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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鹅掌柴新鲜叶挥发油的化学成分及其抗炎镇痛作用 。方法 　采用水蒸气蒸馏法得到鹅掌柴叶挥发

油（SOLEO） ，用气相色谱唱质谱联用技术（GC唱MS）进行 SOLEO成分的定性定量分析 ，并用醋酸扭体法 、二甲苯致小鼠耳郭肿

胀法两种模型评价 SOLEO的抗炎镇痛活性 。结果 　 GC唱MS法测出 SOLEO 中 ５５个组分 ，其中组分 １ ～ １６共占 ８４ ．２８％ ，为

SOLEO 的主要成分 。 ４唱萜品醇 、（唱）唱斯巴醇 、氧化石竹烯 、芳樟醇 ４种成分占总含量的 ５１ ．８６％ 。 SOLEO 可明显减少醋酸所
致小鼠的扭体次数 ，可明显缓解二甲苯所致小鼠的耳郭肿胀程度 ，SOLEO经灌胃给药 １０ g生药／（kg ．d）剂量组的抑制率分别
为 ５２ ．５ ％ 和 ５９ ．６ ％ 。结论 　 SOLEO为鹅掌柴抗炎镇痛药理作用的活性成分之一 ，为民间以鹅掌柴新鲜叶入药提供科学

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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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ent analysis ，analgesic and anti唱inflammatory activities of leaves ess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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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nstituents and analgesic and anti唱inflammatory effects of leaves essential oil in
Sche f f lera octophy lla ．Methods 　 SOLEO was dilated by water vapor ．The mouse acetic acid唱induced twisting test and mouse
auricle swelling test induced by xylene were employed to evaluate the anti唱 inflammation and analgesia effects of SOLEO ．

Results 　 ５５ constituents of SOLEO were identified by GC唱MS ． The major constituents ，４唱terpenol ， （唱）唱spthulenol ，caryo唱
phllene oxide and β唱linalool with total percent of ５１ ．８６％ were found ．The twisting number and relieve swollen auricle of mice
induced by xylene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by SOLEO ．Conclusion 　 SOLEO was the major active components of anti唱 inflam唱
mation and analgesia ．
　 　 ［Key words］ 　 Sche f f lera octophy lla ；essential oil ；GC唱MS ；anti唱 inflammation and analgesic activity

　 　 鹅掌柴 ［ Sche f f lera octophy lla （Lour ．）
Harms］为五加科鹅掌柴属植物 ，又名鸭脚木 、八叶

五加 、九节牛 、西加皮 、鸭脚树 、鸭母冇等 ，是一种重

要的蜜源植物 。原产南洋群岛 ，现广泛种植于世界

各地 。民间以皮 、根皮 、茎枝和叶入药 。皮入药分别

称西加皮（枟陆川本草枠）和鸭脚皮（枟岭南草药志枠） 。

枟生草药性备要枠枟岭南采药录枠和枟广州部队常用中

草药手册枠均记载其性凉 ，味苦涩 。有驳骨止血 、消

肿止痛 、发汗解表 、祛风除湿之功效 。主治风湿骨

痛 、跌打骨折 、伤积肿痛 、刀伤出血 、流感发热 、咽喉

肿痛等 。鹅掌柴的根 、皮 、叶均可入药 ，全年可采 ，叶

多鲜用 ，根 、皮则多晒干备用［１］
。国内外研究证实该

植物含有萜烯类 、有机酸类和皂苷类等多种化合

物［２唱５］
，其药理活性一直被国内外学者和临床所关

注 。但对鹅掌柴新鲜叶挥发油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

笔者用 GC唱MS法对其成分进行分析并初步探讨了
其抗炎镇痛的药理活性 。

1 　材料与方法

1 ．1 　仪器 　 ７９８０ 气相色谱仪 、５９７５ 质谱仪 、色谱

数据处理系统 （ MSD Chemstation D ．０３ ．００ ．６１１）

均为美国 Agilent 公司产品 ；质谱检索数据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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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T MS search ２ ．０ ；JA２００３A 电子分析天平（上

海精天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DK唱S２４ 型电热恒温水
浴锅（上海森信实验仪器有限公司） ；AJC唱２００１唱P 艾
科浦基础纯水机 （重庆颐洋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

R２０１D旋转蒸发器（上海鑫培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

佳能 IXUS２１０ 数码相机 （佳能有限公司广州分

公司） 。

1 ．2 　试药 　 野生鹅掌柴新鲜叶子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日采摘于福建泉州清源山麓（东经 １１８°３６′ ，北纬

２４°５８′） ，经鉴定为五加科植物鹅掌柴的叶子 ，用水

蒸气蒸馏法得到鹅掌柴叶挥发油 （S ． octophy lla
Leaves Essential Oil ，SOLEO） ；乙醚（分析纯 ，批号 ：

T２０１２０３２５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二甲苯

（分析纯 ，批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０ ，沈阳市新化试剂厂） ；吲哚

美辛片（批号 ：１２０９１８１ ，临汾奇林药业有限公司） ；无

水硫酸钠 （分析纯 ，批号 ：１２０２２２１ ，汕头市西陇化

工厂） 。

1 ．3 　动物 　昆明种小鼠 ，雌雄兼用 ，体重 ２０ ～ ２１ g ，
均购自福建省福州市吴氏实验动物中心 ，合格证号 ：

２０１３０００５１６３２２ 。动物饲养于鼠笼中 ，每笼 １０只 ，每

天更换垫料 １ 次 ，自由摄食和饮水 ，保持室内温度

１８ ～ ２２ ℃ ，相对湿度 ４０％ ～ ６０％ ，自然光照 。给药

前 １２ h禁食 。

1 ．4 　方法
1 ．4 ．1 　 SOLEO的制备 　取新鲜鹅掌柴叶 ３ kg ，用
剪刀剪碎 ，以水蒸气蒸馏法蒸馏得馏液 ，乙醚萃取 ３

次 ，合并萃取液 ，减压蒸馏回收乙醚 ，馏液用无水硫

酸钠干燥 ，得到具有特殊香味的 SOLEO ６ ．１ g ，得
率为 ０ ．２０％ 。

1 ．4 ．2 　 GC唱MS 法测 SOLEO 成分 　 色谱柱条件 ：

HP唱５石英毛细管柱（３０ m × ０ ．２５ mm ，０ ．２５ μm） 。
电离方式 ：EI 离子源 ，离子温度 ２００ ℃ ，接口温度

２２０ ℃ ，电子能量 ７０ eV ，发射电流 １５０ μA ，质量扫

描范围 ５０ ～ ５５０ m／z ，扫描周期 ０ ．５ s 。程序升温 ：

起始温度 ７０ ℃ ，保持 ３ min ，５ ℃ ／min 升温至
１８０ ℃ ，保持 ５ min ，再以 ４ ℃ ／min升温至 ２６０ ℃ ，保

持 １０ min 。进样口温度 ２５０ ℃ ，进样 １ ．０ μl ，分流进
样 ，分流比 ６０ ∶ １ 。载气 He ，流量 １ ml／min 。峰面
积归一化法计算各化合物的相对含量 。

1 ．4 ．3 　 醋酸扭体镇痛试验 　 健康昆明种小鼠

５０只 ，雌雄各半 ，随机分为 ５ 组 ，样品组［包括 SO唱
LEO 的低 、中 、高剂量组分别对应于 ２ ．５ 、５ 、

１０ g 生药／（kg · d）］ 、阴性对照组 ［２％ 吐温唱８０ 溶

液１０ ml／（kg · d）］ ，连续灌胃给药 ５ d ，阳性对照组

［吲哚美辛 １０ mg／（kg · d）］第 ４ 天开始灌胃给药 。

各组末次给药后 ０ ．５ h ，各鼠腹腔注射 ０ ．６ ％ 醋酸

水溶液 ０ ．２ ml ，用摄相机录像（保证每组里各小鼠

记录时间的平行性） ，观察并记录 １５ min 小鼠的扭
体反应次数 。评价标准 ：以小鼠腹部内凹 、躯体扭

曲 、蹬后足和蠕行 ４个体征变化为指标 。计算扭体

抑制百分率（％ ） 。

　 　扭体抑制百分率（％ ） ＝ （对照组平均扭体数 －

给药组平均扭体数）／对照组平均扭体数 × １００％

1 ．4 ．4 　二甲苯致小鼠耳郭肿胀试验 　 健康昆明种

小鼠 ５０只 ，雌雄各半 ，随机分为 ５组 ，样品组（包括

SOLEO低 、中 、高剂量组同 １ ．４ ．３） 、阴性对照组

［２％ 吐温唱８０ 溶液 １０ ml／（kg · d）］ ，阳性对照组

［泼尼松片 ２ mg／（kg · d）］ ，连续给药 ７ d ，最后一次
给药后 １ h ，在小鼠右耳正反面均匀涂抹二甲苯

１０ μl ，左耳作为空白参照 。 １ h后颈锥脱臼致死 ，用

直径 ８ mm 的打孔器在左右耳相同部位打下耳郭
片 ，用万分之一的分析天平称重 ，左右耳郭圆片之间

的质量差作为肿胀度 ，再计算耳肿胀度（mg）和肿胀
度抑制率（％ ） 。

　 　肿胀度（mg）＝右耳耳郭片重（mg） －左耳耳郭

片重（mg）
　 　肿胀抑制率（％ ） ＝ （对照组平均肿胀度 －给药

组平均肿胀度）／对照组平均肿胀度 × １００％

1 ．5 　统计学分析 　实验数据以平均数　 　 　 　 　 　 　 　 　 　 　 　 　 　 ±标准差（珔x ±
s）表示 ，采用 SPSS １７ ．０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

各组间比较用 one唱way ANOVA 检验 ，P ＜ ０ ．０５ 认

为具有显著性差异 ，P ＜ ０ ．０１ 认为具有非常显著性

差异 。

2 　结果

2 ．1 　 GC唱MS 法测定 SOLEO 成分结果 　 SOLEO
经 GC唱MS法测出 ５５个组分 ，其中组分 １ ～ １６的含

量占总成分的 ８４ ．２８％ ，为主要成分 。 ４唱萜品醇 、

（唱）唱斯巴醇 、氧化石竹烯和芳樟醇 ４ 种成分的含量

为 ５１ ．８６％ ，占一半以上（如表 １所示） 。

2 ．2 　 醋酸扭体法镇痛实验结果 　 SOLEO 对醋酸
所致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结果表明 ，与阴性对照比

较 ，SOLEO高剂量组可明显减少小鼠的扭体次数
（P＜ ０ ．０１） ，如表 ２ 。

2 ．3 　二甲苯诱发小鼠耳郭肿胀试验结果 　 SOLEO
对二甲苯所致小鼠耳郭肿胀反应的影响结果表明 ，３

种剂量的 SOLEO 均有明显的抑制二甲苯所致的小
鼠耳郭急性炎症作用 。如表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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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鹅掌柴叶挥发油成分组成

序号 化合物
相对分
子质量

化学分
子式

相对含
量（％ ）

１  ４唱萜品醇 １５４ 7C１０H１８O １８ #．４４

２  （唱）唱斯巴醇 ２２０ 7C１５H２４O １８ #．２１

３  氧化石竹烯 ２２０ 7C１５H２４O ９ #．８６

４  芳樟醇 １５４ 7C１０H１８O ５ #．３５

５  桧烯 １３６ 7C１０H １６ ４ #．６４

６  τ唱萜品烯 １３６ 7C１０H １６ ４ #．３３

７  １唱甲基唱３唱异丙基苯 １３４ 7C１０H １４ ３ #．８８

８  愈创烯 ２０４ 7C１５H ２４ ３ #．６５

９  （唱）２ ，１０唱萜二醇 １７２ 7C１０ H２０O２ ３ #．４２

１０  β唱蒎烯 １３６ 7C１０H １６ ３ #．０５

１１  α唱蒎烯 １３６ 7C１０H １６ ２ #．１５

１２  皆烯 １３６ 7C１０H １６ ２ #．０９

１３  桧醇酮 １６６ 7C１０ H１４O２ １ #．５５

１４  １ ，８唱萜二烯 １３６ 7C１０H １６ １ #．４３

１５  枯茗醛 １４８ 7C１０H１２O １ #．２２

１６  １ ，４A唱二甲基唱７唱（１唱甲基亚乙基）２ ，３ ，

４ ，４A ，５ ，６唱六氢萘
２０２ 7C１５H ２２ １ #．０１

１７  萜品醇 １５４ 7C１０H１８O ０ #．８７

１８  ４唱（１唱邻甲基）唱１唱环己烯唱１唱醛 １２６ 7C８ H１４O ０ #．８５

１９  Z唱β唱萜品烯 １３６ 7C１０H １６ ０ #．８４

２０  α唱崖柏烯 １３６ 7C１０H １６ ０ #．８４

２１  １ ，３ ，４唱三甲基唱３唱环己烯唱１唱醛 １５２ 7C１０H１６O ０ #．８３

２２  β唱水芹烯醇 １５２ 7C１０H１６O ０ #．８３

２３  ６ ，６唱二甲基唱２唱亚甲基唱３唱二环（２ ，２ ，１）

庚酮
１５０ 7C１０H１４O ０ #．７７

２４  桃金娘烯醇 １５２ 7C１０H１６O ０ #．６９

２５  （R）唱薰衣草醇 １５４ 7C１０H１８O ０ #．６８

２６  ４唱（１唱甲基乙基）唱２唱环己烯唱１唱甲醇 １５４ 7C１０H１８O ０ #．６４

２７  樟脑木醇 ２２０ 7C１５H２４O ０ #．６３

２８  辛醛 １２８ 7C８ H１６O ０ #．５９

２９  薄荷醇 １５６ 7C１０H２０O ０ #．４８

３０  ４ ，１１ ，１１唱三甲基唱８唱亚甲基唱（７ Z．２ ．０）双
环庚醇唱４唱烯

２０４ 7C１５H ２４ ０ #．４６

３１  ２唱戊基呋喃 １３８ 7C９ H１４O ０ #．４５

３２  古芸烯 ２０４ 7C１５H ２４ ０ #．４５

３３  ６ ，１０唱二甲基唱十一烯酮 １９２ 7C１３H２０O ０ #．４４

３４  β唱榄香烯 ２０４ 7C１５H ２４ ０ #．３９

３５  澳白檀醇 ２２０ 7C１５H２４O ０ #．３８

３６  苎酮 １５０ 7C１０H１４O ０ #．３５

３７  １唱己醇 １０６ 7C６ H１４O ０ #．２９

３８  龙脑醛 １５２ 7C１０H１６O ０ #．２８

３９  古巴烯 ２０４ 7C１５H ２４ ０ #．２８

４０  六氢百里香酚酮 １７０ 7C１０ H１８O２ ０ #．２５

４１  （唱）唱香橙烯 ２０４ 7C１５H ２４ ０ #．２３

４２  α唱雪松烯 ２０４ 7C１５H ２４ ０ #．２３

４３  １唱甲基唱４唱亚甲基唱２唱环己烯唱１唱醇 １２４ 7C８ H１２O ０ #．２２

４４  十三醛 １９８ 7C１３H２６O ０ #．１９

４５  ４唱亚甲基唱２唱二环（３ 鼢．１ ．０）己烯 １０８ 7C７H １０ ０ #．１６

４６  ４α唱甲基唱１唱亚甲基萘烯 ２０４ 7C１５H ２４ ０ #．１６

４７  萘 １２８ 7C１０H ８ ０ #．１５

４８  α唱萜品烯 １３６ 7C１０H １６ ０ #．１３

４９  α ，p唱二甲基苯乙烯 １３２ 7C１０H １２ ０ #．１３

５０  ２ ，７ ，７唱三甲基唱双环（２ ，２ ，１）庚烯 １３６ 7C１０H １６ ０ #．１３

５１  ２唱乙烯基唱１ ，３ ，３唱三甲基唱环己烯 １５０ 7C１１H １８ ０ #．１２

５２  １（１０） ，３ ，８唱卡达三烯 ２０２ 7C１５H ２２ ０ #．１１

５３  ４唱（２ ，２ ，６唱三甲基唱２唱环己烯）唱３唱丁烯酮 １９２ 7C１３H２０O ０ #．１１

５４  （２唱甲基唱６唱乙烯基）唱１ ，７唱二庚烯 １５０ 7C１１H １８ ０ #．１１

５５  ２唱α唱反式唱香柠檬醇 １５４ 7C１０H１８O 微量

表 2 　 SOLEO对醋酸所致小鼠
扭体反应的影响（珚x ± s ，n＝ １０）

组别 剂量
１５ min 扭
体次数

抑制率
（％ ）

阴性对照组（２％ 吐
温唱８０）

１０ ml／（kg · d） ５６  ．４ ± ５ ．２ ⋯

阳性对照组 （吲哚
美辛）

１０ mg ／（kg · d） ２７  ．９ ± ３ ．９ 倡 倡 ５０ /．５

低剂量组 ２ 屯．５ g 生药／（kg · d） ４４  ．６ ± ４ ．７ ２０ /．９

中剂量组 ５ g 生药／（kg · d） ４１  ．３ ± ２ ．５ ２６ /．８

高剂量组 １０ g 生药／（kg · d） ２６  ．８ ± ３ ．２ 倡 倡 ５２ /．５

　 　 倡 倡 P ＜ ０ ．０１ ，与阴性对照组比较

表 3 　 SOLEO对二甲苯所致小鼠
耳郭肿胀反应的影响（珚x ± s ，n＝ １０）

组别 剂量
肿胀度
（mg）

抑制率
（％ ）

阴性对照组（２％ 吐
温唱８０）

１０ ml／（kg · d） １０  ．９ ± １ ．２ ⋯

阳性对照组 （泼尼
松）

２ mg ／（kg · d） ４  ．９ ± ０ ．６ 倡 倡 ５５ /．０

低剂量组 ２ 屯．５ g 生药／（kg · d） ５  ．３ ± １ ．１ 倡 倡 ５１ /．３

中剂量组 ５ g 生药／（kg · d） ４  ．８ ± １ ．２ 倡 倡 ５５ /．９

高剂量组 １０ g 生药／（kg · d） ４  ．４ ± ０ ．８ 倡 倡 ５９ /．６

　 　 倡 倡 P ＜ ０ ．０１ ，与阴性对照组比较

3 　讨论

　 　本文首次用水蒸气蒸馏法对鹅掌柴叶中挥发油

进行提取 ，并用 GC唱MS 法分析鉴定了 ５５ 个组分 ，

其中 ４唱萜品醇 、（唱）唱斯巴醇 、氧化石竹烯和芳樟醇 ４

种组分为主要成分 ，占 SOLEO 总含量的 ５１ ．８６％ ；

组分 １ ～ １６占 SOLEO总含量的 ８４ ．２８％ 。

　 　由表 ２和表 ３可知 ，SOLEO 可明显减少小鼠醋
酸所致的扭体次数 ，可明显缓解小鼠因二甲苯所致

的耳郭肿胀 ，灌胃给药 SOLEO １０g 生药／（kg · d）
剂量组的抑制率分别为 ５２ ．５％ 和 ５９ ．６％ 。

　 　 ４唱萜品醇不仅是重要的医药中间体 ，其还具有

较好的平喘作用［６］
。芳樟醇不仅可以松弛气管平滑

肌 ，起平喘作用 ，还有祛痰的功效［７］
，亦有报道芳樟

醇对致口腔龋齿的相关细菌具有较好的抗菌活

性［８］
。这也为鹅掌柴在民间被用于治疗流感 、咽炎

和呼吸道疾病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近年来的研

究表明 ，芳樟醇具有消炎止痛作用［９唱１１］
；另外 ，（唱）唱斯

巴醇可通过 caspase唱３ 介导的途径抑制淋巴细胞的
增殖和诱导细胞的凋亡［９］

，从而起到抗炎作用 。

Chavan 等［１２］研究发现 ，从番荔枝树皮石油醚提取

物中分离得到的氧化石竹烯具有镇痛抗炎活性 ，在

１２ ．５和 ２５ mg／kg的剂量时 ，有显著的中枢及外周
（下转第 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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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 ，用 ０ ．９％ 无菌氯化钠溶液 （１００ ml／次）冲洗 ４

次 ，取出滤膜 ，菌面朝上贴于已制备的卵黄磷脂氯化

钠琼脂培养基 ３５ ℃培养 ２４ h 。
2 ．4 ．2 ．2 　阳性对照组 　取 ５０ ml灭菌容量瓶 ，加入

０ ．９％ 无菌氯化钠溶液 １０ ml ，加金黄色葡萄球菌
１ ml（５０ ～ １００ cfu） ，放置 ２４ h ，余下按试验组操作 。

2 ．4 ．2 ．3 　阴性对照组 　取 ５０ ml灭菌容量瓶 ，加入

０ ．９％ 无菌氯化钠溶液 １０ ml ，以 ０ ．９％ 无菌氯化钠

溶液释液取代供试液 ，不加菌液 ，其余操作同试验

组 。

2 ．4 ．2 ．4 　结果 　试验组未检出金黄色葡萄球 ；阳性

对照组检出金黄色葡萄球 ；阴性对照组无菌生长 。

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复方间苯二酚洗剂不能存活 。上

述验证重复一次 ，结果相同 。

3 　讨论

　 　从表 １可见 ，在复方间苯二酚洗剂中 ，各菌种回

收率均为零 。控制菌验证（铜绿假单胞菌 、金黄色葡

萄球菌）为阴性 ，说明本制剂具有杀菌作用 。

　 　按中国药典规定 ，含有抑菌成分的制剂需消除

抑菌作用后再进行微生物限度检测 。普通制剂配制

是在 １０ ～ ３０万级净化环境中操作的 ，在这样环境下

配制出来的制剂或多或少都含有细菌 ，但只要不超

标（１００ cfu／ml）就视为合格 。药品微生物限度检测

是对制剂全配制过程污染程度的检验 。若制剂中的

微生物被其中的抑菌成分所抑制而不能生长 ，但在

消除其抑菌作用后 ，微生物又能生长 ，这说明制剂中

的成分仅能抑制微生物生长 ，而不能杀死微生物 。

若制剂具有杀菌作用 ，将微生物结构破坏 、杀死 ，无

论制剂中是否有微生物存在 ，无论用哪种方法消除

杀菌成分 ，均不能检查出微生物 ，也就是说这样的制

剂进行微生物限度检测似乎意义不大 。制剂若经 ６

种微生物（大肠埃希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枯草芽孢

杆菌 、白色念珠菌 、黑曲霉 、铜绿假单胞菌）验证证明

在其中不能存活的 ，是否一定做微生物限度检测 ，有

待各方专家达成共识 ，笔者倾向于不做 。

　 　本制剂含有苯酚 、间苯二酚 、硼酸等成分 ，均具

有抗菌作用 ，且苯酚浓度为 １％ ，间苯二酚浓度高达

１０％ ，对细菌 、霉菌等多数菌种具有较强杀灭作用 ，

一般微生物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能存活 ，无论是制剂

本底菌还是加入菌 ，均不能存活 ，故这类制剂进行微

生物限度检测意义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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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痛作用 ，５０ mg／kg 剂量时有显著的抗炎活性 。均

印证了挥发油为鹅掌柴镇痛抗炎的有效成分之一 ，同

时对民间治疗外伤多用鲜叶入药提供了科学依据 。

　 　鹅掌柴资源丰富 ，野生和种植均普遍存在 。本

研究为进一步开发利用该药用植物资源提供了科学

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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