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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香，又名土五味、米筛子、鸡母拖、拳头藤等，是
木兰科植物长梗南五味子 Kadsura longipedunculata 的
干燥根，具有行气消肿、活血止痛的功效，常用于治疗气
滞腹胀痛、胃痛、伤痛等[1-2]。其在我国南方民间应用广
泛，称为南五味子根，曾收载于1977年版《中国药典》（一
部）[3]。据《福安畲医畲药》记载，其果实在民间也供药
用，但用法与根不同，主要用于治疗肺虚咳嗽等[1]。目前
对红木香的根已有较多研究[4-5]，但对其果实的有效成分
却知之甚少。根据文献报导，挥发油是五味子科植物的
主要活性成分之一[4]，为了阐明红木香根与果实的挥发
油类成分，本课题组拟采用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
（GC-MS）对其挥发油成分进行分析。

1 材料
1.1 仪器

6890N GC/5975 MS 型 GC-MS 仪（美国 Agilent 公

司）；CPA225D型电子天平（德国Sartorius公司）；挥发油

提取器（上海禾汽玻璃仪器有限公司）。

1.2 试剂

试验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水为纯化水。

1.3 药材

红木香药材于 2010－2015年采集于福建省福安县

穆云乡，经福建中医药大学黄泽豪副教授鉴定为真品。

2 方法与结果
2.1 挥发油的提取

称取经干燥后的药材样品适量，粉碎过2号筛，置于

圆底烧瓶中，连接挥发油提取装置，参照2015年版《中国

药典》（四部）“挥发油测定法”甲法[6]提取 6 h，至油量不

再增加为止，以无水硫酸钠干燥得挥发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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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红木香药材根和果实中的挥发油成分。方法：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色谱条件：色谱柱为HP-5MS石英

弹性毛细管柱，载气为高纯氮气，流速为0.9 mL/min，进样口温度为250 ℃，色谱柱初始温度为50 ℃（程序升温），柱压为80 kPa，

分流进样，分流比为40 ∶ 1，进样量为1.0 μL。质谱条件：离子源为电子轰击离子源，电子能量为70 eV，接口温度为230 ℃，质量扫

描范围 m/z 40～400，扫描间歇时间为 1.0 s。结果：从红木香根的挥发油中总共检出 43个色谱峰，鉴定出其中 24个，占总量的

91.5％；主要成分为倍半萜和单萜类化合物，其中（+）-δ-杜松烯、γ-毕澄茄烯和异朱栾倍半萜相对含量较高。从红木香果实的挥发

油中总共检出52个色谱峰，鉴定出其中36个，占总量的82.2％；主要成分为倍半萜和单萜类化合物，其中石竹烯、γ-毕澄茄烯和紫

穗槐烯相对含量较高。结论：该研究基本明确了红木香药材根和果实挥发油中的主要成分，并且二者存在明显差异。

关键词 红木香；挥发油；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Analysis of Volatile Oil from Roots and Fruits of Kadsura longipedunculata by G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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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volatile oil from the roots and fruits of Kadsura longipedunculata. METHODS：GC-MS

method was adopted. The determination was performed on HP-5MS quartz capillary column with nitrogen as carrier gas at the flow

rate of 0.9 mL/min. The temperature of sample inlet was 250 ℃，the initial temperature of column was set at 50 ℃（temperature

programming）. The column pressure was 80 kPa；the ratio of split sampling was 40 ∶ 1. The sample size was 1.0 μL. Mass chroma-

tography was as follows：electron bombardment ion source as ion source；electron energy of 70 eV；inlet temperature was 230 ℃；

scanning range of m/z 40-400，scanning interval time of 1.0 s. RESULTS：Totally 43 chromatographic peaks were detected in vola-

tile oil from the roots of K. longipedunculata，and 24 peaks were identified，accounting for 91.5％；main components were sesqui-

terpenes and monoterpenoids，among which the relative contents of（+）-delta-cadinene，γ-cadinene and isovalencene were in high

level. Totally 52 chromatographic peaks were detected in volatile oil from the fruits of K. longipedunculata，and 36 peaks were iden-

tified，accounting for 82.2％；main components were sesquiterpenes and monoterpenoids，among which relative contents of caroph-

yllene，γ-cadinene and valencene were in high level. CONCLUSIONS：The study basically confirm main volatile components in

volatile oil from the roots and fruits of K. longipedunculata，and the roots and fruits of K. longipedunculata have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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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试验条件

2.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HP-5MS石英弹性毛细管柱

（30 m×0.25 mm×0.25 μm）；载气：高纯氮气；流速：0.9

mL/min；进样口温度：250 ℃；程序升温：初始温度为

50 ℃，以 50 ℃/min升温至 110 ℃，再以 1℃/min升温至

145 ℃，最后以10 ℃/min升温至230 ℃；柱压：80 kPa；分

流进样，分流比：40 ∶1；进样量：1 μL。

2.2.2 质谱条件 离子源：电子轰击离子源（EI）；电子

能量：70 eV；接口温度：230 ℃；质量扫描范围m/z：40～

400；扫描间歇时间：1.0 s。

2.3 定性分析

2.3.1 分析方法 通过标准品、NIST 05.L谱库检索，并

结合保留指数、参考相关文献及网站（www.vcf-online.

nl）等共同进行定性分析。按照文献[7]计算Kovats保留

指数（Kovats index，KI），公式如下：

KI＝100 n+100×tR－tRn/tRn+1－tRn

式中：n和n+1分别为未知物流出前、后正构烷烃碳

原子数；tRn 和 tRn + 1 分别为相应正构烷烃的保留时间

（min）；tR为未知物在气相色谱中的保留时间（min），tRn＜

tR＜tRn+1。

2.3.2 分析结果 取“2.1”项下挥发油 1 μL，按“2.2”项

下试验条件进样测定（见图 1），再按“2.3.1”项下方法分

析，以面积归一化法确定各成分的相对含量。根据所得

的质谱信息并结合有关文献[7]、Class 5000色谱软件和基

峰、相对丰度、KI等几个方面进行直观比较，从而确定了

其中的部分化学成分。结果表明，从红木香药材根的挥

发油中总共检出43个色谱峰，鉴定出其中24个，占总量

的 91.50％。主要成分为倍半萜和单萜类化合物。其

中 ，（+）-δ-杜松烯（27.60％）、γ-毕澄茄烯（23.74％）、异朱

栾倍半萜（12.99％）等相对含量较高；从红木香药材果实

的挥发油中总共检出52个色谱峰，鉴定出其中36个，占

总量的 82.20％。主要成分为倍半萜和单萜类化合物，

其中，石竹烯（12.61％）、γ-毕澄茄烯（9.90％）、紫穗槐烯

（8.15％）等相对含量较高，详见表 1（表中“-”为未检测

到）。

由表1可知，由于来自同种植物，两者的挥发油成分

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主成分类型皆为倍半萜和单萜，有9

个共有成分，共有成分在根中占挥发油总量的66.30％，

在果中占挥发油总量的 53.70％。当然，两者之间也存

在明显的区别：根中几个主要成分含量较高，分别为

（+）-δ-杜松烯（27.60％）、γ-毕澄茄稀（23.74％）和异朱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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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红木香药材根挥发油；B.红木香药材果实挥发油

A. volatile oil from the root of K. longpedunculata；B.volatile oil from

the fruits of K. longpedunculata

图1 总离子流图

Fig 1 Total ion chromat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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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红木香药材根和果实挥发油成分及相对含量

Tab 1 Constituents and relative contents of volatile

oil from roots and fruits of K. longpeduncul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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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化合物
香树烯
香附烯
β-榄烯
衣兰油烯
α-石竹烯
α-金合欢烯
α-衣兰油烯
β-朱栾倍半萜
葎草烯
萜品烯
金合欢烯
雪松烯
α-柏木烯
p-雪松烯
香树烯
马榄烯
朱栾倍半萜
1-十八烷烯
（E，E）-2，4-癸二烯醛
蒈烯
1-甲基-2（1-甲基乙基）苯
间异丙基甲苯
花侧柏烯
1-甲基-2（1-甲基乙基）苯
b-Thujene

β-蒎烯
石竹烯
古巴烯
β-榄香烯
萜品油烯
δ-榄香烯
（+）-a-Elemene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桉树脑
十六酸乙酯
乙酸异龙脑酯
脱二氢异构长叶烯
亚麻酸乙酯
蛇床烯
γ-毕澄茄烯
异朱栾倍半萜
顺-菖蒲烯
巴伦西亚橘烯
（+）-δ-杜松烯
紫穗槐烯
α-毕澄茄烯
紫穗槐烯
α-衣兰油烯
β-瑟林烯
二氯木罗烯
十四（烷）酸乙酯
罗汉柏烯

分子式
C15H24

C15H24

C15H24

C15H24

C15H24

C15H24

C15H24

C15H24

C15H24

C10H16

C15H24

C15H24

C15H24

C15H24

C15H24

C15H24

C15H24

C18H36

C10H16O

C10H16

C10H14

C10H14

C15H22

C10H14

C10H16

C10H16

C15H24

C15H24

C15H24

C10H16

C15H24

C15H24

C16H22O4

C10H18O

C18H36O2

C12H20O2

C15H22

C20H36O2

C15H24

C15H24

C15H24

C15H22

C15H26

C15H24

C15H24

C15H24

C15H24

C15H24

C15H24

C15H26C12

C16H32O2

C15H24

分子量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136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252

152

136

134

134

202

134

136

136

204

204

204

136

204

204

278

154

284

196

202

308

204

204

204

202

206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198

256

204

根
0.57

0.64

0.48

0.99

0.66

-

4.28

-

-

-

-

1.22

-

-

0.35

-

-

-

-

-

-

0.03

-

-

-

-

4.01

-

-

-

0.18

-

0.04

-

0.35

0.13

1.92

-

0.64

23.74

12.99

7.33

0.93

27.60

2.07

-

-

0.13

-

0.78

-

-

果实
-

-

-

-

-

2.08

-

0.92

2.38

2.31

0.35

-

0.34

0.52

0.57

1.12

0.48

0.70

0.51

0.28

0.28

-

0.57

0.20

0.24

0.90

12.61

3.31

3.68

0.47

6.51

1.83

-

0.16

1.30

-

-

0.38

4.31

9.90

-

6.27

-

4.14

8.15

1.06

3.17

-

2.29

-

0.15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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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半萜（12.99％）；而果实中成分比较多样，主要成分含

量差距不大，分别为石竹烯（12.61％）、γ-毕澄茄烯

（9.90％）和紫穗槐烯（8.15％）。对于根中检测到的成

分，有 15个在果实中未检测到，占根中挥发油总量的

25.30％；对于果实中检测到的成分，有28个在根中未检

测到，占果实中挥发油总量的28.50％。并且，两者共有

的9个成分中，含量的高低也存在明显的不同。

3 讨论
本试验采用GC-MS对红木香药材根和果实的挥发

油成分进行了分析，并采用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各成分

相对含量。通过质谱库检索，结合图谱解析，共鉴定出

52个化合物。

中药的不同入药部位，通常化学成分亦不同 [7]，如

长梗南五味子的不同部位中挥发油成分通常有明显差

别 [8-9]。红木香药材根与果实挥发油的主要成分及其含

量同样存在差异，这很可能是两者在民间按不同的功效

供药用的原因之一。红木香在福建乃至中国南方分布

较多、民间应用较为广泛，其有效成分值得深入探究，其

开发应用前景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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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墩果酸滴丸的质量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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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建立齐墩果酸滴丸的质量标准。方法：鉴别制剂性状，检测制剂重量差异、溶散时限；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制剂中齐墩果酸的含量：色谱柱为 ACQUITY UPLC BEH C18，流动相为乙腈-水（70 ∶ 30，V/V），流速为 0.30 mL/min，检测波长为

206 nm，柱温为30 ℃，进样量为5 μL。结果：制剂鉴别特征明显，丸重差异为37.62％～46.56％，溶散时间均为24 min。齐墩果酸

检测质量浓度线性范围为0.006～0.06 mg/mL（r＝0.999 8）；精密度、稳定性、重复性试验的RSD＜2.0％；加样回收率为99.34％～

100.40％（RSD＝0.4％，n＝6）。结论：该研究所建标准可用于齐墩果酸滴丸的质量控制。

关键词 齐墩果酸滴丸；超高效液相色谱法；齐墩果酸；质量标准

Study on Quality Standard of Oleanolic Acid Dripping Pills

LI Xiang，LIANG Ying，YANG Xinjian（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Tianjin Academy of TCM，Tianjin 30012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stablish the quality standard of Oleanolic acid dripping pills. METHODS：The property of the

preparation was identified，and weight difference and dissolution time limit were detected. UPLC method was adopte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oleanolic acid in the preparation. The determination was performed on ACQUITY UPLC BEH C18 column with mo-

bile phase consisted of acetonitrile-water（70 ∶ 30，V/V）at the flow rate of 0.30 mL/min.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set at 206

nm，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0 ℃，and the sample was 5 μL. RESULTS：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eparation was significant；

weight difference ranged 37.62％-46.56％；dissolution time limit was 24 min. Linear range of oleanolic acid ranged 0.006-0.06 mg/mL

（r＝0.999 8）. RSDs of precision，stability and reproducibility tests were all lower than 2.0％. The recoveries were 99.34％-100.40％

（RSD＝0.4％，n＝6）. CONCLUSIONS：Established standard can be used for quality control of Oleanolic acid dripping p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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