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垂穗石松脂溶性化学成分研究

杨舜伊1,史小波2,陈业高3∗ 　 (1.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云南昆明
 

650302;2. 云南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云南

昆明
 

650202;3.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昆明
 

650092)

摘要　 [目的]分析云南垂穗石松的脂溶性化学成分,为合理利用云南垂穗石松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采用 GC-MS 分析云南垂穗
石松全草脂溶性化学成分。 [结果]鉴定出 34 种化学成分,相对含量超过 5%的化学成分为葵酸(25. 518%)、油酸(18. 481%)、十六烷酸
(17. 096%)、葵酸乙酯(9. 092%)、十六烷酸乙酯(7. 279%)。 云南垂穗石松脂溶性化学成分主要为酯类、脂肪酸类和倍半萜类物质,
34 种脂溶性成分均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占脂溶性成分总量的 95. 2%。 [结论]该研究为合理利用云南垂穗石松资源提供了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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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research
 

aimed
 

to
 

analyze
 

the
 

liposolubl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Palhinhaea
 

cernua
 

in
 

Yunnan,
 

and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Palhinhaea
 

cernua
 

in
 

Yunnan.
 

[Method] The
 

liposolubl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the
 

whole
 

grass
 

of
 

Palhinhaea
 

cernua
 

in
 

Yunnan
 

were
 

analyzed
 

by
 

GC-MS. [Results]
 

Thirty-four
 

compounds
 

were
 

obtained
 

from
 

Palhinhaea
 

cernua
 

in
 

Yunnan.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with
 

a
 

relative
 

content
 

of
 

more
 

than
 

5%
 

were
 

n-decanoic
 

acid
 

(25. 518%),
 

oleic
 

acid
 

(18. 481%),
 

n-hexadecanoic
 

acid
 

(17. 096%),
 

decanoic
 

acid
 

ethyl
 

ester
 

(9. 092%),
 

hexadecanoic
 

acid
 

ethyl
 

ester
 

(7. 279%).
 

The
 

liposolubl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Palhinhaea
 

cernua
 

in
 

Yunnan
 

were
 

mainly
 

esters,
 

fatty
 

acids
 

and
 

sesquiterpenoids.
 

34
 

kinds
 

of
 

liposoluble
 

components
 

were
 

isolated
 

from
 

this
 

plant
 

for
 

the
 

first
 

time,
 

accounting
 

for
 

95. 2%
 

of
 

the
 

total
 

liposoluble
 

components. [Conclus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reasonable
 

utilization
 

of
 

Palhinhaea
 

cernua
 

in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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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穗石松[Palhinhaea
 

cernua(L. ) Vasc. et
 

Franco]为石

松科(Lycopodium)垂穗石松属(Palhinhaea)植物,又名过山

龙、水杉、灯笼石松、灯笼草、铺地蜈蚣、蜈蚣草、舒筋草、伸
筋草等,产于华东、华南、西南等地,亚洲其他热带及亚热带

地区、大洋洲、中南美洲也有分布[1-2] 。 垂穗石松为传统药

物,是中药伸筋草的来源植物之一,其全草入药,具有驱风

解毒、收敛止血、舒筋通络、镇咳利尿等功效,用于治疗关节

痛、四肢麻木、肝炎、痢疾、风疹、便血、小儿惊厥、夜间盗汗、
水火烫伤、跌打损伤和无名肿毒等症[3] 。 现代研究表明,垂
穗石松水煎剂对实验性发热家兔有解热作用,对大鼠及家

兔的离体肠管有兴奋作用[4] ,其提取物具有抗幽门螺旋杆

菌作用[5] ,注射液具有抗矽肺作用[6] 。 前人研究表明,垂穗

石松主要含有生物碱、三萜、黄酮等活性成分[7-12] ,目前,对
垂穗石松脂溶性成分研究鲜见报道。 为了解云南产垂穗石

松的化学成分及开发前景,笔者采用溶剂提取及硅胶柱层

析的方法,提取云南垂穗石松的脂溶性成分,采用 GC-MS
分离、鉴定其含有的化学成分,并利用面积归一化法确定各

成分相对含量,为进一步研究和开发云南垂穗石松资源提

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 1　 试验材料。 垂穗石松[Palhinhaea
 

cernua(L. )Vasc. et
 

Franco]全草采自云南西双版纳。
1. 1. 2　 主要试剂。 乙醇、氯仿、丙酮、石油醚、甲醇,均为市

售工业纯,重蒸后使用。
1. 1. 3　 主要仪器。 GC

 

PE-Clarus600 / MS
 

PE-Clarus600T(美
国珀金埃尔默公司)。
1. 2　 方法

1. 2. 1　 GC-MS 条件。
1. 2. 1. 1　 气相色谱条件。 色谱柱:HP-5(5%

 

PhMe
 

Silicone
 

crosslinked)(30
 

m × 250
 

μm);柱温:原始柱温 50
 

℃ ,保持

5
 

min
 

后以 5
 

℃ / min
 

升温至 230
 

℃ , 保持 15
 

min; 再 以

10
 

℃ / min
 

升温至 250
 

℃ ,保留 20
 

min;汽化室温度:250
 

℃ ;载
气:高纯氦(纯度≥99. 999%);载气流量:1. 0

 

mL / min;进样

量 1
 

μL,分流进样(分流比:25 ∶1)。 溶剂延迟
 

2. 5
 

min。
1. 2. 1. 2　 质谱条件。 传输线温度:250

 

℃ ;电离方式:电子轰

击源(EI);电离电压:70
 

eV;离子源温度:200
 

℃ ;扫描范围:
45~500

 

Da。
1. 2. 2　 脂溶性成分的提取。 将垂穗石松全草干燥后打成粗

粉,用工业乙醇浸提 6 次,将所得浸提物浓缩干燥,进行硅胶

柱层析,用石油醚、氯仿、丙酮、甲醇进行洗脱,将石油醚部分

进行干燥,即得到脂溶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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