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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 ] � 目的 � 分析牛蒡根挥发油的化学成分。方法 � 采用超临界 CO2流体萃取技术从牛蒡根中提取挥发油, 并用

气相色谱-质谱法对得到精油进行化学成分分析。结果 � 共检测到 21个色谱峰,通过 N IST标准谱库鉴定了其中 20种化合

物。结论 � 最佳萃取条件: 萃取压力: 20. 0 mPa、温度: 50� 、萃取时间: 3 h。牛蒡根挥发油得率为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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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bstract] �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em ical componets of burdock root o i.lM ethods The volat ile o il o f

burdock root w as extracted by supercritica l fluid CO2 ex trac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hem ica l components w ere

analyzed using the h igh pressure GC-M S association w ith the compu ter technology. Results 21 chrom atographic

peaks were obtained. Through the N IST standard spectrum storage retrieva,l 20 compounds w ere identified.

Conc lusion The best extraction condit ion requ ires the extract ion pressure of 20. 0 mPa, extraction temperature o f

50� and ex traction time of 3 h. The yie ld o f vo latile o il is 2. 7% .

� � [Keywords] � A rctium lappa L. ; SFE-CO2; vo la tile oi;l GC-M S

� � 牛蒡 ( A rctium lappa L. )又名白肌人参、蒡翁

菜,属菊科牛蒡属 2年生草本植物,牛蒡的肉质直根

具有增强体力,预防肥胖、高血压等作用; 其果实牛

蒡子被历版 �中国药典 �收载,用于疹、咽喉肿痛、丹

毒等症。民间则将其肉质直根作为抗衰老、降血糖、

补肾壮阳的特种保健蔬菜
[ 1, 2 ]
。

1� 仪器与试药

� � HA 221-50-06型 CO2 超临界萃取机 (上海波

络实验设备公司 ) , QP2010型 GC-M S(日本岛津制

作所 ) , FW177中草药粉碎机 (上海中药器械有限

公司 )。牛蒡根 �购自山东烟台罗西亚公司, 经山

东大学生命科学院植物病理学陈靠山教授鉴定为

牛蒡 ( Arctium lappa L. )干燥块根 �, 去除杂质后
粉碎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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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2. 1� 超临界 CO2 ( SFE- CO 2 )萃取法
[ 3] � 将粉碎后

原料粉过 40目筛,称取 500 g药粉投入不锈钢萃取

缸, 末端用少量玻璃棉封口, 以防固体颗粒堵塞管

路。萃取路线: CO 2钢瓶 �冷冻系统 �高压泵 �萃

取缸 �分离器 � �分离器 � � CO2储罐 �循环; 分

别对萃取缸、分离器 �、分离器 �加热,温度: 50� ;

温度稳定时,高压泵加入 CO2,调节气阀加压,压力:

20. 0 mPa; CO 2流量: 30 kg /h; 恒温恒压循环萃取

3 h。

� 得油率 (% ) = (原料量-残渣量 ) /原料量 �100%

� � 收集萃取物, 石油醚萃取分层, 上层 (石油醚

层 )记 A管; 下层 (油层 )记 B管,分别进 GC-MS分

析。

2. 2� GC-M S分析测试条件
[ 4] � 色谱条件: DB-1弹

性石英柱 ( 30m �0. 25mm � 0. 25 �m),载气:氦气,

流速: 1. 1 m l/m in, 进样量: 1. 0 � ,l分流比: 60�1, 进

样口温度: 240� ,柱升温程序:初温 50� 保持3 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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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 5� /m in升至 220� , 保持 10 m in。

� � 质谱条件:电离方式: E I,离子源温度: 200� ,接
口温度: 230� , 电子能量: 70 eV, 质量扫描范围:

30~ 500 amu, 解析分辩质谱在 N IST标准谱库检索。

3� 结果

� � SFE-CO 2萃取得浅黄绿色有芳香气味的稠状物

约 30m ,l萃取率 2. 7%。两管总共分离得到 21个

主要色谱峰,各峰所得质谱图经计算机标准数据库

检索与人工推测识谱相结合鉴定出 20个成分, 用峰

面积归一化法测定各成分相对含量,见表 1。总离

子流图见图 1。

表 1� 挥发油化学成分分析结果

序号 化合物 分子式
相对分子

质量

相对含量

(% )

A管 1 肉豆蔻酸异丙酯 C17H 34O 2 270 2. 09

2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C16H 22O 4 278 2. 81

3 硬酯酸己酯 C18H 36O 2 284 18. 67

4 棕榈酸乙酯 C18H 36O 2 284 1. 56

5 亚油酸 C18H 32O 2 280 65. 04

6 9-十八烯酸甲酯 C
18
H

34
O

2 282 5. 65

7 亚油酸甲酯 C20H 36O 2 308 4. 18

B管 1 十四烷 C14H30 198 0. 68

2 十五烷 C15H32 212 1. 50

3 十六烷 C16H34 226 3. 00

4 十七烷 C17H36 240 4. 14

5 7, 9-二甲基十六烷 C18H38 254 4. 12

6 8-甲基十七烷 C18H38 254 12. 76

7 十九烷 C19H40 268 4. 19

8 二十烷 C20H42 282 3. 44

9 二十一烷 C21H44 296 4. 15

10 二十二烷 C22H46 310 32. 69

11 二十三烷 C
23
H

48 324 2. 22

12 二十四烷 C24H50 338 25. 52

13 二十六烷 C26H54 366 1. 58

4� 讨论

� � 已有欧美学者 [ 5]
从牛蒡根挥发油中分得去氢

木香内酯、丁香烯、�, �-香树酯醇, 蒲公英甾醇及有

特殊气味的醛类、萜烯类等化合物;并最早将牛蒡根

精油用于护发、护肤等用途,而国内对牛蒡根精油的

研究尚未见报道。

� � 本文初步摸索包括萃取时间、萃取压力、萃取温度

A管:石油醚层; B管:油层

图 1� 总离子流图

等提取条件,为研究牛蒡根挥发油提供了新的试验技

术,为科研学者研究提供参考依据。试验本文从该植

物中提取的挥发油主要成分是高级脂肪酸如亚油酸、

棕榈酸及其酯等;另含较多的脂肪烷烃如十八烷烃、二

十一烷烃、二十四烷烃等部分萜类成分和内脂化合物,

均为首次从牛蒡根中得到。研究证明,油酸可降低血

总胆固醇、甘油三酯,有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且

外用于皮肤可保湿润滑肌肤;棕榈酸有促进细胞代谢,

改善细胞再生,强化组织等功效
[ 6]
。此外,十八烷烃是

合成十八烷胺的重要原料, 后者是杀菌消毒,防锈蚀

剂;长链脂肪烷烃类化合物为膏霜类、乳剂表面活性

剂,在护肤等化妆品中起重要作用。这些都为牛蒡根

精油开发成护发、护肤等保健用品提供了科学依据;也

为药用资源开发利用提供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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