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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采用气质联用法（GC唱MS）对刺山柑（Cap paris sp inosa）果实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 。方法 　 野西瓜药材

经粉碎破壳 、７０％ 乙醇回流提取 、石油醚（沸程 ６０ ～ ９０ ℃ ）萃取后 ，采用 VF唱５ms石英毛细管柱（３０ m × ０ ．２５ mm ，０ ．２５ μm）进
行气相色谱分析 ；柱温从 ８０ ℃开始 ，保持 ２ min ，以 １５ ℃ ／min的速度升到 ３００ ℃ ，并保持 １０ min ，气化温度为 ２５０ ℃ ；载气为

高纯度氦气 ，流量为１ ．０ ml／min ；质谱检测器为 EI 离子源 ，电子能量 ７０ eV ，离子源温度 ２００ ℃ ，分流比 ３０ ∶ １ ，进样量为

１ ．０ μl 。各成分的相对含量分析应用色谱峰面积归一法 。结果 　 共检测出 ５３个峰 ，确认出其中 ４８种成分 ，含量较高的物质有

棕榈酸 ２１ ．８２％ ，硬脂酸 ７ ．４９％ ，油酸 ４２ ．９３％ ，甘油单油酸酯 ２ ．３９％ ，维生素 E １ ．６７％ 等 。化合物的类型主要为饱和脂肪酸

酯 、不饱和脂肪酸和烃类化合物 。结论 　 通过气质联用技术 ，为鉴定野西瓜果实中的化学成分建立起了一种快速 、准确 、灵敏

的分析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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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fruits of Cap paris sp inosa by GC唱MS analysis ．Methods 　
The compounds were extracted from Cap paris sp inosa by ７０％ ethanol after smash ．After extraction by petroleum ether （boil唱
ing range was from ６０ to ９０ ℃ ） ，the compounds were analyzed by gas chromatography with a VF唱５ms capillary column ．The
column was heated up from ８０ ℃ to ３００ ℃ ，１５ ℃ ／min ，then maintained for １０ minutes ，vaporization temperature was ２５０ ℃ ，

carrier gas was Helium and the flow rate was １ ml／min ．The detection was carried out by mass spectrometry using electron im唱
pact ion source with ７０ eV ionization voltages ．The ion source temperature was ２００ ℃ and split ratio was ３０ ∶ １ ．The injection
volume was １ ．０ μl ．The content of the compounds was determined with peak area normalization method ．Results 　 ５３ chroma唱
tographically peaks were separated and ４８ chemical constituents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hexadecanoic acid （２１ ．８２％ ） ，octade唱
canoic acid （７ ．４９％ ） ，oleinic acid （４２ ．９３％ ） and monoolein （２ ．３９％ ） ．These chemical constituents were mainly saturated fatty
acid ester ，unsaturated fatty acid ester and alkanes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rapid ，accurate and sensitive with the usage of
GC唱MS ，which could be used to identify main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Cap paris sp inosa in fruit ．
　 　 ［Key words］ 　 Cap paris sp inosa ；chemical constituents ；GC唱MS

　 　野西瓜为白花菜科植物刺山柑（Cap paris sp i唱
nosa）的干燥果实 ，维医称为“开排”或“开比尔” ，我
国主要分布于新疆 、西藏和甘肃等地 ，在西亚 、中亚

和地中海地区也均有分布 。刺山柑的根 、皮 、叶 、果

均可入药 ，功能散气 、燥湿 、消肿 、镇痛 。主治急 、慢

性关节炎 ，坐骨神经痛 ，黏液质 、黑胆质性关节疾

病［１］
。多年来 ，国内外对刺山柑的研究主要涉及化

学成分 、药理和生态等方面 。笔者首次报道 GC唱MS
方法分析野西瓜的低极性化学成分 ，以期为其深入

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

1 　试验部分

1 ．1 　材料和仪器 　野西瓜药材购于新疆乌鲁木齐 ，

经第二军医大学生药教研室张汉明教授鉴定为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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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科植物刺山柑的干燥成熟果实 。 Voyager 型气相
色谱唱质谱联用仪（Finnigan公司） 。

1 ．2 　 样品制备 　 野西瓜药材 ３ kg ，粉碎破壳后 ，

７０％ 乙醇回流提取 ，温度不超过 ７５ ℃ ，提取 ４次 ，每

次 ２ h 。 合并提取液 ，减压回收至无醇味 ，石油醚

（沸程 ６０ ～ ９０ ℃ ）萃取至无色 。萃取液合并 ，减压回

收成棕色浸膏 ，置 ４ ℃冰箱保存备用 。

1 ．3 　分析条件 　使用 Finnigan公司制造的 Voyager
型气相色谱唱质谱联用仪分析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VF唱５ms石英毛细管柱（３０ m × ０ ．２５ mm ，０ ．２５ μm） ；
柱温从 ８０ ℃开始 ，保持 ２ min ，以１５ ℃ ／min的速度升
到 ３００ ℃ ，并保持 １０ min ，气化温度为２５０ ℃ ；载气为

高纯度氦气 ，流量 １ ．０ ml／min 。质谱条件 ：EI 离子
源 ，电子能量 ７０ eV ，离子源温度２００ ℃ ，分流比

３０ ∶ １ ，进样量为 １ ．０ μl 。所得各组分的质谱数据入
NIST 数据库进行检索 ，同时通过面积归一法从总

离子流图中计算各成分的相对百分含量 。

2 　结果与讨论

2 ．1 　结果 　 经 GC唱MS 对野西瓜醇提物石油醚溶
解组分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 ，得到其总离子流图 ，对

总离子流图中的各峰经质谱扫描后得到质谱图 ，经

计算机质谱数据库检索按各色谱峰的质谱裂片图并

结合相关文献 ，对基峰质荷比和相对丰度等进行直

观比较 ，同时还对一些主要组分采用标准物质对照 ，

分别对各色谱峰加以确认 ，鉴定了野西瓜醇提物石

油醚萃取组分中的化学成分 ，按面积归一法确定各

组分相对含量 ，分析结果见表 １ 。

2 ．2 　讨论 　文献报道对刺山柑果实 、根和叶子中挥

发性成分的研究表明 ：果实含异丙基异硫代氰酸酯

（５２ ．２％ ） 、甲基异硫代氰酸酯（４１ ．６％ ） 、２唱正丁基异

硫代氰酸酯（２ ．２％ ） ；叶子含麝香草酚（２６ ．４％ ） 、异

丙基异硫代氰酸酯（１１ ．０％ ） 、己烯醛（１０ ．２％ ） 、正丁

基异硫代氰酸酯（６ ．３％ ） 、正十六烷（５ ．５％ ） 、γ唱萜品

烯（４ ．７％ ） 、棕榈酸（４ ．７％ ） 、正十四烷（４ ．３％ ） ；根含

有甲基异硫代氰酸酯（５３ ．５％ ） 、异丙基异硫代氰酸

酯（３１ ．４％ ） 、２唱正丁基异硫代氰酸酯（０ ．６％ ）
［２］

。

　 　从野西瓜的 GC唱MS谱中共检测出 ５３个峰 ，确

定了 ４８个化合物 ，占总峰面积的 ９８ ．９５％ 。其中含

量较高的几种化合物为棕榈酸 ２１ ．８２％ ，硬脂酸

７畅４９％ ，油酸 ４２ ．９３％ ，甘油单油酸酯 ２ ．３９％ ，维生

素 E １ ．６７％ 。与文献［２唱４］报道的果实中挥发油的主

要成分不一致 ，可能是提取方法及不同产地的影响 ，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

　 　野西瓜果实中油酸的含量达到 ４２ ．９３％ ，油酸

表 1 　野西瓜醇提物石油醚溶解组分 GC唱MS分析结果

编号
保留
时间

（ t／min） 化合物名称 分子式
相对
含量
（％ ）

１  ４ 技．８０８ 吡喃酮（pyranone） C６H８O４ ０ C．３６

２  ４ 技．８４１ 苯甲酸（benzoic acid） C７H６O２ ０ C．２０

３  ５ 技．７７５ 甘油单醋酸酯（monoacetin） C５H １０O４ ０ C．１９

４  ６ 技．３０１ 正十三烷（n唱tridecane） C１３H ２８ ０ C．２０

５  ６ 技．５０８ ２唱甲基萘（２唱methylnaphthalene） C１１H １０ ０ C．０６

６  ７ 技．２０８
１ ，２唱二乙基环辛烷（cyclooctane ，１ ，２唱diethyl唱） C１２H ２４ ０ C．１０

７  ７ 技．２７５ 正十四烷（n唱tet radecane） C２７H ５６ ０ C．５９

８  ７ 技．５８９ 肉桂酸（cinnamic acid） C９H８O２ ０ C．２２

９  ７ 技．７０２
６唱（乙氨基）唱１ ，３ ，５唱三嗪唱２ ，４唱二醇（６唱

（ethylamino）唱１ ，３ ，５唱triazine唱２ ，４唱diol）C５H８N４O２ ０ C．１５

１０ -７ 技．７４９
１ ，５唱二甲基萘 （１ ，５唱dimethylnaph唱thalene） C１２H １２ ０ C．０７

１１ -８ 技．１８２ 正十五烷（pentadecane） C２７H ５６ ０ C．８４

１２ -８ 技．６９６ 正十二烷酸（dodecanoic acid） C１２H２４O２ ０ C．４２

１３ -８ 技．７２９
４唱环己基唱十三烷 （tridecane ，４唱cyclo唱hexyl） C１９H ３８ ０ C．１４

１４ -８ 技．９７６ 十三（烷）醇（t ridecanol） C１３H２８O ０ C．１１

１５ -９ 技．０２９ 十六烷（cetane） C１６H ３４ ０ C．９２

１６ -９ 技．８２９ 十七烷（heptadecane） C１７H ３６ １ C．２６

１７ -１０ 蜒．２８９ 肉豆蔻酸（myristic acid） C１４H２８O２ ０ C．８３

１８ -１０ 蜒．５７６ 正十八（碳）烷（n唱octadecane） C１８H ３８ ０ C．８７

１９ -１０ 蜒．８５６ ３唱乙腈唱吲哚（indole唱３唱acetonit rile） C１０H ８N２ ０ C．３１

２０ -１０ 蜒．９０３
六氢法呢基丙酮 （hexahydrofarnesylacetone） C１８H３６O ０ C．２６

２１ -１１ 蜒．０１６ 十五（烷）酸（pentadecylic acid） C１５H３０O２ ０ C．３９

２２ -１１ 蜒．６０３ 棕榈油酸（９唱hexadecenoic acid） C１６H３０O２ ０ C．９６

２３ -１１ 蜒．７７０ 棕榈酸（hexadecanoic acid） C１６H３２O２２１ C．８２

２４ -１１ 蜒．９２３ 棕榈酸乙酯（palmitic acid ，ethyl ester） C１８H３６O２ ０ C．９２

２５ -１１ 蜒．９６３ 正二十烷（n唱eicosane） C２０H ４２ ０ C．６７

２６ -１２ 蜒．３８４ 十七（烷）酸（heptadecanoic acid） C１７H３４O２ １ C．１５

２７ -１２ 蜒．６１０ 正二十一烷（n唱heneicosane） C２１H ４４ ０ C．６４

２８ -１２ 蜒．７１０ 植醇（phytol） C２０H４０O ０ C．４７

２９ -１２ 蜒．９５７ 油酸（oleic acid） C１８H３４O２４２ C．９３

３０ -１３ 蜒．０５０ 硬脂酸（stearic acid） C１８H３６O２ ７ C．４９

３１ -１３ 蜒．１９７ 硬脂酸乙酯（stearic acid ，ethyl ester） C２０H４０O２ ０ C．３０

３２ -１３ 蜒．２２４ 正二十二烷（n唱docosane） C２２H ４６ ０ C．３９

３３ -１３ 蜒．８１７ 正二十三烷（n唱t ricosane） C２３H ４８ ０ C．５０

３４ -１４ 蜒．０２４
５唱环己基唱十二烷 （dodecane ，５唱cyclo唱hexyl唱） C１８H ３６ ０ C．３６

３５ -１４ 蜒．２１１ 花生酸（arachic acid） C２０H４０O２ ０ C．４２

３６ -１４ 蜒．３８４ 正二十四烷（n唱tet racosane） C２４H ５０ ０ C．２２

３７ -１４ 蜒．５９１ 十八（碳）烯唱１唱醇（z唱２唱octadecene唱１唱ol） C１４H２８O２ ０ C．１８

３８ -１４ 蜒．９３１
硬脂酸唱２唱氧甲酯 （octadecanoic acid ，

２唱oxo唱 ，methyl ester） C１９H３６O３ ０ C．２５

３９ -１５ 蜒．０７８ 单棕榈酸甘油酯（palmitin ，２唱mono唱） C１９H３８O４ １ C．９５

４０ -１５ 蜒．１４４ 硬脂醛（stearaldehude） C１８H３６O ０ C．３８

４１ -１５ 蜒．３１１ 正二十二酸（n唱docosanoic acid） C２２H４４O２ ０ C．１４

４２ -１６ 蜒．０８５ 甘油单油酸酯（２唱monoolein） C２１H４０O４ ２ C．３９

４３ -１６ 蜒．１３２
９ ，１２ ，１５唱十八碳三烯唱１唱醇 （９ ，１２ ，１５唱

octadecatrien唱１唱ol） C１８H３２O １ C．２７

４４ -１６ 蜒．２１８ ２唱单硬脂酸甘油酯（２唱monostearin） C２１H４２O４ ０ C．８８

４５ -１７ 蜒．８５９ 维生素 E（δ唱tocopherol） C２７H４６O２ １ C．６７

４６ -１８ 蜒．８１３ 甲基母育酚（methyltocols） C２８H４８O２ ０ C．７３

４７ -１９ 蜒．１９９ 正二十烷醇（n唱eicosanol） C２０H４２O １ C．１３

４８ -１９ 蜒．２７９
（stigmastan唱６ ， ２２唱dien ， ３ ， ５唱dedi唱hydro） C２９H ４６ ０ C．２５

（下转第 ４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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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医师出于临床治疗需要而超剂量用药 ，则应注

明原因和再次签名 。中药调剂人员应具有过硬的中

药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责任心 ，对医师处方负有监督

和帮助完善的职责 ，发现剂量失当等问题能及时提

醒医师更正 ，从而协助医师共同完成治疗任务 。

　 　研究者呼吁改革现行枟中国药典枠对剂量的规

定 ，但是中药剂量的调整不是一蹴而就 ，这需要大批

学者投入大量的时间 、劳动 、资金 ，并且研究结局未

知 。笔者认为开展中药循证药学研究 ，针对临床超

剂量使用问题突出的中药饮片进行全面的文献搜

索 ，归纳临床使用剂量范围 、药品不良反应事件 ，组

织专家进行讨论 ，进一步探索其药理毒理学特点 ，来

综合确定中药饮片的剂量范围 ，这或许是改变临床

这种尴尬局面的一种解决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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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降低血液总胆固醇和有害胆固醇 ，减少其在血管

上的沉积 ，有预防动脉硬化等作用 ，却不降低有益胆

固醇 。对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等都有预防作用［５］
，还

能增进消化能力 、促进骨骼生长和神经系统的发育 、

治疗烫伤 、滋润皮肤 、减肥 、美容美发［６］
；含量较高的

维生素 E具有抗氧化 、清除自由基 、提高免疫力等

作用［７］
。因此 ，野西瓜中的油脂成分作为食用和药

用均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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