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实例 北细辛不同生长期甲基丁香酚

和黄樟醚的气相色谱法定量分析
Ξ

王 栋 王喜军 夏晓晖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哈尔滨

提 要 对北细辛不同生长期所含甲基丁香酚 和黄樟醚 用气相色谱法进行了定量分

析∀ 结果表明 地下部分甲基丁香酚以萌动期和果后期含量为最高 黄樟醚以萌动期 花期和果后期为最高∀ 地

上部分二者均以花期为最高 以后各时期依次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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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前言

北细辛

为常用中药 其有效成

分为挥发油 挥发油中主要含甲基丁香酚和黄樟醚∀

我们以栽培的北细辛为材料 分别采收不同生长发

育期的地上和地下两部分提取挥发油∀以气 质联用

法对两种成分定位后以气相色谱法进行含量测定

目的在于探讨两种成分在北细辛全草中的分布 变

化和积累规律 以期为其应用提供实验依据∀

实验部分

材料

栽培 年生北细辛 按不同生长发育期分别采

收地下和地上两部分 阴干备用∀

挥发油提取

以水蒸气蒸馏法提取 得挥发油以无水硫酸钠

干燥∀

挥发油中甲基丁香酚和黄樟醚的确认

采用气 质联用法及质谱图与标准图谱 对照

确定两种成分的峰位∀ 仪器及条件 型岛津

气相色谱仪 固定相 玻璃毛细管柱 ≅

柱温 ∗ ε 程序升温 ε 载气

检测器 柱前压 进样量 Λ ∀

型质谱仪 电子能量 离子源温度

ε 加速电压 扫描 ∀

含量测定方法

用气相色谱归一化法测定样品中甲基丁香酚和

黄樟醚在挥发油中的相对含量∀所含成分的含量 未

考虑校正因子 为峰面积归一化的面积百分比∀仪器

及测定条件 同 项的气相色谱部分∀二者气相色

谱的主要条件如柱 载气 检测器及仪器型号均相

同∀地下 地上两部分样品中挥发油的气相色谱图见

图 ∀各样品按保留时间确定峰位 含量取 次测定

的平均值∀

图 挥发油的气相色谱图

Φιγ Γ Χ χηρο ατογρα οφ τηε εσσεντιαλοιλ

黄樟醚 甲基丁香酚 ∀

结果与讨论

结果

不同生长期的北细辛地下 地上共 个样品挥

发油中两种成分相对含量的测定结果见表 ∀

讨论

本文首次对栽培北细辛不同生长发育期甲基丁

香酚和黄樟醚进行了气相色谱法定量分析∀ 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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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地下部分成分的含量

Ταβλε Τηε χοντεντσ οφ χονστιτυεντσ ιν τηε συβτερρανεαν αρτ

发育期
萌 动 花 期 结 果 果 后 枯 萎

休 眠

采期 月 日

甲基丁香酚含量

黄樟醚含量

表 地上部分成分的含量

Ταβλε Τηε χοντεντσ οφ χονστιτυεντσ ιν τηε υ τερρανεαν αρτ

发育期 花 期 结 果 果 后

采期 月 日

甲基丁香酚含量

黄樟醚含量

明 地下部分甲基丁香酚占挥发油的 ∗

黄樟醚占 ∗ ∀ 地上部分甲基丁香酚为

∗ 黄樟醚为 ∗ ∀ 在北细

辛药材中 由于地下部分挥发油显著高于地上部分

因此这两种成分主要存在于北细辛地下部分的根系

中∀从不同生长发育期来看 地下部分甲基丁香酚以

萌动期 花期和果后期含量为最高 黄樟醚以萌动

期 花期和果后期的八九月份为最高∀地上部分二者

均以花期为最高 以后各期依次减少∀

综上所述 本文实验结果明确了北细辛中主要

有效成分在不同生长阶段的积累动态和年变化规

律 也为确定北细辛的最佳采收期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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