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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沙棘果实中
一

油精的分离及结构鉴定

焦新群 王清莲 龚报森

(西北农业 大学基础课部 )

摘 要

有了解沙棘压榨汁内漂浮物中脂溶性有 色物质 的成分
, 以 黄龙 沙棘鲜来为试样

,

用提取 色素法 , 经溶剂提取和薄层 色谱分 离
,

得到 8 种有色物质
,

其中有一种对光比

较稳定的黄 色油状液体
,

经班及H一NM R 鉴 定
,

谱图与有机物物理常数和光谱讲图

册 中油精的数据一仗
。

又 用U V 测试
,

20 0~ 4 00n m 无吸收 峰
; 4 00 ~ SOO n m 有 两 处

最大吸收峰
。

侧定结果与柏应谱图表明
,
经提纯的这种黄 色油 状液体是油精

。

关趁词
:

沙棘 ; 色素 , 油精
, 红外光谱 (仅 ) , 核磁共振谱 ( H一NMR ) ,

紫外吸收光谱 ( V U )

关于从沙棘果实中提取沙棘果油及对沙棘果油物理常数的测定
,

苏联学者 自30 年代迄今

做了很多土作
「” 3 ’,

但从黄龙沙棘果油中用薄层色谱 法 分禽提纯油精及其结构 的鉴定
,

尚

未见报道
。

近年来我们对陕西黄龙沙棘果实中的脂溶性成分进行了初步研究
,
旨在了解沙棘

果实压榨汁中漂浮物及沉淀物里脂溶性色素的主要成分
,

以便进一步开发利用
。

1 试样提取

1 9 8 4 ~ 19 8 6年三次从陕西黄龙采集成熟带枝的新鲜沙棘果实
。

称取鲜果研碎
,

经丙酮浸提
、

过滤
,

残渣用丙酮萃取 2 次
,

其后的残渣再用石油醚 ( 30 ~

60 ℃ )萃取3次
,

合
.

并萃取液
,

连续萃取可将丙酮和水除去
,

然后将此液移 入 减 压 蒸 馏 瓶

中
,

在水浴锅上浓缩至一定体积
,

作为待测液
。

如果是沙棘果实的风干样晶
,

仅分离和提纯油精
,

用索 氏提取器提取粗脂肪
。

2 分离提纯

用薄层色谱法
,

吸附荆为硅睦G
,

展开剂为石油醚 ( b
.

p 30 一60 ℃ )
:

苯
: 丙酮 : 乙 酸

:
水

(8 。 :
20

:

2: w / v
‘

) 展开约 1 小时
,

即有 8 条 色带
,

见图 1
。

取中部黄色比较 集中的 色

带
,

溶于丙酮
,

并洗至天色
, :

将洗脱液在水浴中减压浓缩至干
,

用四氯化碳溶解之
,

再用薄

层色谱法提纯
,

以石油锰
‘
( b. p 6 。; 。。℃ ) : 丙酮 : 丙醇 ( 3。 : 8 :

一

。
.

1 ) 为展 开 剂
,

展 开

约1小时
,

又出现 3条色带
,

见图 2 ,

取中间一条黄色带溶于丙酮
,

挤上述方法
,

洗脱
、

浓缩至

本文于 19公6 年1 0月 2 9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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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光谱纯四氯化碳 溶解之将此溶液置于样品管中封闭
,

即可做红外光谱和核磁共振谱侧

试
。

3 测试结果

提纯后的物质为黄色油状液体
,

酮
、

氯仿
、

乙醚
、

四氯化碳等
。

比重 0
.

9 1 5 ( 2。/ 4
。

)不溶于水
,

微溶于乙醇
,

易溶于 丙

以

川加 m 朴无吸收峰
,

表示不含共辆双键
,

不 属 于类胡
尝勺二另飞 7 r

.

艺人 牛、 7 ‘ 珍令 ,夕、 、尹Q ,
、 , :

一

萝 卜色素
, 在4 00 ~ 5 00

n m 最大吸收峰有两处
,

分别为4 42
,

47 1 ( 溶剂为甲 醇 )
。

更 换溶剂

乙醇
、

丙酮
、

石油醚最大吸收峰差异不大
。

由于油精在可见吸收光谱区域有吸收峰
,

所以说

油精是黄色油状液体 (见谱图1 )
。

在 红 外 吸 收 光 谱 仪 (MO D E L 2 60
一 ’ “

H 工T A C H I

IN FR A R E D SPE C T R O PHO T OM E T E R 〕M O D E L 2 6 0一 1 0

H T ACH I IN F R A R E D

该物质的红外吸收光谱 (

SPE O T R O PH O T O M E EEI 上测定

钾峰化嗅高
护见谱图 2 ) : C m

一

3 0 2 0 , 2 9 3 0 , 2 8 5 9 ( C一H 伸 ) 1 7连6 ( C = 0 伸 )
, 1 4 6 5

、

1 3 7 6 ( C一H弯 ) 1 2 4 0
,
1 1 6 0 , 1 1 1 4 ( C一0 一C )

, 7 2 0 : 3 0 2 0

H

为双键碳氢 ( = C / 的伸缩振动峰
, 1 7 4 6为基叛的伸缩振动

\
峰

,

1 2 4 0 , 1 1 60
, 1 1 14 为 C一0 一C的伸缩振动峰 由红外光谱

谱图说明
,

此黄色油状液体为不饱和脂肪 酸的醋
。

用质子核磁共振仪测试
,

以 四甲硅为内标
,

CCI
‘

为溶剂
,

有以下几种质子
,

其化学位移 占单位为PP m (见谱图3 )
。

图

中
:

〔
a
〕 a 0

.

8 8 ( 变形三重峰 ) 〔b 〕6 约 1
.

2 5 (一个宽度

大峰非
n + l规律 ) ; 〔

C 〕d 约 1
.

9 7 ( 多重亡I条) ;
〔d 〕d 3

.

8

~ 4
。

4 ( 多重 峰 ) ; 〔
e
〕己 2

.

2 5 ( 多重峰 ) ;
〔f 〕6 5

.

0一

5
.

5 (多重峰 )
。

由化学位移的范围及位移数据可知油 精 分

子 中有六种不同环境的质子
,

除 [ b 」以外都是多重峰
,

‘

其

比项应功班边叮如如了丽用~
。

~ . 甘旧们

~
二二二忿之之之二二二二= 二二二二二二二,

图1 分离油精在第一种 展 开

剂展开的色谱带

实 【b 〕也应是多重峰
, {但两组互相偶合的氢

,

它们的化学位移 相 差

—
很小时

,

就不能用
n

+1 规律来分析
,

因油精 分 子 申 有 很 多一 CH
:

. . . .
‘

一
,

理论上应有区别
,

但它们化学位移在 6 0兆赫的谱图里基 本 上 处

于同一位置
,

因而也见不到偶合的情况
, 只是形 成一 个 宽 度 大 的

一
3

峰
。

由红外光谱和 H 一 核磁共振谱图分析
,

溶于四氯化碳的有色物质

—
‘

为油精 (trio lein )
,

分子式为c
: , H

l . 、
o

。 ,

分子量5 5 4 ,

结构式如下

图2 提纯精油在第 式
:

二种展开荆中展开

的图谱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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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日 1 甲醉
、

丙翻为溶荆的可见吸收光谱
、

1
。

甲醉溶荆 , 2
.

丙酮溶荆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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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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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吐 (P卜川 )

带口3 油精的质子核磁共振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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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 论

4
.

1 关干油精的颇色

搜
.

1
.

1 油精的吸收光谱图与叶黄素的吸收光谱谱图相似
,

但用薄层 色谱测定
,

在 同 一

种展开剂中比移值R
,

相差较大
,

经红外吸收光谱检测无经基的吸收峰
,

试 验 结果不是叶黄

素
。

4
.

1
.

2 油精中含有其它色素 沙棘果油中存在着脂溶性色素
,

油精是否与有些脂 溶 性
‘

色素 的 R
:

值相同
,

曾用第一种展开剂进行薄层色谱
,

发现 油 精 的R :

值 为。
.

47 ~ 。
.

52
,

与

它相邻的一黄色物质 R :

为0
.

73 ~ 0
.

7 4 ; 另一红 色 物R
,

值为 0
.

35 一 0
.

4 ,

更 换 第 二 种 展 开

剂则很容易分开
。

经质子核磁共振谱鉴定
,

图内质子化学位移 d 值与油精相同
。

4
。

1
.

3 光照对颜色的影响 将沙棘果油分别在阳光下和暗 处 (室温 ) 放置
,

用薄 层色

谱检查
,

在暗处放置其颜色变化缓慢
,

一年后仍能检出 8 种有色物质
,

在阳光下放置的结果

见表 王
。

说明油精的黄色对光是比较稳定的
。

至于油精为什么显色
〔‘ ’ 5 ’ ,

有待进一步 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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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1 沙棘果油在阳光照射下放里

类胡萝 卜色 淡 红色 油 精

(其它物质 )

半 年

1 0个月

蕃茄红索褪色

无树

无驾

褪色

无色

无色

黄色

浅黄色

无色

漂浮物最初呈淡橙黄 色
,

随 放置时间的延长
,

颜色加深
。

化剂
,

所以漂浮物的岑现与油精的存在是有一定关系的
。

4
.

2 油精与漂浮物的关系

用沙棘果实制作饮料时
,

经压榨的果汁上有一层乳化层

即称漂浮物
,

它是由果汁
、

沙

棘果油及粉碎的果皮等形成的

乳化层
,

其p H = 3
,

比水轻
,

据有的资料记载
,

油精可作为 乳

4
.

3 沙棘果油
、

宜油和菜油含油精的比较

沙棘果油中油精的含量大于食用豆油和菜油
,

用薄层色谱检验
,

沙棘果油呈黄色
,

豆油

微黄
,

菜油检不出
,

其他色素对菜
、,

豆油而言
,

在薄板上几乎看不到
。

4
.

4 油精的应用

油精在漂浮物油中含量不太多
,

但从漂浮物的油中也可分离出多种有色物质
,

其中油精

约占1 /3
,

·

由于油精颜色比较稳定
,

同时漂浮物中还含有油脂
、

磷脂
、

维生素A
、

B
: 、

B
:
C

、

E
、

有机 酸等
,

因此可以利用新鲜的漂浮物作为食品的添加剂
,

不仅颜色橙黄美观
,

而且营

养价值高
。

可以说沙棘果油是‘种珍贵的植物油
,

而油精又是它的重要组分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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