36 g)，200 ～ 300 目硅胶(40
g)柱层析，氯仿-甲醇 (10 ∶ 1) 洗脱，重复 3 次，析出黄色圆

球状固体 0. 23 g，为化合物 I 的粗品，再上聚酰胺(2 g) 柱层

析，水-甲醇(1 ∶ 1)洗脱，得黄色球状固体 I(80 mg);Fr. 2 部

分 (2 g)，硅胶(60 g)柱层析，氯仿-甲醇(10 ∶ 1) 洗脱，得化

合物 II 粗品 0. 6 g，再上聚酰胺(4 g)柱层析，水-甲醇(1 ∶ 1)

洗脱，得黄色无定形粉末 II(mg) (380 mg);Fr. 3 部分(2. 7
g)，硅胶(80 g)柱层析，氯仿-甲醇(5 ∶ 1) 洗脱，得化合物 III

粗品，经甲醇反复重结晶，析出黄色粉末状固体 III(585 mg)。
3 结构鉴定

化合物 I:黄色球状固体，FABMSmle:447［M-H］+ ，TLC

在 5%H2SO4-乙醇中加热显黄色，初步推测该化合物为黄酮

类化合物。化合物 I 的氢谱( 1H-NMR，400 MHz，DMSO-d6 )

δ:8. 0(2H，d，J = 8. 8，H-2’6’)，6. 86(2H，d，J = 8. 8，H-3’，

5’)，6. 17(1H，brs，H-6)，6. 44(1H，brs，H-8)，5. 45(1H，

d，J = 7. 2，H-1”);碳谱( 13 C-NMR，100 MHz，DMSO-d6) :

156. 2(C-2)，133. 1(C-3)，177. 4(C-4)，161. 2(C-5)，98. 8
(C-6)，161. 2(C-7)，93. 6(C-8)，156. 5(C-9)，103. 8(C-
10)，121. 0(C-1’)，130. 9(C-2’，6’)，115. 1(C-3’，5’)，

160. 4(C-4’)，葡萄糖苷:101. 4(C-1”)，74. 2(C-2”)，76. 4
(C-3”)，70. 0(C-4”)，77. 5(C-5”)，60. 8(C-6”)，以上数据

与文献［3，4，5］对照，确定化合物 I 为 5，7，4’-三羟基-黄酮-
3-O-β-D-葡萄糖苷。

化合物 II:黄色粉末，分子式 C21 H20 O12，不饱和度 12。

FABMSmle:463［M-H］+ ，TLC 在 5%H2SO4-乙醇中加热显黄

色，初步推测该化合物为黄酮类化合物。化合物 II 的氢谱

(1H-NMR，400 MHz，DMSO-d6 ) δ:7. 63(1H，d，J = 1. 6，H-
2’)，7. 50(1H，dd，J = 1. 6，8. 0，H-6’)，6. 81(1H，d，J =
8. 4，H-5’)，6. 17 (1H，brs，H-6)，6. 37 (1H，brs，H-8)，

5. 45(1H，d，J = 6. 8，H-1”);碳谱信号如下:( 13 C-NMR，

100 MHz，DMSO-d6) : 156. 2(C-2)，133. 3(C-3)，177. 4(C-
4)，161. 3(C-5)，98. 7(C-6)，164. 3 (C-7)，93. 5 (C-8)，

156. 4(C-9)，104. 0(C-10)，121. 6(C-1’)，116. 0(C-2’)，

144. 8(C-3’)，148. 5(C-4’)，115. 2(C-5’)，121. 2(C-6’)，

葡萄糖苷:101. 0(C-1”)，74. 1(C-2”)，76. 5(C-3”)，70. 0(C-
4”)，77. 5(C-5”)，60. 2(C-6”)，以上数据与文献［3］839，

［7］对照，确定化合物 II 为 5，7，3’，4’-四羟基-黄酮-3-O-β-
D-葡萄糖苷。

化合物 III:黄色粉末，mp:176 ℃ ～ 178 ℃ ; 分子式 C27

H30O16，不饱和度 13。TLC 在 5% H2SO4-乙醇中加热显黄

色，初步推测该化合物为黄酮类化合物。化合物 III 的氢谱

( 1H-NMR，400 MHz，DMSO-d6 ) δ:7. 52 (1H，brs，H-2’)，

7. 50(1H，d，J = 7. 6，H-6’)，6. 80(1H，d，J = 8. 0，H-5’)，

6. 16(1H，brs，H-6)，6. 35(1H，brs，H-8)，5. 31(1H，d，J =
6. 0，H-1，Rha)，4. 36(1H，d，J = 7. 2，H-1”，Glu)，1. 01
(3H，d，H-6); 碳 谱 ( 13 C-NMR，100 MHz，DMSO-d6 ) δ:
156. 4(C-2)，133. 3(C-3)，177. 4(C-4)，161. 2(C-5)，98. 7
(C-6)，164. 0(C-7)，93. 6(C-8)，156. 6(C-9)，104. 0(C-
10)，121. 2(C-1’)，115. 2(C-2’)，144. 7 (C-3’)，148. 4
(C-4’)，116. 2 (C-5’)，121. 6 (C-6’)，葡萄糖:101. 2 (C-
1”)，74. 1(C-2”)，76. 4(C-3”)，70. 4(C-4”)，76. 0(C-5”)，

67. 0(C-6”)，鼠李糖:100. 8(C-1)，70. 4(C-2)，70. 6(C-
3)，71. 9(C-4)，68. 2(C-5)，17. 7(C-6) 以上数据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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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照，确定化合物 III 为 5，7，3’，4’-四羟基-黄酮-3-O-β-
D-葡萄糖基-(6→1)-O-鼠李糖苷(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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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对叶百部的挥发性成分。方法:利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对叶百部(Stemona tuberose Lour )挥发油，并通过

气相色谱 /质谱(GC-MS)联用技术进行测定，结合计算机检索技术对分离的化合物进行结构鉴定。结果:通过计算机检

索，分离并鉴别出 50 个化学成分，用色谱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各成分的相对百分含量占总挥发油的 95. 21%。其中相对

百分含量大于 2%的分别确定为 1-辛烯-3-醇 7. 879%、6，10，14-三甲基-2-十五烷酮 9. 098%、S8 硫单质 15. 035%、棕榈酸

4. 882%、酞酸丁酯 3. 144%、7，9-十八烷烯酮 2. 264%、β-桉叶醇 2. 968%、蓝木醇 3. 087%。结论:为进一步开发利用百

部资源提供了依据。
中图分类号:R284. 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1528(2011)03-0538-03

中 药 百 部 为 百 部 科 植 物 直 立 百 部 Stemona sessilifolia
Miq，蔓生百部 Stemona japonica Miq 和对叶百部 Stemona tu-
berosa Lour 的干燥块根

［1］。对叶百部生于向阴处灌木林

下、溪边、路边及山谷和阴湿岩石上。主产湖北、广东、福建、

四川、贵州
［2］。性微温，味甘、苦。功效为润肺下气止咳，杀

虫。主治用于新久咳嗽、肺劳咳嗽、百日咳;外用于头虱、体
虱、蜕虫病、阴痒症

［3］。目前对叶百部研究主要集中在根块

中生物碱类化合物及其临床止咳运用
［4-7］，而对对叶百部其

他化学成分研究的报道较少，本实验采用有机溶剂-水蒸汽

蒸馏法，提取对叶百部根块中的挥发油成分，NIST 标准质谱

图库和 WILEY275 质谱图库鉴定化合物。用面积归一法计

算各峰的相对含量，为合理开发利用对叶百部资源提供科学

依据。
1 材料与仪器

1. 1 材料与试剂 对叶百部药材采自贵州兴义，由贵州大

学生物与科学学院生物系关平教授鉴定为百部科植物对叶

百部 Stemona tuberosa Lour。取对叶百部药材粉碎，过 24 目

筛备用。所用试剂正己烷 ( 天津市富宇 精 细 化 工 有 限 公

司)、无水硫酸钠(天津市致远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1. 2 仪器 BL150 型电子天平 ( 赛多利斯，d = 0. 01 g);

DFY-500 摇摆式高速中药粉碎机(温岭市大德中药机械有限

公司);HP-6890 /HP5973( 美国惠普公司) 型气相色谱-质谱

联用仪(GC-MS);挥发油提取器。
2 方法与结果

2. 1 样品前处理 取对叶百部粗粉 20 g，加入2 000 mL水

及 4 mL 正己烷，采用 2010 版一部《中国药典》挥发油提取装

置
［3］

提取对叶百部挥发油，提取数小时收集上层油状物质并

无水硫酸钠干燥作为供试品备用。
2. 2 对叶百部挥发性成分 GC-MS 分析 精密吸取供试品

溶液 1 μL，注入气相色谱仪中，进行 GC-MS 仪器分离测定。

气相色谱条件:HP-5MS5% Phenyl Methyl Siloxane(30 m
× 250 μm ×0. 25 μm)弹性石英毛细管柱;升温程序:柱温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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