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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全面分析不同品种类型芝麻的品质性状及其与重要农艺性状间的关系"筛选 !(% 个代表性

芝麻品种资源"通过多点种植和测定籽粒脂肪'蛋白质'芝麻素和芝麻林素含量"对不同品种类型芝

麻的品质性状进行了差异比较"并对品质性状之间和品质性状与农艺性状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 个芝麻品种脂肪'蛋白质'芝麻素和芝麻林素平均含量分别为 &!'33<'!"'%#<'

2=#" L0)0和 #'(! L0)0% 不同株型芝麻"单秆型品种脂肪'芝麻素含量极显著高于分枝型品种"蛋

白质含量显著低于分枝型品种"芝麻林素含量差异不显著$不同叶腋花数芝麻"单花型品种脂肪'芝

麻素含量极显著低于三花型品种"蛋白质含量极显著高于三花型品种"芝麻林素含量显著低于三花

型品种% 不同品种芝麻脂肪含量与蛋白质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与芝麻素'芝麻林素含量呈极显著

正相关$蛋白质含量与芝麻素'芝麻林素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芝麻素与芝麻林素含量呈极显著正

相关$脂肪含量与生育期'籽粒颜色 M

$

值'9

$

值呈极显著正相关"与千粒重'籽粒长度'宽度'长宽

比和籽粒颜色 )

$

值呈极显著负相关$蛋白质含量与千粒重'籽粒长度'籽粒宽度'籽粒长宽比呈极

显著正相关"与生育期'籽粒颜色 M

$

值及 9

$

值呈极显著负相关"与籽粒颜色 )

$

值相关性不显

著$芝麻素含量与生育期呈显著正相关"与籽粒长宽比'籽粒颜色 M

$

值及 9

$

值呈极显著正相关"

与千粒重'籽粒长度呈极显著负相关"与籽粒宽度'颜色 )

$

值相关性不显著$芝麻林素含量与生育

期'籽粒颜色 )

$

值及9

$

值呈极显著正相关"与千粒重'籽粒长度'籽粒宽度呈极显著负相关"与籽

粒长宽比'籽粒颜色 M

$

值相关性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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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芝麻$&'()!*!+,-+.*!C'%是一种古老的优质

油料作物#芝麻种子富含脂肪和蛋白质#一般脂肪含

量为 &"< g&&<#蛋白质含量为 #:< g!!<

*#+

)芝

麻油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油酸和亚油酸总含量可

达 :&<以上#且比例接近 #h#

*!+

)芝麻蛋白含有人体

必需的 : 种氨基酸#组分齐全#除赖氨酸含量稍低

外#其他必需氨基酸含量均达到 7AB)[>B的参考

标准*2+

" 除此之外#芝麻中还含有芝麻素!芝麻林

素!维生素J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这些物质除具

有天然抗氧化性外#还具有促进乙醇代谢!抗高血

压!降血糖!抗癌等医疗保健功能#近年来引起了广

泛的关注*% $&+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

识的增强#消费市场对高品质!多功能!高值化的产

品更加重视#芝麻加工将进一步向精深化!品质化!

功能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4 $3+

" 针对市场需求#培

育优质专用型芝麻品种#并通过良种良法配套生产

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芝麻产品显得尤为重要"

国内外学者在芝麻脂肪!蛋白质!芝麻素!芝麻

林素含量以及脂肪酸组成等品质性状测定和相互关

系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

物研究所油料作物品质分析课题组*:+对 2%3 份芝麻

种质资源进行脂肪!蛋白质含量及脂肪酸组成分析

发现#脂肪含量与蛋白质含量呈明显负相关#单秆型

品种脂肪含量和蛋白质含量均高于分枝型品种#脂

肪含量具有随种皮颜色加深而降低的趋势#蛋白质

含量则具有相反趋势#早熟品种脂肪含量高于中熟

品种#但蛋白质含量无明显差异" 5MaQ.̀F等*(+对 %!

份芝麻的脂肪!芝麻素和芝麻林素含量进行测定#结

果表明#脂肪含量与芝麻素含量呈显著正相关#而与

芝麻林素含量相关性不显著#白芝麻脂肪!芝麻素含

量显著高于黑芝麻#但芝麻林素含量差异不显著"

柳家荣等*#"+对 %#" 份芝麻种质资源的脂肪!蛋白质

含量及脂肪酸组成进行测定#结果表明#脂肪含量和

蛋白质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随种皮颜色加深#脂肪

含量降低" 张秀荣等*##+对鄂豫皖 # !"# 份芝麻种

质资源品质进行分析发现#脂肪含量与蛋白质含量

呈极显著负相关#单秆型品种脂肪含量高于分枝型

品种#而蛋白质含量低于分枝型品种#随种皮颜色加

深#脂肪和蛋白质含量均有降低的趋势" 黄尚琼*#!+

对 ! (43 份芝麻种质资源品质进行分析发现#脂肪

和蛋白质含量均随种皮颜色加深而降低#脂肪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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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生育期的延长而增加" 张秀荣等*#2+分析了 %: 份

芝麻的脂肪!蛋白质!芝麻明$芝麻素%!芝麻酚和芝

麻林酚$芝麻林素%含量#认为脂肪含量与蛋白质含

量呈极显著负相关#与芝麻素含量呈显著正相关#芝

麻素含量与芝麻林素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蛋白质

含量与芝麻酚含量呈显著正相关" [M,0等*#%+对

!#& 份芝麻核心种质进行芝麻素和芝麻林素含量测

定发现&芝麻素含量与芝麻林素含量呈正相关#白

色!棕色!黄色和黑色品种中相关系数分别为 "'!2!

"'%%!"'3! 和 "'33)白色品种芝麻素含量显著高于

棕色!黄色和黑色品种#黄色品种显著高于黑色品

种)白色品种芝麻林素含量显著高于棕色!黄色和黑

色品种" 梅鸿献等*#&+对 !"( 份芝麻种质资源的脂

肪!蛋白质和芝麻素含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脂

肪含量与蛋白质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与芝麻素含

量呈显著正相关#蛋白质含量与芝麻素含量相关性

不显著#随籽粒颜色的加深脂肪含量呈下降趋势#蛋

白质含量则呈上升趋势#芝麻素含量差异不显著"

高锦鸿等*#4+对 !#! 份芝麻品种资源在 % 个不同生

态区种植获得的 :#: 份材料进行芝麻素和芝麻林素

分析#结果表明&芝麻素含量与芝麻林素含量相关性

不显著#二者含量均随着产地纬度升高而增加)芝麻

素含量与千粒重呈极显著负相关#与籽粒颜色 M

$

值呈极显著正相关)芝麻林素含量与千粒重呈极显

著正相关#与籽粒颜色 M

$

值相关性不显著" 吴坤

等*#3+对 !!% 个芝麻重组自交系在 2 个环境下的含

油量!蛋白质含量及芝麻素含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

果表明#含油量与蛋白质含量呈显著负相关#与芝麻

素含量呈显著正相关#蛋白质含量与芝麻素含量呈显

著负相关" 由于以往部分研究中采用的品种数量有

限#或者虽然采用了大量品种#但样本材料系从多个

地区收集而来#而且有可能为不同年份生产的芝麻种

子#这些无疑增加了试验误差#导致研究结果并不完

全一致" 分枝型或单秆型#叶腋单花型或三花型是国

内外常见的芝麻品种类型#但其与芝麻品质性状的关

系却鲜见报道"

本研究筛选 !(% 个代表性芝麻品种#拟通过多

点种植和脂肪!蛋白质!芝麻素!芝麻林素含量测定#

对芝麻品质性状进行全面分析#在不同品种类型间

进行系统比较#并对品质性状之间和品质性状与农

艺性状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以期为优质专用芝麻品

种培育及商品生产提供参考依据"

&'材料与方法

#'#8试验材料

从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芝麻研究中心芝麻种质资

源库中#按照植物学特征和生态类型#选取 !(% 个具

有代表性的芝麻品种用于多点鉴定和品质性状分

析" 按株型分类#分枝型品种为 ### 个#单秆型品种

为 #:2 个)按叶腋花数分类#单花型品种为 #"! 个#

三花型品种为 #(! 个"

DA3!"" 型近红外分析仪#波通瑞华)69$W自

动考种分析仪#杭州万深)>S,;P̀CMd 9FGF̀7GPRJ\色

差仪#美国>S,;P̀CMd"

#'!8试验方法

#'!'#8田间试验

!"#( 年#在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芝麻研究中心平

舆试验站$@2!}&(r#J##%}%!r)以下简称平舆%和周

口试验站$@22}2:r#J##%}2:r)以下简称周口%同时

种植 !(% 个芝麻品种" 田间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

计#单行区#! 重复#行长 & L#行距 "'% L#栽培管理

方式同一般生产田" 调查全生育期#成熟时每小区

收获中间 #" 株#及时晾晒并混合脱粒#将种子整理

干净后用于籽粒大小!形状!颜色及品质性状的

测定"

#'!'!8芝麻品质及芝麻籽粒大小!形状!颜色的

测定

利用近红外分析仪测定芝麻籽粒脂肪!蛋白质!

芝麻素和芝麻林素含量#每份样品重复 2 次#取平均

值" 芝麻品质近红外分析模型由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芝麻研究中心根据 2"" 份芝麻种质资源品质化学测

定数据和近红外光谱数据构建*#: $#(+

" 利用自动考

种分析仪测定芝麻籽粒长度!宽度!长宽比和千粒

重#重复 2 次#取平均值" 利用色差仪对芝麻籽粒颜

色进行扫描#获得 M

$

值!)

$

值和9

$

值#M

$

值代表

亮度#可为 " g#""#代表从黑到白))

$

值代表红 $

绿#正值为红#负值为绿#" 为中性)9

$

值代表黄 $

蓝#正值为黄#负值为蓝#" 为中性"

#'!'28数据分析

采用JR+PG!""3 和 6U66 #2'" 进行数据整理!

相关性分析!方差分析和显著性检验"

$'结果与分析

!'#8芝麻籽粒品质性状和相关农艺性状的描述

统计

!(% 个芝麻品种同时在平舆!周口 ! 环境 % 重

复种植#共收获 # #34 份种子样本#各品种籽粒品质

性状和农艺性状的描述统计见表 #"

由表 # 可知&!(% 个芝麻品种平均脂肪含量为

&!'33<#变幅为 2:'%:< g&&':%<#最高的品种为

襄芝 (# $%##4#最低的品种为孟加拉芝麻)平均蛋

白质含量为 !"'%#<#变幅为 #4'(%< g!%'("<#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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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品种为金寨白芝麻#最低的品种为 3%"$#&%)平

均芝麻素含量为 2'#" L0)0#变幅为 #'#& g%'#2

L0)0#最高的品种为农科院 (!D"!:#最低的品种为

孟加拉芝麻)平均芝麻林素含量为 #'(! L0)0#变幅

为 #'": g!':" L0)0#最高的品种为吉水酱色芝麻#

最低的品种为缅甸芝麻" 在芝麻品质性状中#脂肪

和蛋白质含量的变异系数较小#分别为 !'33<和

4=:4<)芝麻素和芝麻林素含量的变异系数较大#分

别为 #2'&&<和 ##'%4<"

表 &'$/* 个芝麻品种籽粒品质性状

和农艺性状的描述统计

性状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变异系

数)<

脂肪含量)< &!'33 &&':% 2:'%: #'%4 !'33

蛋白质含量)< !"'%# !%'(" #4'(% #'%" 4':4

芝麻素含量)

$L0)0%

2'#" %'#2 #'#& "'%! #2'&&

芝麻林素含量)

$L0)0%

#'(! !':" #'": "'!! ##'%4

生育期)T :!'3& ("'"" 3&'&" !'#4 !'4#

千粒重)0 !'4# 2'%% #'(! "'!( ##'"&

籽粒长度)LL 2'"! 2'%3 !'4% "'#% %'4"

籽粒宽度)LL #'32 #'(2 #'%: "'"3 %'#!

籽粒长宽比 #'34 !'"( #'4" "'"3 %'#!

籽粒颜色 M

$

值 %(':2 &:'(% #3'24 3'!# #%'%3

籽粒颜色 )

$

值 &'%! ('"& #'!! #'2( !&'4&

籽粒颜色9

$

值 #2'(! #3'#2 #'&4 #':( #2'&(

88由表 # 还可知&!(% 个芝麻品种平均生育期为

:!'3& T#变幅为 3&'&" g("'"" T#最长的品种为武

昌独角黄#最短的品种为凤城朝鲜芝麻)平均千粒重

为 !'4# 0#变幅为 #'(! g2'%% 0#最大的品种为井陉

芝麻#最小的品种为新洲野芝麻)平均籽粒长度为

2'"! LL#变幅为 !'4% g2'%3 LL#最长的品种为郑

芝 !!D"4#最短的品种为遂平水白芝麻)平均籽粒宽

度为 #'32 LL#变幅为 #'%: g#'(2 LL#最宽的品种

为太和八棱苏#最窄的品种为海丰四棱芝麻)平均籽

粒长宽比为 #'34#变幅为 #'4" g!'"(#最大的品种

为淇县芝麻#最小的品种为缅甸耶格华" 在芝麻籽

粒大小和形状性状中#千粒重变异系数最大#为

##="&<#其他性状变异系数则不大" 籽粒颜色的 2

个维度指标中#平均 M

$

值为 %(':2#变幅为 #3'24 g

&:=(%#最大的品种为武昌紫花麻#最小的品种为孟

加拉芝麻)平均 )

$

值为 &'%!#变幅为 #'!! g('"&#

最大的品种为大名小优芝麻#最小的品种为孟加拉

芝麻)平均9

$

值为 #2'(!#变幅为 #'&4 g#3'#2#最

大的品种为金芝麻#最小的品种为孟加拉芝麻" 芝

麻籽粒颜色性状中#2 个维度指标变异系数均较大#

M

$

值!)

$

值和 9

$

值分别达到 #%'%3<!!&'4&<

和 #2=&(<"

!'!8不同株型和叶腋花数芝麻品种品质性状差异

比较

为研究不同株型和叶腋花数芝麻品种籽粒品

质性状的差异#将 !(% 个品种 ! 环境 % 重复芝麻品

质测定数据进行方差分析$A@BEA%#不同类型品

种描述统计和差异显著性测定结果分别见表 ! 和

表 2"

表 $'单秆型和分枝型芝麻品种品质性状差异比较

品质性状 类型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5值

脂肪

含量)<

单秆 &2'#4 &('#! %3'!: !'"4

分枝 &!'!% 4"'#4 23'&2 !'&(

k"'""" #

蛋白质

含量)<

单秆 !"'#: !3'(2 #('%# !'&4

分枝 !"'&3 !:'!3 #4':& !'44

k"'"#4 "

芝麻素含

量)$L0)0%

单秆 2'!" &'"! "'!! "'&(

分枝 !'(3 &'2# "'"2 "'44

k"'""" #

芝麻林素含

量)$L0)0%

单秆 #'(! 2'!( #'"! "'2!

分枝 #'(2 2'!! "'(" "'22

k"':#& "

表 )'单花型和三花型芝麻品种品质性状差异比较

品质性状 类型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5值

脂肪含

量)<

单花 &!'## 4"'#4 23'&2 !'44

三花 &2'## &('#! %%'4! !'":

k"'""" #

蛋白质

含量)<

单花 !"'(4 !:'!3 #4':& !'3"

三花 !"'"4 !3'(2 #('%# !'&!

k"'""" #

芝麻素含

量)$L0)0%

单花 !'(( &'2# "'"2 "'3"

三花 2'#4 &'"! "'&# "'&(

k"'""" #

芝麻林素含

量)$L0)0%

单花 #'(! 2'!( #'"! "'2%

三花 #'(2 2'!! "'(" "'2!

k"'"24 "

88从表 ! 可知#单秆型品种平均脂肪!芝麻素含量

均高于分枝型品种#且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

!

j

"="#%#蛋白质含量显著低于分枝型品种 $

!

j

"="&%#而芝麻林素含量差异不显著" 从表 2 可知#

单花型品种平均脂肪!芝麻素含量均低于三花型品

种#蛋白质含量高于三花型品种#且差异均达极显著

水平$

!

j"'"#%#芝麻林素含量则显著低于三花型

品种$

!

j"'"&%"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油料作物品质分析课题组*:+研究认为#单秆型品种

脂肪!蛋白质含量均高于分枝型品种#与本研究结果

不完全一致)张秀荣等*##+研究认为#单秆型品种脂

肪含量高于分枝型品种#蛋白质含量低于分枝型品

种#与本研究结果完全一致"

!'28芝麻品质性状相关性分析

将 # #34 份芝麻样品品质性状测定结果进行相

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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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芝麻品质性状相关性分析

品质性状 脂肪含量 蛋白质含量 芝麻素含量

蛋白质含量
$"'44: 4

$$

芝麻素含量
$"'%%% 4

$$

$"'%!( 4

$$

芝麻林素含量
$"'2:: #

$$

$"'%22 4

$$

"'%%2 !

$$

8注&

$$

代表
!

j"'"# 显著性水平"

由表 %可知#脂肪!蛋白质!芝麻素!芝麻林素含

量间均存在高度的相关性" 其中&脂肪含量与蛋白质

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且相关系数最大#为$"'44: 4)

脂肪含量与芝麻素!芝麻林素含量均呈极显著正相

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 4 和 "'2:: #)蛋白质含

量除了与脂肪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外#与芝麻素!芝

麻林素含量亦呈极显著负相关)两种木酚素组分芝

麻素与芝麻林素含量间正相关性也达到了极显著水

平" 试验结果与以往研究*: $#3+基本一致" 芝麻品

种资源中#农家种多为分枝!单花型#现代品种多为

单秆!三花型#现代育种以单秆!三花!高脂肪含量为

主要育种目标#在对脂肪含量进行直接选择时#间接

提高了脂溶性木酚素芝麻素及芝麻林素的含量#并

降低了与之负相关的蛋白质含量" 非洲品种多为分

枝!单花型品种#可能是进口芝麻含油量低于国产芝

麻的重要原因之一"

!'%8芝麻品质性状与农艺性状的相关性分析

芝麻生育期!千粒重!籽粒形状!籽粒颜色等均

为重要的农艺性状#同时又是复杂的数量性状#为研

究这些性状与芝麻品质性状的关系#将 !(% 个品种

在 ! 环境 % 重复下获得的品质测定数据与上述农艺

性状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

表 +'芝麻品质性状与农艺性状相关性分析

农艺性状 脂肪含量 蛋白质含量 芝麻素含量 芝麻林素含量

生育期
$"'#(% &

$$

$"'!:# 4

$$

$"'"34 (

$

$"'"(& !

$$

千粒重
$"'##& %

$$

$"'!2( %

$$

$"'#&3 &

$$

$"'":& 3

$$

籽粒长度
$"'!!! 4

$$

$"'!#4 2

$$

$"'"(# #

$$

$"'#%! #

$$

籽粒宽度
$"'#!: %

$$

$"'#43 !

$$

$"'#(" &

$"'#33 "

$$

籽粒长宽比
$"'#44 3

$$

$"'#"! 2

$$

$"'#!2 &

$$

$"'"!: !

籽粒颜色 M

$

值
$"'%#3 2

$$

$"'!33 "

$$

$"'%!: 2

$$

$"'"!( "

籽粒颜色 )

$

值
$"'#3" 2

$$

$"'"&% & $"'"2" 3

$"'#34 &

$$

籽粒颜色9

$

值
$"'#(% &

$$

$"'!%4 "

$$

$"'%2: :

$$

$"'"(# :

$$

8注&

$

和
$$

分别代表
!

j"'"& 和
!

j"'"# 显著性水平"

88由表 & 可知#芝麻生育期与脂肪!芝麻素!芝麻

林素含量呈极显著或显著正相关#与蛋白质含量呈

极显著负相关" 芝麻生育期是指从播种到成熟的时

间#其对芝麻产量和品质均有重要的影响" 中国农

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油料作物品质分析课题

组*:+研究认为#芝麻早熟品种脂肪含量高于中熟品

种#但蛋白质含量无明显差异" 黄尚琼*#!+对生育期

为 #!"!#"" T及 3" T左右的芝麻品种进行比较后认

为#芝麻脂肪含量随生育期的延长而增加" 本研究

与黄尚琼*#!+的研究结果一致#但与中国农业科学院

油料作物研究所油料作物品质分析课题组*:+的研

究结果不同" 以往研究还表明#芝麻脂肪含量随着

产地纬度升高而增加*#!##4+

#成熟期间低温促进木酚

素积累#推迟播种期可提高芝麻木酚素含量*!"+

" 结

合本研究结果#可以认为在中高纬度地区#采用适当

晚熟品种更利于生产高油高木酚素芝麻商品"

芝麻籽粒大小和形状是重要的产量和外观品质

性状#千粒重!籽粒长度和宽度是衡量籽粒大小的不

同尺度#长宽比是衡量籽粒形状的常用指标#长宽比

小粒形趋向卵圆#长宽比大粒形趋向长卵圆" 由表

& 可知&千粒重和籽粒长度与脂肪!芝麻素!芝麻林

素含量均呈极显著负相关#与蛋白质含量呈极显著

正相关)籽粒宽度与脂肪!芝麻林素含量呈极显著负

相关#与蛋白质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但与芝麻素含

量相关性不显著" 籽粒长宽比与脂肪含量呈极显著

负相关#与蛋白质及芝麻素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而

与芝麻林素含量相关性不显著" 高锦鸿等*#4+研究

认为#芝麻素含量与千粒重呈负相关#芝麻林素含量

与千粒重呈正相关#与本研究结果略有不同" 本研

究首次全面揭示了籽粒大小!形状与品质性状的关

系&籽粒越小#脂肪!芝麻素!芝麻林素含量越高#蛋

白质含量越低)籽粒越圆#蛋白质和芝麻素含量越

低#脂肪含量越高"

人们对芝麻籽粒颜色与品质性状的关系研究较

多#但得出的结论不尽一致*: $#!##% $#4+

" 本研究将籽

粒颜色分为 2 个维度&M

$

值!)

$

值和 9

$

值" 其中

M

$

值代表亮度#M

$

值大于 &" 时#视觉上为白芝麻#

M

$

值小于 !"#视觉上为黑芝麻" 由表 & 可知&芝麻

籽粒颜色 M

$

值与脂肪!芝麻素含量呈极显著正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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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与蛋白质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与芝麻林素含量

相关性不显著))

$

值与脂肪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

与芝麻林素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与蛋白质!芝麻素

含量相关性不显著)9

$

值与脂肪!芝麻素!芝麻林素

含量均呈极显著正相关#但与蛋白质含量呈极显著

负相关"

)'结'论

品质性状是评价芝麻品种和商品质量的重要指

标#本研究利用 !(% 个代表性芝麻品种资源#通过多

点种植和测定籽粒脂肪!蛋白质!芝麻素和芝麻林素

含量#全面分析了不同株型!叶腋花数!生育期!籽粒

大小!籽粒形状!籽粒颜色等类型品种的芝麻品质性

状的差异#发现不同品种类型的芝麻品质性状存在

显著差异#芝麻品质性状与农艺性状存在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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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科技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项目 $!"!"m7Z#" $

"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费

作者简介!任8静$#((&%#女#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元宝枫

籽油的提取与精炼$JKLM.G%:(!((&3"4Ncc'+FL"

通信作者!李冬兵#教授$JKLM.G%G.TN,OM]S'PTS'+,"

储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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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宝枫籽油在不同储藏条件下的氧化稳定性

及货架期预测

任8静"高8浩"李8静"李冬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林学院"陕西 杨凌 3#!#""#

摘要!以元宝枫籽油为原料"过氧化值 !UBE#'酸值 !AE# 及 5IA值为氧化稳定性指标"研究温

度'光照'空气'包装瓶材质和包装瓶颜色对元宝枫籽油氧化稳定性的影响"进一步建立氧化动力学

模型"预测元宝枫籽油的货架期% 结果表明&元宝枫籽油在低温'避光'无氧'不锈钢或陶瓷材质'蓝

色或绿色玻璃瓶等储藏条件下"UBE'AE'5IA值均增长缓慢"氧化稳定性好$元宝枫籽油的氧化过

程遵循零级反应动力学方程"经验证 UBE模型预测值与实测值较为接近$元宝枫籽油在 !"'!&X

密封避光储藏条件下的货架期预测值分别为 &#4'22& T%

关键词!元宝枫籽油$氧化稳定性$货架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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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元宝枫 $/.'070*,.)7*!IS,0P'%是我国的特有

树种#集高端食用油!园林观赏!医用保健!化工生产

原料!特用木材于一身#集社会!经济和生态价值为

一体*#+

" 元宝枫分布较广#主要集中在我国黄河中

下游及东北南部地区" 元宝枫种实经清理!去翅脱

壳后#一般采用压榨!溶剂提取及超临界二氧化碳萃

取等方法制取油脂" 我国于 !"## 年 2 月将元宝枫

籽油批准为新资源食品" !"#( 年 4 月-元宝枫籽

油.国家标准 $WI)5233%:,!"#(% 发布#并已于

!"!" 年 # 月 # 日起实施#这为元宝枫籽油的市场准

入及产业发展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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