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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为常用中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

品。柴胡具有和解表里、疏肝、升阳的功效，主要用于

感冒发烧、胸胁胀痛、月经不调等症，其主要化学成

分是柴胡皂苷和挥发油等[1’2]。Fujioka等[3]从圆叶

柴胡Bupleurum rotundifolium L．果实中分离出具

有抗增殖活性的新的10个乌苏烷型三萜皂苷，还有

16个新的和3个已知的齐墩果烷型三萜皂苷。未见

柴胡果实挥发油化学成分的报道，本研究采用水蒸

气蒸馏法提取了柴胡果实的挥发油，并用GC—MS

联用技术分析、鉴定出51种化合物，其中(一)一石竹

烯氧化物等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发现。

1材料及样品制备

柴胡果实购于河北省安国药材公司，经北京中

医药大学中药学院阎玉凝教授鉴定为柴胡B．chi—

nense DC．果实。柴胡果实经粉碎，过40目筛，挥发

油提取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附录XD方法，

得浅黄棕色油状液体。挥发油经无水硫酸钠干燥，收

率为0．3％。挥发油乙醚稀释后进样。

2．仪器及实验条件

岛津GC一9A气相色谱仪，Finning 4510色谱质

谱联用仪。

气相色谱柱为弱极性石英毛细管柱(长30

mlTl，内径0．25 nlrfl，膜厚0．25 tim)，载气为N2，体

积流量1 mL／min，分流比20；1，FID检测器，进样

收稿日期：2004—09—28

口温度300℃，升温速率60℃／min，1 min；10℃／

min至110。C，5。C／min至170℃，10℃／rain至

300℃。进样量0．6肚L。

质谱联用载气He，电离方式为EI，电子能量70

eV，离子源温度200 oC，扫描速度1 S，扫描范围

33～550 m／2。

3结果与讨论

3．1 首次提取了柴胡果实挥发油，其收率仅为

0．3％。柴胡果实每个分果横切面油管数为16，每槽

含油管3，合生面油管数4，由此可以推断，柴胡果实

含油较多，其化学成分以油脂或树脂主为主。

3．2采用GC—MS联用技术，首次分析、鉴定了柴

胡果实挥发油化学成分，从分出的76个峰中鉴定了

51种化合物，占峰面积的88．7％，结果见表1。

3．3柴胡果实挥发油主要含萜类、脂肪族化合物，

与柴胡挥发油[3]相近。柴胡果实挥发油相对含量较

多的为(～)一石竹烯氧化物(13．33％)、p杜松烯

(6．76％)、(+)一p木香醇(4．91％)、3，5一二氯苯甲

酸甲酯(4．58％)、八氢一7一甲基)一3一亚甲基一4一(1一甲

乙基一1H一五环[1，3]三环[1，2]苯(4．63％)、植醇

(4．72％)，(一)一石竹烯氧化物、arthole、dihydroedu—

lan、八氢一7一甲基一3一亚甲基一4一(1一甲乙基)一1H一五环

[1，3]三环[1，2]苯、3，5一二氯苯甲酸甲酯、5一环十六

烯一1一酮、(E，E)一金合欢乙酮、新植二烯、植醇和异

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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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柴胡果实挥发油的化学成分

Table 1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volatile oil from fruits of B．chinense

序号 化合物 嬲 序号 化合物 嚣
1 a一蒎烯0．34 一cis)一萘

2 甲基一4一异丙基苯0．12 27 1，2，3，4，4a。7-六氢一1，6-二甲基一4一(1一甲乙0．85

3 DL一柠檬素0．27 基)一(1一cis)一萘

4 3，7-二甲基一1，6-辛二烯一3一醇 2．17 28 d一蒈勒柯烯0．42

5 a一龙脑烯醛0．13 29 p石竹烯氧化物 3．71

6 p-薄荷一1(7)，2-二烯一8一醇0．12 30 (一)一石竹烯氧化物 13．33

7 p一薄荷一1，5-二烯一8一醇 o．15 3l (E)一4一十六烯一6一炔0．77

8 4-松油醇0．16 32 八氢一l，4，9，9一四甲基一1H～3A，7一甲撑甘菊蓝 2．88

9 p葑醇 o．67 33 二表一d一柏松烃 2．67

10 arthole 0．27 34 E一7一异丙基一4一甲基一lo一亚甲基一4一环癸烯一1一酮 2．86

11 香草醇0．33 35 (+)一a一没药醇 3．29

12 dihvdroedulan 0．17 36 a一石竹烯氧化物 1．43

13 Q一胡椒烯 2．90 37 7一杜松烯一1一醛0．75

14 q一荜橙烯 1．94 38 (+)一p木香醇 4．91

15 八氢一7一甲基一3一亚甲基一4一(1一甲乙基)一1H一五环 4．63 39 5一环十六烯一1一酮0．26

[1，3]三环[1，2]苯 40 8一乙基一3，4，4a，5，6，7，8，8a一八氢一5一亚甲基一0．26

16 3，5-二氯苯甲酸甲酯 4．58 2一萘甲酸

17 反一石竹烯 1．82 4l 十八烷0．25

11 吉马烯D 0．44 42 香橙烯氧化物 1．08

18 Q一律草烯0．40 43 新植二烯 1．33

19 扯杜松烯0．57 44 6，10，14一三甲基一2一十五烷酮 1．56

20 q一阿莫福烯0．35 45 (E，E)一金合欢乙酮0．14

2l 7一杜松烯0．95 46 异植醇0．18

22 香橙烯0．99 47 十六烷酸 1．85

23 榧烯醇0．90 48 植醇4．72

24 l，2，2-三甲基一1一(p一甲苯基)一环五烷0．48 49 十九烷0．23

25 p杜松烯 6．76 50 二十二烷0．20

26 1，2，3，4-四氢一1，6-二甲基一4一(1一甲乙基)一(1S 1．23 51 二十三烷0．28

植醇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发现。

3．4 Marin等[4]发现B．fruticescens挥发油的抗

炎活性物为a一蒎烯和p石竹烯，Lorente等[53证实

灌丛胡椒B．fruticosum挥发油的抗炎活性物为a一

蒎烯和肛蒎烯。在柴胡B．chinense DC．果实挥发油

中仅一蒎烯和石竹烯化合物的质量分数分别为

0．34％、20．29％。

现今药用柴胡多为种植，柴胡果实约占柴胡植

物全株的8％～15％(干重)，因而可以收集到大量

的柴胡果实，且含有挥发油、柴胡皂苷等活性成分，

应考虑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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