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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分析和鉴定白芥子中脂肪酸及其他脂溶性成分%方法
!

将白芥子粉碎后过
!)

目筛!用石油醚"

+)

!

1)Y

$回

流提取!提取液经浓缩后进行甲酯化!并由气相色谱
6

质谱联用技术"

fF6E?

$对其脂肪酸及其他脂溶性成分进行分析和鉴定%结

果
!

从白芥子石油醚提取物中检测出
*0

种物质!鉴定出其中的
'"

种脂肪酸和
(

种非脂肪酸成分%主要脂肪酸成分为)芥酸

"

!(/10G

$&油酸"

*0/++G

$&亚油酸"

1/5*G

$和顺
6''6

二十碳烯酸"

!/"'G

$!以及少见的脂肪酸
*6

己烷基环丙烷癸酸和
*6

己烷基

环丙烷辛酸%结论
!

白芥子中不饱和脂肪酸为其主要成分!主要为芥酸&油酸&亚油酸和顺
6''6

二十碳烯酸的含量较高%

关键词$主成分分析*脂肪酸类*色谱法!气相*质谱法*白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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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芥子为十字花科植物白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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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燥成熟

种子!白芥子辛#温!归肺经!具有温肺豁痰利气#散结通络止痛

之功能)

'

*

"中医临床常用于治疗哮喘#肿毒#风湿#乳腺增生等

疾病"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其研究的深入!白芥子的一些新的

药理作用已被逐渐认识!如抗氧化#抗辐射#抗衰老以及抑制前

列腺增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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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芥子的主要成分有白芥子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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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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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子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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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白芥子含油量

较高!以芥酸#油酸为主"为了更好地综合开发利用白芥子油

脂资源!本研究运用气相色谱
6

质谱联用技术$

fF6E?

%对白芥

子中脂肪酸及其他脂溶性成分进行分析和鉴定!为进一步合理

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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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芥子购于海南国瑞堂药业!经海南省药检所

中药室药师鉴定为十字花科植物白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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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燥

种子!符合/中国药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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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之规定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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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醚#无水

乙醚#苯#氢氧化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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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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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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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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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芥子脂肪酸及其脂溶性成分的提取
!

白芥子粉碎过

!)

目筛!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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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用定量滤纸包裹后置于索氏提取器中!

加入石油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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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Y

%

0))AU

!

")Y

回流
"C

!回收石油醚!

得黄色油状物"提取
0

个平行样!其平均值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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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肪酸的甲酯化)

!

*

!

以上粗脂置烧瓶中!按
'AU

(

)/'

N

加入浓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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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

*[1"

%混合液!于
5)Y

回流
+)A.4

!冷却

后!用
'(AU

正己烷分
0

次萃取并合并!加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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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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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孔滤膜过滤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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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酸组成及脂溶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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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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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色谱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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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石英毛细管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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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气为
11/111G

氦气!流量为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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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柱前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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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样口温度为
*() Y

!接口温度为
*") Y

!柱温初为

")Y

"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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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升温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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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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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升温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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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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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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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源温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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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器温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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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

延迟
0A.4

!加速电压为
*()7T

!扫描质量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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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芥子中脂肪酸#烷烃及其衍生物成分的分析!对总离子

流图中的各峰进行质谱扫描后得到质谱图!通过
d>?J*/)

标准

质谱图库进行检索!确认各化合物&通过
fF6E?

工作站数据处

理系统!按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各化合物相对的质量分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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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白芥子提取液甲酯化产物运用
fF6E?

分析!共检测出
*(

个峰!鉴定了其中
*0

个色谱峰!其中有
'"

个脂肪酸和
(

个非

脂肪酸类成分$表
'

%"所鉴定的
*0

个化合物的含量占油脂甲

酯化物总量的
11/1'G

!其中脂肪酸含量占油脂甲酯化物总量

的
11/('G

"白芥子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占油脂甲酯化物总

量的
1)/'0G

!总脂肪酸含量的
1)/*'G

!为白芥子的主要成

分"主要脂肪酸成分为芥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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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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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芥子中的脂肪酸及其他脂溶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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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饱和脂肪酸多具有抗炎症#抗肿瘤#调节血脂#提高免疫

力#预防心血管疾病及治疗精神分裂病等多种生理功能)

(65

*

"

白芥子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占油脂甲酯化物总量的
1)/'0G

!

总脂肪酸含量的
1)/*'G

!为白芥子的主要成分"主要为芥

酸#油酸#亚油酸和顺
6''6

二十碳烯酸的含量较高!具有一定的

保健作用)

"6')

*

"与
T-B-O7P

)

''

*报道的黄芥子的脂肪酸成分!以

及陈振德等)

'*

*

#吴国欣等)

'0

*报道的白芥子脂肪酸成分基本一

致"但未检测到棕榈酸#十四酸#十五酸以及十九酸"本实验

所测得芥酸的含量远比文献报道的高)

'!

*

"

另外!在白芥子中还发现了
*6

己烷基环丙烷癸酸和
*6

己

烷基环丙烷辛酸两种较为少见的奇数碳脂肪酸!首次从白芥子

中鉴定的成分或成分的甲酯化产物为
*6

己烷基环丙烷辛酸甲

酯!在相关白芥子的文献中未见报道"高毓涛等)

'(

*在狗肝菜

中发现了
*6

己烷基环丙烷辛酸和
*6

辛烷基环丙烷辛酸两种脂

肪酸!并认定其对狗肝菜药材的定性鉴别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因此!

*6

己烷基环丙烷辛酸和
*6

己烷基环丙烷癸酸两种少见脂

肪酸的发现!对药材白芥子的定性鉴别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能

否作为白芥子药材定性标准之一!有待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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