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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艾与家艾茎叶挥发油的
I/MN2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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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水蒸气蒸馏法分别提取野艾与家艾茎$叶中的挥

发油#用气相色谱
M

质谱法!

I/

(

N2

"对其挥发性成分进行

分析#并分别比较家艾和野艾茎叶挥发油的化学成分的种类

和含量差异%结果表明'艾蒿的茎叶挥发油中共分离出
%$6

种挥发性成分#野艾和家艾的茎叶中共有
%#

种相同的挥发

性成分#其中主要的挥发性成分是萜类化合物#家艾$野艾茎

中萜类化合物含量分别为
77*!F#E

#

F%*"&!E

#而家艾$野艾

叶中萜类化合物含量约为
&"*!!7E

#

&!*%57E

%通过主成分

分析可知家艾和野艾茎叶的挥发性物质主要是植酮$金合欢

烯$蒎烯$桉叶油醇$樟脑$石竹烯$香叶烯%

关键词"家艾&野艾&挥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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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药理试验0

%

1表明中药挥发油具有抗炎'抗过敏'抗

微生物'抗突变'抗癌'驱虫等作用"挥发油在许多中药里是

不可缺少的有效成分!发挥着重要的治疗作用!如生姜0

#

1

'紫

苏0

!

1

'辛夷0

"

1

'红花酢浆0

F

1等中药材中所含有的挥发油都与

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艾蒿#

N?A%L*@*33?

'<

*T<U)*<='C?=

$是一种多年生草本

植物!具有浓烈香气!全草均可入药0

7

1

"目前主要报道的是

其中挥发油成分的含量和种类0

&M6

1

!也有对家艾和野艾挥发

油成分含量比较的研究0

%$M%%

1

!此外刘兴等0

%#

1研究了采收时

间对艾蒿挥发油的影响"但是家艾和野艾不同部位的挥发

性成分的种类和含量差异有多大还是未知!因此本试验主要

将蕲艾进行引种栽培!分别定义为野艾和家艾!采用水蒸气

蒸馏法提取家艾和野艾茎'叶中的挥发油!用
I/

*

N2

对其

化学成分进行分析!而后比较不同部位挥发油的化学成分的

种类和含量"

%

!

材料与方法

%*%

!

试验材料

野艾-蕲艾!产于湖北恩施(

家艾-蕲艾!在湖北恩施进行引种栽培!人工繁殖"

%*#

!

试验试剂

无水硫酸钠'乙醚-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

!

试验仪器

氮气吹扫仪-

+,2L#

型!合肥本森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F%



紫外可见光光度计-

4'&7F;/

型!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

限公司(

台式电热鼓风干燥箱-

I_cL6$#!N>@

型!上海博迅实业

有限公司医疗设备厂(

数显恒温振荡器-

2: L̀#,

型!江苏省金坛市友联仪器

研究所(

低速台式离心机-

X,L%$$$

型!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

!

试验方法

%*"*%

!

材料预处理
!

将新鲜野艾和家艾晾干!茎和叶分别用

粉碎机粉碎!分别放入洁净干燥的罐头瓶中密封保存备用"

%*"*#

!

提取挥发油
!

准确称取家艾和野艾茎叶粉末各
%$

W

!

用
5$$AT

蒸馏水充分溶解后完全转入蒸馏烧瓶中!混匀!用

电炉垫上石棉网加热!后进行蒸馏!取收集到的液体用乙醚

萃取!震荡后静置!待其分层后用分液漏斗分离出上层乙醚

相"在乙醚相中加入一勺无水硫酸钠静置!待其中的水分被

完全吸收!用氮气吹扫仪吹掉乙醚!直到剩下最后
%

!

#AT

时转入到专用的气质联用
#AT

的小瓶中!备用0

%!

1

"

%*"*!

!

挥发油成分的
I/MN2

测定

#

%

$气相色谱条件-毛细管色谱柱#

!$Ai$*#FAA

!填

料粒径
$*#F

#

A

$(进样口温度
#5$b

(接口温度
#F$b

(载

气为
:<

!流速
$*5AT

*

AG?

(柱前压
F!D;C

!不分流(程序升

温-

7$b

保持
#AG?

!再以
#b

*

AG?

速度升至
#5$b

"

#

#

$质谱条件-

@0

电离方式-电子能量
&$<'

(离子源温

度
#!$ b

(最高温度
#F$ b

!离子流
#$$

#

,

(四级杆温度

%F$b

!最大温度
#$$b

!扫描范围
L

*

WF$

!

F$$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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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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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谱检索和数据处理-将
I/MN2

分析得到的总离

子流图!运用质谱数据库
+023$FL9G)<

K

标准谱库进行化合

物检索!采用峰面积归一法确定相对含量"

%*"*"

!

主成分分析
!

采用
2;22%7*$

软件对试验结果进行

主成分分析0

%F

1

"

#

!

结果与分析
#*%

!

家艾与野艾茎叶挥发油含量

采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制备家艾和野艾茎叶的挥发油!

并用
I/MN2

进行检测!其总离子流图见图
%

!

"

!从检测到

的成分中!筛选出匹配度
5$

以上的化学成分列表比较见

表
%

"

图
%

!

家艾茎中挥发油的总离子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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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艾茎中挥发油的总离子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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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艾叶中挥发油的总离子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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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艾叶中挥发油的总离子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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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

可知!艾蒿的茎叶挥发油中共分离出
%$6

种挥发

性成分!野艾和家艾的茎叶中共有
%#

种相同的挥发性成分!

分别是桉叶油醇'樟脑'

!

L

蒎烯'

"

L

石竹烯'

"

L

金合欢烯'

!

L

石

竹烯'母菊?'香叶烯'角鲨烯'氧化石竹烯'植酮和棕榈酸"

此结果与前人的研究0

7

!

%$M%#

1有相似之处!如桉叶油醇'樟脑

是艾蒿的共有成分!但母菊?此种物质仅仅在本试验中检

出!尤其是在家艾叶中含量非常高#

""*576E

$!而其他文献

未见报道!但是孟慧0

7

1

'朱亮峰0

%$

1曾发现艾蒿中含有侧柏

酮!但本试验中均未检出"这可能与试验材料的产地'采收

时间'前处理方式有关"

#*#

!

家艾和野艾的茎叶挥发性物质的主成分分析

用
2;22%7*$

软件对这
%#

种相同成分进行主成分分析!

结果见表
!

'

"

"由表
!

可知!可归为
!

种主成分!方差累积贡

献率 达到
%$$E

"由表
"

可知!与第一主成分相关性最强的

FF%

提取与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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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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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艾与野艾茎叶中挥发性成分含量差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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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VN<=P(V=(

N(?G=(.gSC)G=

K

(J,

--

)<aSGH<OS.G?

W

3P<.AC);.(H<YYG?

W

0

a

1

*

1((V2HG<?H<C?V3<HP?()(

WK

!

%665

!

!%

#

&

$-

7%#L7%7*

0

5

1张淑娟!徐怀德
*

微波结合抑制剂抑制光皮木瓜汁褐变研究0

a

1

*

中国食品学报!

#$%!

!

%!

#

!

$-

%"$*

0

6

1

;8+I24̂ 0̀ ,X

!

+8̂ 0̀ 4X00

!

N0324̀ ,2*@JJ<H=(JCYL

H(.BGHCHGV(?=P<(V(S.Y(JH)(SV

K

C

--

)<

[

SGH<

0

a

1

*1((V/P<AGYL

=.

K

!

#$$&

!

%$$

#

"

$-

%!"#L%!"6*

0

%$

1陈云辉!徐程!余小林!等
*

海藻糖对荔枝罐头非酶褐变特性的

影响0

a

1

*

食品与机械!

#$%%

!

#&

#

%

$-

%FL%5*

0

%%

1张月婷!陈中!林伟锋
*

控制木瓜果脯非酶褐变的研究0

a

1

*

食

品工业科技!

#$%"

!

!F

#

#

$-

#FFL#F5*

0

%#

1

O4 S̀?L

[

GC?

!

O842GL

]

G

!

942P<?

W

L

[

S?*@JJGHCH

K

(J

-

P

K

=GH

CHGVCYC?G?PGBG=(.(J<?Q

K

AC=GHC?V?(?L<?Q

K

AC=GHB.(\?G?

W

G?

C

--

)<

[

SGH<

0

a

1

*1((V/P<AGY=.

K

!

#$%#

!

%!F

#

#

$-

F5$LF5#*

0

%!

1毕家钰!代曜伊!郑炯
*

褐变抑制剂对干制香蕉片护色效果的

影响0

a

1

*

食品与机械!

#$%7

!

!#

#

%%

$-

%6"L%6&

!

#!F*

0

%"

1邱龙新!黄浩!陈清西
*

半胱氨酸对马铃薯多酚氧化酶的抑制

作用0

a

1

*

食品科学!

#$$7

!

#&

#

"

$-

!&L"$*

0

%F

1

942P<?

W

L

[

S?*I)S=C=PG(?<YS

--

.<YY<Y=P<<?Q

K

AC=GHC?V?(?L

<?Q

K

AC=GHB.(\?G?

W

G?

W

.C

-

<

[

SGH<

0

a

1

*1((V/P<AGY=.

K

!

#$%"

!

%7$

-

5L%$*

0

%7

1李申!马亚琴!韩智
*

氨基酸在柑橘汁非酶褐变过程中的影响

和作用0

a

1

*

食品与发酵工业!

#$%F

!

"%

#

%%

$-

#"6L#FF

0

%&

1许鹏丽!肖凯军!郭祀远
*

抑制巴西柳橙汁褐变的研究0

a

1

*

中

国食品添加剂!

#$$6

#

#

$-

%%7L%#%

0

%5

1李鹏!张海生!黎毕波
*

柿子汁非酶褐变抑制技术研究0

a

1

*

食

品工业科技!

#$%$

!

!%

#

5

$-

#&%L#&"*

0

%6

1寇天舒!张明!张帅
*

护色剂在无花果汁加工中的应用0

a

1

*

食

品工业!

#$%#

!

!!

#

%%

$-

76L&%*

0

#$

1韩智!李申!马亚琴!等
*

橙汁模拟体系非酶褐变产物及评价标

准0

a

1

*

食品科学!

#$%F

!

!7

#

##

$-

%%&L%#%*

0

#%

1胡靖!谢帮祥
*

果酒发酵中褐变机理及其控制的研究进展0

a

1

*

食品与发酵科技!

#$%!

!

"6

#

7

$-

6"L65*

0

##

1阚建全
*

食 品 化 学 0

N

1

*

北 京-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出 版 社!

#$$#

-

#$&*

0

#!

1韩希凤!李书启!乔镜澄!等
*

大枣浓缩汁贮藏过程中非酶褐变

动力学研究0

a

1

*

食品与机械!

#$%F

!

!%

#

!

$-

%!%L%!"*

0

#"

1刘亚!张惠玲!付丽霞!等
*

枸杞酒酿造预处理中不同灭菌方式

对枸杞汁色泽的影响0

a

1

*

酿酒科技!

#$%7

!

"%

#

#

$-

"&LF$

!

F"*

0

#F

1马霞!王瑞明!关凤梅!等
*

果汁非酶褐变的反应机制及其影响

因素0

a

1

*

粮油加工与食品机械!

#$$#

#

6

$-

"7L"5*

0

#7

1赵国华!阚建全!陈宗道
*

含硫氨基酸食品功能性0

a

1

*

粮食与

油脂!

%666

#

"

$-

!FL!&*

0

#&

1李慧芸!张宝善
*

果汁非酶褐变的机制及控制措施0

a

1

*

食品研

究与开发!

#$$F

!

#7

#

7

$-

%"FL%"&*

0

#5

1林建原!季丽红
*

响应面优化银杏叶中黄酮的提取工艺0

a

1

*

中

国食品学报!

#$%!

!

%!

#

#

$-

5!L6$*

!上接第
%F&

页"

!

!

结论
恩施田间采集的家艾茎叶中含有的挥发性化学成分种

类与野艾相差较大!家艾和野艾不同部位挥发油种类也不

同!如松油烯'松油醇在家艾和野艾的叶中均含有!但是茎中

无(而佛术烯'泪柏醚等只在家艾和野艾的茎中含有!叶中

无"在家艾和野艾相同的化学成分中!家养的和野生的含量

也有差别!如可用于调配胡椒等食用香精的石竹烯!在家艾

茎中含量最高"此外家艾叶中含有一些特殊的成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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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艾茎中均不含有"同时用作乳化剂'润湿剂'稳定剂的

棕榈酸甲酯在家艾叶中的含量显著高于野艾的!因此家艾对

于工业生产以及食品领域都有一定的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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