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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产地香榧假种皮精油组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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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水蒸气蒸馏法分别对磐安香榧$嵊州
!

号香

榧$嵊州
#

号香榧$诸暨香榧$黄山香榧假种皮中的精油

进行提取#比较得率并采用
]O0WN

对提取的精油成分进

行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产地香榧假种皮精油含量差别

较大#磐安香榧假种皮精油得率最高!

)9$(h"9")

"

j

#其

次为诸暨$嵊州
#

号和嵊州
!

号!

!9"$j

"

!9!#j

"#黄山

香榧精油得率最低!

#9!#h"9"#

"

j

%磐安$嵊州
!

号$嵊

州
#

号$诸暨$黄山香榧假种皮精油分别含有
C)

#

CT

#

.)

#

CT

#

C.

种成分%香榧精油中主要成分有
!

0

蒎烯$

"

0

蒎烯$

月桂烯$柠檬烯$异松油烯$大根香叶烯
'

$

!

'

石竹烯及

%

0

石竹烯%这
$

种主要组分在磐安$嵊州
!

号$嵊州
#

号$

诸暨$黄山的香榧精油中总相对含量分别为
$#9C$j

#

$.9C!j

#

)"9.Bj

#

TT9$.j

#

BB9"$j

%磐安$嵊州
!

号及诸

暨精油中柠檬烯含量超过
)Tj

#

!

'

蒎烯$月桂烯次之%嵊

州
#

号$黄山香榧中的柠檬烯含量低于
#$j

#大根香叶烯

'

$

%

0

杜松烯次之%

C

种香榧精油中均检出烯烃类$醇类$

醛酮类$羧酸酯类化合物#烯烃类含量最高#接近
("j

#醛

酮类含量最低#小于
"9#j

%产地对精油中烯烃类$羧酸

酯类及醛酮类含量影响不大#但对醇类成分影响显著#嵊

州
#

号香榧最高!

##9B"j

"#其次为黄山香榧!

C9(.j

"$诸

暨香榧!

)9T!j

"$嵊州
!

号香榧!

#9!$j

"#磐安香榧

!

"9CCj

"最低%

关键词!香榧&假种皮&产地&水蒸气蒸馏&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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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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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红豆杉科

!

F)V)0.).

#榧属常绿乔木%是中国特有的珍贵经济树种&

香榧又称榧子)玉榧)玉山果)赤果)细榧等%呈核果状%其

种子包被于肉质中%成熟前假种皮呈绿色%熟时为暗紫色

或紫褐色*

#

+

&香榧不仅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还具有很

高的药用价值*

!

+

&其种子中含有丰富的优质油脂)蛋白

质)维生素等矿物质%同时还含有烟酸)叶酸)维生素
-

!

等%具有美容)增进食欲等功效*

)

+

&研究*

BSC

+发现%香榧

子油具有显著的降血脂作用%对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有明

"&

&UU'VWPOXAY/,%

第
)T

卷第
.

期 总第
!).

期
"

!"!#

年
.

月
"



显的预防作用&

香榧假种皮是香榧种子外层的较厚的肉质种皮%占

种子鲜重的
C"j

"

."j

*

.

+

&在香榧种子充分利用的同

时%其假种皮绝大多数被当作工业废弃物丢弃%这不仅造

成了资源浪费%还污染环境*

T

+

&植物精油又称香精油或

挥发油%是萃取植物特有的一类具有芳香气味的油状液

体的总称*

$

+

&香榧假种皮富含精油成分%但现有研

究*

(S#"

+主要比较不同提取方法对香榧假种皮精油的影

响%而对不同产地的香榧假种皮精油的提取和利用还鲜

有研究&水蒸气蒸馏法是常用的并且传统的植物精油提

取方法*

##S#!

+

&研究拟采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磐安)嵊州

!

号)嵊州
#

号)诸暨及黄山香榧精油%采用
]O0WN

对精

油进行成分分析%旨在比较不同品种的香榧精油组分%为

香榧假种皮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

!

材料与方法
#9#

!

材料与仪器

香榧"于
!"#B

年
(

月分别采自安徽黄山)浙江诸暨)

浙江嵊州!

#

号)

!

号#)浙江磐安$

蒸馏水"实验室自制$

乙醇"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电子天平"

Z-C)TB0(#

型%瑞士梅特勒'托利多仪器

有限公司$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NOAUYN*0BC.0]O

型%美国

布鲁克公司$

萃取头"

C"

(

)"

(

1 '_-

(

OP,

(

\'WN

型%上海安普

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9!

!

试验方法

#9!9#

!

水蒸气蒸馏法
!

称取过
B"

目筛的香榧假种皮粉

末
#""

;

%按
R

蒸馏水
nI

香榧假种皮粉
o#"n#

!

1[

(

;

#加入蒸

馏水%放入水蒸气蒸馏装置进行加热%水蒸气蒸馏
CG

后

收集提取液%分液去除蒸馏水后获得香榧假种皮精油%使

用无水硫酸钠干燥后%

Bi

避光密封保存&每组试验重复

)

次*

#)

+

&

#9!9!

!

香榧假种皮精油得率的计算
!

按式!

#

#计算&

0o

I

#

I

!

m#""j

% !

#

#

式中"

0

'''提取率%

j

$

I

#

'''精油质量%

;

$

I

!

'''假种皮质量%

;

&

#9!9)

!

香榧假种皮精油成分分析
!

水蒸气蒸馏得到的

C

种香榧精油%通过固相微萃取技术直接进样分析*

#B

+

&

!

#

#气 相 色 谱 条 件"采 用 美 国 布 鲁 克 公 司 的

NOAUYN*0BC.0]O

仪 器& 毛 细 管 色 谱 柱 为
X\0C

!

"9!C

(

1m"9!C

(

1m)" 1

#$程序升温"初始温度为

."i

%

Ci

(

137

升温至
!T"i

%保持
)C137

$进样口温度

!C"i

$载气为高纯氦气%流速为
#9"1[

(

137

%进样量为

"9#

(

[

%分流比为
!"n#

&

!

!

#质谱条件"电离方式为
/A

%轰击能量为
T">_

$接

口温度为
!""i

%三重四级杆温度为
#C"i

%电子增倍器

电压为
#9$$b_

$扫描范围为
)C

"

C"">1@

&

#9!9B

!

数据分析
!

采用
WPAY[A-

)

,/\[A-

及
À[[/%

)

个质谱库进行串联检索%并结合相关参考文献%采用面

积归一化求得各成分的相对含量&

!

!

结果与讨论
!9#

!

不同产地香榧假种皮水蒸气蒸馏法所得精油性状及

得率

!!

采用水蒸气蒸馏法分别对产自磐安)嵊州)诸暨)黄

山的同种香榧的假种皮进行精油提取%其精油性状及得

率如表
#

所示&由表
#

可知%在精油性状方面%不同产地

的香榧所提取出来的精油均为油状透明液体%具有很好

的流动性%并带有清凉的刺激性香味&其中磐安香榧精

油颜色最浅%接近无色%诸暨香榧精油)嵊州
#

号香榧精

油)嵊州
!

号香榧精油)黄山香榧精油颜色依次递增&黄

山香榧精油颜色最深%为深黄色透明的油状液体&在得

率方面%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磐安香榧精油得

率最高%诸暨)嵊州
#

号)嵊州
!

号香榧精油得率相差不

大%黄山香榧精油得率最少&

!9!

!

不同产地香榧假种皮精油的成分

采用
]O0WN

分别对磐安香榧)嵊州
!

号香榧)嵊州
#

号香榧)诸暨香榧)黄山香榧精油主要成分和相对含量进

行分析%结果如表
!

所示&

!!

由表
!

可知%磐安)嵊州
!

号)嵊州
#

号)诸暨)黄山的

香榧假种皮精油中分别鉴定出
C)

%

CT

%

.)

%

CT

%

C.

种化学

成分&主要成分均为单萜)倍半萜类物质&

C

种不同产地

的香榧精油中主要成分有
!

0

蒎烯)

"

0

蒎烯)月桂烯)柠檬

烯)异松油烯)大根香叶烯
'

)

!

0

石竹烯及
%

0

杜松烯等%且

不同产地的香榧假种皮精油的化学组分及含量存在明显

差异&为了比较香榧假种皮精油组分的差异%分析这
$

种

表
#

!

不同产地香榧假种皮精油的得率及性状k

M2I4>#

!

MG>

H

3>4E27E<G2:2<F>:3DF3<D58>DD>7F324534

8:51F;<<.

E

)

/

<)&>6C<L91>::34433P:348:51

E388>:>7F:>

;

357D5IF237>EI

H

G

H

E:50E3DF3442F357

种类 提取物性状 得率(
j

磐安香榧
浅黄绿色透明油状液体!接近

无色#

)9$(h"9")

O

嵊州
!

号香榧 黄色透明油状液体
!9#)h"9"!

P

嵊州
#

号香榧 浅黄色透明油状液体
!9!#h"9"!

P

诸暨香榧 浅黄色透明油状液体
!9"$h"9"C

P

黄山香榧 深黄色透明油状液体
#9!#h"9"#

-

!

k

!

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在
"9"C

水平上有显著性差异&

#&

"

_549)T

$

Y59.

朱海东等!不同产地香榧假种皮精油组分分析



表
!

!

不同产地香榧假种皮精油成分分析

M2I4>!

!

O51

J

5D3F357D<51

J

2:3D5758>DD>7F3245348:51F;<<.

E

)

/

<)&>6C<L9W>::344332:348:51E388>:>7F

:>

;

357D5IF237>EI

H

G

H

E:50E3DF3442F357

保留时

间(
137

化合物名称
相对含量(

j

磐安 嵊州
!

号 嵊州
#

号 诸暨 黄山

.9.(

!

0

葑烯
"9#" S S S S

.9(!

莰烯
"9$B "9!( S "9). S

T9(!

!

0

蒎烯
!(9.) #.9!! #9$) #C9!" "9C!

$9"!

"

0

蒎烯
)9)! #9T! "9!" #9#T S

$9BB

桧烯
"9C( S "9". "9CC S

(9$"

月桂烯
$9#) $9.! "9(" C9"B #9!(

#"9"C

松油烯
S S S S "9"B

#"9$.

!

h

#

0

柠檬烯
!T9$B S #"9C" S S

#"9("

!

S

#

0

柠檬烯
(9)C S S S #T9"$

#"9("

右旋柠檬烯
S C"9C! S B!9C# S

#"9($

"

0

水芹烯
"9$T S "9#B S "9!!

##9"B !0

己烯醛
S S "9"$ S S

##9"B !0

己烯醛
S S "9"$ S S

##9("

!

9

#

0

"

0

罗勒烯
)9#$ "9(! "9)T S "9.(

##9(C

!

0

侧柏烯
"9"# S S S S

##9((

&

0

松油烯
"9#! "9#. "9"B S S

#!9#)

罗勒烯
S S S S !9T)

#)9"!

异松油烯
!9)C !9)T "9TB !9)) #9).

#)9B) #0

辛烯
0)0

酮
S "9"# "9". S "9"!

#)9TC

乙酸香芹酯
"9"# S S S "9"(

#)9(B B0

乙基
0#0

辛炔
0)0

醇
S S S S "9"!

#B9!(

甲基庚烯酮
S S "9". S S

#B9C(

!

M

#

0)

%

T0

二甲基
0#

%

)

%

.0

十八烷三烯
S "9"# S S "9"(

#B9T)

正己醇
S S "9"C S "9"!

#C9#"

别罗勒烯
"9T( "9!. "9"C "9!) "9TB

#C9!) #0

辛烯
0)0

醇乙酸酯
S "9"# "9") "9"# S

#C9B# !0

壬酮
S "9"# "9") "9"# S

#C9C" C0

十四碳稀
0)0

炔
S S "9"! S S

#C9C#

十四碳稀
0)0

炔
S "9#B S "9#C S

#C9C! #

%

!

%

.

%

.0

四甲基
0#

%

)0

环己二烯
"9". S S S S

#C9C. )0

辛醇
S S "9#! S "9"T

#C9..

甲基丙烯酸戊酯
S S S "9"# S

#C9TC #

%

)

%

C0

十一烷三烯
S S S "9"# S

#C9TC

未知
S "9"# S S S

#C9(. !

%

.0

二甲基
0#

%

)

%

C

%

T0

辛四烯
S "9"! S S "9"T

#C9($

紫苏醛
S "9"# S S S

#.9#"

未知
"9"# "9") S "9") "9")

#.9!$ !

%

B0

二甲基苯乙烯
"9"! "9". "9"B "9"$ "9#"

#.9)) !0

甲基
0C0

!

!0

丙烯基#

0!0

环己烯
0#0

醇乙酸酯
S S S "9"# S

#.9CC #0

辛烯
0C0

醇
S S S S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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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

保留时

间(
137

化合物名称
相对含量(

j

磐安 嵊州
!

号 嵊州
#

号 诸暨 黄山

#.9C. #0

辛烯
0)0

醇
S "9"$ #9#" "9#" "9!$

#.9(.

'

0

榄香烯
S "9#) "9!! "9#" S

#T9#!

环榄香烯
"9"$ "9C. !9#T #9"C #9#B

#T9).

合金欢醇
S "9#. "9)$ "9!C S

#T9.B

左旋樟脑
S S "9#! S S

#T9$$ #

%

#

%

B

%

T0

四甲基
0#X0

环丙烯
S "9"T "9"# "9#. S

#$9"T

芳樟醇
S S S S S

#$9!#

乙酸芳樟酯
S "9"# S S S

#$9!)

!

0

古巴烯
"9"C #9") #9CB !9"$ "9$(

#$9)!

牛儿烯
"9!$ "9B. #9TT "9$C #9.B

#$9)B )

%

T0

二甲基
0.0

辛烯酸甲酯
S "9"B "9!! "9"C S

#$9B)

!

0

荜澄茄油烯
"9"T S S S #9T)

#$9B)

松香芹酮
S S S S "9"!

#$9.#

"

0

古巴烯
"9TC "9#B "9BB #9## #9BB

#$9.#

乙酸冰片酯
"9#! S S S S

#$9("

!

0

榄香烯
"9!# S S S "9"#

#$9("

!

c

#

0

香橙烯
"9") "9#B "9!B "9#! "9#B

#$9(B #0

石竹烯
"9#. "9$C #"9!B S #C9#T

#(9!.

水合蒎烯
S S S S "9"(

#(9!$

"

0

依兰烯
"9"$ "9T" !9T( S S

#(9B#

!

9

#

0

"

0

金合欢烯
"9BB S #!9.) S S

#(9.B .

%

.0

二甲基
0!0

亚甲基
0

二环庚
0)0

醇乙酸酯
S S S S "9")

#(9.T

大根香叶烯
' "9C( )9)) (9!$ .9B" $9T(

#(9T"

大根香叶烯
"9"C #9$$ C9T) S !9T#

#(9TC

&

0

依兰油烯
"9"$ S S #9)) S

#(9T( #

%

!

%

B2

%

C

%

.

%

$20

六氢
0#0

异丙基
0B

%

T0

二甲基萘
"9"C "9TT !9#) S S

#(9$)

顺
0

"

0

金合欢烯
S !9B$ S B9.B #)9#)

#(9(!

!

0

石竹烯
"9"C "9T# )9TT #9## .9(!

!"9"$

金合欢烯
"9## S S S S

!"9#T

!

0

松油醇
S S B9$. S !9TT

!"9!C

!

c

#

0

喇叭烯
"9") "9#$ S "9!$ S

!"9!T

异龙脑
"9T" S #"9(# S S

!"9$B )

%

T

%

##0

三甲基
0#

%

)

%

.

%

#"0

十二烷四烯
S S S "9"# S

!"9(C *0

香芹醇
S S S #9!! S

!"9($

橙花叔醇
S S "9C( S "9).

!#9""

%

0

杜松烯
"9)! )9") )9B! B9#" $9#!

!#9"!

!

0

依兰油烯
"9)! "9(" B9)# !9C$ B9)T

!#9#B

!

0

法尼烯
"9"# "9"# "9"B S "9"!

!#9#C S "9") "9"( S "9#. "9!(

!#9)#

橙花醇
"9") S S S S

!#9C$

顺
0

十二碳烯酸
S "9"# "9"C S S

!#9.B

开环柠檬烯
S S S "9"# S

!#9TB

马鞭草烯酮
S S S "9"# 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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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

保留时

间(
137

化合物名称
相对含量(

j

磐安 嵊州
!

号 嵊州
#

号 诸暨 黄山

!#9TC 40

卡拉烯
"9". "9## "9C# "9#C "9#(

!#9T.

!

S

#

0

反式一松香芹醇
S S "9"C S S

!#9$C

对甲基苯异丙醇
"9"# S S S S

!#9(T

橙化基丙酮
S S S "9"# S

!!9"T #0

十一醇
S "9"B "9"$ "9"C S

!!9#"

顺
0

香芹醇
S S S S "9")

!!9!$

新异长叶烯
S S S "9"# S

!!9.$

!

0

白菖考烯
"9"# "9"# "9"C "9"! S

!!9T(

白菖醇
"9". "9"C "9!" S S

!!9$T

喇叭茶醇
"9"# S S S S

!!9(#

喇叭茶醇
S S "9#( "9!# "9"B

!)9#.

月桂醇
S "9"T "9!" "9"$ "9"C

!)9!T .

%

.0

二甲基二环*

)9#9#

+庚
0!0

烯
0!0

甲醇
S S S "9"# S

!)9!$

桃金娘烯醇
S "9"# S S S

!)9!( .

%

.0

二甲基二环*

)9#9#

+庚
0!0

烯
0!0

甲醇
S S S "9"# S

!)9B"

葵烯
S "9"C S "9". S

!)9B$

顺
0T0

十四碳乙酸酯
S "9"C "9#! S S

!)9.$ #0

羟基
0#

%

T

二甲基
0B0

异丙基
0!

%

T0

环葵二烯
"9"# "9"! S "9"C S

!)9$#

氧化石竹烯
S S S "9") "9"(

!)9$$

反式
0

橙花叔醇
S S "9)B S S

!)9("

未知
"9!" "9)( #9)" "9.( "9BB

!B9#" #!0

杂双环
0

十二烷
0)

%

T0

烯烃
S S "9"$ S S

!B9!B

荜澄茄油烯醇
"9#( "9!( #9)B "9.T "9T"

!B9B.

红没药醇
S S S "9"# S

!B9BT S S S S S "9"#

!B9.C

"

0

桉叶醇
"9"# S S S S

!B9$#

桉油烯醇
"9"! "9"C "9#( "9#) "9#"

!B9(.

!

0

菖蒲醇
S S S "9"# S

!C9"#

&

0

亚麻酸
S S S S "9".

!C9!C

松烷醇
S "9"# "9". "9"! "9".

!C9C!

%

0

毕橙茄醇
S S S S "9.C

!C9C.

!

0

毕橙茄醇
"9"# "9"! "9#B "9"$ "9#(

!.9B#

氧化喇叭茶烯二
S S "9"( S "9".

!.9TB

香叶基芳樟醇
S S "9#B S "9".

!$9".

西松烯
S S "9#" S "9"B

主要成分在
C

种产地的香榧假种皮精油中的含量%见

图
#

&

!!

由图
#

可知%磐安)嵊州
!

号)嵊州
#

号)诸暨)黄山的

香榧假种皮精油
$

种主要组分的总相对含量分别为

$#9C$j

%

$.9C!j

%

)"9.Bj

%

TT9$.j

%

BB9"$j

%差异明显&

$

种成分含量差异也很大%

C

种产地香榧假种皮精油中成

分含量最高的均为柠檬烯%磐安)嵊州
!

号及诸暨香榧精

油中柠檬烯含量超过
)Tj

%

!

0

蒎烯)月桂烯次之&而嵊州

#

号)黄山香榧中的柠檬烯含量低于
#$j

%大根香叶烯
'

)

%

0

杜松烯次之&据报道*

#CS#.

+

%柠檬烯具有抗肿瘤)抑菌)

镇咳)止痛)增加香气等功效%已被广泛应用于医学)食

品)化工等领域%因此%优先考虑嵊州
!

号香榧作为生产

柠檬烯的主要原料%其次选择诸暨)磐安香榧&在医学

上%

!

0

蒎烯已被广泛地作为合成抗肿瘤)抑菌药物的前体

&&

基础研究
&RY'PW/YMP[,/N/P,OX

总第
!).

期
"

!"!#

年
.

月
"



图
#

!

不同产地的香榧假种皮精油中主要成分的相对含量

&3

;

@:>#

!

MG>:>42F3L><57F>7F581237<51

J

57>7FD37>D0

D>7F3245348:51F;<<.

E

)

/

<)&>6C<L9W>::34433

2:348:51E388>:>7F:>

;

357D

物质&考虑到
!

0

蒎烯的用量%则优先选择磐安香榧%其次

为嵊州
!

号)诸暨香榧&如果需要提取)富集大根香叶烯

'

%则选择嵊州
#

号)黄山香榧作为原材料&

植物精油香气组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T

+

%气候)土

质)品种)栽培技术)采摘时间等条件均会对精油的组分

及含量造成影响&精油的香气成分主要来源于香榧果实

的香气%品种差异会导致果实香气的成分组成存在差异&

同一品种成熟度不同的果实香气也具有差异*

#$

+

&磐安)

诸暨)黄山)嵊州地区不同%土质)气候)栽培技术自然也

不同%这些因素可能也会导致香榧假种皮精油组分的差

异%这些因素可控性较低%很难得出一套科学)全面的香

榧精油评估系统%香榧精油中的键合态特征香气成分的

种类)含量与呈香组分的相关性及其生物合成途径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

从表
)

可以看出%

C

种不同产地的香榧精油中均检出

烯烃类)醇类)醛酮类)羧酸酯类化合物%烯烃类成分含量

最高%接近
("j

%是香榧精油的主要组成成分%醛酮类成

分含量最低%小于
"9#j

&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烯烃类化合

物沸点低%极性小%一般不溶于水或者溶解度很小%易与

水蒸气一起蒸出*

#(S!"

+

&烯烃类)羧酸酯类以及醛酮类%

各产地差异不大%但是醇类在含量上差异显著&其中嵊

州
#

号香榧最高!

##9Bj

#)其次为黄山香榧!

C9(.j

#)诸

暨香榧!

)9T!j

#)嵊州
!

号香榧!

#9!$j

#%磐安香榧

!

"9CCj

#最低&可以看出嵊州
#

号的主要香气成分是以

烯烃类及醇类成分为主&烯烃类)羧酸酯类以及醛酮类%

各产地差异不大%但是醇类在含量上差异显著&该结果

与于勇杰等*

!#

+的研究结果相似&其中
!

0

蒎烯)柠檬烯)异

松油烯)牛儿烯)

%

0

杜松烯等
#(

种物质是
C

种不同产地

香榧精油共同特征香气成分&

表
)

!

不同产地香榧假种皮水蒸气提取物成分的分类

M2I4>)

!

MG><51

J

5D3F357<42DD38

H

58F;<<.

E

)

/

<)&>6C<L9W>::344332:348:51E388>:>7F:>

;

357D

5IF237>EI

H

G

H

E:50E3DF3442F357

产地
烯烃

数量 含量(
j

醇类

数量 含量(
j

醛酮类

数量 含量(
j

羧酸)酯类

数量 含量(
j

磐安
B! (#9TB #! "9CC # "9"# ! "9#!

嵊州
!

号
). (B9$$ #C #9!$ B "9") C "9#!

嵊州
#

号
)C $T9)B #( ##9B" . "9)$ B "9B!

诸暨
)) ()9() #( )9T! B "9"! ) "9".

黄山
)! (#9$) #( C9(. ! "9") ! "9#C

)

!

结论
采用水蒸气蒸馏法获取

C

种不同产地同种香榧假种

皮精油%比较了精油得率%并采用固相微萃取结合
]O0WN

技术比较了不同产地香榧精油的组成差异&结果表明"

磐安香榧精油得率最高!

)9$(h"9")

#

j

%品质最优&

]O0

WN

共检测出
##$

种化学成分%磐安)嵊州
!

号)嵊州
#

号)诸暨)黄山的香榧精油中分别鉴定出
C)

%

CT

%

.)

%

CT

%

C.

种&

C

种不同产地的香榧精油中主要成分有
!

0

蒎烯)

"

0

蒎烯)月桂烯)柠檬烯)异松油烯)大根香叶烯
'

)

!

0

石竹

烯及
%

0

杜松烯&这
$

种主要组分在磐安)嵊州
!

号)嵊州

#

号)诸 暨)黄 山 的 香 榧 精 油 中 总 相 对 含 量 分 别 为

$#9C$j

%

$.9C!j

%

)"9.Bj

%

TT9$.j

%

BB9"$j

&磐安)嵊州

!

号及诸暨香榧精油中柠檬烯含量超过
)Tj

%

!

0

蒎烯)月

桂烯次之&嵊州
#

号)黄山香榧中的柠檬烯含量低于

#$j

%大根香叶烯
'

)

%

0

杜松烯次之&产地对精油中烯烃

类)羧酸酯类及醛酮类含量影响不大%但对醇类成分影响

显著%嵊州
#

号香榧最高!

##9B"j

#%其次为黄山香榧

!

C9(.j

#)诸暨香榧!

)9T!j

#)嵊州
!

号香榧!

#9!$j

#%磐

安香榧!

"9CCj

#最低&由于试验仪器灵敏度及试验操作

的影响%少量的挥发性成分未检出%其中是否包含未知特

征香气组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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