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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按国家标准方法分析测定了木姜花种子油的理化指标#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方法对木姜

花种子油脂肪酸组成进行了测定& 结果表明'木姜花种子含油率为 !'@$!H#木姜花种子油相对密

度为 "@0!$ 0!折光指数为 #@($! !!酸值"_UF$为 #@0! 39K9!过氧化值为 '@!" 33;6KA9!碘值"S$

为 #0"@& 9K#"" 9#木姜花种子油含不饱和脂肪酸 $$@0'H!饱和脂肪酸 ##@"(H!其中
!

%亚麻酸含

量为 &/@0!H!亚油酸含量为 !'@'#H!油酸含量为 $@!!H!棕榈酸含量为 -@-&H!硬脂酸含量为

!@0/H!花生酸含量为 "@/#H!花生一烯酸含量为 "@#"H!棕榈油酸含量为 "@"'H!花生二烯酸含

量为 "@"&H!山嵛酸含量为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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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木姜花"8"<$6"1L>! :?#9>!7>#又称鱼香菜$为一年

生唇形科香薷属草本植物$分布于云南'贵州'四川

等地$当地人用于制作蘸水调料$现有少量人工栽

培% 对木姜花挥发油成分已有研究(# %/)

$而对木姜

花种子油的理化指标及脂肪酸组成分析则鲜有文献

报道% 因此$本文采用国家标准方法分析测定了木

姜花种子的含油率及其油脂的理化指标$并采用气

相色谱%质谱"P.%jM#联用法分析了木姜花种子

油的脂肪酸组成$以期为木姜花种子油的开发以及

木姜花植物资源综合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材料与方法

#@#D实验材料

木姜花种子$购于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扎西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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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贸市场$为成熟饱满种子% 正己烷"色谱纯$美国

W4A>X公司#$甲醇"色谱纯$德国j>X<A 公司#$氢氧

化钠"优级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北京有限公司#$

石油醚"分析纯$沸程 '" J0"I$国药集团化学试剂

北京有限公司#%

LbO.1P.TRLbO%QMl型气相色谱 %质谱

联用仪$带电子轰击电离离子源"1S#'LX5a6Y[#@! 自

动进样器')<465̀YX化学工作站"美国 L=>X3;M<5>82

\5C5<公司#!OVZ48\49>jR型旋转蒸发仪"德国海道

尔夫公司#!,Ô %+型阿贝折射仪"上海仪电物理

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D实验方法

#@!@#D木姜花种子油的提取

木姜花种子用研钵磨碎$将磨碎的木姜花种子

置于锥形瓶中$按料液比 #G! 加石油醚浸泡过夜$再

振摇提取 "@& = 后将滤液过滤到烧瓶中$经真空旋

转蒸发回收烧瓶中的石油醚$得到木姜花种子油$用

于分析其理化指标和脂肪酸组成%

#@!@!D木姜花种子含油率及木姜花种子油理化指

标测定

木姜花种子含油率按 PW&""0@',!"#' 测定!

相对密度按 PWKL&&!',#0$& 测定!折光指数按

PWKL&&!-,!"#" 测定!酸值按PW&""0@!!0,!"#'

测定!过氧化值按PW&""0@!!-,!"#' 测定!碘值按

PWKL&&/!,!""$ 测定%

#@!@/D木姜花种子油脂肪酸组成分析

#@!@/@#D脂肪酸甲酯的制备

参考文献(()进行脂肪酸甲酯的制备&称取木

姜花种子油 "@&" 9$置于 !& 3R具塞试管中$加入

&@" 3R"@& 3;6KR氢氧化钠 %甲醇溶液$旋涡混匀

后置于 &"I水浴中进行衍生化反应 /" 358$期间每

隔#" 358取出摇匀#次$/" 358后取出置于室温下放

置 ! =$期间每隔"@& =摇匀#次% 加入& 3R正己烷$

旋涡提取 /" [$静置分层后取上层正己烷相经稀释 #"

倍后装入样品瓶中$供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测定%

#@!@/@!D气相色谱%质谱条件(( %&)

色谱条件&色谱柱为O956>8\Fa%S**U,O)石

英毛细管柱"/" 3f"@!& 33f"@!&

!

3#!进样口温

度 !&"I!载气为纯度大于等于 00@000H的氦气$载

气流量 #@!" 3RK358!柱箱初温 #""I$保留 & 358$以

/IK358升至 !/"I$保留 #& 358!进样量 #

!

R$分

流进样$分流比 !"G#$溶剂延迟 / 358%

质谱条件&传输线温度 !$"I$电离方式为电子轰

击电离"1S#$电离能量 -" >e$离子源温度 !/"I$扫描

模式为全扫描模式$质量扫描范围"3.L#&" J'&"%

#@!@/@/D脂肪酸的定性和定量

利用P.%jM进行定性$通过保留时间和计算

机检索与*SML谱库提供的标准质谱图对照$确定脂

肪酸的种类% 应用P.%jM 化学工作站软件$采用

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各种脂肪酸的相对含量%

<;结果与讨论

!@#D木姜花种子含油率

经测定$木姜花种子的含油率为 !'@$!H% 常

见油料大豆'花生和油菜籽含油率分别为 #0@0"H'

("@0#H和 ((@!(H

(')

$木姜花种子的含油率高于大

豆$低于花生和油菜籽%

!@!D木姜花种子油的理化指标

木姜花种子油的理化指标见表 #%

表 :;木姜花种子油的理化指标

相对密度

"4

!"

(

#

折光指数

"7

!"

#

酸值"_UF#K

"39K9#

过氧化值K

"33;6KA9#

碘值"S#K

"9K#"" 9#

"@0!$ 0 #@($! ! #@0! '@!" #0"@&

由表 # 可知$木姜花种子油的折光指数为

#@($! !$碘值"S#为 #0"@& 9K#"" 9$比一般油脂高$

说明木姜花种子油为高度不饱和油脂$具有较高的

应用价值%

!@/D木姜花种子油的脂肪酸组成

木姜花种子油的脂肪酸甲酯总离子流色谱图见

图 #$木姜花种子油脂肪酸组成及相对含量见表 !%

图 :;木姜花种子油的脂肪酸甲酯总离子流色谱图

表 <;木姜花种子油脂肪酸组成及相对含量

脂肪酸 保留时间K358 峰面积 相对含量KH

棕榈酸 !0@!&

&@'/ f#"

$

-@-&

棕榈油酸 !0@0-

(@&/ f#"

'

"@"'

硬脂酸 /&@#-

!@#/ f#"

$

!@0/

油酸 /&@-"

&@0- f#"

$

$@!!

亚油酸 /-@"$

#@0( f#"

0

!'@'#

!

%亚麻酸 /$@0-

/@0! f#"

0

&/@0!

花生酸 ("@'&

!@!& f#"

-

"@/#

花生一烯酸 (#@#&

-@&! f#"

'

"@#"

花生二烯酸 (!@(!

/@(- f#"

'

"@"&

山嵛酸 (&@-$

/@$/ f#"

'

"@"&

-$

!"#$ 年第 (/ 卷第 ## 期DDDDDDDDDDDDD中D国D油D脂



DD从图 # 可以看出$木姜花种子油的脂肪酸甲酯

总离子流色谱图中各种脂肪酸的峰形好'分离度好$

测定木姜花种子油中的脂肪酸含量时可以通过较好

的峰面积积分得到比较准确的结果%

从表 ! 可以看出$木姜花种子油主要由
!

%亚

麻酸'亚油酸'油酸'棕榈酸组成$含量分别为

&/@0!H'!'@'#H'$@!!H和 -@-&H$其次还含有硬

脂酸'花生酸'花生一烯酸'棕榈油酸'花生二烯酸和

山嵛酸$含量分别为 !@0/H' "@/#H' "@#"H'

"@"'H'"@"&H和 "@"&H% 木姜花种子油不饱和脂

肪酸含量为 $$@0'H$其中多不饱和脂肪酸为

$"d&$H$单不饱和脂肪酸为 $@/$H!另外还含有

##@"(H的饱和脂肪酸% 木姜花种子油富含的
!

%

亚麻酸是一种人体不能自身合成'而必须从外界摄

入的必需脂肪酸%

!

%亚麻酸能够降血脂$调节血

压$减少血栓形成$对脑细胞的形成'生长和发育等

起到重要作用(&)

% 近年市场上消费者认可度比较

高$公认为优质高端食用油的亚麻籽油含有 &"H J

'"H的
!

%亚麻酸(-)

% 木姜花种子油中的
!

%亚麻

酸含量为&/@0!H$与亚麻籽油相当% 我国目前主要

食用的菜籽油'大豆油和花生油等油脂中的
"

%亚

麻酸含量仅有 "@"#H J$@(H

($ %0)

$木姜花种子油

可作为补充
!

%亚麻酸的植物油资源加以利用%

=;结;论

木姜花种子含油率为 !'@$!H% 木姜花种子油

相对密度为 "@0!$ 0$折光指数为 #@($! !$酸值

"_UF#为 #@0! 39K9$过氧化值为 '@!" 33;6KA9$碘

值"S#为 #0"@& 9K#"" 9% 木姜花种子油不饱和脂肪

酸含量为 $$@0'H$饱和脂肪酸含量为 ##@"(H% 木

姜花种子油中
!

%亚麻酸含量为 &/@0!H$亚油酸含

量为 !'@'#H'油酸含量为 $@!!H'棕榈酸含量为

-@-&H$硬脂酸含量为 !@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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