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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芒果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也随之而提

高!芒果除供鲜食外!还被加工为果汁饮料%果酒%罐头%果

干%蜜饯%果酱等几大类产品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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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皮作为芒果加工过程

中的废弃物!约占鲜果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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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含挥发性精油%

多酚%黄酮%有机酸%类胡萝卜素%膳食纤维等功能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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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其进行再加工及综合利用!不但可以创造更多

的经济价值!还可以解决环境污染及资源浪费的问题"

植物精油是一类植物次生代谢物质!来源于植物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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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等多种生物活性!有极高的开发应用价值"据报

道0

/VR

1

!芒果中果皮与果浆的特征香气组分具有较大的相似

性!且精油含量远高于果浆!是提取天然芒果精油的重要原

料"目前!芒果精油的相关研究!多以芒果花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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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叶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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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原料!且以研究原料的产地%成熟度对芒果精油的影响为

主!而以芒果皮为原料提取精油的研究没有报道"植物精油

提取方法繁多!包括水蒸气蒸馏法%溶剂萃取法%超临界流体

萃取法%亚临界水萃取法%微波辅助提取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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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蒸馏法是最传统的植物精油提取方法(溶剂提取法工艺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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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法能在较温和的条件下进行!且植物精油所含化学成分

在超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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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具有良好的溶解性!所得精油品质较高"不

同提取方法的原理不同!对芒果皮精油的性质%成分组成是

否存在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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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对芒果皮精油进行提取和分析鉴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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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提

取方法对芒果皮精油化学成分的影响!旨在为芒果皮精油的

提取寻找一种高效的技术途径!为芒果皮的综合开发利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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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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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具有良好的溶解性!避免了其中有效成分的破坏或

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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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由于操作温度较高!引起精油中热敏性成分的

热分解0

$"

1

!导致精油得率较
;̂ NSM3

"

法低"

;N

法主要利用

相似相溶的原理提取芒果皮精油!虽然工艺操作简单但残留

的杂质较多!进一步精制的同时导致精油成分的损失!所以

较其他两种方法得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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