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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茉莉花香味成分的 GC／MS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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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水蒸气蒸馏 一乙醚萃取法对云南引种食用荣莉花中芳香性成分进行了提取，并用气相色谱 一质谱联 

机技术对其中化学成分进行分析鉴定．共鉴定出 46种芳香性有机成分，占茉莉花挥发油提取物总含量的 

99．9o0 5％．通过对食用荣莉花芳香性成分的分析，为茉莉花香精香料的开发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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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Fragrant Ingredients from Jasminum sambac(L．)Aiton 

WANG Hai—Qin，LIU Xi—kui，LIU Jian—Jun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hytochemistry and Plant Resources in West China，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Yunnan Kunming 650204，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d those fragrant ingredients from Jasminum sambac(L．)Aiton．introduced by Yun— 

nan province which were extracted by vapor distillation—ether extraction，and analyzed b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GC／MS)．46 components was identified and accounted for 99．9005％ of the total fragrant ingredi— 

ents．This scientific data of components in fragrant ingredients was in the interest of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es— 

sence of Jasminum$ambac(L．)Al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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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 (Jasminum$ambo,c(L．)Aiton)为木犀科 

茉莉属常绿灌木或藤本植物 ，原产于印度 ，中心产区 

在波斯湾附近．茉莉早在 1 700年前 的汉代 就引入 

栽培 ，现粤、闽、苏、浙等省均有栽培．茉莉香精油是 

香料 工业重 要原料 ，它 与其它 花 的香质 调和 ，给众 多 

类型的香料提供优雅而润泽 的品质 ，因此有 “没有 

茉莉就没有香料”之说⋯．茉莉花香能刺激人们的呼 

吸中枢 ，从而促进人体吸收 氧气 ，排 出二氧化碳 气 

体，调节神经系统促进血液循环 ，使人保持长时间的 

旺盛精 力．对 茉莉 花 挥 发性 成 分 的研 究 有 一 些 相关 

报道 ]，但对 云南 引种食用茉莉花香 味成 分的研 

究未见报导．为探索云南 引种食用茉莉花的开发应 

用价值 ，我们于 2006年 3月采集其新鲜的初开花蕾 

进 行 了香 味成 分 的分析 ． 

1 实验材料及样品制备 

实验材料 采 自昆 明，采集 新鲜 食用 茉莉 花共 

1 000 g，留样 100 g，其它分两次提取．第一次取食用 

茉莉花 500 g，]JI]A1 000 mL水 ，加热蒸馏 ，保持微沸 

腾 ，蒸馏 8 h，收集蒸馏冷凝液约 400 mL，第二次取 

食用茉莉花 400 g，加入 800 mL水 ，加热蒸馏 ，保持 

微沸腾 ，蒸馏 8 h，收集蒸馏冷凝液约 350 mL，用 乙 

醚 400 mL萃 取 3次 ，合并 乙醚 部 分 ，用 无 水 硫 酸钠 

干燥 ，室温减压 回收乙醚至无乙醚气味 ，得淡黄色油 

状液体(buff liquor)0．197 6 g，提取率为0．021 96％． 

2 仪器及分析条件 

2．1 气相 色谱 

仪 器 ：美 国 Agilent Technologies公 司 H~890．30 

QC2／AC5石英毛细管柱 (30 nl×0．32 mm)． 

条件 ：柱 温 80～280 oC，程 序 升 温 3 oC／min；进 

样温 度 250 oC；氢 火 焰 检 测 器 温 度 250 oC；进 样 量 

0．34 txL；分流 比50：1；载气为高纯 N：． 

2．2 气相 色谱 一质谱 

仪 器 ： 美 国 Agilent Technologies 公 司 

HP6890Gc／5973Ms气相色谱 一质谱联用仪． 

GC 条 件 ：HP一5MS石 英 毛 细 管 柱 (30 nl× 

0．25 mill×0．25 p,m)，柱 温 80 ～24O oC，程 序 升 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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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min，进样口温度 25O oC，柱前压 100 kPa，进样量 

0．06 ，分流比 15：1，载气为高纯 He气． 

MS条件 ：电离方式 EI，电子能量 70 eV，传输线 

温度 250 oC，离子源温度 250℃，质量扫描范围35～ 

450 u，采用 wiley7n．1质谱谱图库定性并参考文献加 

以确认 ，成分定量采用色谱峰的面积归一法． 

名 

3 实验结果 

按上述实验条件进样分析，获得气相色谱指纹 

图谱如图 1所示．共鉴定成分 46种 ，占茉莉花挥发 

油提取物总含量(质量分数 ，以下同)的99．9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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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食用茉莉花芳香成分气相色谱指纹图谱 

鉴定的成分中主要有 ：醇类 17种 ，酯类 8种 ，烃 

类 13种，醛类 2种．芳樟醇氧化物 2种 ，其 中，含量 

大于 1％的化合物有 12种，占总含量的 82．38％；含 

量最高的为芳樟醇(1inalool 1)，含量为33．501 8％，其 

次为乙酸顺 一3一己烯酯(cis一3．Hexenyl Aceta⋯)，含 

量 为15．483 9％ ，杜松 醇 (cadino1)含 量 为7．591 2％ ， 

橙 花醇 (nero1)含 量 为 5．165 3％ ，芳 樟 醇 氧化 物 

(1inalool oxide)含量 为4．380 5％ ，顺 一3一己烯醇 

(cis一3一Hexen一1一o1)含 量 为 3．479 2％ ，1，4一杜 松 二 

烯 (cadina一1，4一diene)含量 为3．840 9％ ，香 叶醇 (Ge． 

ranio1)含量 为3．324 5％ ．分 离鉴定 结果 如表 1所 示． 

表 1茉莉花水蒸气蒸馏一乙醚萃取物气质联用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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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 1中化合物序号按保留时间从小到大排列 

4 讨论与小结 

从表 1可看出，食用茉莉 花中的芳香性化学成 

分比较复杂 ，结合标准质谱 图确定 了 46种化合物 。 

其 中 醇 类 化 合 物 占 61．55％ ，酯 类 化 合 物 占 

17．20％ ，烃类 化 合 物 占 13．18％ ，醛 类 化合 物 占 

1．84％，氧化物 占4．38％ ，其他 占 1．85％．芳香性化 

学成分主要 为芳樟 醇 (33．50％)和 乙酸顺 一3一己 

烯 酯 (15．48％ )，另 外 杜 松 醇含 量 为 7．4％ ，橙 花 醇 

含量为 5．2％．据文献 [4]报导 ，福州产 小花茉莉 中 

主要成分为芳樟 醇，苯酸 一顺 一3一己烯酯 ，仅一石 

竹烯和 苯 甲醇，其 含 量 分 别 为 26．0％，14．0％ ， 

6．1％ 和 5．0％ ．两 者 之 间 主要 成 分 含 量 有 较 大 差 

异 ，是产地还是其他 因素造成 的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确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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