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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蒜油化学成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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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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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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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 ∗过 99 9’Ε 。 − ! 9’Α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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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石蒜科葱属植物
,

世界各地均有栽培
。

据报道 〔& 〕,

大蒜油具有杀菌
、

驱虫
、

利尿
、

祛痰
、

镇静
、

兴备
、

滋补和抗糖尿病等作用
,

并可用于

预防动脉硬化
。

在食品方面
,

还有蒜的各种制品
。

近年来
,

国内对蒜的兴趣渐浓
,

先后

研究了不少产品
。

为了更有效地开发利用大蒜资源
,

我们对蒜油进行了分析
。

材 料 与 方 法

本实验材料取 自云南曲靖
。

大蒜剥皮后用乙醚浸泡
,

减压蒸去溶剂得具强烈特征蒜

味的淡黄色油状液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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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油分别进行气相色谱和气相色谱
一
质谱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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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离组分首先通过[ Θ∴ Π Κ ≅ ΠΤ Γ Υ ∀计算机谱库 ∗美国国家标准局[ ∀ ∀ 4 Θ∀ ϑ
=

ϑ 0谱库, 进行检索
,

并参照有关文献〔& 〕对各质谱图加以解析 ∗图 + 一图 5 , 确定各个

化合物
。

结 果 与 讨 论

我们曾对剥皮后的大蒜
,

分别切碎
、

捣碎和整个用溶剂浸泡
,

从所得新鲜蒜油分析

结果看
,

无论哪一种处理方法
,

蒜油的化学成分基本相同
。

本实验结果见图 &
、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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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油在放置过程中
,

由于其不稳定性
,

化学成分会发生不断的变化
,

颜 色 逐 渐加

深
,

并有沉淀产生
。

按文献报道〔‘
, + , . 〕,

蒜油中的硫化物是由蒜中的蒜氨酸 ∗ !9 9%% ∃ , 在蒜氨 酸 酶

∗!9 7 %∃ !Δ , 的作用下先分解形成蒜素 ∗!9 9%?% ∃,
,

然后蒜素在加热时又分解而形成的
。

由于这些硫化物的存在
,

使大蒜具有特殊的气味
。

蒜素是一种抗菌物质且具有强烈的新鲜蒜味
,

但不稳定
,

易断裂形成蒜油中有强烈

气味的化合物
。

蒜素是新鲜蒜提取物的主要成分
。

在无酶的情况下
,

降解形成单硫
、

二

硫
、

三硫及硫氧化物
,

在气相色谱柱中重排形成 . 一
乙烯基

一 & , + 一

二硫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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