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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从摩 洛哥引种的玫瑰香 r(Pelaraonlum rosum)_在云南 省已栽培成功。其精 油 经 GC／MS 

分析，共鉴定57个化台物，其中香叶醇含量为14．99％、 ， 幛醇含量为12．81 ， 过两个化学成分 

大大高于云南现有香叶油中的含量 (香叶油一级 品香叶醇为9．0—9·5 、 芳樟醇4·O一4·5 )。 

香叶醇及香茅醇的晷种酯类化台物含量 也比香叶油高。 从化学成分上看， 玫瑰香叶油比现生产的 

香叶油有不同的应用价值，更接近法 国渡尔蓬香叶油的质量。 

美■调 玫瑰香叶，精油J香气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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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 ract Th e essential oi1 of Petargonium ro$=m which is produced in Yunnan was 

analyzed by Finnigan一4510 GC／MS／DS． Some 57 compounds belonging to 7 alcohols 

(56．3％)，25 esters and ethers(20·51 )，20 terpenoids(8．51 )， 3 carbonyl compounds 

f10．71％)and 2 other constituents (0．66 )were identified．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ssential oil of Pelaraonium rosum is similar to the 

French Petargonium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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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香叶 (Pelargonium rosum)系拢牛儿曹科天竺葵属植物，原产摩洛哥，近年 

在云南引种栽培成功。该植物为多年生草本，直立，株高可达50 CITI，茎上腺毛密布，叶 

对生，具长柄，基本与香叶天竺葵近似，只妊植物茎叶稍带黄色。玫瑰香叶对温度适应 

性较强，12℃以上开始生长，在云南宾川气候条件下 (年平均温度17．9℃，最高温度可 

达38．2℃，最低达 一6．4℃，雨量559．4mm) 生长 良好，除冬季外能多次刈取地上茎叶 

蒸油。鲜茎叶的出油率为0．1 --0．1 5 ，每亩年平均产精油 4kg左右。 

云南不同产地香叶油的化学成分 [1 在前已经分析过，为了解引种的玫瑰香叶油化 

学成分及利用价值，评价其香气质量，我们对云南栽培 的玫瑰香叶油进行了GC及 GC— 

MS分析。 

实 验 部 分 

油样为云南省宾川县栽种的玫瑰香叶， 7月分采茎叶水蒸汽蒸馏得的精油，色泽浅 

黄微微泛绿，澄清透明 精油比重d； 0．8920，折光率13． 1．4680，旋光皮[Ⅱ] 一11。。 

分析方法J精油不经任何处理，直接进行GC和GC-MS分析。 

气相色谱条件：仪器为 日本岛津 GC一9A气相色谱仪，C-R3A微机定量，色谱柱为 

SE一54石英弹性毛细管柱 (美国J＆W公司)，长30m，内径0．25ram，检测器FID， 柱温 

80—200℃．程序升温 3℃／rain，进样器温度230℃，检测器温度220oC， 载器 " 柱前 

压力 2 kg／cm ，分流比1／50，进样量0．15 】。 

气相色谱一质谱条件；仪器为美国Finnigan-4510型GC／Ms／DS联用仪，数据处理使 

用 INCOS系统，各分离组分首先通过 NIH／EPA／MSDS计算机谱库 (美国国家标准局 

NBB LIBARY谱库)进行检索．并参考文献 2—4]对其质谱图加以确认。测定条件： 

气相色谱部分与 GC-gA色谱仪相同，MS离子源EI， 温度175℃，电子能量70 ，倍增 

电压13O0V，灯丝电流0．25mA，扫描周期 1 S。 

结 果 与 讨 论 

1．玫瑰香叶油共鉴定57个化台物 (表 1)其中醇类化台物 7个含 量 占 6．30％，醛 

酮类化台物 3个占10．71 ，酯类及醚类化合物25个占20．51％，其中玫瑰醚含1．14 ， 

萜烯类化台物2o个占8．51 ，其它化合物 2个占0．66 。 鉴 定 化 台 物 占总含 量 的 

96·69％。 

2．从表 2可以看出，玫瑰香叶油含芳樟醇12．81 ，香叶醇1 4．99 比宾川香叶油一 

级品 (含芳樟醇4．14 ，香叶醇9．10％)含量高得多}而与法国波尔蓬香叶油接近 (芳 

樟醇13．50 ，香叶醇1 7．27 )。从主香成分来看，玫瑰香叶油更接近祛国波尔蓬香叶 

油。经评香，玫瑰香叶油具有玫瑰味和青叶味，甜而有力，略带药草香气息，它比云南 

现有的香叶油甜气足，香气更好。 

3．目前我省生产香叶油的主要地区是宾川、石屏、玉溪和昆明，年产量约 350吨。 

但质量却不够理想，主要成分宙量也不稳定。经分析，云南香叶油香叶酵台蠹二般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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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 马剑冰等，玖瑰香叶浊的化学成分 

表 1 玫瑰番叶油的化学成分厦其古量 

Tab]e 1 The chemical co~stitueots o1"Pelargonlum ros“ o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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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台 绚 

一 l摧擗 a rpCrIeae 

芳 樟鼻 linMoo! 

囊 一玫瑰醴 c rr0se 0xide 

反一敢瑰醴 t—r0se oxide 

异薄 荷酮 iso—mentltone 

普 茅 醉 citroneI[oI 

香 叶尊 geranioI 

甲葭香茅南 citrone[1y1 formale 

甲葭普 叶 醑 gerany】formate 

西藏普 茅 瞻 eitro~el[y propio~z re 

日一古菩烯 日rgurgunene 

丙葭普 叶摩 geranyl~opioaaie 

丁葭普 茅酉 citroael[yl hutyra~e 

异丁葭普叶醋 gura~yl isohutyrate 

●剖醇 guaio{ 

异 巳疃普茅酉 eilro~elly1 isoc~proatc 

异巳葭普叶醋 gura~Y]isocaproate 

香 叶 油 (宴川) 

原分析 样品 一 缎 品 

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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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l 

0 40 

6 口2 

39 88 

7 20 

1l 7B 

1 83 

0 87 

5 0 

玫瑰 挂国玻 尔蓬 

香 叶油 香叶 汕 

0．30 

d l4 

1．3l 

0 52 

6 58 

38 0 9 

g．【O 

0．48 

t．94 

0．37 

5 65 

0．80 

O．7t 

0 53 

-。 。一  

0．50 

0．B5 

0．91 

I2 Bl 

0 84 

0 30 

j 0．0 3 

23．5 3 

l4．90 

7．71 

3．78 

1．07 

1．24 

l 07 

0 55 

1． 4 

3．01 

0．62 

j．06 

1 08 

1 3．50 

0．67 

0 72 

6 3O 

22．4B 

1 7 27 

6．60 

5．65 

0．83 

4 24 

—

8 ，芳樟醇 3— 5 ，达不到国外产品相应的含量。按外贸部门收购的标准来看， 

合格油的香叶醇含量要达到或超过 7 ，达到 9 以上的为一级品。这样云南香叶油与 

国外香叶油相比，在质量上有所差异，因而出口价格几乎只有国外一半左右。现在玫瑰 

香叶油已引种栽培成功，精油中芳樟醇和香叶醇的含量都接近国外产品的指标。我们认 

为，玫瑰香叶油经评香认可后，应该逐步扩大其栽培面积，并逐步取代原有香叶油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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