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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果沙棘贮存过程中精油的变化
’

孙丽艳 王守宗 杨炳才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

摘婆 本文用 G C / M S / D S和G C /I R / D S 联用 的方法
,

分析了肋果沙棘鲜果和放置一年后果

实精油的成分
,

并利用气相色谱测定了鲜果精油中各组分的含量
。

结果表明
,

鲜果和放置一年后

果实精油成分差别较大
,

贮存果中出现了鲜果中没有的组分
,

而鲜果中原有 的一些 组 分却消失

了
,

如辛醛
、

庚酮
一 2 等 , 试验发现了多种至今在有关沙棘精油文献中未见 报 道 过的菇烯类和含

硫化合物
,

如 二硫甲醚
、

三硫甲醚
、

2
,
4 一
二甲基

一

1
,
3

一

二唔烷
、

柠檬烯
、

罗勒 烯
、

松油烯
、

松油醉
、

里哪醇
、

榄香烯等20 余种
。

这些成分有利于精油在香料和医药等方面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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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果沙棘 (万ip p 石pha e
丁
: e u而 c a r p a 5

.

W
.

Liu )
_

是胡颓子科沙 棘属植物
。

树高为 0
.

6~

s m 的灌木或小乔木
,

为我国 特有植物
。

主要分布在西藏
、

四川
、

青 海 和甘肃
,

海拔2 8 0。

~ 4 3 0 0 m 的河谷
、

阶地
、

河 漫滩地带
。

国内外有关沙棘化学成分的研究很多 I” “〕,

但关于

沙棘挥发性成分的研究不多 〔“
, 4 ] ,

肋果沙棘中所含精油的化学成分报道更少 I“
, “] 。 肋果沙棘

果实精油含量较中国沙棘果高
,

有一股特殊气味
,

油为淡黄色
,

出油率为。
.

1 % ~ 0
.

14 %
。

为了便于了解这种精油的性质及其贮存过程中果实品质的变 化
,

本 文 进行了精油的分离鉴

定
。

同时
,

利用 G C 进行各种成分含量测定
。

1 材料及方法

1
。

1 油样

本实验的样品采自青海省祁连县
,

用
“
同时蒸馏一萃取

”

的方法制得精油的醚液
,

蒸去大

部分醚
,

待用
。

1
.

2 G C/ Ms加S 联用洲定

在HP于5 7 5 9(美国)色谱仪和 V G 7 O7 oE于H F质谱仪上进行G C /Ms/ D S联用测定精油组分
,

工作条件见图 1 。

1
。

3 G c/ IR /o s 联用侧定

在HP招3 8。(美国)色谱仪和 D H LA D 20 90 (美国) 红 外 测试仪上 进行 G C /I R / D S联 用

分析 精 油 组 分
。

色 谱 仪 载 气 H : i了PS i
,

毛 细 管 柱 BP二5 (o
。

3 3m m x som )
,

程序 升 温

4℃
6 0℃一户2 9 0 ℃

。

刃以In

本文于 1 99 0年 8 月2 2 日收到
。

* 本试验为
“

七五
”

攻关课题
“

沙棘资原的综合利用
、

加工系 列产品的研究
”

中的香料研究部分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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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用电子计算机自动检索
,

图进行核对
。

1
.

4 鲜果精油成分的定t 分析

色谱仪 G C一 g A
,

配 以 C一R 4A

采用标准红外谱图(2 00 0多张 )系统
,

再以气相 红 外 谱

处理机
。

毛细管柱 BP一 5 (0
.

2 2 m m x 5 0 m )
,

程 序升温

2 ℃
8 0℃- 二) 2 6 5 ℃

,

】11 111
载气流量 1 m l/ m in

,

汽化室温 2 9 0 ℃
,

分流比 2 0 : i ,
N : 1

.

5 k g /c m
Z

(载

气)
,

所得谱图用归一化法计算精油成分含量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肋 果沙 棘 果 实 所 含 精油组分较多
,

以现有的色谱数据处理器统计
,

鲜果精 油 大于

或等于。
.

1 %的组分有 16 0余种
,

初步鉴定出52 种
,

含量占精油总组成 80 % 以上成分 (图 l ,

表 1 )
。

2
.

2 与中国沙棘所含挥发性成分不同的是
,

鲜果精油中有机醋类较多
,

酸少
,

醛酮类占相当

比例
,

同时也发现了从未报道过的多种菇烯类化合物(表 1 )
。

2
.

3 无论鲜果还是贮存果精油中都含有二硫醚
、

三硫醚和硫杂环化合物
,

可能与精油特殊气

味有关
。

据文献记载
,

一些含二硫
、

三硫和硫杂环化合物
,

有杀菌
、

镇静及预防动脉硬化等

作用 【’
, ’]

。

因而
,

肋果沙棘果实精油或果实的药用价值要高于同类
。

2
.

4 图 l
、

2 ,

表 1 、 2 表明
,

肋果沙棘果在贮存过程中精油成分变化很大
,

甚至在主要成

分上也存在差异
。

引起成分变化的原因
,

可能是室温下曝光
,

氧化变质所致
。

因此
,

在贮存

肋果沙棘时
,

应冷藏避光
。

2
.

5 利用 M S和IR 联合测定的方法
,

克服了 M S 谱图上有些 同分异构体 难 以 辨别的不足
,

使鉴定结果更趋于合理
。

表 1 肋果沙棘鲜. 粉油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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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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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鲜果和贮存果粉油鑫定绝 .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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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3代类型区马尾松毛虫综合管理研究
”

通 过 成 果 鉴 定

1 9 9 。年12 月27 ~ 2 , 日
,

林业部科技司主持了
“

松毛虫综合管理及赤眼蜂应用技术鉴定会
” ,

鉴定项目 有
“

2 ~ 3 代类型区马尾松毛虫综合管理研究
”、 “

3 ~ 4 代类型区马尾松毛虫综合管理技术的研究
” 、 “

赤眼蜂

防治马尾松毛虫的利用研究
”。

“

2 ~ 3 代类型区马尾松毛虫综合管理研究
”

是由中国林科院林研所
、

安徽省森林病虫害防治总站共同

主持的
,

共包括 14 个子专题
。

是以生态学为基础
,

用系统分析的方法
,

实施了松毛虫的综合管理
。

在 历年

来松毛 虫发生资料的基础上
,

将安徽省安庆地区 56 7万亩试验林进行了不同类型区划分
。

在此基础上
,

根据

松毛虫发生与环境关系
,

建立了松毛虫种群动态系统模型及计算机软件
,

在输入初始信息后
,

可棋拟 出松

毛虫的发生期
、

发生量以及分布扩散范围
。

棋拟结果与试验地所取得的各代虫情信息和发生期基本 相符
。

其敏感闭限为 5 条/ 株
,

在此阐限内的持续控制能力约 了个世代
,

一旦突破
,

通常只需 2 个世代左右即可炸 发

成灾
,

这一结果为大面积实施松毛虫综合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

所建优化决策模型及软件
,

可对各类 防治

策略进行优化选择
,

模型具有通用性
,

操作简便
,

易推广使用
。

在各类防治手段研究方面通过对高毒力菌株筛选
、

培养基选择
、

发酵条件的优化和最佳生产工艺等 研

究
,

保证了苏云金杆菌
、

白僵菌和质型多角体病毒杀虫剂在综合管理中的有效利用
。

研究提出了高效菊幽

类杀虫荆的有效使用荆盆及方法
,

研制成功了后备农药及使用技术
。

鉴定委员会认为
:

本项研究从总体上达到同类研究的国际水平
,

在松毛虫管理模型方面达到了国际先

进水平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徐梅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