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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香油化学成分的气相色谱一飞行时间质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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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蜘蛛香油的化学成分。方法 采用超临界 CO，萃取法和索氏提取法提取蜘蛛香油，应用气相色谱 一飞 

行时间质谱联用法分析其化学成分，以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各成分的相对含量。结果 从超临界 CO 萃取法蜘蛛香油中 

分离出 118个组分，鉴定出92个化合物，主要成分为异戊酸(38．36％)、缬草素类成分(11．65％)、戊酸酐(9．14％)、B一 

谷甾醇(7．85％)；从 索氏提取 法蜘蛛香 油 中分 离出 98个组分，鉴定 出 77个化合物，主要成 分为缬草素类成 分 

(26．24％)、B一谷甾醇(13．17％)。结论 超『临界 c0 萃取法能更全面地反映药材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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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香 为败酱科 缬草 属植物 蜘蛛香 Valeriana jatamansi ml／min；分流比5：1；进样量 1 l。 

Jones．干燥根茎及根，主产于贵州、四川 、云南等省，被《中国药 

典}2010年版收载，具有理气和中、散寒除湿、活血消肿等功效。 

蜘蛛香挥发油是蜘蛛香的活性成分 ，具有镇静、抗菌、抗病毒和细 

胞毒及抗肿瘤等作用 J。蜘蛛香挥发油的化学成分分析主要采 

用气相色谱 一质谱联用法(GC—MS)，该方法灵敏度与分辨率较 

低，目前最多分离出80种组分和鉴定出74种组分 。气相色 

谱 一飞行时间质谱(GC—TOFMS)联用法具有响应速度快、灵敏 

度高、分辨率高和扫描质量范围宽等优点，适用于大部分有机化 

合物的结构分析、精确分子量和元素组成的测定，可完成复杂混 

合物组分的定性分析。本文采用超临界 CO 萃取(SFE)法和索 

氏提取(sE)法提取蜘蛛香油，应用 GC—TOFMS分析并比较其成 

分差异，为进一步研究其药理活性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仪器 

蜘蛛香(贵州织金产)，冷冻一夜后粉碎成 120目粉备用；4 L 

超临界萃取装置(自行研制)；HP6890N气相色谱仪(美国惠普公 

司)；GCT飞行时间质谱仪(英国 Micromass公司)；CO2为食品级 

(纯度99．9％)；正己烷为分析纯；甲醇为色谱纯。 

2 方法 

2．1 蜘蛛香油的提取 

2．1．1 超临界CO 萃取 取蜘蛛香粉200 g置于超临界萃取器， 

设定萃取压力为30 MPa、萃取温度为60℃、解析压力为5 MPa， 

解析温度为50~C，CO：流量为 20 I／h，当达到预定温压条件，泵 

入 CO，萃取40 min得黄褐色油状物，蜘蛛香油得率为6．92％。 

2．1．2 索氏提取 取蜘蛛香粉 50 g置于索氏提取器中，加入 300 

ml正己烷抽提6 h，减压回收溶剂得透明黄色油状液体，蜘蛛香 

油得率为 1．86％。 

2．2 GC—TOFMS分析 

2．2．1 色谱条件 DB一5ms石英毛细管柱(30 m×0．25 mm× 

0．25 m)；进样 口温度 250~C；升温程序 ：初始温度 60℃保持 1 

rain，以 5℃／min升至 120℃保持 2 rain，然后 以4℃／min升至 

200qC，再以3℃／min升至 280℃保持 10 rain；载气 (He)流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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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质谱条件 电子轰击(EI)离子源，电子能量 70 eV，离子 

源温度 200~C，电离方式 EI ，扫描质量范围 10～800 amu。 

2．2．3 化学成分分析 取两种方法所得蜘蛛香油适量分别用甲 

醇稀释 100倍 ，按上述条件进行分析，将获得 的质谱数据通过 

Masslynx SP1软件分析和 NIST02质谱数据库搜索鉴定化学成 

分，采用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各化学成分的相对含量。 

3 结果 

超临界 CO，萃取法和索氏提取法所得蜘蛛香油经 GC— 

TOFMS分析，分别分离 出 118个组分和 98个组分，分别鉴定出 

92种和 77种化合物，其相对含量分别 占出峰物质总量的 

88．31％和 75．63％。结果见表 1。 

表 1 蜘蛛香油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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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由表 1可知两种方法所得蜘蛛香油的化学成分大致相同，主 

要为萜、醇、酸、醛 、酮、酯及烷烃类物质。索氏提取法所得蜘蛛香 

油中缬草素类成分(缬草素、缬草醛)含量最高(26．24％)，B一谷 

甾醇次之(13．17％)，缬草素类成分是蜘蛛香镇静催眠、抗抑郁、 

抗癌的主要活性成分 ，B一谷甾醇是蜘蛛香抗菌抗炎的活性成分 

之一，表明索氏提取法便于提取蜘蛛香药效成分。超临界 CO： 

萃取法所得蜘蛛香油中含量较大的成分有异戊酸 (38．36％)、缬 

草素 类 成 分 (11．65％)、戊 酸 酐 (9．14％)、B一谷 甾 醇 

(7．85％)，异戊酸是蜘蛛香最主要的气味贡献者，表明超临界 

CO 萃取法可同时提取蜘蛛香香味及药效成分，更能真实全面地 

反映药材的化学成分 ，有利于提高产品得率和药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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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五加皂苷抗乳腺癌细胞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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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刺五加精制皂苷的体外抗人乳腺癌细胞 MCF一7活性。方法 香草醛 一高氯酸比色法测定刺五加总皂 

苷含量，经大孔树脂 D101梯度洗脱和丙酮沉淀纯化皂苷；MTr法研究该皂苷对乳腺癌细胞 MCF一7增殖的作用。结果 

刺五加总皂苷含量为 64．75 mg／g；纯化得到的乳黄色精制皂苷，其对乳腺癌细胞 MCF一7的半抑制浓度 IC 。为 29．57 

ml，且呈剂量依赖性。结论 刺五加皂苷具有很强的抑制人乳腺癌细胞 MCF一7增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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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breast Cancer Cell Activity of Saponins in Acanthopanax senticosus(Rupr．et- 

Maxim．)Harms 

SUN Yan-fang ，LIANG Zong—shuo ，LIU Wen—ting ，L1 Fang—liang ，WANG Rui 

(1．College ofScience，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Fuxin 123000，China；2．College ofLife Science，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 712100，China) 

Abstract：Objecfive To investigate the antiproliferation effect of the purified saponins in Acanthopanax senticosus(Rupr．et- 

Maxim．、Harms on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 line MCF一7 in vitro．M ethods The saponins content was determ ined by Vanillin— 

perchloric acid colorimetry and furtherly purified by mieroporous resin DIO1 absorption technology and precipitated with acetone． 

MTT assay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inhibitory growth effect of the purified saponins on MCF一7 cells．Results The total content of 

tolal saponins was 64．75 m#g compared with the standard syringin．The canary yellow refined saponin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human breast cancer MCF 一 7 cell lines in a dose— dependent manner and the IC50 was 29．57 m1． 

Conclusion The saponins of Acanthopanax senticosus(Rupr．etMaxim．)Harm s has a certain inhibition activity on the growth of 

breast cancer cells in vitro． 

Key words：Acanthopanax senticosus(Rupr．etMaxim．)Harms；Saponins； Vanillin—Perchloric acid Colorimetry； Anti— 

breast cancer cell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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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五加参，为五加科(Araliaceae)植物的干燥根、茎或根茎，主要 

生长在我国的东北、俄国西伯利亚、朝鲜和日本北海道等寒温带 

地区 J。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其性温，味辛、苦、 

无毒 J。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刺五加具有抗疲劳、延缓衰老、防辐 

射、降血糖、增强免疫、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及抗肿瘤等作用 。 

其药理活性成分主要是苷类，主要有紫丁香苷、刺五加苷和异嗪 

皮啶等 。但目前未见有关对刺五加皂苷抗乳腺癌活性的相关 

报道，本研究对刺五加的皂苷进行纯化，并进行体外抗乳腺癌细 

胞活性研究，以期为刺五加的综合利用和开发天然抗乳腺癌药物 

提供科学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