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作者!李祖光!’"#’!"#男#江西上饶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分析化学和天然产物化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012%FIN"̂T3A6?J367<

第%#卷 增刊

%$$5年9月

质 谱 学 报

:83;<028=)>1<?4?,044-@?7A;8/?A;B-871?AB

C826%#!-3@@26

D3E6%$$5

栀子花香气成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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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 花 为 茜 草 科 植 物 栀 子!N0;J?<10"的 花

朵#分布于世界许多地区#我国许多省份均有栽

培$栀子鲜花主要用来加工栀子花浸膏或净油#
属名贵的花香香料之一#多用于高级香水*香皂

和化妆品香精中’’($本实验在室 温 下 采 用 固 相

微萃取纤维头吸附富集栀子花香气成分#然后用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分析#共检测出#$种化

合物#为全面了解浙江产栀子花香气成分提供了

科学依据$

C!试验部分

CDC!主要仪器与装置

手动固相微萃取进样器#5Y#/聚二甲基硅

氧烷)二乙 烯 苯!*Z,-)ZCX"萃 取 纤 维 头#美

国-3@?278公 司 产 品&N)!9$$),--0A3;<%$$$
气相 色 谱+质 谱 联 用 仪#美 国 C0;10<公 司 产 品#
配有液体化学源$

C6K!主要材料与试剂

新鲜的栀子花%采自浙江工业大学校园$



C6L!试验条件

C6L6C!色谱条件!色谱柱!)*+-(F%&石英毛

细柱"!$/d$6%Y//d$6%Y#/#$升 温 程 序!
初始温 度&$f%保 持Y/1<%以!f&/1<升 至

%Y$f%保 持Y/1<$载 气"H?#流 速$69/F&

/1<$不分流进样’

C6L6K!质谱条件!电子轰击".(#离子源或以液

体乙腈为化学源反应试剂的化学电离源")(#$电
子能量#$?C$传输线温度%Y$f$离子 源 温 度

’Y$f$质量扫描范围?&K&$!&Y$’

C6!!定性和定量分析

首先以.(为电离源%进行色谱+质谱联用分

析%采集所得到的质谱图利用 M(-U 及 O(F.L
两个谱库串联检索进行定性$然后用液体乙腈为

化学源反应试剂进行色谱&质谱联用分 析%根 据

产生的准分子离子峰",]’#进一步确定待测化

合物的分子量’以面积归一化法进行定量分析’

K!结果与讨论

按上述实验条件对栀子花香气成分 进 行 测

定%共鉴定出#$种化合物’其香气成分依次为!
顺式罗勒 烯"!#659e#(芳 樟 醇"%56$"e#("I%

.#+1+金 合 欢 烯 "’%6Y&e#(氯 代 环 己 烷

"#6!9e#(苯甲酸甲 酯"!6"%e#(环 丁 烷 羧 酸 异

丙酯"%6##e#(5+羟基螺)&6Y*+’+癸酮"’6Y&e#(
苯甲 酸 叶 醇 酯"$6"$e#(顺 式+!+异 戊 酸 己 烯 酯

"$6#&e#(水 杨 酸 甲 酯 "$6Y"e#(丁 子 香 酚

"$6Y&e#(吲哚"$6&%e#(苯甲酸己酯"$6!9e#(
石竹烯"$6!Ye#(惕 各 酸 苄 酯"$6!&e#(%+甲 基

丁 酸 己 酯 "$6!$e#(丙 酸+&+己 烯 基+’+酯

"$6%"e#(叶 醇 "$6%&e#(丁 酸 顺 式 叶 醇 酯

"$6%%e#(丁酸反式 叶 醇 酯"$6%’e#(反 式 罗 勒

烯"$6%$e#(%+甲 基 丁 酸 顺 式 叶 醇 酯"$6’5e#(
乙 酸 苯 甲 酯 "$6’5e#(.+%+惕 各 酸 辛 酯

"$6’5e#(异丁酸己 酯"$6’%e#(惕 各 酸 异 戊 酯

"$6’%e#(愈 创 醇 "$6’%e#(惕 各 酸 甲 酯

"$6’’e#(倍半萜 烯0"$6’’e#(苯 甲 酸 异 戊 酯

"$6’’e#(.%.+%%5+二 甲 基+’%!%Y%#+辛 四 烯

"$6’$e#(环丁烷羧 酸 庚 酯"$6$"e#(正 戊 酸 己

酯"$6$9e#(橙 花 叔 醇"$6$9e#(异 戊 酸 苄 酯

"$6$9e#(2+蒎 烯 "$6$5e#(&+丙 酮 基 环 庚 酮

"$6$5e#(倍 半 萜 烯 S"$6$5e#(布 藜 醇 "$6
$Ye#(己酸顺式叶醇酯"$6$&e#(环丁烷羧酸辛

酯"$6$&e#(3+荜澄 茄 烯"$6$&e#(!+甲 基 苄 酸+
%+丁烯+’+酯"$6$&e#(苯 甲 酸 乙 酯"$6$!e#(倍

半萜烯7"$6$!e#(!+癸 炔+’+醇"$6$!e#(%%5%

5+三甲 基+%+环 己 烯+’+甲 醇"$6$!e#(5+甲 基+Y+
庚烯+%+醇"$6$%e#(2+荜 澄 茄 烯"$6$%e#(己 酸

庚酯"$6$%e#(环 己 烷 丙 醇"$6$%e#(4+十 碳 内

酯"$6$%e#(%+甲 基 丁 酸 庚 酯"$6$%e#("I#+2+
金合欢烯"$6$%e#(苯 甲 醇"$6$%e#(Y+己 基+%+
"!+氢#+呋喃酮"$6$%e#(倍半萜烯J"$6$%e#(
倍半萜 烯="$6$%e#(苯 甲 酸 异 丁 酯"$6$’e#(
芳樟醇氧化 物"$6$’e#(1+衣 兰 油 烯"$6$’e#(

5+十一醇"$6$’e#(杜 松 萜 烯 醇"$6$’e#(惕 各

酸丁酯"$6$’e#(桃金娘烯醛"$6$’e#(丁 酸 苄

酯"$6$’e#(!+环 己 基+’+丙 醇"$6$’e#(惕 各 酸

乙酯"$$6$’e#(’%5%5+三甲基双环)%6’6’*己

烷+Y+羧 酸 "$$6$’e#(环 丁 烷 羧 酸 己 酯

"$$6$’e#’其中%"种化合 物 与 文 献)%*报 道

的栀子花头香成分相同%其含量最高的成分是金

合欢烯"5&695e#%但本文 测 得 栀 子 花 中 含 量 最

高的成分是顺式 罗 勒 烯"!#659e#%这 可 能 是 由

于不同产地的栀子花等原因而导致其主要成分

的含量有一定的差异’另外%本实验有’$种 成

分与文献)’*报 道 的 栀 子 花 挥 发 油 成 分 是 相 同

的%由于固相微萃取技术是一种富集天然植物痕

量头香成分的简单可行的采样方法%因而本实验

更能代表栀子花头香成分的真实性’

L!结!论

固相微萃 取 技 术"-*,.#是 一 种 富 集 鲜 花

痕量头香成分的简单可行的采样方法%更能代表

鲜花香气成分的真实性’该研究为全面了解栀

子花香气成分%更好地开发利用栀子花资源提供

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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