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种北极石竹科植物的挥发油成分及其化学分类学意义!

贾爱群，杨永平，谭宁华，周 俊!!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 云南 !"#$#%）

摘要：通过 &’()* 方法对采自北极的 !"#$$%&’% (&%))’*#)，+#&%)"’,- %&("’(,- 和 +#&%)"’,- &#.#$’’ +
种石竹科植物挥发油成分进行了研究，共得到 "% 种化学成分，对这些挥发油成分的进一步

分析，证明了 !"#$$%&’% 和 +#&%)"’,- 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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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和 +#&%)"’,- &#.#$’’ 是分布于北极的 + 种石竹科高寒

植物，分别属于繁缕属和卷耳属，皆归于繁缕亚科（.HJ47:4PF?F）中的繁缕族（7$)’0#%#），

在中国未见有分布报道（唐昌林等，1--!）。!"#$$%&’% 和+#&%)"’,- 两个属的化学成分研究多

集中于环肽和黄酮的研究（X6R:4J 等，1-Y$?，1-Y$R，1-Y%；):L4I? 等，1--!，1--0；@E?:
等，1--0）。该两个种的化学成分亦未见报道，在我们对其全草的化学成分研究中，发现

该 + 种植物的挥发油部分具有明显的清香香味。本文利用 &’5)* 仪对其挥发油成分进行

了分析，试图为石竹科高寒植物的该两个属的亲缘关系提供可能的化学分类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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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和方法

!"! 仪器和样品

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仪："#$%&$ ’()**+,-’$ 联用仪（英国 .+ 公司）；样品：全草采自挪威 $/012
3045，由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永平研究员采集并鉴定为 ! 6 "#$%%&’(%，) 6 $#"*&"+, 和 ) 6 #(-(.&&，样

品经自然风干，备用。

!"# 挥发油的提取

77687* 9 ! 6 "#$%%&’(% 干燥样品经甲醇回流 : 次，合并甲醇提取液，减压回收溶剂得粗提物，将粗提物

扩散水中，用乙醚萃取 : 次，合并乙醚溶液，常压回收乙醚得提取物 *6:;8 9，含量为 *6<*=。><6?;* 9
) 6 $#"*&"+, 和 :?6><< 9 ) 6 #(-(.&& 提取方法同 ! 6 "#$%%&’(%，分别得提取物 *67;@ 9 和 *6;7: 9，含量分别为

*678=和 *6:>=。

!"$ 挥发油的气相色谱 % 质谱分析

;6:6; 气相色谱条件 仪器为美国惠普公司 AB@)>*。:*C,8-D,@ 石英毛细管柱（:* E F *6:8 EE）：柱温

)* G 8)*H，程序升温 @H-EIJ；进样温度 8@*H；氢火焰检测器温度 8@*H；进样量 :!1；分流比 @*K;；载

气为高纯氮气。采用面积归一法定量。

;6:68 气相色谱 ! 质 谱 条 件 仪 器 为 英 国 .+ 公 司 的 "#$%&$ ’()** +,-’$-($ 联 用 仪。色 谱 条 件：

:*C,8-D,@ 石英毛细管柱（:* E F *6:8 EE）：柱温 )* G 8)*H，程序升温 @H-EIJ；分流比 :*K;；气化室温

度 87*H；柱前压 ;8LMI；载气为高纯氮气。质谱条件：N#2’$，电子能量 <*O.。离子源温度 8**H；灯丝

电流 76;D；质量范围 :@ G 7@*；扫描周期 ; M；数据处理采用 PDQ2QD$N 系统，使用美国国家标准局 &Q$
谱库检索，并参考文献加以确认。

# 结果与讨论

分别对 : 种植物挥发油用气相色谱法分离并经质谱扫描，共检出 @7 个峰及对应的质

谱峰，通过 AB ’$( 化学化工站检索，&IM>) 标准质谱图库和 R#PNS8<@ 质谱库进行计算机

检索，并查对有关标准质谱文献，共鉴定 @7 个化合物，其中， ! 6 "#$%%&’(% ;@ 个，) 6 $#"*/
&"+, ;* 个，) 6 #(-(.&& 8> 个。结果列表 ;。

表 ! ! " "#$%%&’(，) " $#"*&"+,% 和 ) " #(-(.&& 挥发油的化学成分

T031O ; TUO VWJMXIXYOJXM WZ /W10XI1O WI1 Z4WE ! 6 "#$%%&’(%，) 6 $#"*&"+,% 0J5 ) 6 #(-(.&&&

&W[ ,WELWYJ5M
! 6 "#$%%&’(% ) 6 $#"*&"+, ) 6 #(-(.&&
,WJXOJXM-= ,WJXOJXM-= ,WJXOJXM-=

; 72U\54W]\272EOXU\1282LOJX0JWJO >6)7 ;6;7
8 8（N ）2UOLXOJ01 @67? >6*:
: 8，725OV05IOJ01 ^ *6*; 76:8
7 72OXU\12XOX405OV0JO ^ *6*; 86;8
@ LOJX05OV0JO ^ *6*;
? 5W5OV0JWIV 0VI5，EOXU\1 OMXO4 ^ *6*;
< 5W5OV0JWIV 0VI5 ^ *6*;
) 5IOXU\1 LUXU010XO @76** 8*68: 76>*
> @（N ）2WVX05OVOJO ^ *6*; *6*@
;* :（_），<（_），;;（_），;@（N ）2XOX402EOXU\1282UO]05OVOJO ^ *6*; ;67:
;; JOWLU\X05IOJO ;@67? 86>* 876>*
;8 ?，;*，;72X4IEOXU\1282LOJX05OV0JWJO ^ *6*; *6*@ ;67*
;: :，<，;;，;@2XOX40EOXU\1282UO]05OVOJ2;2W1 ^ *6*; 76)<
;7 UO]05OV0JWIV 0VI5，EOXU\1 OMXO4 @6?< ?6)) 76);
;@ UO]05OV0JWIV 0VI5 >6:* 76;@ ^ *6*;
;? 7，?25I（;，;25IEOXU\1 OXU\1 ）282EOXU\12LUOJW1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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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
! + "#$%%&’(% ) + $#"*&"+, ) + #(-(.&&
$"(,-(,*./ $"(,-(,*./ $"(,-(,*./

01 2 3（43%-,5"67 &5-(78 ）393&:"&-(";< =<;)，%-,578 -*,-: >9+4?
0@ ?（A），09（A），0>（A ）3"<,=)-<=,:;-(";< =<;)，%-,578 -*,-: 0+0>
0? B，?3"<,=)-<=(";< =<;)，%-,578 -*,-: 4+1C
9C "<,=)-<=(";< =<;)，%-,578 -*,-: 4+19
90 "<,=(- 4+>9
99 23-,57830，435-6=);-(- 0+94
92 9（D ）3"<,-(=8 C+@0
94 9，B3);%-,578)-<=(- C+@1
9> ,-,:=)-<=(- C+>>
9B ,:=(*393,:;)-<-(=8 2+21
91 ,:;)-<=(- C+9?
9@ 9（D），4（D ）3)-<=);-(=8 >+CC
9? >，B，1，1E3,-,:=57):"34，4，1E3,:;%-,57839（4F ）3G-(H"I’:=("(- C+?9
2C )")-<=(";< =<;) 0+C9
20 2（A ）35-6=)-<-(- C+B@
29 );G’,78 &5,5=8=,- 2+>B
22 );=8878 =<-,=8 &=8%;,=8)-57)- 2+C>
24 03"<,=)-<=("8 C+1>
2> 9 3（93%-,578&:"&78 ）3<;*30，0’3G;<7<8"5-678 9+00
2B 4，@，09，0B3,-,:=%-,57835-&,=)-<=(-343"8;)- 9+94
21 G;*（93-,5785-678）&5,5=8=,- 9+0>

表 " # 种石竹科植物挥发油的化学成分分布

J=G8- 9 $5-%;<=8 <"(*,;,’-(,* );*,:;G’,;"( ;( ,5- K"8=,;8- ";8* I:"% ,5:-- )$#/0’1/..$"($( *&-<;-*

$"%&"’()* ! + "#$%%&’(% ) + $#"*&"+, ) + #(-(.&&
4357):"67343%-,578393&-(,=("(- L L
9（D ）35-&,-(=8 L L
9，43)-<=);-(=8 L L
43-,5783,-,:=)-<=(- L L
);-,578 &5,5=8=,- L L L
>（D ）3"<,=)-<=(- L L
2（M），1（M），00（M），0>（D ）3,-,:=3%-,5783935-6=)-<-(- L L
2，1，00，0>3,-,:=%-,5783935-6=)-<-(303"8 L L
5-6=)-<=(";< =<;)，%-,578 -*,-: L L L
5-6=)-<=(";< =<;) L L L
(-"&57,=);-(- L L L
B，0C，043,:;%-,578393&-(,=)-<=("(- L L L

表 9 中 2 种植物的挥发油成分分布表明，在所鉴定的 >4 种化学成分中，有 > 种成分

普遍存在于 2 种植物中；有 09 种成分存在于 ! + "#$%%&’(% 和 ) + #(-(.&&。 ! + "#$%%&’(% 和 ) + #(2
-(.&& 挥发油成分相同的约占 ! + "#$%%&’(% 总挥发油的 ??+1/；! + "#$%%&’(%，) + #(-(.&& 和 ) + $#"2
*&"+, 2 种挥发油成分相同的约占 ! + "#$%%&’(% 总挥发油的 @4+4/，进一步证明了 !*(..$#&$ 和

)(#$%*&+, 是石竹科植物中亲缘关系相近的两个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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