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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三七挥发油化学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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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三七Stahlianthus involucratus
(King ex Bak.)又名土田七，为姜科

(Zingiberaceae）植物，产于我国云南、广
东、广西及福建等地。其根茎有活血化瘀、止

痛消肿功效。用于治疗跌打损伤、风湿骨痛、

吐血、衄�血、月经过多和蛇虫咬伤等疾患1。

余竞光等〔2从其根茎挥发油中曾分得一种

新的萘醌ɑ化合物，通过光谱和化学方法测定

其结构，定名为姜三七醌ǎ ），但对挥发油

中的其他成分，均未作鉴定。本文报导了用

气液色谱和气液色谱-质谱法对姜三七挥发
油各成分的分离和鉴定结果。二氢姜三七酮

）为一新的倍半萜酮，其质谱图和气相色

谱保留时间与姜三七醌ǖ的氢化产物二氢姜三

七酮完全一致〔2，并对已鉴定成分给出其
相对百分含量。

实 验 部 分

（一）挥发油样品：把鲜姜三七根茎切

碎，按常规法进行水蒸汽蒸馏，收集得橘黄

色挥发油 （出油率为1.15％ィ ，n301.5272;
d30.9977。

（二）仪器和分析条件

1．仪器： 1）美国Perkin-Elmer

Sigma 2B气相色谱仪和Sigma 10B微处理

机。

2） 英国VG ZAB-2F气相色谱-质

谱-计算机联用仪。

2．分析条件

气相色谱：（1）色谱柱 2米×3毫米，

4.5％OV-1.7, 80-100目，Celite 545 AW
DMCS;注射口220℃妫，柱温90 5／分140

10/分�2240 ，保持8分钟，FID，检测器

温度280 ，进样量0.03微升，灵敏度32

2。

（2） 色谱柱 2米 3毫米，3.2％OV



表 1 姜 三 七 挥 发 油 成 分 及 其 保 留值

-225,80-100目Gas Chrom P HMDS；柱

温70妫，一分钟10／分230 ，保持10分钟，

检测器及其温度，注射口温度、进样量及灵

敏度同上。

气相色谱-质谱 —谱柱2米×3.2毫
米，3％OV-17,100 120目，Chromosorb

W HP；柱温80 5／分1308／分；220 ；
              

分辨率1000，离子源200 ；电离电压70eV,
电离电流300uA；加速电压3KV。

结果与讨论

经过弱极性的OV-17和中等极性的OV-

225两种色谱柱的各种操作参数的摸索，在

实验部分的条件下，均能获得40左右的分离

峰，占总挥发油1％以上的主要组分有13

个。但在OV-225的色谱图中未能分出OV-

17图中的峰17（二氢姜三七酮），因而在作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时，选用了OV-17色

谱柱。姜三七挥发油的气相色谱图见图1。

用气相色谱-质谱测得峰17的质谱图如

图2所示。其分子离子峰、基峰和其他裂片峰

均和姜三七醌经锡、冰醋酸反应生成的氢化

产物二氢姜三七酮一致。在OV-17固定相上

的保留值也和标准二氢姜三七酮一致。因此



确定峰17为二氢姜三七酮。

姜三七挥发油的其他成分是在两种色谱

柱 （OV-17和OV-225)上用标准品核对各

峰的保留时间，并用气相色谱-质谱作各组分

峰的质谱图，用标准品或文献资料3-6〕核对

裂片图，进行直观比较，共鉴定了 -蒎烯、

茨烯、β-蒎烯、蒈烯、柠檬烯、桉叶素、

芳樟醇、樟脑、-胡椒烯、反-丁香烯、香树

烯、γ-衣兰油烯、杜松烯、二氢姜三七酮和

姜三七醌等15种成分。并用微处理机以归一

法对上述各成分进行了定量计算，已鉴定各

成分的保留时间和它们的相对含量见表1。

姜三七挥发油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挥发

油，除含有众多的单萜和倍半萜类成分外，

还是一种少有含醌类挥发油。图1中的峰17

（二氢姜三七酮）是挥发油中一种新的倍半

萜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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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玻璃毛细管气相色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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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色谱分离技术领域中，毛细管气相色

谱由于它的高效和快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并已得到广泛应用。

1959年Desty等〔1〕发明了螺旋形玻璃毛
细管柱，它具有制做简便、涂渍容易、表面特

性较好等优点， （但因其为刚性而具有性脆

易碎的缺点），1979年Dandenau等〔2〕报道

了弹性石英毛细管柱。它实质上是利用拉制

光学纤维技术，拉制薄壁 （外径／内径比

1.25）的石英玻璃管，拉延后外面立即涂上

一层聚酰亚胺，以防接触空气中的水汽，把

所谓 “应力腐蚀”〔3〕降低 到尽可能低的程

度，使新拉延的毛细管保持原有的强度和柔

性。它本身的惰性很好，可以得到品质优良

的柱子。今天弹性石英毛细管柱有取代玻璃

毛细管柱的趋势，但目前在一般实验室还很

难拉制这种柱子，限制了它的推广应用。
最近Ogan等4〕报导了弹性软玻璃毛细

管柱，它保留了玻璃毛细管柱的优点，而在

强度和柔性方面近似弹性石英毛细管柱，所

用的原料管和拉制方法都远比后者便宜和简

单，在一般实验室就可以拉制。但文献中没有

报导具体的技术细节，我们经过反复试验，

用自制的设备拉制成了弹性玻璃毛细管柱。

弹性玻璃毛细管柱的拉制

拉制机为本所自制，与商品立式玻璃、

毛细管拉制机相象，图1为其示意图。毛细

管的拉延速度为120厘米／分，改变进料齿轮

组合可以获得九种拉延比。原料管规格为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