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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芸香科柑桔类精油的化学成分与香气的研究 

余 珍 丁靖垲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化学开盘研究实验室，黾明6~204) ， 

．7 2，／ 
摘要 采用 GC／MS分析方皓，定性定量地分析 了香拧檬油、柠檬油、甜橙油 柚子皮油、蒸馏桔 

子油、 榨 桔子油、野香橼叶油，野香橼果油的化学成分。它们的主要成分及含量备不相同，其香气 

备具特色。本文还讨论了精油中单菇类化合物、葛缕醇、酮类他舍物，香茅醛、孟烯醇类化合物对精 

油品质及香气的影响，也为野香橼叶油、果油及柚子皮油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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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ight essential oils from Citrus bergamia Risso＆ Poit．．Citrus timon L．．Citrus sinensis【L．) 

Osbeck．Citrus grandis(L)Osbeck，Citrus reticuta Blanco，Citrus medica L lcaves and fruits were 

analyzed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by means 0fG C／M S．Their chem ical constituents have been 

jdentified．Bemuse of the difierent co nstitutents and contenLs，the odour of the esscntial oils possessed 

differen t characteristics M oreover,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influence on the quality and the odour 

from the terpenes group，the carevol and carvone group，ci~ondhl，menthadienol group，and provid· 

ed the scien tificbasesfortheapplication ofCitrus medica and C~ru sgrandis oils 

Key w0rdg Citrus， Essential oil， Chem ical constituent， 0dour 

香拧檬，拧蒜、甜橙，桔子(孙汉董，1988)为芸香科植物，用其果皮提取的精油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香 

精中，形成清灵新鲜的头香及清甜的果香，修饰和协调其它香气，而给人以美好的感受。野香橼(Citrus 

medica L)(孙汉董等，1984)为云南一种野生或半野生常绿灌木，喜阴涅，易生长。其叶油、果油在 香料工 

业中尚未挺 泛地使用。柚子是一种热带水果，它的果皮含有丰富的精油，具有独特的果香。它的冷榨皮 

油在国外主要用来调配食用香精，其蒸馏油未见应用。 

本文对上述柑桔类植物的 7种果油和 1种叶油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井力图阐明其化学成分与香气 

之斓曲关系，同时也为野香橼油及柚子皮油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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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来源 

香柠檬(Cirrus bergamia Risso＆ Po Jt．)油为 日本 高砂香料公司赠送；柠檬 (Citrus limon L)油、甜橙 

(Cirrus sinensisL)油为国内商品，产地不详；冷榨、燕馏桔子(Citrus reticulataBlanco)油为成都香料厂样 

品}野香橼(Citrusmedica L．)叶油、果油为 云南省德宏州香料厂样品；柿 于(Citrusgrandis(L．)Osbeck)皮 

油由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提供。 

色谱一质谱分析 

8种精油不经处理，在相同条件下直接傲气相色谱 ／质谱分析。 

仪器为英国 VG 公司的 FIs0Ns MD800GC／MS／DS联 用仪。 

色谱条件：SE 54石英毛细管柱(30m ×O 25mm)；柱温 8O～22017，程序升温 3℃ ／mira 进样温度 

23O℃；进样量 O 3 gL；分流比 100：I。 

质谱条什：EI—MS， 离子源温度 200"C；电 能量 70eV~发射电流 O．4A；倍增器 电压 1500V~质量 

范围 35--350；扫描周期 【s 数据处理采用 LAB—BASE系统，用 NBS谱库检索，并参考文献(Heller等 

， I 980；Yukana，1973)加以确 认。定量采用面积归一化法。 

结果 与讨论 

经 GC／MS分析，定性定量地鉴定了香柠檬油 中 51个成分，柠 檬油中 58个，甜橙油 52个 ，柚子 

皮油 4s个，冷榨桔子油 56个，蒸馏桔子油 54个，野香橼叶油 51个，野香橼果油 53个成分(表 I)。从表 

中可阻看出，这几种精油的化学成分在种类上无特殊的差异，但含量配比上 差异很大，都具有柑桔样果 

香，又有各自的香气特点。 

8种精油的主要成分 

香柠檬油为乙酸芳樟酯(20．69％)，柠檬烯(I6．o2％)'芳樟醇Oo．31％)。形成了其清甜的柑桔样果香， 

并稍带橙花香，香气清灵、纯正，为这几种精油中的最佳者。 

柠檬油为柠檬烯(56．77％)，乙酸 一抡油酯(2．97％)，柠撩醛(2．31％1o产生 了其清甜的柠檬样果香， 

但稍带凉气及辛辣气 

甜橙油是柠檬烯(74 95％7，芳樟醇(1 71％)，己酸芳樟酯(I．17％)'葵醛(1．02％)。形成其新鲜甜美的 

果香 

柚子皮油是柠檬烯(53．68％)，乙酸 卢 松油酯(7．I 8％)，葛缕醇 、酮类化台物(约 9 31％)。产生干甜的 

柑桔样果香，井带辛香和药草气。 

冷 榨 桔 子 油 是柠 檬烯 (16 23％)， 芳 樟 醇 (14 66％ )，4-(卜 甲基 乙基 )1，5一环 己 二烯 一卜 甲醇 

(2 O6％)，葛缕醇 、酮类化合物(约 3 90％)， 百里香酚(1 95％)， 一松油醇(1 57％ 其香气 为清甜的果 

香，稍带药草气。 

蒸馏桔子油的主要成分为柠檬烯(64．I 5％)，芳樟醇(3 99％)，葛缕醇 、酮类化台物(约 7．30 、，4 (I一 

甲基乙基)I，5 环 己二烯一1一甲醇。香气为清甜的果香，但少新鲜感，多辛辣气。 

野香橼叶油的主要成分为柠檬烯(23 38％)，芳樟醇(1．O8％)，壬醛(1．O6％)，香茅醛(1o．39％)，h 莉 ： 

(42．92％7，橙花醇(2 12％)，香叶醇(I 70％) 具有强的柠檬样香气，带草青气。 

野 香 橼 果 油的 主 要成 分为 柠 檬 烯(44 24％)，4 瞢 烯 (20 42％ )， 柠 檬醛 (14 76％ )， 甲基 庚 烯酮 

(2 34％)。具有强而较甜的柠檬样果香，并带橙花样香气。 

单萜萜烯类化合物含量对精油香气质量的影响 

柠檬烯怂进些精油的主要成分，它 与其它单萜烯 侧柏烯、 菔烯、 藏烯、香 接烯、月桂烯、 

蒈烯、松油烯、异槛油烯等形成果油所特有的清甜、新鲜的香气。但除柠檬烯以外的单菇烯含量偏高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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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缕醇、酮类化台物对精油香气质量的影响 

葛缕醇、酮类化台物本身具有不愉快的香气，当它们在精油中的含量高时会给精油带来不良的气息； 

辛辣气和凉气。柚子皮油含这类化台物(9 31％)，蒸馏桔子 油(7如％)，柠檬油(4．7O％)，它们明显地带有 

辛辣气和凉气，果香气也较差。而香柠檬油和野香椽果油基本上不含选类 化台物，果香较好，天然感较 

强 

香茅醛的含量对精油香气的影响 

微量的香茅醛与柠檬醛和其它香气共 同形成清甜的柠檬果香j但含量高时会带来草青气。盱香橼叶油 

含香茅醛(10 39％)，使其香气显得粗糙带草青气，掩盖 了柑桔果的清甜香气。 

孟烯醇类化台物对精油香气的影响 

盂烯醇类化台物也会给柑桔类精油带来不 良的气息。由于这类精油 中柠檬怖的不稳定性，如精油贮藏 

不好，或贮藏时间长，在 阳光、空气 中暴露，油中孟烯醇类化台物的含量将增高，其香气也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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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榨与水蒸汽蒸馏法对精油香气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蒸馏精油的香气 币如冷榨油好。因蒸馏加热过程 中，部份不稳定的成分发生变化，部份 

低拂点成分也受热挥发，而使蒸馏油的新鲜感和天然感都不如冷榨油。经分析发现，冷榨桔子油与蒸馏桔 

子油的主要化学成分在含量 上有较大的差异。 

从上述讨论 中可以看出．野香橼果油的香气较好，可阻广泛应用在各种 日用香精中，而其叶油香气较 

差．可用于中低档香精 中 柚 歧油的香气也较差． 可能是蒸馏油的缘故，但其香气有特点．也可用于古 

龙阻及其它一些 日用香精 中。 

致谢 日本高砂香料公 司赠送香柠檬油样品· 南德宏香料厂提供野香橼叶油、果油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 

园提供抽 止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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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植物研究))植物化学论文作者须知 

为使本期于9植物化学论文格式规范化，除按本刊征稿简则外，另补充如下规定，务请作者参阅本规定 

撰写论文。 

1研究讫文及简报的基本格式参照本刊 1993年 (1 5卷)第 1—2期。 

2．植物材料应附正确的拉 丁学名、产地、数量和制备方法。 

3．化学结构图须 另页绘制，基团标注无误，在文稿内注明插图位置。常见化合物的结构不必给出。表 

插^文中适当位置，图表应附相应的英文。 

4．参考文献按出现的先后顺序在文中注明，著录格式见本刊“征稿简则”．其中，英文期 刊名的缩写参 

照 CA， 但 不 加 点 ， 不 可 随 意缩 写， 如 Phytochem (正 确 为 Phytochemistry)， Tetra(正 确 为 

Tetrahedron)。 

5．实验部分必须简明扼要，但要使实验化学家能蜉据此重复出该实验，可以省略的一些实验细 节：(1) 

常规衍生物(如 乙酰化物)的 制备方法；(2)化 合物分离的细 节．如 装柱，TLC板，柱子及分馏的 大小等 

(3)仪器 (不包括型号)技化学试剂的商业来源。 

6新化台物采用 IUPAC命名规则给出一个完整的系统名，若有必要可再取一十得体的僻名。文 中化 

台物第一次出现时若注有编号．下文均以编号代表。 

7每个化台物尽可能标 出得率，如：化合物 3(5lOmg； 0 0031％)。结晶须指明所用溶剂，如t白色 

针晶 (MeOH)，熔点的表示i击，如 mp 259 26l℃。液体化合物的折射率表示i击．如 n 1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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