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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种植物油料油脂的品质及氧化稳定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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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拓宽我国植物油料的开发利用途径，测定了薄壳山核桃、油茶、香榧、核桃、花生、油菜等６
种植物种子的含油率及其油脂的总酚、生育酚含量和脂肪酸组成，并采用加速氧化试验对其油脂的

氧化稳定性进行评价，探究了各项品质指标与氧化稳定性指标的相关性。结果表明：薄壳山核桃仁

的含油率最高（７３．０７％），且其油脂的总酚含量最高（１２．６ｍｇ／ｋｇ），香榧籽油的生育酚总量最高
（１１４．９０ｍｇ／１００ｇ）；６种植物油中有５种共同脂肪酸，分别为棕榈酸、硬脂酸、油酸、亚油酸和花生
烯酸；６种植物油中，薄壳山核桃油的氧化稳定性最强，其酸值、过氧化值、共轭二烯值、共轭三烯
值、羰基值的变化幅度均较小，氧化诱导时间（ＯＳＩ值）处于最高水平，核桃油的变化幅度较大；加速
氧化过程中６种植物油的油酸、亚油酸、不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含量均无明显变化；油脂的ＯＳＩ
值与油酸、生育酚、总酚含量呈显著正相关，与亚油酸、亚麻酸含量呈显著负相关。综上，薄壳山核

桃含油率高，薄壳山核桃油含有较高的总酚含量和较好的氧化稳定性，是一种优质的食用油，可作

为营养保健油开发利用。

关键词：木本植物油；品质指标；加速氧化试验；氧化稳定性；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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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油是由植物油料的种子经过压榨或萃取而
得，是人体重要的能量和营养来源。植物油的品种

与人类健康有着密切关系，不同植物油的脂肪酸组

成、油脂伴随物含量和比例不同［１］。植物油料分为

草本和木本油料两类，我国木本油料种质资源丰富，

其中种子含油率在４０％以上的有１５０多种，可食用
的有５０多种［２］。薄壳山核桃，又名美国山核桃，是

胡桃科山核桃属植物，是世界上珍贵的干果和木本

油料树种。薄壳山核桃壳薄易剥，出仁率高，果仁中

富含油脂、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还含有对人体有益

的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等［３］。油茶是我国

特有的食用木本油料树种，油茶籽仁的含油率较高，

其油脂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８０％以上，且富含
人体必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和活性成分［４］。香榧，属

于红豆杉科常绿乔木，是我国特有的经济树种，种仁

含油率５０％以上，其油脂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在８５％
以上，且含有多种有益脂类伴随物，在降血脂、预防

心脑血管疾病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５－６］。核桃属于

胡桃科胡桃属植物，是世界四大坚果之一。我国是

世界第一大核桃生产国，核桃年产量约占世界产量

的４８％［７］。核桃仁中油脂含量高达６５％左右，还含
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质元素和生物活

性物质，具有很高的营养和保健价值［８］。油菜和花

生是世界四大油料作物中的两种，我国是全球油菜

籽及菜籽油第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菜籽油产量占

全球的１／４，其消费量占全国植物油消费量的２０％。
我国花生油产量占全球的１／２［９］。

植物油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容易受温度、

光照、空气、水分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氧化酸败，产

生小分子物质如醛、酮、酸等，这些小分子物质会产

生强烈的刺激味，并使油脂颜色加深，口感变差，而

且油脂氧化产生的二级氧化产物在人体中难以代

谢，会对肝脏造成损害［１０］。因此，油脂的抗氧化问

题引起了油脂领域的重视［１１］。目前，关于大宗植物

油氧化稳定性的研究很多［１２］；而对油茶、核桃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油脂加工、营养品质及副产物利用等

方面［１３－１５］；对香榧、薄壳山核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繁殖培育、栽培技术、生长发育和化学成分等方

面［１６－１９］，对其油脂氧化稳定性的研究相对较少。因

此，本文对油茶、香榧、薄壳山核桃、核桃等木本油料

油脂，以及花生油、菜籽油的营养及活性成分、氧化

稳定性进行对比研究，以期为几种木本油料油脂加

工利用及贮藏提供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薄壳山核桃，购于建德市敏捷家庭农场有限公

司；油茶籽，采自浙江省金华市东方红林场油茶种质

资源基地；香榧籽，采自杭州市富阳区千家村香榧种

植基地；核桃，采自新疆阿克苏地区的薄皮核桃；油

菜籽、花生仁，购于杭州本地联华超市。

ＺＹＪ－９０１８家用榨油机，江门贝尔斯顿电器有
限公司；１８０Ｅ－Ｙ耐欧小型粉碎机，慈溪耐欧贸易有
限公司；Ｒ－３旋转蒸发仪、Ｂ－８１１索氏提取仪，瑞士
布奇公司；ＢＳ－１Ｆ全温度振荡培养摇床，常州金坛
精达仪器制造有限公司；Ａｇｉｌｅｎｔ１２９０高效液相色谱
仪，美国安捷伦公司；ＧＣ－２０１０Ｐｌｕｓ气相色谱仪、
ＵＶ－２５５０紫外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公司；
Ｒａｎｃｉｍａｔ７４３油脂氧化稳定性分析仪，北京海富达
科技有限公司；ＡｖａｎｔｉＪ－Ｅ高速冷冻离心机，德国
贝克曼公司。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植物油料含油率的测定

含油率参照 ＧＢ５００９．６—２０１６中索氏抽提法
测定。

１．２．２　油脂的制备
薄壳山核桃、油茶籽、香榧籽、核桃去掉外壳后，

与花生仁和油菜籽一起低温干燥至含水量 ４％左
右，选择低温压榨模式分别对６种植物油料直接压
榨，得到的植物油过滤后用无水硫酸钠脱水，除去无

水硫酸钠后将得到的薄壳山核桃油、油茶籽油、香榧

籽油、核桃油、花生油和菜籽油分别于 ４℃冷藏
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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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植物油中营养及活性成分的测定
１．２．３．１　脂肪酸组成及含量

参照ＧＢ５００９．１６８—２０１６对油样进行甲酯化，
并采用气相色谱法测定脂肪酸组成及含量。色谱条

件：Ｆａｍｅｗａｘ石英毛细管柱（３０ｍ×０．３２ｍｍ×
０．２５μｍ）；升温程序为起始温度１５０℃，保持１ｍｉｎ，
以５℃／ｍｉｎ升至１９０℃，保持２０ｍｉｎ；分流进样，分
流比１∶１０；进样口温度２２０℃；进样量１μＬ；载气为
Ｎ２，流速 ２ｍＬ／ｍｉｎ；Ｈ２流速 ３０ｍＬ／ｍｉｎ；空气流速
４００ｍＬ／ｍｉｎ；尾吹气流速２５ｍＬ／ｍｉｎ；ＦＩＤ检测器温
度２２０℃。根据色谱峰保留时间定性，采用峰面积
归一化法定量。

１．２．３．２　总酚含量
采用福林酚法测定总酚含量。参照文献［２０］

的方法并稍作修改提取油脂中的总酚。准确称取

１．００ｇ油样，加入２０ｍＬ７０％甲醇溶液，分两次进行
涡旋振荡提取 １ｍｉｎ后再超声波提取 ５ｍｉｎ，于
２０００×ｇ离心１０ｍｉｎ，取出甲醇相（提取液）避光存
放。取１ｍＬ提取液于试管中，加入５ｍＬ５％福林酚
试剂和４ｍＬ７．５％碳酸钠溶液，涡旋振荡１ｍｉｎ，于
黑暗处静置３０ｍｉｎ后于７６５ｎｍ处测吸光度，代入
没食子酸－吸光度标准曲线方程中进行定量。
１．２．３．３　生育酚含量

准确称取１．００ｇ油样，用正己烷溶解并定容至
１０ｍＬ棕色容量瓶中，用０．２２μｍ聚四氟乙烯过滤
器过滤，进高效液相色谱仪进行分析。

色谱条件：硅胶色谱柱（２５０ｍｍ×４．６ｍｍ×
５μｍ），柱温３０℃；流动相为正己烷 －异丙醇（体积
比９８．５∶１．５），流速１．２ｍＬ／ｍｉｎ；进样量１０μＬ；荧光
检测器激发波长２９５ｎｍ，发射波长３３３ｎｍ。对应峰
面积代入以α－、β－、γ－、δ－生育酚为标样绘制的
浓度－峰面积标准曲线方程中对生育酚进行定量。
１．２．４　植物油的加速氧化试验

分别取２０ｍＬ薄壳山核桃油、核桃油、油茶籽
油、香榧籽油、花生油和菜籽油，分别装入２０ｍＬ棕
色玻璃瓶，敞口置于６０℃恒温干燥箱贮藏，分别于
０、１、３、５、７、９、１１ｄ取样，于 －１８℃冰箱保存，待取
样全部结束后集中测定各项指标，每个油样设置３
组平行。

１．２．５　植物油氧化指标的测定
１．２．５．１　酸值和过氧化值

酸值参照 ＧＢ５００９．２２９—２０１６测定；过氧化值
参照ＧＢ５００９．２２７—２０１６测定。
１．２．５．２　共轭二烯值和共轭三烯值

准确称取０．１ｇ油样于２５ｍＬ容量瓶中，加入

异辛烷溶解并稀释至刻度，以异辛烷作为参比，用石

英比色皿测定波长２３２ｎｍ和２７０ｎｍ处试样的吸光
度，并按公式（１）计算共轭二烯值（２３２ｎｍ）和共轭
三烯值（２７０ｎｍ）。

Ｙ＝Ａ／ｃ （１）
式中：Ｙ为共轭二烯值（共轭三烯值）；Ａ为相应

波长处的紫外吸光度；ｃ为样品质量浓度，ｇ／１００ｍＬ。
１．２．５．３　羰基值

准确称取０．１ｇ油样于２５ｍＬ具塞试管中，加５
ｍＬ苯溶解油样，加３ｍＬ０．０４３ｍｇ／ｍＬ三氯乙酸 －
苯溶液及５ｍＬ０．０００５ｇ／ｍＬ２，４－二硝基苯肼溶
液，摇匀；于６０℃水浴中加热３０ｍｉｎ，用流水冷却至
室温，沿试管壁缓慢加入１０ｍＬ０．０４ｇ／ｍＬ氢氧化
钾－乙醇溶液，涡旋振荡混匀后静置１０ｍｉｎ，于波长
４４０ｎｍ处测吸光度，按照公式（２）计算羰基值。

Ｘ＝ Ａ
８５４×ｍ×１０００ （２）

式中：Ｘ为羰基值，ｍｅｑ／ｋｇ；Ａ为样液的吸光度；
ｍ为油样质量，ｇ。
１．２．６　植物油氧化稳定性的测定

油脂的氧化稳定性可以通过测定油脂的氧化诱

导时间（ＯＳＩ值）来反映。准确称取３．００ｇ油样，采
用Ｒａｎｃｉｍａｔ７４３油脂氧化稳定性分析仪测定植物油
的ＯＳＩ值。测定参数：温度１１０℃，空气流量１０Ｌ／ｈ，
测量池中去离子水用量６０ｍＬ。
１．２．７　数据处理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６软件进行基础数据处理、分析
与作图。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显著性及相
关性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６种植物油料的含油率

６种植物油料（除油菜籽外，其余为种仁）的含
油率见图１。

图１　６种植物油料的含油率

　　由图１可知，６种植物油料含油率有一定差异，
其中薄壳山核桃仁的含油率最高，达７３．０７％，其次
是核桃仁（６５．４８％）、香榧籽仁（５５．２８％）、花生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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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６８％）和油茶籽仁（４９．３４％），油菜籽的含油率
最低，为３６．５６％。
２．２　６种植物油中营养及活性成分含量
２．２．１　脂肪酸组成及含量

脂肪酸组成是植物油营养品质的重要评价指

标。６种植物油的脂肪酸组成及相对含量见表１。
由表１可知：６种植物油均含有棕榈酸、硬脂

酸、油酸、亚油酸、花生烯酸等５种脂肪酸，其中油酸
和亚油酸含量较高，为主要脂肪酸；除花生油外，其

余５种植物油中均含有亚麻酸。此外，香榧籽油中
含有２．８９％的反 －６，１１－二十碳二烯酸和８．７０％
的顺－５，１１，１４－二十碳三烯酸。顺－５，１１，１４－二
十碳三烯酸是香榧籽油的特征脂肪酸，有较高的生

理活性［２１］；菜籽油中还含有１１．９６％芥酸；薄壳山核
桃油、香榧籽油、花生油和菜籽油中含有少量花生

酸，花生油和菜籽油中含有少量山嵛酸。６种植物

油的饱和脂肪酸中，棕榈酸的含量最高，其次是硬脂

酸，６种植物油中饱和脂肪酸总量由高到低的顺序
依次为花生油＞香榧籽油＞油茶籽油＞核桃油＞薄
壳山核桃油＞菜籽油。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由高到低
的顺序依次为菜籽油＞薄壳山核桃油＞核桃油＞油
茶籽油＞香榧籽油＞花生油。除花生油中的不饱和
脂肪酸含量相对较低（７９．１９％）外，其余５种植物
油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均在９０％左右，其中菜籽油
和薄壳山核桃油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显著高于其余

４种植物油（ｐ＜０．０５），油茶籽油、香榧籽油和核桃
油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虽
然从不饱和脂肪酸总量来看菜籽油呈最高水平，但

由于菜籽油中含有较高含量的芥酸（１１．９６％），长
期过量摄入对人体健康不利，可导致肾胆固醇增高，

影响生长发育［２２］，因此不能单以不饱和脂肪酸含量

的高低来判断油脂品质的好坏。

表１　６种植物油的脂肪酸组成及相对含量 ％

脂肪酸 薄壳山核桃油 油茶籽油 香榧籽油 核桃油 花生油 菜籽油

棕榈酸Ｃ１６∶０ ６．０６±０．０６ ８．９５±０．１０ ７．７３±０．１０ ７．３８±０．０９ １１．２１±０．１２ ３．８５±０．０７
棕榈油酸Ｃ１６∶１ ０．０９±０．０２ － － ０．１４±０．０３ － ０．１７±０．０１
硬脂酸Ｃ１８∶０ ２．４８±０．０１ ２．１５±０．０３ ３．３１±０．０４ ２．７２±０．０１ ５．０６±０．００ ２．０６±０．０１
油酸Ｃ１８∶１ ７０．９２±０．０２ ７８．８１±０．０７ ３５．３８±０．０１ １４．４２±０．０１ ４６．３７±０．０６ ４８．１３±０．１２
亚油酸Ｃ１８∶２ １８．９７±０．０２ ８．９４±０．０２ ４０．６１±０．１１ ６２．９２±０．０９ ３２．１１±０．０４ １５．７６±０．０３
亚麻酸Ｃ１８∶３ ０．９１±０．０２ ０．４２±０．０１ ０．４６±０．０１ １２．１９±０．０５ － ８．４９±０．０１
花生酸Ｃ２０∶０ ０．１４±０．０１ － ０．１６±０．００ － １．８７±０．０１ ０．７５±０．０１
花生烯酸Ｃ２０∶１ ０．２９±０．０３ ０．５１±０．０１ ０．６０±０．００ ０．１５±０．００ ０．７０±０．０１ ８．１９±０．０６
反－６，１１－二十碳二烯酸Ｃ２０∶２ － － ２．８９±０．００ － － ０．２４±０．０１
顺－５，１１，１４－二十碳三烯酸Ｃ２０∶３ － － ８．７０±０．０８ － － －
山嵛酸Ｃ２２∶０ － － － － ２．５９±０．０２ ０．３４±０．０１
芥酸Ｃ２２∶１ － － － － － １１．９６±０．１５
不饱和脂肪酸 ９１．１９±０．０６ ８８．６９±０．０８ ８８．６５±０．１３ ８９．８１±０．１３ ７９．１９±０．０９ ９２．９５±０．０７
饱和脂肪酸 ８．６８±０．０７ １１．０９±０．１０ １１．２０±０．１２ １０．１０±０．０９ ２０．７３±０．０９ ７．００±０．０７

　注：－表示未检出。下同

　　油酸含量是评定食用油品质的重要指标，营养
界也把油酸称为安全脂肪酸［２３］。亚油酸和亚麻酸

是人体必需脂肪酸，亚油酸具有降低血清胆固醇、抑

制动脉血栓、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骨质疏松等作

用［２４］，亚麻酸具有增强智力、增加免疫力和增强视

力等重要生理功能［２５］，但这两种脂肪酸都易氧化，

其中亚麻酸的氧化速度是亚油酸的２倍，是油酸的
２５倍［２６］。６种植物油中，油酸含量最高的是油茶籽
油（７８．８１％），其次是薄壳山核桃油（７０．９２％），二
者的油酸含量显著高于其余 ４种植物油（ｐ＜
００１）；亚油酸含量最高的是核桃油（６２．９２％），其
次是香榧籽油（４０．６１％）和花生油（３２．１１％）；亚麻
酸含量较高的是核桃油和菜籽油，含量分别为

１２１９％和８．４９％。

２．２．２　总酚含量
植物油中的酚类化合物不仅可以作为抗氧化

剂，还具有抗癌、抗辐射、降血压等多种生理功能，对

人体健康有重要作用［２７］。６种植物油的总酚含量
如图２所示。

图２　６种植物油的总酚含量

　　由图 ２可知，薄壳山核桃油的总酚含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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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ｍｇ／ｋｇ），其次是香榧籽油、花生油、油茶籽油
和菜籽油，总酚含量分别为１１．３、１０．８、９．７ｍｇ／ｋｇ
和９．４ｍｇ／ｋｇ，核桃油的总酚含量最低，仅为 ３．２
ｍｇ／ｋｇ。有研究表明，酚类物质是山核桃仁中主要
的抗氧化物质之一［２８］，另有学者对多种蔬菜和坚果

进行对比发现，薄壳山核桃的总酚含量最高，抗氧化

能力最强［２９］，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Ｋｏｒｔｅｎｓｋａ
等［３０］研究发现，酚类物质是通过向脂质过氧化自由

基提供氢原子来干扰或阻断脂质氧化反应链的传播

或启动，从而抑制了脂质的氧化。

２．２．３　生育酚含量
６种植物油的生育酚含量如表２所示。

表２　６种植物油的生育酚含量 ｍｇ／１００ｇ

植物油 α－生育酚 β－生育酚 γ－生育酚 δ－生育酚 总量

薄壳山核桃油 ０．４４±０．１２ －　　 ２１．６０±０．２１ －　　 ２２．０４±０．０５
香榧籽油 １２．９０±０．０３ １０２．００±０．３２ －　　 －　　 １１４．９０±０．０４
油茶籽油 １９．３０±０．２１ －　　 －　　 －　　 １９．３０±０．２１
核桃油 ０．８６±０．１５ －　　 １５．００±０．１１ ４．４１±０．０５ ２０．２７±０．０８
花生油 １２．９０±０．００ －　　 １１．００±０．１２ ０．５０±０．１２ ２４．４０±０．１３
菜籽油 ８．１２±０．１１ －　　 ２７．８０±０．０９ ０．６６±０．２２ ３６．５８±０．１３

　　由表２可知：薄壳山核桃油中含有α－、γ－生育
酚，且以γ－生育酚为主导，其含量为２１．６０ｍｇ／１００ｇ；
香榧籽油中含有 α－、β－生育酚，β－生育酚占主
导，其含量为１０２．００ｍｇ／１００ｇ；油茶籽油中仅含有
α－生育酚；核桃油、花生油和菜籽油均含有α－、
γ－、δ－生育酚，核桃油和菜籽油中以γ－生育酚为
主导，花生油中α－生育酚与 γ－生育酚含量相当，
δ－生育酚含量较低。６种植物油中，α－生育酚在
油茶籽油中的含量最高，在薄壳山核桃油中的含量

最低。６种植物油中生育酚总量由高到低依次为香
榧籽油＞菜籽油 ＞花生油 ＞薄壳山核桃油 ＞核桃
油＞油茶籽油。
２．３　６种植物油加速氧化过程中氧化指标的变化
２．３．１　酸值

酸值主要表示油脂中游离脂肪酸含量的高低，

可以反映油脂水解酸败的程度。６种植物油加速氧
化过程中酸值的变化见图３。

图３　６种植物油加速氧化过程中酸值的变化

　　由图３可知，６种植物油的初始酸值由低到高
的顺序依次为核桃油＜薄壳山核桃油＜油茶籽油＜
香榧籽油＜花生油 ＜菜籽油，随加速氧化时间的延
长，６种植物油的酸值总体呈上升趋势，这是由于油

脂中的脂肪酸，尤其是不饱和脂肪酸在加热过程中

发生氧化裂解，形成游离脂肪酸或者小分子化合物，

小分子化合物进一步氧化产生有机酸［３１］。从上升

趋势看，加速氧化过程中薄壳山核桃油的酸值变化

趋势最平缓，与初始相比，加速氧化１１ｄ时酸值升
高了７．７８％；其次是油茶籽油和香榧籽油，加速氧
化１１ｄ时酸值分别升高了８．２３％和８．４８％；核桃
油在加速氧化前９ｄ时酸值的变化不大，９ｄ后酸值
快速升高，至１１ｄ时酸值相比初始升高了 ２倍以
上。可见，６种植物油加速氧化过程中，薄壳山核桃
油的酸值变化最小，核桃油的酸值变化最大。

２．３．２　过氧化值
６种植物油加速氧化过程中过氧化值的变化见

图４。

图４　６种植物油加速氧化过程中过氧化值的变化

　　由图４可知，６种植物油的初始过氧化值由低
到高的顺序依次为薄壳山核桃油＜香榧籽油＜花生
油＜油茶籽油＜菜籽油＜核桃油，其中，核桃油的初
始过氧化值显著高于其余５种植物油（ｐ＜０．０１）。
随加速氧化时间的延长，６种植物油的过氧化值均
有一定程度的上升，经线性拟合发现，薄壳山核桃油

的变化趋势最平缓（ｙ＝０．００９７ｘ＋０．０３８４，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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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８１１），其次是油茶籽油（ｙ＝０．０３０３ｘ＋０．２０５０，
Ｒ２＝０．９８８１）、花生油（ｙ＝０．０５０７ｘ＋０．２０８６，Ｒ２＝
０．９８５６）、香榧籽油（ｙ＝０．０６０５ｘ＋０．０５８１，Ｒ２＝
０９０２９）和菜籽油（ｙ＝０．０６５３ｘ＋０．４５２０，Ｒ２＝
０９１１３），核桃油的变化趋势最大（ｙ＝０．１５２５ｘ＋
０．６４６２，Ｒ２＝０．６３３４），加速氧化９ｄ后其过氧化值

快速升高，第１１ｄ相比第９ｄ升高了１２３．７８％。可
见，６种植物油在加速氧化过程中，薄壳山核桃油的
过氧化值变化最小，核桃油的过氧化值上升最快。

２．３．３　共轭二烯值和共轭三烯值
６种植物油加速氧化过程中共轭二烯值和共轭

三烯值的变化如图５所示。

　　　　
图５　６种植物油脂加速氧化过程中共轭二烯值和共轭三烯值的变化

　　由图５可知，随加速氧化时间的延长，６种植物
油的共轭二烯值均呈上升趋势。薄壳山核桃油、油

茶籽油和香榧籽油的共轭二烯值上升趋势较为平

缓，其中薄壳山核桃油的上升速率最慢，加速氧化

１１ｄ时其共轭二烯值比初始增加了 ０．６０倍
（ｐ＜０．０１），油茶籽油和香榧籽油分别相比初始增
加了１．３１倍和１．５３倍（ｐ＜０．０１）；相比之下，菜籽
油、花生油和核桃油的共轭二烯值上升较快，其中核

桃油的上升速率最快，加速氧化１１ｄ时其共轭二烯
值相比初始增加了３．３９倍。

由图５可知，随加速氧化时间的延长，６种植物
油的共轭三烯值均呈上升趋势，加速氧化１１ｄ时的
共轭三烯值均显著高于初始的（ｐ＜０．０１）。薄壳山
核桃油的共轭三烯值上升速率最慢，加速氧化１１ｄ
时共轭三烯值比初始增加了 ４４％，其次是油茶籽
油、花生油和香榧籽油，分别比初始增加了６２．３％、
６３．５％ 和７０．３％，核桃油和菜籽油的共轭三烯值上
升速率较快，加速氧化１１ｄ时相比初始分别增加了
２６２．３％和９３．２％。
２．３．４　羰基值

羰基值是表示油脂氧化生成的过氧化物进一步

分解为含有羰基、酮基的脂肪酸或甘油酯及其聚合

物的量，其数值大小可以反映油脂氧化酸败的产物

（酮、醛等羰基化合物）含量以及油脂的劣变程

度［３２］。６种植物油加速氧化过程中羰基值的变化
如图６所示。

由图６可知，６种植物油初始羰基值由低到高
的顺序依次为油茶籽油＜薄壳山核桃油＜花生油＜
核桃油＜香榧籽油 ＜菜籽油，且菜籽油和香榧籽油

的羰基值远高于其余４种植物油的（ｐ＜０．０１）。随
着加速氧化时间的延长，６种植物油的羰基值总体
均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加速氧化１１ｄ时的羰基
值均显著高于初始的（ｐ＜０．０１）。其中，花生油的
羰基值增加速率最快，加速氧化１１ｄ时较初始增加
了３４７倍，其次是菜籽油和香榧籽油，核桃油的羰
基值在加速氧化前期呈上升趋势，加速氧化７ｄ出
现峰值后快速下降，１１ｄ时为２．７５ｍｅｑ／ｋｇ，薄壳山
核桃油和油茶籽油的羰基值上升速率较慢，加速氧

化１１ｄ时二者的羰基值仍呈现较低水平，分别为
２６１ｍｅｑ／ｋｇ和２．６０ｍｅｑ／ｋｇ，显著低于其余４种植
物油的（ｐ＜０．０１），其中薄壳山核桃油的羰基值上
升速率最慢。由此可见，随加速氧化时间的延长，薄

壳山核桃油的羰基化合物生成速率最低，其次是油

茶籽油。

图６　６种植物油加速氧化过程中羰基值的变化

２．４　６种植物油的氧化稳定性
ＯＳＩ值越大，油脂的氧化稳定性越好；反之，则

氧化稳定性越差［３３］。６种植物油加速氧化过程中
ＯＳＩ值的变化如图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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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６种植物油加速氧化过程中ＯＳＩ值的变化

　　由图７可知，６种植物油初始的 ＯＳＩ值从大到
小的顺序依次为薄壳山核桃油＞香榧籽油＞油茶籽
油＞菜籽油＞花生油 ＞核桃油，薄壳山核桃油的初
始ＯＳＩ值最大（１５．０６ｈ），远高于其余５种植物油的
（ｐ＜０．０１）；香榧籽油、油茶籽油和菜籽油的初始
ＯＳＩ值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核桃油的初始 ＯＳＩ值
最小，仅为０．９９ｈ。随着加速氧化时间的延长，６种
植物油的ＯＳＩ值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加速氧
化１１ｄ时，薄壳山核桃油的ＯＳＩ值下降速率最慢，下

降了２７．０９％，其ＯＳＩ值仍表现为最高水平（１０．９８ｈ），
其次是香榧籽油和油茶籽油，ＯＳＩ值分别下降了
３２９４％和５１．３４％，菜籽油下降了６１．３２％，核桃油
和花生油分别下降了８１．０７％ 和９４．１８％，核桃油的
ＯＳＩ值仅为０．１５ｈ，仍处于最低水平。可见，６种植
物油中，薄壳山核桃油的氧化稳定性最好，其次是

香榧籽油、油茶籽油，核桃油和花生油的氧化稳定

性相对较差。这可能是由于相比其余 ５种油脂，
核桃油中含有较多的多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和

亚麻酸），极易在氧气和高温下氧化形成氢过氧化

物，最终裂解成为挥发物，导致其更易发生酸

败［３４］。６种植物油中，薄壳山核桃油具有较强的
氧化稳定性可能与其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和总酚

含量较高有关。

２．５　６种植物油加速氧化过程中主要脂肪酸变化
６种植物油加速氧化过程中主要脂肪酸（油酸、

亚油酸）及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相对含量变

化如表３所示。

表３　６种植物油加速氧化过程中主要脂肪酸及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相对含量变化

植物油 脂肪酸
相对含量／％

０ｄ １ｄ ３ｄ ５ｄ ７ｄ ９ｄ １１ｄ

薄壳山核桃油

油酸 ７０．９２ ７０．９３ ７１．０９ ７１．０８ ７０．９６ ７１．０２ ７１．０８
亚油酸 １８．９７ １８．９１ １８．９１ １８．９８ １８．９９ １８．９４ １８．８７

油酸＋亚油酸 ８９．８９ ８９．８４ ９０．００ ９０．０６ ８９．９４ ８９．９７ ８９．９５
饱和脂肪酸 ８．６８ ８．６９ ８．６７ ８．６１ ８．５７ ８．６０ ８．６７
不饱和脂肪酸 ９１．１９ ９１．２４ ９１．２０ ９１．３１ ９１．３０ ９１．２９ ９１．２４

油茶籽油

油酸 ７８．８１ ７８．８４ ７８．９３ ７９．０１ ７８．９９ ７９．０７ ７９．０４
亚油酸 ８．９４ ８．９２ ８．９０ ８．８５ ８．８８ ８．７８ ８．７４

油酸＋亚油酸 ８７．７５ ８７．７５ ８７．８３ ８７．８６ ８７．８７ ８７．８５ ８７．７８
饱和脂肪酸 １１．０９ ９．４５ ９．３７ ９．３６ ９．３７ ９．３５ ９．４２
不饱和脂肪酸 ８８．６９ ８８．６８ ８８．７４ ８８．７６ ８８．７９ ８８．７９ ８８．７１

香榧籽油

油酸 ３５．３８ ３５．４２ ３５．４６ ３５．４０ ３５．４４ ３５．５１ ３５．５７
亚油酸 ４０．６１ ４０．７４ ４０．７１ ４０．６８ ４０．６８ ４０．６２ ４０．５２

油酸＋亚油酸 ７５．９９ ７６．１５ ７６．１６ ７６．０８ ７６．１１ ７６．１３ ７６．０９
饱和脂肪酸 １１．２０ １１．３０ １１．１６ １１．０８ １１．１２ １１．１９ １１．２４
不饱和脂肪酸 ８８．６５ ８８．５７ ８８．７２ ８８．７８ ８８．７７ ８８．７１ ８８．６４

核桃油

油酸 １４．４２ １４．４７ １４．４８ １４．４９ １４．４５ １４．５４ １４．５９
亚油酸 ６２．９２ ６２．９５ ６２．９８ ６２．９１ ６２．９３ ６２．７７ ６２．６１

油酸＋亚油酸 ７７．３４ ７７．４２ ７７．４７ ７７．３９ ７７．３８ ７７．３１ ７７．２１
饱和脂肪酸 １０．１０ １０．０８ １０．０７ １０．１０ １０．０６ １０．１４ １０．１７
不饱和脂肪酸 ８９．８１ ８９．８８ ８９．９１ ８９．８２ ８９．８７ ８９．６９ ８９．５６

花生油

油酸 ４６．３７ ４６．４４ ４６．５３ ４５．２０ ４６．５４ ４６．６０ ４６．６６
亚油酸 ３２．１１ ３２．０２ ３２．０２ ３２．７４ ３１．９６ ３１．８０ ３１．７１

油酸＋亚油酸 ７８．４９ ７８．４６ ７８．５４ ７８．５４ ７８．５１ ７８．４０ ７８．３７
饱和脂肪酸 ２０．７３ ２０．７２ ２０．６８ ２１．３３ ２０．７２ ２０．８１ ２０．８３
不饱和脂肪酸 ７９．１９ ７９．１６ ７９．２４ ７８．６１ ７９．２０ ７９．１１ ７９．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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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植物油 脂肪酸
相对含量／％

０ｄ １ｄ ３ｄ ５ｄ ７ｄ ９ｄ １１ｄ

菜籽油

油酸 ４８．１３ ４８．３５ ４８．３８ ４８．３０ ４８．２７ ４８．２９ ４８．５２
亚油酸 １５．７６ １５．８３ １５．７４ １５．６８ １５．６７ １５．６２ １５．６２

油酸＋亚油酸 ６３．９０ ６４．１８ ６４．１３ ６３．９８ ６３．９４ ６３．９１ ６４．１３
饱和脂肪酸 ７．００ ７．０４ ７．０４ ７．００ ６．９９ ７．０５ ７．０９
不饱和脂肪酸 ９２．９５ ９２．９２ ９２．９０ ９２．８８ ９２．９９ ９２．９３ ９２．８９

　　由表３可知，６种植物油中油酸和亚油酸总含
量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薄壳山核桃油＞油茶籽油＞
花生油＞核桃油＞香榧籽油 ＞菜籽油，且各植物油
之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总体来看，随着加速氧
化时间的延长，６种植物油中油酸含量有少量上升，
亚油酸含量有少许下降，油酸和亚油酸的总含量无

明显变化，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亦无

明显变化（ｐ＞０．０５）。油脂的氧化稳定性受不饱和
脂肪酸总量、单一脂肪酸的氧化特性、脂肪酸比例模

式等的影响［３５］。油脂在加速氧化过程中不饱和脂

肪酸的双键被氧化，亚油酸、亚麻酸等不饱和脂肪酸

的部分或全部双键被氧化饱和，形成硬脂酸或油酸，

从而使得亚油酸含量降低而油酸含量增加。

２．６　油脂品质、氧化指标及 ＯＳＩ值之间的相关性
分析

利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油脂的品质、氧化指标
及ＯＳＩ值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油脂的品质、氧化指标与ＯＳＩ值之间的相关性

指标 棕榈酸 硬脂酸 油酸 亚油酸 亚麻酸 羰基值
共轭二

烯值

共轭三

烯值
酸值

过氧

化值
生育酚 总酚 ＯＳＩ值

棕榈酸 １ ０．７６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５１ －０．６０ ０．３４ －０．３８ －０．１８ －０．２０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３０
硬脂酸 １ －０．２７ ０．３２ －０．３８ －０．２１ ０．７５ ０．００ ０．２５ －０．２０ ０．１３ ０．３９ －０．２１
油酸 １ －０．９２ －０．６５－０．３７ －０．３３ －０．１８ －０．０９ －０．７１ －０．３０ ０．４１ ０．６５

亚油酸 １ ０．５２ ０．０６ ０．１２ －０．１６ －０．２７ ０．３９ －０．２２ ０．４５ －０．５４

亚麻酸 １ ０．２５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１９ －０．２５ ０．６８ －０．５２

羰基值 １ ０．１８ ０．８６ ０．６３ ０．０５ －０．７１ ０．２３ －０．０７
共轭二烯值 １ ０．４４ ０．７５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３０ －０．３９
共轭三烯值 １ ０．８４ －０．０９ ０．２９ ０．３４ －０．１２
酸值 １ －０．１１ ０．２６ ０．４５ －０．１６
过氧化值 １ －０．２９ －０．６４ －０．７４

生育酚 １ ０．０８ ０．８３

总酚 １ ０．５５

ＯＳＩ值 １

　注：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相关

　　由表４可知：棕榈酸含量与硬脂酸含量呈显著
正相关，与亚麻酸含量、羰基值呈显著负相关；硬脂

酸含量与共轭二烯值呈显著正相关；油酸含量与亚

油酸、亚麻酸含量及过氧化值呈显著负相关，与 ＯＳＩ
值呈显著正相关；亚油酸含量与亚麻酸含量呈显著

正相关，与ＯＳＩ值呈显著负相关，亚麻酸含量与总酚
含量呈显著正相关，与ＯＳＩ值呈显著负相关，由此可
见，随着亚油酸和亚麻酸含量的增加，ＯＳＩ值减小，
即油脂的氧化诱导时间缩短，说明较高的亚油酸和

亚麻酸含量会降低油脂氧化稳定性，这与徐飞［３６］、

朱雪梅［３７］等研究结果一致；羰基值与共轭三烯值、

酸值呈显著正相关，与生育酚含量呈显著负相关；共

轭二烯值与酸值呈显著正相关；共轭三烯值与酸值

呈显著正相关；过氧化值与总酚含量和 ＯＳＩ值呈显
著负相关；ＯＳＩ值与生育酚、总酚含量呈显著正相
关，即生育酚、总酚的含量越高，油脂的氧化诱导时

间越长，可见较高的生育酚和总酚含量能够有效抑

制油脂的氧化，该结果与佟云伟［３８］、刘阳［１］、王亚

杰［３９］等研究结果一致，这也进一步证实了酚类物质

对油脂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

３　结　论
本文对６种植物油中的营养及活性成分、脂肪

酸组成进行测定，通过油脂加速氧化试验评价６种
植物油的氧化稳定性，并对品质与氧化指标之间的

７５２０２４年第４９卷第９期　　　　　　　　　　　　　中　国　油　脂



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１）６种植物油（薄壳山核桃油、香榧籽油、油
茶籽油、核桃油、花生油、菜籽油）中含有５种共同
脂肪酸，分别为棕榈酸、硬脂酸、油酸、亚油酸和花生

烯酸；香榧籽油中含有顺 －５，１１，１４－二十碳三烯
酸，菜籽油中含有芥酸；６种植物油中，薄壳山核桃
油的总酚含量最高；香榧籽油的生育酚总量最高。

（２）在加速氧化过程中，薄壳山核桃油的酸值、
过氧化值、共轭二烯值、共轭三烯值、羰基值、ＯＳＩ值
等变化幅度均较小，核桃油的变化幅度较大，６种植
物油的脂肪酸组成无明显变化。

（３）油脂的 ＯＳＩ值与油酸、生育酚、总酚含量呈
显著正相关，与亚油酸、亚麻酸含量呈显著负相关。

综上，薄壳山核桃油有较好的脂肪酸组成，较高

的总酚含量，较好的氧化稳定性，是一种优质的食用

油，可作为营养保健油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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