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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香料烟种子挥发性成分中含有 20 多种香味物质
,

其中在烟草中鉴定出的有苯甲醛
、

苯乙

醇
、

桂酸乙醋
、

2一庚烯酮
、

苯甲酸甲醋等拓同样在不挥发成分中也含有 9 种香味物质
。

这就为

我们开发应用香料烟种子提供了理论依据
。

用低浓度乙醇溶液提取的香料烟种子配剂
,

在卷

烟上试用有明显的效果
。

香料烟种子含油脂 39
.

48 %
,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占 79
.

05 %
,

是一个

可加工利用的油料资源
。

关键词
:

香料烟 种子 挥发物质 脂肪酸

云南香料烟栽培经过 6 年试验示范已获成功
。

现种植约 2 6 7h m
2 ,

并计划发展成几万

亩的芳香型 Bas m a
香料烟基地

。

因香料烟种植不需打顶
,

留下大量的种子
,

如何有效地利

用香料烟种子
,

使其转化为有价值的副产品是一个新的课题
。

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利用国

内尚未见报道
。

本文通过对香料烟种子挥发性物质及脂肪酸的分析研究为综合利用香料

烟种子提供了理论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

供试验用的 X a n th i Ba
s m a

香料烟的种子
。

L Z 样品处理方法

1
.

2
.

1 称取香料烟种子 1 0 09
,

研磨成粉末
,

用溶剂提取蒸馏法进行水蒸汽蒸馏
。

乙醚 回

收干燥后得挥发性物质 45 m g
,

挥发性物质含量 0
.

0 45 %
。

1
.

2
.

2 称取磨碎的种子 1 39
,

在脂肪抽提取器上提取脂肪油
,

得脂肪油 5
.

1 3 2 8 9
,

种子含

油量 39
.

48 %
。

取 4 9 脂肪油
,

常法皂化
,

分离得脂肪酸 3
.

45 9
,

不皂化物 0
.

59
。

分离的脂肪

酸用常法进行甲醋化
。

1
.

2
.

3 油脂的皂化
、

不皂化物的分离 称取 5g ~ 10 9 油脂
,

置于皂化瓶中
,

加人 5 0 m l

lm ol /L 氢氧化钾乙醇溶液
,

在水浴锅 中回流加热 lh
。

停止加热
,

从冷凝管顶端加入

lo o m l蒸馏水
,

冷却后
,

倒入分液漏斗中
,

用少量乙醚洗涤皂化瓶数次
,

共约 IOm l
。

在分液

漏斗中倒人乙醚萃取皂化液
.

共萃取 4 次
,

乙醚液合并
,

用蒸馏水洗涤至中性
,

干燥
,

回收

乙醚
。

得到不皂化物
。

皂化水层用硫酸酸化后乙醚萃取
,

蒸馏水洗 乙醚到中性
,

干燥
,

回收

乙醚
.

得到混合脂肪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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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4 脂肪酸的甲醋化 称取 1 9 脂肪酸 (上法所得 )加入 4 0 m l硫酸一 甲醇液 (l m l浓硫

酸滴加到 98 m l分析纯甲醇中)摇匀后在带有氯化钙干燥管的冷凝器中加热回流 2h
。

蒸去

甲醇
,

加蒸馏水 Zom l
,

在分液漏中乙醚萃取
,

乙醚液水洗至中性
,

干燥
,

回收乙醚
,

得到脂

肪酸甲醋
。

1
.

3 仪器

水蒸汽蒸馏物(挥发性物质 )
,

脂肪酸甲醋及不皂化物分别做 G C / M S 分析
。

仪器为F IS O N S
,

MD 一 8 0 0 ,

G C / MS 仪
。

色谱柱为 S E 一5 4 石英毛细管柱
,

柱温 8 0
‘

C

~ 22 0 C
,

程序升温 3 C / m in
。

E l
、

To ev
、

色谱峰的质谱用 N BS 谱库 (美国国家标准局谱库 )

检索
,

定量用 T IC 图的面积归一法计算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香料烟种子中水蒸汽蒸馏成分(挥发性物质)

5 0 0 1 0 0 0

图 1

15 0 0 20 0 0 25 0 0 3 0 0 0 3 5 0 0

香料烟种子挥发性物质的 G C / M S 图谱

从表 1 可知香料烟种子中水蒸汽蒸馏成分包括醇
、

酚
、

醛
、

醋等类化合物
。

鉴出成分有

5 0 余种
。

分析数据中棕桐酸在挥发物中含量较高(6
.

98 % )
,

说明种子中有游离的棕搁酸

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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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香料烟种子挥发性化学成分

化合物

6 一甲基庚烯一 1

4 一 乙酸氧基丁酮 一 2

苯甲醛

2 一甲基苯酚

5 一戊氧基一 2 一戊烯

苯乙醛

壬醛

反一 2一十一烯醛

苯甲酸乙醋

棕桐酸

硬脂酸

2一丙基 1
.

3 一 环已二酮

丁香配

2一丁基一 2 一 辛烯醛

芳菇烯

6
.

1 0 一 二甲基一 9 一烯一 2一酮

十四碳酸

6
.

1 0
.

11 一 碳十五 一 2 一 烯酮

含量 含量%

2
。

0 3 0
.

5 3

1
.

25 0
.

5 8

1
.

7 7

化合物

庚酮一 2

2一庚烯酮

庚烯醇

2一苯基峡喃

乙酸辛醋

苯甲酸甲醋

苯乙醇

乙酸节醋

2. 4一壬二烯醛

苯乙酸乙醋

顺一 2
.

4一癸二烯醛

反一 2
.

4 一 癸二烯醛

8一 甲基一 5 一 异丙基一 6
.

8一壬二烯酮一 2

桂酸乙酷

6 一十二酮

十四醛

3. 7. n
·

15 一 四甲基碳十六一 2 一烯醇

邻苯二甲酸二乙醋

1
.

4 1

2
.

2 0 1
.

2 3

58

7 0

2
.

8 0

2
.

1 0

0
.

9 2 2
.

1 0

0
.

2 7 0
.

9 5

0
.

7 2 0
.

3 6

6
。

9 8 0
.

4 0

0
。

9 7 0
.

3 8

4
.

3 0 0
.

7 8

0
.

7 4

0
.

4 2 0
.

5 7

0
.

7 2 0
.

5 6

0
.

7 9 0
.

2 0

0
.

8 8 0
.

4 5

微量 1
.

1 4

2
.

2 香料烟种子中脂肪油非皂化物成分

由表 2 可知香料烟种子非皂化物成分中含有烃
、

醛
、

缩醛
、

酮
、

酉旨及有机醇类
,

其中以

酷类化合物居多
。

香味物质有乙醛二 乙醇缩醛
、

3 一 甲基 一 2 一戊酮
、

2 一松油烯
、

P 一伞花

烃
、

辛酸 乙醋
、

反 一 2 反 一 4 癸二烯醛
、

肉豆范酸 乙醋
、

油酸乙醋
、

邻苯二 甲酸二乙醋等 9

种
。

P一伞花烃在挥发性物质中没有鉴定出来
,

而在非皂化物中含量却很高
,

这是皂化过

程中产生的还是其他原因
,

尚待研究
。

2
.

3 香料烟种子中脂肪酸甲醋化成分

从表 3 可知香料烟种子中含有大量的九碳至二十碳有机酸
,

其中饱和脂肪酸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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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乙醛二乙醇缩醛

3 一 甲基一 2 一戊酮

2一松油烯

甲基苯乙胺

P一伞花烃

辛醋乙醋

反 一 2 一反 一 4 一癸二烯醛

十七碳酸乙醋

表 2 香料烟种子脂肪油中不皂化物的成分

含量% 化合物

0
.

3 9

含量%

0
.

0 3 4

0
.

0 8 0
.

9 6

0
.

3 3

0
.

9 3

1 1
.

91

1 8
.

0 9

1 1
。

0 4 7
.

65

0
。

0 4 0
.

0 8

0
。

0 7 6 4
。

0 5

0
。

227

肉豆莞酸乙酷

邻苯二甲酸二乙醋

十六碳酸乙醋

9
.

12 一十八碳二烯酸甲醋

油酸乙醋

9
.

12 一十八碳二烯酸一 2
.

3 一二经基丙醋

十八碳酸乙醋

二十碳酸乙醋

油酸单甘油醋

0
。

1 9 5

2 4
。

3 0

裹 3 香料烟种子脂肪酸甲醛化后的成分

化合物

4
.

6一二异丙基一 2一 甲基苯酚

十五碳酸甲醋

14 一 甲基十五碳酸甲酸

十六碳酸甲醋

14
·

17 一 十七碳二烯酸甲醋

9. 12 一 十八碳二烯酸甲醋

6
.

9 一十八碳二烯酸甲醋

n 一二十碳烯酸甲醋

16 一 甲基十九碳酸甲醋

辛酸甲酷

含量( % ) 化合物 含量 (% )

0
.

1 0

微量

1 3
.

0 0

0
.

1 4

0
.

1 9

1 4
。

4 0

0
.

0 7 5

0
.

2 1

0
.

1 4

0
.

0 4 4

庚醛二甲缩醛 微量

9 一 氧代壬酸甲醋 0
.

0 37

12 一 甲基十三碳酸甲醋 0
.

05 2

n 一十六碳烯酸甲酣 0
.

27

邻苯二甲酸二丁醋 。
.

097

十七碳酸甲醋 0
.

20

16一 甲基十七碳酸甲醋 4
.

70

亚麻酸甲醋 0
.

28

二十碳酸甲醋 0
.

43

3
.

7
.

11
.

15 一 四甲基一 6
.

10
.

14 十六碳三烯酸甲醋 微量

碳酸甲醋
,

十六酸甲醋
、

十七碳酸甲醋
、

1 4 一 甲基十五碳酸甲醋
、

二十碳酸甲醋
、

16 一 甲基

十五碳酸甲醋
、

9 一 氧代壬酸 甲醋
、

12 一 甲基 十三碳酸 甲醋
,

16 一 甲基十七碳酸甲醋等 9

种
。

不饱和脂肪酸有
: 1 4

.

17 一十七碳二烯酸甲醋
,

9
.

12 一十八碳二烯酸甲醋
,

6
.

9 一 十八碳

二烯酸甲醋
,

n 一二十碳烯酸甲醋
,

亚麻酸 甲醋
.

3
.

7
.

n
.

15 一 四甲基 一 6
.

10
.

14 一十六碳

三烯酸甲醋等 7 种
。

其中以亚油酸成分含量最高 (1 4
.

4 % )
。

香味物质有辛酸甲醋
,

邻苯二

甲酸二丁醋
、

亚麻酸甲醋
,

3
.

7
.

11
.

15 一四 甲基一 6
.

1 0
.

14 十六碳三烯酸 甲醋
。

从分析结果

看
,

香料烟种子中含有很多香气物质
,

但油脂含量甚高
。

因此我们采用稀乙醇提取香气成

分
。

提取液有一种带苯甲醛香气的特征香
,

清甜浓醇
,

带有脂香气
。

加人卷烟配方中
,

评吸

后感到它有明显的聚香及增香作用
.

使烟香更为细腻
,

并带来一种轻微的晒烟香
,

赋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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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产品以独特的风格
。

从初步研究的结果来看
,

香料烟种子有其很高的研究价值和较好的

利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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