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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组培茅苍术和野生茅苍术的根茎中所含挥发油的化学成分进行比较"从而初步评价通过组织培养技术所得茅

苍术的品质#方法!采用水蒸气提取法提取药材挥发油"利用
&'()*

联用技术进行分析#结果!从组培茅苍术和野生茅苍术

的根茎中分别鉴定出
+#

个相同的化合物"其中组培茅苍术的根茎中所含的
!

(

桉叶醇$苍术醇$苍术素的相对含量高于野生品#

结论!两者的挥发油所含成分没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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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其根茎作苍术入药$近年来

资源日渐匮乏#为保护这一珍贵种质资源#采用组织

培养技术进行了茅苍术的快速繁殖研究#从而获得

了大量再生植株#栽培后得到组培茅苍术药材$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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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用技术比较组培茅苍术和野生茅苍术

药材挥发油中所含成分的异同#目的在于初步评价

组培药材是否能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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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植物组织培养实验室培育出试管苗#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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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用挥发油提取器按水蒸气提取法提取至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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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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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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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对两个样品的挥发

油进行分析#得其总离子流图#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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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苍术野生品的总离子注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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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苍术组培品的总离子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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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总离子流图中的各峰经质谱扫描后得到

质谱图#经过质谱计算机数据系统检索(人工谱图解

析#按各色谱峰的质谱裂片图与文献核对#查对有关

质谱资料#对基峰(质核比和相对丰度进行直观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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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色谱峰加以确认#综合各项分析鉴定#确定出茅苍

术挥发油中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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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野生茅苍术和组培茅苍术中分别分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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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化合物相同#采用气

相色谱数据处理系统#以面积归一化法获得挥发油

各组分相对百分含量#主要成分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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桉叶醇(苍术醇(苍术素的相对含量较高$

此结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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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发现一致#他们研究了苍

术组织培养和根茎分切两种繁殖方法后代的几种挥

发油化学成分的变化#结果表明#用花芽和茎尖组织

培养后产生的植株在生长了三至四年后#其根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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桉叶醇和苍术素的含量有显著增长*

"

+

$

然而成分相近不完全代表临床作用一致#因此成分

分析仅能初步评价组培茅苍术的品质#其是否能够

真正用于临床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试验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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