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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比 2 种色谱柱对多种脂肪酸甲酯混标的分离效果#为快速准确地测定脂肪酸提供参考' 分

别建立@<$&&(6<$!>4"(;[$!2 色谱柱分离 23 种脂肪酸甲酯混标的方法#并以此方法对 #2 种

反式脂肪酸甲酯(% 种亚油酸甲酯和 & 种亚麻酸甲酯同分异构体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2 种色谱柱

分离 23 种脂肪酸甲酯所需的时间分别为 %3(2>(!> N.,#色谱峰间的分离度均大于 #'")2 种色谱柱

均能将顺反异构的单不饱和脂肪酸甲酯和亚油酸甲酯同分异构体分离开#而对于亚麻酸甲酯同分

异构体和双键在不同位置的异构体#@<$&& 分离效果优于 6<$!>4" 和 ;[$!2#但均不满足单独

定量的要求' 在实际样品分析时#可根据样品中脂肪酸种类选择合适的色谱柱#避免样品色谱峰的

重叠'

关键词!脂肪酸)脂肪酸甲酯)色谱柱)分离效果

中图分类号!D4>!'4$5g4%48 8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2 $3(4(%!"!#&"4 $"#2" $"3

A0;26/>1070=5B/334B/0;650Q/62B>440:<;711326/65>7Q

96/>0<1=655@ 64>8;35B@:3153/1

hCBb\,.O,

#

! 5CB@G,0̀.,0

#

! hcVU.

#

! hCB:@\.

#

! EAci.OGH.

#

!

:CD9ROG

!

! VCB:SR\

!

! VCB:b\,

#

*#'6RU,/RU, 9U,IUWZGW9RWG,.+;.YUOYU9G,IWGH! 6RU,/RU, >#&"!"! :\O,0XG,0! 9R.,O" !'BOI.G,OHA,YI.I\IU

ZGWB\IW.I.G, O,X @UOHIR! 9R.,UYU9U,IUWZGW;.YUOYU9G,IWGHO,X <WU]U,I.G,! [U.*.,0#""">"! 9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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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脂肪酸*7C+是指一端含有一个羧基的长链脂

肪族碳氢化合物!根据碳链中不饱和键的个数!可分

为饱和脂肪酸*67C+%单不饱和脂肪酸*Kc7C+%多

不饱和脂肪酸*<c7C+!根据不饱和键中氢原子的

位置!脂肪酸又可分为顺式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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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C+#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不同的脂

肪酸在人体中有着不同的生理功能!如,二十碳五烯

酸*L<C+能够降低甘油三酯的含量!促进体内饱和

脂肪的代谢!降低血液黏稠度!增进血液循环!提高

组织供氧!消除疲劳0# $!1

"油酸除具有促进伤口愈合

的能力外!对癌症%自身免疫和炎症性疾病也具有有

益作用021

"肥胖%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等慢性疾病

与反式脂肪酸有关0%1

# 分析人体中的脂肪酸可以

寻找潜在疾病标志物0>1

!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为

疾病的防控和治疗提供依据# 监测食物中的脂肪酸

可以知晓食品中的营养成分!为脂肪摄入和营养研

究提供基础数据#

目前!检测脂肪酸的方法主要有高效液相色谱法

*@<E9+%气相色谱法 *:9+%超临界流体色谱法

*679+%红外光谱法*Ad+等041

# 气相色谱法虽然前处

理烦琐!但分离效果良好!特别是对顺反异构脂肪酸

的分离!已经成为检测脂肪酸的主要方法031

# 由于填

料%键合方式的不同!不同型号的气相色谱柱对脂肪

酸甲酯*7CKL+的保留有一定的差别!本研究使用分

析多组分脂肪酸常用的色谱柱 @<$&&

0& $#"1

%;[$

!2

0## $#!1以及 :[>""('!>3/!"#4 推荐使用的 6<$

!>4"色谱柱!对 23 种脂肪酸甲酯%#2 种反式脂肪酸

甲酯%%种亚油酸甲酯同分异构体和 & 种亚麻酸甲酯

同分异构体进行分离!并进行效果比对!为快速准确

地测定食品或生物样本中的脂肪酸提供研究参考#

$%材料与方法

#'#8试验材料

玉米亚麻籽油*玉米油与亚麻籽油比例(f#+!

南顺油脂有限公司"23 种脂肪酸甲酯混合标准品

*9dK%3&&>!6.0NO+!% 种亚油酸甲酯同分异构混合

标准品*9dK%33(#!6.0NO+!& 种亚麻酸甲酯同分异

构混合标准品*9dK%33(!!6.0NO+!#2 种反式脂肪

酸甲酯混合标准品*:E9%&#[!B\ $+RU-+!十一碳酸

甘油三酯 *5$#!>!B\ $+RU-+!正己烷 *#""3(>!

KUW+-+!氢氧化钾%硫酸氢钠%无水硫酸钠均为分析纯#

##! $&&C3 @<$&&色谱柱*C0.HU,I+!!%">4 6<$

!>4" 色谱柱*6\^UH+G+!#!! $!24# ;[$!2 色谱柱

*C0.HU,I+!3&("C$>(3>9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仪!

d!">6K$;d分析天平!AjCK62 ;A:A5CE涡旋混

匀器#

#'!8试验方法

#'!'#8样品前处理

参考:[>""('#4&/!"#4 中的酯交换法进行样

品前处理# 称取 # 滴油脂*约 "'"! 0+于 #" NE带塞

试管内!加入 >"

!

E> N0)NE十一碳酸甘油三酯!加

入 % NE正己烷!摇匀# 加入 !""

!

E! NGH)E氢氧化

钾$甲醇溶液!剧烈振荡 2" Y!静置至澄清# 加入

# 0硫酸氢钠!剧烈振荡!静置 ! N.,!取上清!过无水

硫酸钠和 "'%>

!

N滤膜后进样检测#

#'!'!8色谱柱参数及气相色谱分析条件*见表 #+

表 $%色谱柱参数及气相色谱分析条件

项目 @<$&& 色谱柱 6<$!>4" 色谱柱 ;[$!2 色谱柱

填料 *&&=氰丙基+芳基聚硅氧烷 #""=二氰丙基硅氧烷 *>"= $氰丙基+ $甲基聚硅氧烷

键合方式 非键合交联 非键合交联 键合交联

柱参数 #"" Nk"'!> NNk"'!"

!

N #"" Nk"'!> NNk"'!"

!

N 4" Nk"'!> NNk"'#!

!

N

进样量 #

!

E #

!

E #

!

E

载气 高纯氦 高纯氦 高纯氦

模式 恒流模式 恒流模式 恒压模式

分流比 2"f# 2"f# 2"f#

进样口温度 !>"e !>"e !>"e

升温程序

初始温度 4"e!保持 # N.,!

以 #>e)N., 升温至 #(!e!

保持 !> N.,!以 #"e)N., 升

温至 !2"e!保持 #" N.,

0#21

#

初始温度 #4"e!保持 > N.,!以 >e)N.,

升温至 #&"e!保持 > N.,!以 &e)N., 升

温至 !2"e!保持 4 N.,!以 >e)N., 升温

至 !%"e!保持 3 N.,#

初始温度 >"e!保持 # N.,!以

!>e)N.,升温至 #3>e!以 %e)N.,

升温至 !2"e!保持 4 N.,#

#'!'28质谱条件

LA源电子能量 3" UF"电子倍增电压 # &>" F"

离子源温度 !2"e"四极杆温度 #>"e!传输线温度

!2"e"69CB扫描模式!扫描离子*,9;+>" J>"""

6AK扫描模式!扫描离子*,9;+ >>%43%3%%3(%&2%

&3%(#%(>#

#'!'%8分离度计算

利用K6;9RUN6IOI.G,数据工作站对色谱图进

行积分!得出色谱峰的保留时间和半峰宽!并以此计

算分离度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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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为分离度!&

#

和 &

!

为峰 # 和峰 ! 的保留

时间!V

#!')!

和V

!!')!

为峰 # 和峰 ! 的半峰宽#

&%结果与分析

!'#82 种色谱柱对 23 种脂肪酸甲酯的分离

23 种脂肪酸甲酯稀释 #" 倍!不同色谱柱按

#'!'!%#'!'2 条件进样分析!用 69CB模式进行扫

描!利用化学工作站 BA65K6!'" 对各色谱峰进行

定性!并根据混标中各组分的含量对顺反异构进行

区分# 用 6AK模式再次进行扫描!得到 23 种脂肪酸

甲酯在不同色谱柱上分离的总离子流*5A9+图*图

#+!确定各组分的保留时间!并计算每个色谱峰间

的分离度*表 !+#

图 $%'+ 种脂肪酸甲酯和 $' 种反式脂肪酸甲酯在不同色谱柱上分离的U#A图

表 &%' 种色谱柱对 '+ 种脂肪酸甲酯的分离

峰号
@<$&& 色谱柱

保留时间)N., 化合物 分离度

6<$!>4" 色谱柱

保留时间)N., 化合物 分离度

;[$!2 色谱柱

保留时间)N., 化合物 分离度

# "('>3! 9%f" #>'"" "&'4%" 9%f" #'%> >'#(3 9%f" #%'>"

! ##'#"! 94f" 2#'"2 "&'(&4 94f" >'(" 4'>>> 94f" !&'>2

2 #!'4!# 9&f" 22'"( "('>3> 9&f" #"'"% 3'(2& 9&f" 2"'3"

% #%'"3! 9#"f" 22'%3 #"'>32 9#"f" #>'&3 ('#!3 9#"f" !3'%2

> #%'&"" 9##f" #4'3( ##'!(! 9##f" #"'>3 ('3"2 9##f"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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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峰号
@<$&& 色谱柱

保留时间)N., 化合物 分离度

6<$!>4" 色谱柱

保留时间)N., 化合物 分离度

;[$!2 色谱柱

保留时间)N., 化合物 分离度

4 #>'>>3 9#!f" #4'&" #!'#(3 9#!f" #!'>2 #"'2"! 9#!f" #%'"(

3 #4'23( 9#2f" #3'>& #2'2!2 9#2f" 3'%3 #"'(%> 9#2f" #%'>>

& #3'!(( 9#%f" #&'2% #%'3"! 9#%f" >'3! ##'4>( 9#%f" #>'>4

( #&'#24 9#%f#$> #>'2( #4'"33 9#%f#$> &'#" #!'"#& 9#%f#$> 3'>%

#" #&'2>( 9#>f" 2'(! #4'!#" 9#>f" #'>& #!'%44 9#>f" ('"(

## #('24( 9#>f#$> #4'3% #3'4!" 9#>f#$> #3'#" #!'&&2 9#>f#$> &'2!

#! #('4#4 9#4f" 2'&! #3'3>% 9#4f" #'4> #2'2&" 9#4f" ('>(

#2 !"'424 9#4f#$3 &'&( #&'(%3 9#4f#$3 #%'42 #2'32> 9#4f#$3 4'42

#% !#'#%# 9#3f" 2'## #('!&% 9#3f" %'#2 #%'%"% 9#3f" #!'##

#> !!'2(& 9#3f#$3 #"'!" !"'%#( 9#3f#$3 #%'"4 #%'&"% 9#3f#$3 3'"!

#4 !2'"!! 9#&f" 3'!" !"'3%2 9#&f" %'"# #>'>2# 9#&f" #!'%"

#3 !2'&(& 9#&f#$(& ('>% !#'%2> 9#&f#$(& &'!! #>'3%% 9#&f#$(& 2'>2

#& !%'23& 9#&f#$(/ 2'%! !#'32! 9#&f#$(/ 2'%4 #>'&&4 9#&f#$(/ !'!(

#( !>'%!2 9#&f!$4& 3'#> !!'>"2 9#&f!$4& &'&( #4'#3% 9#&f!$4& %'>&

!" !4'4&" 9#&f!$4/ ##'2& !2'#33 9#&f!$4/ 3'4! #4'>%! 9#&f!$4/ >'33

!# !&'222 9!"f" #2'4" !2'4"2 9!"f" %'4" #4'(>" 9#&f2$4 4'!2

!! !&'4"4 9#&f2$4 !'#" !%'!4& 9#&f2$4 3'## #3'23# 9#&f2$2 4'!3

!2 !('(2! 9#&f2$2 #"'"" !%'>&& 9!"f# 2'2" #&'"23 9!"f" ('>4

!% 2"'%!3 9!"f# !'2" !%'&>& 9#&f2$2 !'3( #&'%%> 9!"f# >'>&

!> 2!'"(# 9!#f" >'%% !>'"2# 9!#f" #'4& #('#(" 9!"f! ('(4

!4 2%'"(> 9!"f! &'># !4'"&3 9!"f! ('%& #('234 9!#f" !'%2

!3 24'>(" 9!!f" #4'%( !4'%(> 9!!f" 2'>& #('4%! 9!"f2$4 2'%"

!& 24'34( 9!"f2$4 #'>4 !3'!2# 9!"f2$4 4'># #('(2> 9!"f%$4 2'3(

!( 23'(44 9!"f2$2 ('>& !3'>#( 9!!f#$( !'%3 !"'#"& 9!"f2$2 !'!#

2" 2&'#%> 9!"f%$4 #'44 !3'&!# 9!"f2$2 !'32 !"'332 9!!f" &'!%

2# 2&'2>2 9!!f#$( #'&3 !3'(24 9!2f" #'"! !"'("4 9!"f>$2 #'>2

2! 2('2&! 9!2f" ('"2 !&'#"> 9!"f%$4 #'2& !#'!>4 9!!f#$( 2'&>

22 %"'%%! 9!!f!$4 ('>! !('""> 9!!f!$4 3'>4 !!'#%& 9!!f!$4 ('3!

2% %"'42> 9!"f>$2 #'&! !('24( 9!%f" !'42 !!'2"3 9!2f" #'>3

2> %#'4(( 9!%f" ('2% !('(>" 9!"f>$2 %'%3 !%'"%4 9!%f" #>'2&

24 %2'"(" 9!%f#$( #"'(# 2"'%23 9!%f#$( 2'4" !%'3"! 9!%f#$( >'&"

23 %4'(34 9!!f4$2 !('>" 2%'>2# 9!!f4$2 !4'2! !%'&2# 9!!f4$2 #'#!

8注,某色谱峰的分离度为该色谱峰与前一色谱峰的分离度!# 号峰的分离度为三氯甲烷溶剂峰与 # 号峰的分离度#

88由图 # 和表 ! 可知!@<$&&%6<$!>4"%;[$!2

色谱柱分离 23 种脂肪酸甲酯所需的时间分别为

%3%2>%!> N.,# 从脂肪酸甲酯的出峰顺序来看!2 个

色谱柱的前 !" 个出峰组分和 22%24%23 号峰组分成

分相同!!# J2!%2%%2> 号峰组分成分不尽相同# 从

色谱峰间的分离度看!当 =m# 时!两峰有部分重

合"当 #'"

"

=m#'> 时!分离度达到 (&=!色谱峰基

本分离"当 =

$

#'> 时!分离度可达 (('3=!色谱峰

完全分离0#%1

# 23 种脂肪酸甲酯在 @<$&& 上能完

全分离!组分间的分离度均大于#'>!6<$!>4" 有 2

个分离度小于 #'>!分别为三氯甲烷溶剂峰和9%f"%

9!"f2$2 和9!2f"%9!2f" 和 9!"f%$4 间的分离度!

;[$!2 只有 # 个分离度小于 #'>!为 9!%f#$( 和

9!!f4$2 间的分离度# 虽然 6<$!>4" 和;[$!2 部

分色谱峰没达到完全分离!但其分离度也在 #'" J

#'> 之间!色谱峰达到基本分离!可用于定量分析#

!'!82 种色谱柱对 #2 种反式脂肪酸甲酯的分离

#2 种反式脂肪酸甲酯稀释 #" 倍!不同色谱柱

按 #'!'!%#'!'2 条件进样分析!用 69CB模式进行

扫描!利用化学工作站 BA65K6!'" 对各色谱峰进

行定性!并根据混标中各组分的含量对顺反异构进

行区分# 用 6AK模式再次进行扫描!5A9图与对应

的色谱柱分离 23 种脂肪酸甲酯的图谱进行叠放!结

果见图 ## 从图 # 可以看出!对于反 $( $十四碳烯

酸甲酯 *9#% f#&+%反 $#" $十五碳烯酸甲酯

*9#>f#&+%反$( $十六碳烯酸甲酯*9#4f#&+%反 $

#" $十七碳烯酸甲酯*9#3f#&+%反 $(!反 $#! $十

八碳二烯酸*(T!#!T$9#&f!)9#&f!$4&+%反$## $

22#

!"!# 年第 %4 卷第 4 期8888888888888中8国8油8脂



二十碳烯酸甲酯*9!"f#&+%反 $#2 $二十二碳一烯

酸甲酯*9!!f#&+和 #! $羟基$反$( $十八碳烯酸

甲酯*(T$#! $R1XWG̀1$9#&f#+!2 个色谱柱均能

将这 & 种脂肪酸甲酯完全分离# 而对于反$4 $十

八碳一烯酸甲酯*4T$9#&f#+%反$( $十八碳一烯

酸甲酯*(T$9#&f#)9#&f#$(&+%反$## $十八碳一烯

酸甲酯*##T$9#&f#+2 种十八碳一烯酸甲酯同分异

构体以及反$3 $十九碳一烯酸甲酯*3T$9#(f#+和

反$#" $十九碳一烯酸甲酯*#"T$9#(f#+! 种十

九碳一烯酸甲酯同分异构体!@<$&& 的分离效果优

于 6<$!>4" 和;[$!2!但同分异构体在不同色谱

柱上的分离度均小于 #'"!未达到定量分析要求!不

适合对它们进行单独定量#

从图 # 还可以看出!对于不同混标中的相同组

分///反$( $十八碳一烯酸甲酯 *(T$9#&f#)

9#&f#$(&+和反 $(!反 $#! $十八碳二烯酸甲酯

*(T!#!T$9#&f!)9#&f!$4&+2 个色谱柱的色谱峰

重叠效果良好!这说明 2 个色谱柱对脂肪酸甲酯的

保留较为稳定!不会因为组分的多少而改变保留时

间# 对于不同组分的重叠情况,在@<$&& 上!! 个混

标未出现重叠"在 6<$!>4"上!9!"f#&与9#&f2$4 出

现重叠!9!!f#&与 9!"f2$4 部分重叠!(T$#! $

R1XWG̀1$9#&f# 在 2>'! N., 仍未出峰"在 ;[$!2

上!(T$#! $R1XWG̀1$9#&f# 的峰较宽!与9!%f#$(%

9!!f4$2重叠#

综上!对于同时分离 23 种脂肪酸甲酯和 #2 种

反式脂肪酸甲酯!@<$&& 色谱柱的分离效果优于

6<$!>4" 和;[$!2#

!'282 种色谱柱对亚油酸甲酯(亚麻酸甲酯顺反异

构体的分离

% 种亚油酸甲酯同分异构体标准品稀释 >" 倍!

& 种亚麻酸甲酯同分异构体标准品稀释 !" 倍!在不

同色谱柱上进样分离!组分的出峰顺序参考产品说

明书%:[>""('!>3/!"#4 及文献0#> $#31# ! 个

混标的 5A9图与对应的色谱柱分离 23 种脂肪酸甲

酯的图谱进行叠放!结果见图 !#

从图 ! 可以看出!% 种亚油酸甲酯同分异构体!

除了在;[$!2 上的 (T!#!K$9#&f! 和 (K!#!K$

9#&f! 未完全分离外*=l#'#"+!其余的色谱峰均能

较好地分离*=

$

#'>+!满足定量分析要求# & 种亚麻

酸甲酯同分异构体在不同色谱柱上的分离效果均不

理想!在 @<$&& 和 6<$!>4" 上!(T!#!T!#>T$

9#&f2 和 (K!#!K!#>K$9#&f2 均能独立分离出来!

且达到基线分离!在 ;[$!2 上!仅有 (T!#!T!

#>T$9#&f2 能独立分离出来!其他的组分均出现部

分或完全重合!不能用于单独定量#

综上所述!对于 % 种亚油酸甲酯同分异构体的

分离!@<$&& 和 6<$!>4" 分离效果差别不大!且优

于;[$!2"对于 & 种亚麻酸甲酯同分异构体的分

离!@<$&& 优于 6<$!>4" 和;[$!2#

图 &%亚油酸甲酯"亚麻酸甲酯同分异构体混标分离U#A图

88从图 ! 还可以看出!2 种色谱柱对不同混标中

的相同组分///(T!#!T$9#&f! *9#&f!$4&+%(K!

#!K$9#&f! *9#&f!$4/+和 (K!#!K!#>K$9#&f2

*9#&f2$2+有良好的重叠# 对于不同组分!在 @<$

&& 上!(T!#!T!#>K$9#&f2%(T!#!K!#>T$9#&f2

与9!"f" 重叠!(K!#!T!#>T$9#&f2 与9#&f2$4 重

叠"在 6<$!>4" 上!(K!#!T!#>T$9#&f2%(K!#!K!

#>T$9#&f2 重合峰与 9#&f2$4 重叠! (K!#!T!

#>K$9#&f2%(T!#!K!#>K$9#&f2重合峰与9!"f# 重

叠"在;[$!2 上!9#&f2$4 与 (T!#!T!#>K$9#&f2

重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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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23种脂肪酸甲酯混标%#2种反式脂肪酸甲酯混

标%%种亚油酸甲酯同分异构体混标和 &种亚麻酸甲酯

同分异构体混标共 % 个混标色谱图进行叠放!能在混

标中分离出来且与其他图谱无重叠的色谱峰!@<$&&

有 %2个!6<$!>4"有 2(个!;[$!2有 %#个#

!'%82 种色谱柱对玉米亚麻籽油中的脂肪酸分离

取适量玉米亚麻籽油按 #'!'# 进行前处理!分

装成 2 份!分别在不同色谱柱上进样分析!色谱峰根

据保留时间及选择性扫描离子*6AK+质谱图进行定

性!得到不同色谱柱对玉米亚麻籽油中脂肪酸的分

离5A9图!结果见图 2#

图 '%玉米亚麻籽油的脂肪酸在 ' 种色谱柱上的分离U#A图

88结合图 #%图 !!对图 2 进行分析# 图 2 中浅色

标记色谱峰能在色谱分离时单独分离出来!且在图

#%图 ! 中对应的脂肪酸甲酯标准品不存在色谱峰重

合或重叠的情况!可直接用于定量#

2种色谱柱均不能将玉米亚麻籽油中的9#&f#$(/

单独分离出来!该色谱峰后均附带了 # 个小峰!根据

该峰质谱图及参考 4T$9#&f#%(T$9#&f#%##T$

9#&f# 的出峰顺序!可初步判断该色谱峰可能为

顺$## $十八碳一烯酸*##K$9#&f#+#

对于 @<$&& 上的 9!" f"% (K! #!K! #>T$

9#&f2%(T!#!K!#>K$9#&f2!虽然在亚麻酸同分异

构体混标分离时 (T!#!T!#>K$9#&f2%(T!#!K!

#>T$9#&f2 与 9!"f" 重叠!(K!#!T!#>T$9#&f2

和 (K!#!K!#>T$9#&f2 部分重合!(K!#!T!#>K$

9#&f2 和 (T!#!K!#>K$9#&f2 不能完全分离*见图

!+!但通过其他色谱柱对玉米亚麻籽油脂肪酸的分

离可以得知,在玉米亚麻籽油中不存在 (T!#!T!

#>K$9#&f2%(T!#!K!#>T$9#&f2%(K!#!T!#>T$

9#&f2%(K!#!T!#>K$9#&f2 或它们含量极少# 再

次!通过质谱图的比对!可以认为玉米亚麻籽油在

@<$&& 上的9!"f"%(K!#!K!#>T$9#&f2%(T!#!K!

#>K$9#&f2 这 2 个色谱峰的峰纯度较高!可用于单

独定量分析# 同理 6<$!>4" 和 ;[$!2 上的 (K!

#!K!#>T$9#&f2 也可以认为是峰纯度较高的色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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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在 6<$!>4" 上9!"f# 和 (T!#!K!#>K$9#&f2

色谱峰部分重合!在;[$!2 上 (T!#!K!#>K$9#&f2

和 (K!#!K!#>K$9#&f2 色谱峰重合!这与标准品分

离效果一致# ;[$!2 上的 (T!#!K$9#&f! 和 (K!

#!K$9#&f! 完全没有分开!这可能是因为玉米亚麻

籽油中的 (K!#!K$9#&f! 含量较高!色谱峰较宽!

所有 (T!#!K$9#&f! 色谱峰没有被分离出来# 另

外!色谱图上还有一些脂肪酸甲酯色谱峰与杂峰混

杂在一起影响定量!如@<$&& 上的9!%f"%;[$!2

上的9!!f" 等#

综上!@<$&& 色谱柱能将玉米亚麻籽油中的脂

肪酸分离且能用于单独定量的色谱峰有 !% 个!6<$

!>4" 有 !! 个!;[$!2 有 #3 个#

'%结%论

23 种脂肪酸甲酯在 2 种色谱柱上的出峰顺序

不完全一致!但所有组分都能达到基本分离!其中

@<$&& 分离效果最好!23 个组分均达到完全分离!

;[$!2 最为高效!能在 !> N., 内将各组分分离# 2

种色谱柱均能将顺反异构的单不饱和脂肪酸甲酯和

亚油酸甲酯同分异构体分离!而对于亚麻酸甲酯同

分异构体和双键在不同位置的异构体!@<$&& 分离

效果优于 6<$!>4" 和 ;[$!2!但均不满足单独定

量的要求# 分析玉米亚麻籽油时!;[$!2 分析效

率最高!但能用于单独定量的色谱峰有限!@<$&&

分析时间最长!但色谱峰间的相互影响较少!能用于

单独定量的色谱峰最多#

虽然不同混标的色谱叠放图有多个色谱峰重

叠!但在实际样品分析时!样品中的脂肪酸种类有

限!标准峰的重叠并不影响样品中某些脂肪酸的单

独定量!可以根据实际样品中的脂肪酸种类选择合

适的色谱柱!以达到快速准确地对脂肪酸进行定量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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