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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临界 CO2萃取九叶青花椒和大红袍花椒 

挥发油的化学成分分析及香气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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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超临界 CO。萃取法提取九叶青花椒和大红袍花椒挥发油，以气相色谱一质谱仪对其化学 

成分进行检测，用色谱峰 面积归一化法确定各化学成分的相对含量，评香师对花椒挥发油的香气进 

行评价。结果表明，超临界萃取的九叶青花椒挥发油得率为 7 ，鉴定出63个化合物，属青香型花 

椒油；超临界萃取的大红袍花椒挥发油得率为4％，鉴定出80个化舍物，属浓香型花椒油；两种花 

椒挥发油的化学成分含量和香气有明显差异，但都保留了各自品种的天然香气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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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hemicaI components and aromas of two species of vola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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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wo species of volatile oils were extracted by the method of supercritical CO2 from Zan— 

thoxylum bungeanum M axim ；their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relative contents were detected by 

GC-M 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yield of volatile oil of Zanthoxylum bungeanum M axim from 

Jiangjin is 7．0 ，63 chemical components were identified．that of Zanthoxylum bungeanum Max— 

im from Hancheng is 4．0 0A，and 8O chemical components were identified；Aroma evaluation re— 

sults show that volatile oils of Zanthoxylum bungeanum Maxim extracted by supercritical C02 is 

most similar to the natural aroma，supercritical C02 extraction is a priority technology for extrac— 

ting natural sp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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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椒 (Zanthoxylum bungeanum Maxim)为芸 

香科花椒属植物的果皮，是我国最常用的香辛料之 

一 ，全世界的花椒属植物约有 250种，分布于亚洲、 

美洲、非洲及大洋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我国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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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种花椒属植物，十几个省市有大面积的种植，是 

世界上花椒种植面积和产量最大的国家。花椒属植 

物的化学成分主要有生物碱、酰胺、木脂素、香豆素、 

挥发油和脂肪酸等，花椒除了其果皮含有浓郁的香 

气和麻味，可作为食用和 日用香料外，其果实、根、 

茎、叶均可人药，具有镇痛、麻醉、抗菌、杀虫、抗癌等 

功效 ，2]，因而得到广泛重视 引。花椒的呈香物质主 

要是花椒挥发油，张庆勇、陈振德等研究表明[4 ]，不 

同地区和品种的花椒，其挥发油的主要化学成分种 

类和含量有很大差异，本文以国内产量最大的韩城 

大红袍花椒和近年来发展速度快、经济价值高的江 

津九叶青花椒为研究对象，采用超临界 CO。萃取其 

挥发油，并对两种挥发油的化学成分和香气进行了 

研究 。 

1 材料及方法 

1．1 材料和试剂 

花椒：九叶青花椒来源于重庆江津，大红袍花椒 

来源于陕西韩城，均为干燥的花椒果皮，粉碎过 2O 

目筛，备用；食品级 CO。：纯度 99．5 ，由贵阳申建 

气体公司提供。 

1．2 花椒挥发油的制备 

称取 7 kg花椒粉装入超临界 CO。萃取装置 

(HA 25 LX2超临界 CO：萃取设备，江苏海安超临 

界设备有限公司制造)中，在萃取压力 15 MPa、萃取 

温度 4O℃、萃取时间 2 h的条件下进行萃取，从分 

离釜(压力 5 MPa，温度 5O℃)出口接样，经离心分 

离除去少量水分得花椒挥发油。 

1．3 样品检测 

采用 GC／MS联用仪(HP5890-5989A型，美国 

惠普公司产)对上述两个样品进行检测，分析条件如 

下 ： 

气相色谱条件：弹性石英毛细 管柱 HP-I，30 m 

×0．25 mm；采用程 序升 温，5O℃维 持 2 min， 

5℃／rain，升至250℃，停留10 min；载气为高纯 He 

(99．99 )，载气流量 1．0 mL／min,柱前压 50 kPa； 

汽化室温度为 250℃；进样量 1／．tL(乙醇溶液)；分 

流比 10：1。 

质谱条件：EI离子源；离子源温度 250℃；四极 

杆温度：i00℃≯接口温度 280℃；电子能量 7O eV； 

倍增器电压 1．8 kV；溶剂延时5 rain；质量扫描范围 

30~-500 AMU 。 

采用 wiley138．1谱库检索，用色谱峰面积归一 

化法确定各化学成分的相对含量。 

1．4 评香 

由专业评香师杨敏博士组织的评香小组对江津 

九叶青花椒挥发油和韩城大红袍花椒挥发油进行香 

气评价。 

2 结果与讨论 

2．1 GC-MS分析结果 

采用 GC-MS分析江津九叶青花椒和韩城大红 

袍花椒挥发油的化学成分及相对含量，结果见表 1、 

表 2。 

表 1 江津九叶青花椒挥发油化学成分及相对含量 

Table 1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relative contents 

of volatile oil of Zanthoxylum bungeanum 

Maxim from Jiang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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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1 

表 2 韩城大红袍花椒挥发油化学成分及相对含量 

Table 2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relative contents 

of volatile oil of Zanthoxylum bungeanum 

Maxim from Hancheng 

· - - — — 104 ·--—— 

续 表 2 



2009年第 3期 

总第 34卷 

中 国 调 味 品 
CHINA CONDIMENT 分析检测 

续 表 2 

注 ：多烯 酰胺 1～5为 msanshool(山椒 素)及其异构体或 

衍生物，呈麻味。 

超临界 C 萃取的九叶青花椒挥发油得率为 

7．0 ，鉴定出63个化合物，占总量的 97．38 ，主要化 

学成分为哩哪醇(59．24 )，柠檬烯(11．28 )，桧烯 

(5．72 )，胡椒叔醇(2．87 )，哩哪醇乙酸酯(1．849，6)， 

月桂烯(1．82 0A)等，其中哩哪醇含量非常高，上述 6种 

主要成分占了总量的82．77 ，几乎未检出脂肪酸和多 

烯酰胺类物质；超临界C02萃取的大红袍花椒油得率 

为4．O ，鉴定出8O个化合物，占总量的94．O8 ，主要 

化学成分 为水合 桧烯 乙酸脂 (7．93 0A)，柠檬烯 

(7．46 0A)，月桂烯(5．35 0A)，胡椒酮(3．66 )，哩哪醇 

(3．57 )等，没有明显占优的物质成分，还含少量脂肪 

酸和呈麻味的多烯酰胺类物质。 

造成九叶青花椒挥发油基本上不含脂肪酸和多 

烯酰胺类物质的原因可能是九叶青花椒含油量比大 

红袍多，在有限的萃取时间内超临界 C0z首先将挥 

发性的成分萃取出来，而大红袍花椒含油量相对较 

低，超临界 CO：将挥发性的成分基本萃取完全后开 

始萃取出少量的脂肪酸和麻味物质。 

2．2 评香结果及分析 

九叶青花椒挥发油：具有逼真的九叶青花椒天 

然香气，有较重的芳樟醇(哩哪醇)样香气，带果香， 

香气清新、饱满、香气、柔和、幽远，回味长，麻味相对 

较淡；大红袍花椒挥发油：具有逼真的大红袍花椒天 

然香气，香气饱满、浓郁、协调，麻味相对较重。 

造成这两种超临界 C0：萃取的挥发油香气差 

异的主要原因是由其化学成分的数量和含量决定 

的，九叶青花椒挥发油哩哪醇含量高达 59．24 ，而 

大红袍花椒挥发油中没有绝对占优的成分，含量最 

高的成分低于 8 9／6，哩哪醇含量也只有 3．57％，化学 

成分数量也多于九叶青花椒。 

3 小结 

九叶青花椒和大红袍花椒挥发油的化学成分中 

有较多的相同成分，但相对含量差别相当大，导致两 

个品种香气有明显的差异。超临界萃取的上述两种 

花椒挥发油化学成分数量均比文献报道的、以及本 

项目研究中水蒸汽法提取的花椒油化学成分数量要 

多得多，这可能是超临界 CO。萃取的花椒挥发油香 

气天然 、逼真、饱满、柔和的主要原因，同时也说明花 

椒香气是多种化学成分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两种花 

椒挥发油均具有各自花椒品种逼真自然的香气，说 

明超临界 C0。萃取技术能够有效地保留花椒香料 

的天然香气，是生产天然香料的优选工艺技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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