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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黄桂叶挥发油包合物的制备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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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
#

@

环糊精为壁材"以包埋率为检测指标"以单因素试

验结果为基础进行正交试验"确定野黄桂叶挥发油最佳包合

工艺&同时通过薄层色谱法!

YT<

#'紫外分光光度法!

L'

#'

差示扫描量热法!

,4<

#以及显微成像法对包合物进行评价%

试验结果表明"野黄桂叶挥发油包合物最佳制备工艺条件

为(超声波处理时间
&=O1

"芯材与壁材质量比
#

%

&

"超声波

功率
#/%Z

"

#

@

环糊精与水质量比
#

%

H

"超声温度
"%V

%经

YT<

'

L'

'

,4<

以及显微成像法表征分析后"结果显示挥发

油与
#

@

环糊精已形成包合物"且包合物性质稳定"颗粒均匀"

粉末形态好%

关键词!野黄桂&挥发油&

#

@

环糊精&包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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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黄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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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樟

科樟属植物!主要分布于中国湖南西部"湖北"四川"江西和

广东等地#野黄桂叶具有行气活血"散寒止痛之功!主治脘

腹冷痛"风寒湿痹"跌打损伤等症状!其主要成分为挥发

油/

#I!

0

#挥发油$

'()2BO)-(O)7

%又称精油!是存在于植物的

花"叶"茎"根或果实中的一类具有挥发性!可以随水蒸气一

起蒸馏出来的油状液体的总称!是植物重要的次生代谢物质

之一/

"I/

0

#但是此类成分在氧"光"热的作用下极易分解"变

质而致稳定性较差!因此挥发油质量保存较难!常采用微胶

囊技术/

DI&

0

#目前!对野黄桂叶挥发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挥

发油的提取"成分分析及其活性研究/

#I!

0

!而对野黄桂叶挥

发油
#

@

环糊精包合物制备工艺研究及其包合物评价未见报

道#本研究拟以
#

@

环糊精为材料!用单因素和正交试验优化

野黄桂叶挥发油包合工艺!同时通过薄层色谱法$

YT<

%"紫

外分光光度法$

L'

%"差示扫描量热法$

,4<

%以及显微成像

法对野黄桂叶挥发油包合物进行评价!以期为野黄桂叶挥发

油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与仪器

#*#*#

!

材料与试剂

野黄桂叶,于
$%#D

年
#%

月采自湖南隆回!将野黄桂叶

"%V

真空干燥箱烘干"粉碎!过
"%

目筛!用塑料袋封口!

"V

冰箱保存待用+

#

@

环糊精"无水乙醇"无水硫酸钠"石油醚"乙酸乙酯,分

析纯!天津市福晨化学试剂厂+

/%$



香兰素,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浓硫酸,分析纯!衡阳市凯兴化工试剂有限公司#

#*#*$

!

主要仪器设备

电子分析天平,

FL̀ @#$%

型!日本津岛公司+

微波超声波组合合成萃取仪,

d\@!%%M

型!北京祥鹄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台式高速离心机,

Y8#D8

型!湖南凯达科学仪器有限

公司+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L'@$"%#A<

型!日本津岛公司+

电子显微镜,

A\#%%@$F"#T@NA

型!江西凤凰生物有限

公司+

差示扫描热量仪,

,4<@D%F

型!日本津岛公司#

#*$

!

方法

#*$*#

!

野黄桂叶挥发油的制备
!

取过
"%

目筛的野黄桂叶干

燥粉末
#%%

W

!料水比为
#

%

#/

$

W

.

=T

%!

$/V

加水浸泡
$"P

!

然后将其置于
$%%%=T

圆底烧瓶内!上端连接好冷凝管和

挥发油提取器!

#%%V

提取
/P

!收集挥发油提取器内油状液

体!无水硫酸钠干燥!

"V

冰箱密封保存备用#

#*$*$

!

野黄桂叶挥发油包合物的制备
!

将野黄桂叶挥发油

与无水乙醇按
#

%

C

的体积比混合均匀后!取一定量的混合

溶液!将其逐滴加入到饱和溶液中$称取一定量的
#

@

环糊精

溶解于蒸馏水中!使之形成过饱和溶液%#利用微波超声波

组合合成萃取仪超声作用一定的时间!在
/%V

水浴锅中保

温
!%=O1

!然后冷却至室温后!贮藏于
"V

冰箱放置
$"P

!抽

滤!加入适量的蒸馏水洗去吸附在包合物表面未包合的
#

@

环

糊精!最后放置于
"%V

干燥箱中干燥至恒重!即得野黄桂叶

挥发油包合物/

H

0

#

#*$*!

!

野黄桂叶挥发油标准曲线的绘制
!

用移液管吸取

%*$=T

野黄桂叶挥发油滴入
$/=T

容量瓶!用无水乙醇定

容!上下倒置摇匀!再分别用移液管量取上述溶液
%*$

!

%*"

!

%*D

!

%*&

!

#*%=T

于
/=T

容量瓶中!用无水乙醇分别定容到

/=T

#无水乙醇作为对照品溶液!在
$$/1=

波长下测定吸

光度值#以野黄桂叶挥发油的质量为横坐标!吸光度值为纵

坐标!绘制野黄桂叶挥发油的标准曲线#

#*$*"

!

包埋率和包合物得率的测定
!

$

#

%包合物表面挥发油的测定,根据彭颖/

#%

0的方法改

进!称取适量的包合物!用适量的无水乙醇充分洗涤"过滤!

滤液用无水乙醇定容到
$/=T

!然后在
$$/1=

下测定吸光

度值!并根据标准曲线线性回归方程计算出野黄桂叶挥发油

包合物表面挥发油的含量#

$

$

%包合物总挥发油的测定,称取适量的包合物!用适

量的水溶解!然后加入少量的无水硫酸钠吸尽水分后!冷却!

再用适量的无水乙醇萃取包合物里挥发油!过滤!滤液用无

水乙醇定容到
$/=T

!然后在
$$/1=

下测定吸光度值!并根

据标准曲线线性回归方程计算出野黄桂叶挥发油包合物总

挥发油的含量/

H

0

#按式$

#

%计算包埋率#

?

J

$

#

W

K

#

K

$

%

L

#%%̂

! $

#

%

式中,

?

'''包埋率!

^

+

K

#

'''包合物表面挥发油!

W

+

K

$

'''包合物总挥发油!

W

#

#*$*/

!

野黄桂挥发油包合物制备单因素试验

$

#

%超声波处理时间的确定,超声波连续超声时间分别

设定为
"

!

D

!

&

!

#%

!

#$=O1

!

#

@

环糊精与水质量比为
#

%

#%

!芯

材$野黄桂叶挥发油%与壁材$

#

@

环糊精%质量比为
#

%

C

!超声

波功率为
#$% Z

!超声温度为
"% V

!制备包合物!测定包

埋率#

$

$

%超声波温度的确定,超声波温度为别设定为
!%

!

!/

!

"%

!

"/

!

/%V

!超声波连续超声时间为
&=O1

!

#

@

环糊精与水质

量比为
#

%

#%

!芯材$野黄桂叶挥发油%与壁材$

#

@

环糊精%质

量比为
#

%

C

!超声波功率为
#$% Z

!制备包合物!测定包

埋率#

$

!

%芯材与壁材质量比的确定,芯材与壁材分别按
#

%

/

!

#

%

D

!

#

%

C

!

#

%

&

!

#

%

H

的质量比混合!其中
#

@

环糊精与水

质量比为
#

%

#%

!超声波连续超声时间为
&=O1

!超声波功率

为
#$%Z

!超声温度为
"%V

!制备包合物!测定包埋率#

$

"

%超声波功率的确定,设定数控超声波清洗器的功率

分别为
D%

!

H%

!

#$%

!

#/%

!

#&% Z

!超声波连续超声时间为

&=O1

!

#

@

环糊精与水质量比为
#

%

#%

!芯材与壁材质量比为

#

%

&

!超声温度为
"%V

!制备包合物!测定包埋率#

$

/

%

#

@

环糊精与水质量比的确定,

#

@

环糊精与水分别按

#

%

!

!

#

%

D

!

#

%

H

!

#

%

#$

!

#

%

#/

的质量比配置溶液!芯材与壁

材质量比为
#

%

&

!超声波连续超声时间为
&=O1

!超声波功

率为
#/%Z

!超声温度为
"%V

!制备包合物!测定包埋率#

#*$*D

!

野黄桂叶挥发油包合物制备正交试验
!

根据单因素

试验结果!以包埋率为指标!选择超声波处理时间"芯材与壁

材质量比"超声波功率和
#

@

环糊精与水质量比为考察因素!

利用
T

H

$

!

"

%正交表进行试验#

#*$*C

!

包合物评价

$

#

%薄层色谱法$

YT<

%,称取
#%%=

W

#

@

环糊精!用
#=T

无水乙醇超声溶解
#/=O1

!离心!取上清液!即样品溶液
E

+用

精密移液枪移取包埋前野黄桂挥发油
%*#=T

!用
%*#=T

无

水乙醇稀释溶解!即样品溶液
EE

+称取
#%%=

W

包合物!与样

品溶液
E

的处理方法相同!即样品溶液
EEE

+将野黄桂挥发油

与
#

@

环糊精物理混合!加入
/=T

无水乙醇超声溶解
#/=O1

!

!%%%:

.

=O1

离心
#%=O1

!取上清液!即样品溶液
E'

#最后用

定量毛细管分别吸取上述
"

组样品溶液在硅胶
8

薄层板上

点样!置于乙酸乙酯与石油醚按
#

%

$/

的体积比配置的展开

剂中!跑板!取板!晾干!用
/̂

香草醛浓硫酸溶液喷雾显色!

放置在
#%/V

干燥箱中烘干至条带清晰/

##I#!

0

#

$

$

%紫外分光光度法$

L'

%,样品溶液按
#*$*C

$

#

%制备!

并在
$%%

&

!%%1=

内用紫外扫描#

$

!

%差示扫描量热法$

,4<

%,对
#

@

环糊精"野黄桂挥发油

和
#

@

环糊精物理混合物"包合物
!

种样品进行了差示热分

析!测定条件,以空氧化铝$

F)

$

K

!

%坩埚为参比!另一
F)

$

K

!

坩埚放入样品!升温速度为
#% V

.

=O1

!氮气流动速度为

$%=T

.

=O1

!扫描范围
%

&

"%%V

!分别记录样品的
,4<

升温

D%$

开发应用
!

$%#&

年第
#$

期



曲线/

#"I#/

0

#

$

"

%显微成像法,称取未研磨的
#

@

环糊精"研磨的
#

@

环

糊精"野黄桂挥发油
#

@

环糊精包合物各一定量制成溶液!分

别滴于载玻片上!用显微镜观察其成像并捕捉照相#

$

!

结果与分析
$*#

!

标准曲线的绘制

由图
#

可知!野黄桂叶挥发油质量浓度和吸光度值的标

准曲线线性回归方程为
@

h%*%HHC/J%*%$H!

!

5

$

h%*HH!&

!

野黄桂叶挥发油质量浓度在
%*#D

&

#*D%=

W

.

=T

时与吸光度

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图
#

!

野黄桂叶挥发油标准曲线

GO

W

Q:-#

!

4B2132:3.Q:[-(92?7(:?-1.

;

(9[()2BO)-(O)9:(=

+$%%0K:K-K

E

7%C7%$0%-K

$*$

!

超声波法制备野黄桂叶挥发油包合物工艺优化

$*$*#

!

超声波处理时间对包埋率的影响
!

由图
$

可以看出!

包埋率随着超声波处理时间的延长!呈先上升再下降的趋

势#当超声波处理时间为
&=O1

时!野黄桂叶挥发油包埋率

最高!为$

#/*&%k%*#H

%

^

#可能是随着超声作用时间的延

长"温度上升!挥发油不断地被包合!使得包埋率上升!当超

声的时间为
&=O1

时!包埋率最大!继续延长超声时间!处理

液会继续变热!过高的温度会使挥发油挥发!此后挥发油包

埋率开始有下降的趋势#因此!从挥发油包埋效率和节约能

源两方面综合考虑!选择最佳超声波包埋时间为
&=O1

#

$*$*$

!

超声波温度对包埋率的影响
!

由图
!

可以看出!包埋

率随着超声温度的提高!呈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但差异不

不同小写字母代表差异显著$

A

"

%*%/

%

图
$

!

超声波处理时间对包埋率的影响

GO

W

Q:-$

!

E19)Q-1.-(93O99-:-1BQ)B:27(1O.B:-2B=-1B

BO=-(1BP--=?-33O1

W

:2B-

不同小写字母代表差异显著$

A

"

%*%/

%

图
!

!

超声波温度对包埋率的影响

GO

W

Q:-!

!

E19)Q-1.-(93O99-:-1BQ)B:27(1O.B:-2B=-1B

B-=

>

-:2BQ:-(1BP--=?-33O1

W

:2B-

显著#当超声温度为
"%V

时!野黄桂叶挥发油包埋率最高!

为$

#&*!Hk%*$D

%

^

#可能是随着超声温度升高!挥发油不断

地被包合!使得包埋率上升!当超声温度为
"%V

时!包埋率

最大!提高超声温度!挥发油稍有挥发!当温度超过
/%V

!挥

发油挥发的速度加快#因此!最佳超声温度为
"%V

#

$*$*!

!

芯材与壁材质量比对包埋率的影响
!

由图
"

可看出!

包埋率随着芯壁比的减小先上升再下降#在芯壁比为
#

%

C

时!野黄桂挥发油
#

@

环糊精包埋率最高!达到了$

#&*%"k

%*$$

%

^

#在一定壁材使用范围内!壁材含量增加有利于其

包裹能力增强!在芯壁比为
#

%

C

时!

#

@

环糊精溶液能很好地

包埋野黄桂挥发油!形成了稳定的包埋体系!继续增加壁材

的使用量!包埋率下降#因此!最佳的芯材与壁材质量比为

#

%

C

#

不同小写字母代表差异显著$

A

"

%*%/

%

图
"

!

芯材与壁材质量比对包埋率的影响

GO

W

Q:-"

!

E19)Q-1.-(93O99-:-1B.(:-X2)):2BO((1

-=?-33O1

W

:2B-

$*$*"

!

超声波功率对包埋率的影响
!

由图
/

可以看出!包埋

率随着超声波功率的增加!呈平稳上升的趋势!在超声波功

率为
#$%Z

时!野黄桂挥发油包埋率最高!包埋效果最好!达

到了$

#"*C$k%*##

%

^

!继续增加超声波功率!包埋率反而下

降#包埋率变化的原因可能是在一定的时间内!超声波功率

越大!物质分散越均匀!而溶液则越热!由于
#

@

环糊精制备野

黄桂挥发油包合物是分子包合过程!温度过高!会促使
#

@

环

糊精分解!同时包埋的挥发油也可能会挥发!所以包埋率有

所下降#因此!最佳的超声功率为
#$%Z

#

C%$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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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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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小写字母代表差异显著$

A

"

%*%/

%

图
/

!

超声波功率对包埋率的影响

GO

W

Q:-/

!

E19)Q-1.-(93O99-:-1BQ)B:27(1O.

>

(X-:(1

-=?-33O1

W

:2B-

$*$*/

!

#

@

环糊精与水质量比对包埋率的影响
!

由图
D

可以

看出!包埋率随水的增加呈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当
#

@

环糊

精与水质量比为
#

%

H

时!野黄桂挥发油包埋效果最佳!包埋

率最高为$

#/*D&k%*%C

%

^

#可能是无极性的外来分子迅速

被
#

@

环糊精分子的非极性基团占据的水分子置换!由此!水

量适量增加利于包埋进行!形成的包埋物比较稳定+当水分

过多时!

#

@

环糊精的非极性部位与水分子结合!阻碍挥发油

进入环形部位!降低了野黄桂挥发油的包埋率/

#D

0

#因此!

#

@

环糊精与水最佳的质量比为
#

%

H

#

不同小写字母代表差异显著$

A

"

%*%/

%

图
D

!

#

@

环糊精与水质量比对包埋率的影响

GO

W

Q:-D

!

E19)Q-1.-(93O99-:-1B

#

@.

;

.)(3-RB:O1213

X2B-:

l

Q2)OB

;

:2BO((1-=?-33O1

W

:2B-

$*$*D

!

超声波法制备野黄桂叶挥发油包合物正交试验
!

由

于超声温度影响不显著!本试验以超声波处理时间"芯材$野

黄桂叶挥发油%与壁材$

#

@

环糊精%质量比"超声波功率"

#

@

环

糊精与水质量比进行四因素三水平正交试验#正交试验因

素水平表见表
#

!结果见表
$

!方差分析见表
!

#由表
$

可知!

各因素对包埋率影响的主次顺序依次为
M

#

F

#

,

#

<

!包合

物的最佳制备工艺条件为
F

$

M

!

<

!

,

$

!即超声波处理时间为

&=O1

!芯材$野黄桂挥发油%与壁材$

#

@

环糊精%质量比为
#

%

&

!超声波功率为
#/%Z

!

#

@

环糊精与水质量比为
#

%

H

#由

表
!

可知!在试验范围内!因素
M

对包埋率有显著性影响+因

素
F

"

<

和
,

对包埋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不显著#

$*$*C

!

工艺验证实验
!

按照优选出的最佳工艺
F

$

M

!

<

!

,

$

!

即超声波处理时间
&=O1

!芯材与壁材质量比
#

%

&

!超声波

表
#

!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Y2?)-#

!

T-[-)B2?)-(9(:BP(

W

(12)B-7B92.B(:7

水平
F

超声波处

理时间.
=O1

M

芯材$野黄桂叶挥发油%

与壁材$

#

@

环糊精%质量比

<

超声波

功率.
Z

,

#

@

环糊精

与水质量比

# C #

%

D H% #

%

&

$ & #

%

C #$% #

%

H

! H #

%

& #/% #

%

#%

表
$

!

正交试验设计及结果

Y2?)-$

!

K:BP(

W

(12)B-7B3-7O

W

1213:-7Q)B7

试验号
F M < ,

包埋率.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CD

/ $ $ ! # ##*H/

D $ ! # $ #H*DD

C ! # ! $ "*#$

& ! $ # ! C*#!

H ! ! $ # H*/H

Z

#

#%*D! "*%! #%*!" &*/H

+++++++++++++++++++++++

Z

$

##*CH #%*/C &*DD #$*#"

Z

!

D*H/ #"*CC #%*!C &*D/

5 "*&" #%*C" #*C# !*//

表
!

!

方差分析表n

Y2?)-!

!

F1([2B2?)-

方差来源 离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4 1

值 显著性

F !&*!&C! $ #H*#H!C D*CD&$

M #C/*/""/ $ &C*CC$! !%*/!H#

'

< /*C"&# $ $*&C"# #*%%%%

, $"*C&D$ $ #$*!H!# "*!#$%

误差
/*C"&# $ $*&C"# #*%%%%

+++++++++++++++++++++++

!

n

!

因为
<

因素影响较小!所以将
<

因素作为方差分析中的误差项

来处理+

1

%*%/

$

$

!

$

%

h#H

+

'

表示差异显著!

A

"

%*%/

#

功率
#/%Z

!

#

@

环糊精与水质量比
#

%

H

!超声温度
"%V

!利

用超声波法对野黄桂叶挥发油进行
!

次重复性包埋实验!包

合物的平均包埋率为$

$%*"/k%*%!

%

^

!均高于正交试验!由

此判断正交试验得出的制备工艺条件为最佳制备工艺条件#

$*!

!

包合物结构表征结果

$*!*#

!

薄层色谱
!

由图
C

可看出!样品
EE

和
E'

溶液在相同

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个相同颜色的斑点!且
09

值基本相同!野

黄桂叶挥发油有一个主要的化学成分是芳樟醇$相对含量达

到
H"*""Ĥ

%!与薄层色谱结果相一致+样品
E

和
EEE

溶液中

没有斑点出现!表明野黄桂叶挥发油包合物已经形成!其表

面并无挥发油残留!而且包合前后野黄桂叶挥发油主要的化

学成分未见明显的变化!所以包合物质量较好!说明包埋过

程对挥发油成分无影响#

&%$

开发应用
!

$%#&

年第
#$

期



E*

#

@

环糊精
!

EE*

包合前所提野黄桂叶挥发油
!

EEE*

包合物
!

E'*

野

黄桂叶挥发油与
#

@

环糊精物理混合物

图
C

!

不同样品的
YT<

色谱图

GO

W

Q:-C

!

#

@.

;

.)(3-RB:O1

"

YP--RB:2.B-3[()2BO)-(O)(9+$%%0K:.

K-K

E

7%C7%$0%-K ?-9(:- X:2

>>

-3

"

<)2BP:2B-

"

YP-

>

P

;

7O.2)=ORBQ:-(9[()2BO)-(O)(9<O112=(=Q=

e

-17-@

1O21Q=213

#

@.

;

.)(3-RB:O1

$*!*$

!

紫外分光光度
!

由图
&

可看出!样品
E

和
EEE

溶液无

野黄桂叶挥发油的特征吸收峰!而样品
EE

和
E'

溶液在相同

位置上有野黄桂叶挥发油类似的吸收峰!说明野黄桂叶挥发

油己经被
#

.

环糊精包埋在疏水性空腔结构中!且已经构成一

种新的物质#

E*

#

@

环糊精
!

EE*

包合前所提野黄桂叶挥发油
!

EEE*

包合物
!

E'*

野

黄桂叶挥发油与
#

@

环糊精物理混合物

图
&

!

不同样品的
L'

谱图

GO

W

Q:-&

!

#

@.

;

.)(3-RB:O1

"

YP--RB:2.B-3[()2BO)-(O)(9<O112@

=(=Q=

e

-17-1O21Q=?-9(:-X:2

>>

-3

"

<)2BP:2B-

"

YP-

>

P

;

7O.2)=ORBQ:-(9[()2BO)-(O)(9<O112=(@

=Q=

e

-17-1O21Q=213

#

@.

;

.)(3-RB:O1

$*!*!

!

差示扫描量热
!

由图
H

可看出!样品
F

中
#

@

环糊精

在
$$/*$CV

有吸热峰+样品
M

中野黄桂叶挥发油与
#

@

环糊

精进行了简单的物理包合!还是显示出了
#

@

环糊精的特征波

峰!这是因为野黄桂叶挥发油中有较多的低沸点挥发性成分

存在!致使
#

@

环糊 精 的 特 征 波 峰 由
$$/*$C V

降 低 至

$#$*D#V

+而样品
<

即包合物中没有
#

@

环糊精特征波峰存

在!而是出现了新的特征波峰!开始与结束之间的温差跨度

大!热熵值明显减小!可见二者图谱有显著的差别!以此推测

野黄桂叶挥发油与
#

@

环糊精之间并不是简单吸附作用!而是

F*

#

@

环糊精
!

M*

野黄桂叶挥发油与
#

@

环糊精物理混合物
!

<*

包

合物

图
H

!

不同样品的
,4<

图

GO

W

Q:-H

!

#

@.

;

.)(3-RB:O1

"

YP-

>

P

;

7O.2)=ORBQ:-(9[()2BO)-(O)

(9<O112=(=Q=

e

-17-1O21Q=213

#

@.

;

.)(3-RB:O1

"

<)2BP:2B-

发生了分子间作用/

#CI#&

0

!表明挥发油包合物己经形成了一

种新的物质#

$*!*"

!

显微成像
!

#

@

环糊精$

F

%"研磨后
#

@

环糊精$

M

%及包合

物$

<

%的显微成像图如图
#%

所示#由图
#%

可看出!未研磨

#

@

环糊精和研磨后
#

@

环糊精为无色半透明立方体状结晶颗

粒!颗粒粒度相对较大且清晰可辨!而野黄桂叶挥发油
#

@

环糊

精包合物为黑色不透明不规则团状物质#试验表明
#

@

环糊精

仅在外力作用下并未发生变化!而
#

@

环糊精包合野黄桂叶挥

发油后!其形态颜色均发生改变!显示新物质已经形成#

图
#%

!

不同样品的显微成像图

GO

W

Q:-#%

!

#

@.

;

.)(3-RB:O1

"

YP-

#

@.

;

.)(3-RB:O129B-:

W

:O13-3

"

<)2BP:2B-

!

!

结论
$

#

%野黄桂叶挥发油包合物最佳制备工艺条件为,超声

波处理时间为
&=O1

!芯材$野黄桂挥发油%与壁材$

#

@

环糊

精%质量比为
#

%

&

!超声波功率为
#/%Z

!

#

@

环糊精与水质量

比为
#

%

H

!超声温度为
"%V

时!包合物的包埋率和包埋得率

指标达到最佳!分别为$

$%*"/k%*%!

%

^

和$

&C*D!k%*#/

%

^

#

该工艺制备的野黄桂挥发油
#

@

环糊精包合物的包埋率和包

埋得率高!方法简单"可靠"稳定性强#

$

$

%野黄桂叶挥发油与
#

@

环糊精已经形成包合物!野黄

桂叶挥发油在包合前后化学成分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包合物

性质较为稳定!颗粒大小形状均匀!粉末形态好#包合物的

形成可提高野黄桂挥发油的持效性和缓释性!为野黄桂挥发

油在日化"食品"医药领域的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

!

%野黄桂叶挥发油在包合的过程中还有部分未被包

H%$

第
!"

卷第
#$

期 毛轩睿等,野黄桂叶挥发油包合物的制备及评价
!



埋或者吸附在包合物的表面!在包埋过程中造成损失#因

此!如何进一步提高挥发油的包埋率和包埋得率!还需深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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