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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五味子为木兰科植物五味子Schisandra

chinensis(Turcz．)Baill．的干燥果实，分布于中国

东北、华北等地。具有收敛固涩、益气生津、补肾宁心

的功效[1]。北五味子果实的挥发油化学成分前人已

有研究[2~4]，但结合药理活性追踪和GC—MS技术来

确定其中的活性成分尚未见报道。本实验对辽宁北

五味子的干燥果实经水蒸气蒸馏得到其挥发油并对

其中的化学成分进行GC—MS定性定量分析，共检

出81个组分，鉴定了其中的50个化合物，而后对挥

发油进行药理活性筛选，结果显示北五味子的挥发

油具有较强的抗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PAI)活

性。对油样利用硅胶柱色谱分段处理后，通过药理筛

选确定其活性流份，最后经GC—MS定性定量分析

对活性流份中的化学成分作了进一步的指定。

1实验部分

1．1样品来源及处理：北五味子果实购自辽宁省，

样品由昆明植物所周俊院士鉴定。取北五味子果实

1 000 g，用水漂洗后，置烧瓶中用水蒸气蒸馏得精

油1．3 g，得率为0．13％。精油经PAI一1筛选实验，

结果表明具有抗PAI活性。

1．2分析方法：上述方法所得油样，不经任何处理，直

接进行GC—MS分析。GC—MS分析仪器为美国Finni—

gain一4510型GC—MS—DS联用仪。气相色谱条件：

AC一5石英毛细管柱(30 ITI×0．25 Iilm)；柱温80～

200℃；程序升温：5℃／rain；进样温度230℃，进样

量0．12 tzL；分流比30：l；载气：He，柱前压14 Pa。

质谱测定条件：EI—MS；电子能量70 eV；发射

电流量0．25 mA；倍增电压1 300 V。

数据处理：使用INCoS2000系统。各分离组分

的鉴定首先通过NIH／EPA／MSDS计算机谱库(美

国国家标准局NBS LIBRARY谱库)对每个色谱峰

的质谱进行检索，最后再与色谱／质谱室用标准已知

化合物进行色谱／质谱分析所制作的包括保留时间

在内的标准谱库相校对，一一确定各分离组分的化

学结构。定量用气相色谱面积归一化法进行。

1．3精油活性追踪实验：剩下的精油(1．0 g)经硅

胶柱色谱，以正己烷、正已烷一乙醚、乙醚、丙酮梯度

洗脱，分成7个部分。分别对这7个部分进行药理筛

选实验，结果表明第4部分(正己烷一乙醚9：1洗脱

物)显示较强的抗PAI活性。第4部分经GC—MS分

析对其中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定性、定量测定。

2结果与讨论

2．1 北五味子挥发油经PAI一1筛选实验，结果表

明具有抗PAI活性，在质量浓度为100／-g／mL时，

抑制率为70．86％。由于复方生脉散注射液中含有

北五味子的挥发油，因此本次实验结果表明北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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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挥发油应是其有效组成部分之一。 有：p月桂烯，7一杜松烯，艿一杜松烯，橙花叔醇，8一杜松

2．2北五味子的挥发油经GC—MS分析，对其中50 醇，这与文献报道的有所不同‘2~引。

个成分进行了定性、定量测定(表1)。其中主要成分 2．3北五味子挥发油经硅胶柱色谱分成7个部分，

表1北五昧子挥发油化学成分分析

．Table1 Components in volatile oil from dried fruit of S．chinensis

编号 化合物名称 质量分数／％ 编号 化合物名称 质量分数／％

1 己醛 <O．1 26 衣兰烯 o．58

2 呋哺醛 <o．05 z7 d一胡椒烯 2．16

3 *蒎烯 o．45 28 波旁烯 2．47

4 莰烯 o．22 29 艿-芹子烯 o．91

5 6一甲基一5一庚烯一2一酮 o．33 30 2一甲氧基杜烯 o．29

6 口一蒎烯 o．22 3l n～檀香烯 <O．1

7 口一月桂烯 3．37 32 丁香烯 2．37

8 a一松油烯 <o．1 33 p古芸烯 o．33

9 对聚散花素 1．50 34 p合金欢烯 o．34

10 柠檬烯 o．34 35 蛇麻烯 o．29

11 p水芹烯 o．26 36 别芳萜烯 <O．1

12 1，8-桉叶素 <o．1 37 雅槛兰烯 1．31

13 7一松油烯 o．15 38 a一木罗烯 2．40

14 7一芳樟醇氧化物 <o．1 39 }雪松烯 1．38

15 异松油烯 o．24 40 叩芭烯 1．07

16 去氢对聚散花素 <O．1 41 7一杜松烯 4．36

17 芳樟醇 o．41 42 *杜松烯 3．98

18 龙脑 o．28 43 白菖烯 o．23

19 松油一4一醇 1．02 44 a—iongipinene <0．1

20 a一松油醇 o．81 45 橙花叔醇 5．03

21 香茅醇 o．33 46 匙叶桉油烯醇 1．33

22 l一异丙基一2一甲氧基一4一甲苯 o．35 47 8一杜松醇 5．60

23 龙脑乙酸酯 o．67 48 aristolone 1．29

24 乙酸香茅酯 o．24 49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1．05

25 乙酸松油酯 o．37 50 棕榈酸 <0．1

各部分样品经PAl筛选实验，结果表明第4部分显

示较强的抗PAl活性，在质量浓度为25肛g／mL时，

抑制率为76．56％。经GC—MS定性、定量分析，第4

部分中的主要成分为橙花叔醇(质量分数为

28．48％)和8一杜松醇(质量分数为19．43％)。橙花

叔醇和6一杜松醇是否就是北五味子中的抗PAl活

性成分，尚需作进一步的活性筛选实验来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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