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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精油提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脱萜生姜精油的制备方法，是以乙醇水溶液、

丙二醇水溶液中任一种作为萃取溶剂，向生姜精

油中加入萃取溶剂，于20‑60℃下恒温搅拌15‑

120min后，于4000‑9000r/min的转速下离心分离

5‑25min，取下层物即得脱萜生姜精油，上层物为

富含萜烯类化合物的生姜精油；本发明工艺简单

可行、易规模化生产，本发明制备的脱萜生姜精

油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生物活性成分及香气成分，

脱萜生姜精油在常室温庇荫储存过程中表观品

质不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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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脱萜生姜精油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以80％丙二醇水溶液为萃取溶剂，向生

姜精油中加入萃取溶剂，向30g生姜精油中加入萃取溶剂500mL，于30℃下恒温搅拌60min

后，于5000r/min的转速下离心分离20min，取下层物即得脱萜生姜精油，上层物为富含萜烯

类化合物的生姜精油；

所述脱萜是以姜烯、β‑红没药烯、α‑法呢烯、β‑倍半水芹烯为目标成分进行脱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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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脱萜生姜精油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精油提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脱萜生姜精油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植物精油中的生姜精油口味温热，香辛，有特殊的芳香味。生姜精油中的化学成分

除萜烯类外还含有以6‑姜酚为代表的含氧化合物等生物活性成分，对人的身体有医药及营

养保健作用，是一种抗氧化剂和抗炎剂，被应用于医药保健领域可降低胆固醇、防治肿瘤、

增强免疫力等，包括生姜精油在内的植物精油对皮肤还具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可以调理油

性皮肤，滋养头发等多种生物活性，在日用化学品及化妆品的开发应用中也具有重要价值，

同时众所周知的生姜精油还大量被应用于食物保鲜、食品饮料和香料中。

[0003] 生姜精油的化学组分中含有萜烯类化合物，一方面其对精油的呈香及生物活性作

用贡献不大，另一方面其存在会使精油在水溶液或醇溶液中溶解度下降，或长期与空气、光

线接触，会逐渐氧化变质，使精油的相对密度增加，黏度增大，颜色变深，失去原有香味和挥

发性，甚至树脂化，从而严重影响精油品质，阻碍了精油的应用推广，因此需对精油进行脱

萜以提高品质，拓展应用范围和提升应用水平。目前国内外植物精油脱萜制备及工艺研究

主要集中于柑橘类精油，尚未见有对生姜精油的脱萜研究、脱萜生姜精油的工业化生产制

造研究。

[0004] 柑橘类精油脱萜主要有真空蒸馏、溶剂法萃取、减压蒸馏、分子蒸馏、超临界流体

萃取等方法。在工业上，蒸馏提取柑橘精油所存在着含氧萜类化合物馏分沸点范围通常和

萜烯经类化合物沸点范围重合的问题，且在分离过程中会有大量能量消耗；相较于蒸馏法，

溶剂法萃取与超临界流体萃取能够避免加热，且溶剂法还具有设备简单、操作方便、分离选

择性高、应用广、处理量大等优点，超临界流体萃取还具有天然性好﹑提取效率高、功能活性

不破坏、传质快、工艺简便﹑操作方便等优点。但溶剂法存在萃取时间较长、生产效率较低、

有机溶剂残留、提取物中杂质含量较多等不利因素，超临界流体萃取脱萜过程虽然绿色无

溶剂但实际应用过程中对精油的一次性批处理量较小，难以规模化。

[0005] 中国授权发明专利(ZL202010220795.2)提供了一种低共熔溶剂法进行精油脱萜

的方法，即：首先将有机盐缔合萃取剂与精油混合,进行缔合萃取，得到萜烯相和低共熔溶

剂相，然后以烷烃溶剂作为第一反萃剂，对所述低共熔溶剂相进行第一步反萃取，再以烷烃

溶剂‑水双相体系作为第二反萃剂，对所述第一萃取余相进行第二步反萃取，最后除去所述

烷烃溶剂相中的烷烃溶剂，得到含氧萜类化合物纯品；所述精油为柑橘类精油、玫瑰精油、

迷迭香精油和丁香精油中的一种或几种，并未见针对生姜精油。《基于季铵盐低共熔溶剂的

柑橘精油脱萜过程研究》(吴明尧，华东理工大学，2021年)以柑橘精油中关键组分柠檬烯和

芳樟醇组合成的混合物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不同低共熔溶剂对芳樟醇萃取分离性能的

影响，首先基于COSMO‑RS模型计算和低共熔溶剂形成预实验，筛选了19种低共熔溶剂对模

拟柑橘精油进行液液萃取实验，筛选出以四丁基氯化铵和1 ,3‑丁二醇在1:2摩尔比下形成

的低共熔溶剂TBAC:13BD(1:2)为最优萃取剂，以萃取性能PI值为68.98，对实际柑橘精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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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良好的萃取效果。上述低共熔溶剂以及离子液体的新方法存在制备工艺过程较复杂，

使用较多有机溶剂和较昂贵的化学试剂，并且部分研究尚处于实验室应用基础研究阶段，

实际应用受限或距离实际应用还有一定距离。

[0006] 《减压蒸馏分离柑桔皮精油中柠檬烯的研究》(徐宁,谭兴和,王锋,等.食品工业技

术,2014,35(2):222‑225)采用减压蒸馏分离椪柑皮精油中柠檬烯，探讨蒸馏时间、蒸馏温

度对柠檬烯分离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真空度为0.1MPa下，柠檬烯最佳分离条件为：蒸

馏温度170℃、蒸馏时间10min，此条件下的脱萜率约为92.38％。《分子蒸馏用于精油精制及

在芳香疗法中的应用》(罗吉，黄妙玲，冀红斌，等.香料香精化妆品，2008，(6)：40‑43)综述

了分子蒸馏在精油精制及芳香疗法中的应用，指出在精油脱萜过程中与普通真空蒸馏相比

分子蒸馏能更好避免热分解，而且理论上可以使精馏更精确，避免其他重要香味成分的损

失。申请号为201710268736.0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脐橙果皮精油的提取方法，其脱萜处

理是将粗制脐橙果皮精油置于分子蒸馏仪的反应釜中，进行分子蒸馏，收集馏余物，得到脐

橙果皮精油，但其脱萜目标仅为柠檬烯。上述蒸馏技术除高温加热易热分解、工艺过程时间

较长等问题外，植物精油真空蒸馏和分子蒸馏法等在实际规模化生产中同样也存在批次处

理量较小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为了便于生姜精油储存，预防变质、增加稳定性和其

在水、醇或其它溶剂中的溶解度，本发明对生姜精油的香气成分、活性成分进行研究，同时

研究目标成分的理化性能，以期脱除对香气和生物活性贡献不大且会导致在水基或醇基环

境中溶解度不佳的萜烯类化合物成分，兼顾对香气贡献大、具生物活性且溶解性能优的含

氧类化合物的最大程度保留，因此提出了一种能够适用于大批量生产制造的脱萜生姜精油

的制备方法。

[0008] 具体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9] 一种脱萜生姜精油的制备方法，是以乙醇水溶液、丙二醇水溶液中任一种作为萃

取溶剂，向生姜精油中加入萃取溶剂，于20‑60℃下恒温搅拌15‑120min后，于4000‑9000r/

min的转速下离心分离5‑25min，取下层物即为脱萜生姜精油，上层物为富含萜烯类化合物

的生姜精油。

[0010] 所述乙醇水溶液的浓度为50％。

[0011] 所述丙二醇水溶液的浓度为80％。

[0012] 进一步优选，所述恒温搅拌的温度为30℃，时间为30min。

[0013] 进一步优选，所述离心分离的转速为5000r/min，时间为15min。

[0014] 所述生姜精油与萃取溶剂的料液比为3g：(20‑60)mL。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生姜精油与萃取溶剂的料液比为3g：50mL。

[0016] 所述生姜精油是采用水蒸气蒸馏或超临界CO2萃取技术萃取所得。

[0017] 所述脱萜指脱除目标萜烯类化合物，具体是以姜烯、β‑红没药烯、α‑法呢烯、β‑倍
半水芹烯为目标成分进行脱除。

[0018] 本发明考虑到萜烯类化合物对热、光敏感，在空气中容易被氧化、颜色变深、粘度

增大，使精油失去原有香味和挥发性，因此以水蒸气蒸馏法或超临界CO2萃取法制备的生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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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油为原料，采用溶剂法分离生姜精油中对香气贡献不大的萜烯类化合物的同时，最大程

度保留对香气贡献大的含氧化合物，具体以姜烯、β‑红没药烯、α‑法呢烯、β‑倍半水芹烯为

生姜精油脱萜目标成分，同时以α‑蒎烯，(D)‑、β‑月桂烯、β‑水芹烯、桉油精、芳樟醇、香叶

醇、α‑柠檬醛、2‑十一酮、可巴烯、β‑榄香烯为香气化合物保留目标成分。

[0019] 有益效果：

[0020] 本发明工艺简单可行、易规模化生产，本发明制备的脱萜生姜精油最大程度地保

留了生物活性成分及香气成分，脱萜生姜精油在常室温庇荫储存过程中表观品质不会发生

变化，即难以出现颜色变深、混浊、分层等现象，并且脱萜生姜精油在水基、醇基环境中更易

溶解、扩散快速，还能达到均匀平衡地释放特征香味及保持生物活性。

[0021] 由于脱萜后生姜精油是在水溶性溶剂中，因此其的各类终端产品的溶解性能优

异、易于保存、不易变质、尤其是其水溶性产品中的各性能更为优异。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生姜精油原料的色谱图；

[0023] 图2为实施例1中脱萜生姜精油的色谱图；

[0024] 图3为实施例2中脱萜生姜精油的色谱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但本发明并不局限于这些实

施方式，任何在本实施例基本精神上的改进或代替，仍属于本发明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

范围。

[0026] 实施例1‑实施例6

[0027] 以经过OAV(香气活性值)分析对香气贡献不大的生姜精油中的姜烯、β‑红没药烯、

α‑法呢烯、β‑倍半水芹烯这四种化合物作为生姜精油代表性脱萜目标成分，同时以生姜精

油中对香气贡献大的α‑蒎烯，(D)‑、β‑月桂烯、β‑水芹烯、桉油精、芳樟醇、香叶醇、α‑柠檬

醛、2‑十一酮、可巴烯、β‑榄香烯这十种化合物作为代表性香气化合物保留目标成分，采取

以下方法对目标产物即下层脱萜生姜精油进行相关目标成分的检测，具体如下：

[0028] 一、分析仪器与方法

[0029] 1.1仪器：萃取头：50/30μm  DVB/CAR/PDMS、GC/MS  Agilent7000D型、离心机、晨力

搅拌器、电子天平。

[0030] 1.2方法：称取2g样品加入15mL样品瓶中，使用老化后SPME萃取纤维头在60℃进行

吸附4min，快速插入GC‑MS仪器进样口，进样口温度260℃，解吸4min，进行GC‑MS检测分析。

其中萃取头老化：使用气相质谱仪进样口作为老化装置，氦气吹扫保持环境惰性，50μm 
DVB/CAR/PDMS，老化温度270℃，老化时间1h。

[0031] 1.3气相色谱‑质谱条件：

[0032] 色谱柱：HP‑5MS(30m×0.25mm×0.25μm)；载气：高纯He，流速为0.8ml/min；柱箱温

度：程序升温，即50℃保持1min；50～100℃，2℃/min；100～130℃，1℃/min；130～250℃，20

℃/min；继续保持2min；进样方式：顶空进样，分流比100:1。

[0033] 1.4质谱：离子源温度230℃；MS传输线温度260℃；扫描范围10～800a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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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1.5定性及归一化法分析：(1)通过谱库NIST  MS  Search  2.2进行检索，要求正、反

匹配度都大于80％以上给予确认作为定性结果；(2)在样中添加C5～C40烷烃的混合标样，采

用相同的气质升温程序，根据保留时间计算样品中化合物的保留指数，并与文献中使用相

同气相色谱柱的同种物质保留指数进行比较确认。保留公式计算公式如下：

[0035] RI＝100Z+100×(TX‑TZ)/(T(Z+1)‑TZ)

[0036] 式中：TX为化合物X的保留时间，min；Z和Z+1分别为化合物X出峰前后相邻正构烷

烃标准品的碳原子数；TZ与T(Z+1)分别为Z和Z+1个碳原子对应正构烷烃的保留时间，min。

[0037] 采用峰面积百分比进行归一化法分析。

[0038] 1.6  OAV(香气活性值)分析：在定量分析基础上，通过查找已发表文献中的生姜精

油组成成分的气味阈值，进行计算而得。

[0039] 以超临界CO2萃取得到的生姜精油作为原料为例，色谱图如图1，经归一化法检测，

其溶剂法脱萜前：四种脱萜目标成分归一化法含量和为49.06％，十种香气化合物保留目标

成分归一化含量和为19.08％。

[0040] 实施例1

[0041] 一种脱萜生姜精油的制备方法，以超临界CO2萃取得到的生姜精油为原料，以50％

乙醇水溶液为萃取溶剂，向30g生姜精油中加入萃取溶剂500mL，于30℃下恒温搅拌60min

后，于5000r/min的转速下离心分离20min，取下层产物脱萜生姜精油进行分析检测。

[0042] 经检测生姜精油原料色谱图见图1，本实施例中脱萜生姜精油的色谱图见图2，经

测定，四种脱萜目标成分归一化法含量和为37.21％，十种香气化合物保留目标成分归一化

含量和为23.86％。

[0043] 实施例2

[0044] 一种脱萜生姜精油的制备方法，以超临界CO2萃取得到的生姜精油为原料，以80％

丙二醇水溶液为萃取溶剂，向30g生姜精油中加入萃取溶剂500mL，于30℃下恒温搅拌60min

后，于5000r/min的转速下离心分离20min，取下层产物脱萜生姜精油进行分析检测。

[0045] 经检测生姜精油原料的色谱图见图1，本实施例中脱萜生姜精油的色谱图见图3，

经测定，四种脱萜目标成分归一化法含量和为39.51％，十种香气化合物保留目标成分归一

化法含量和为27.19％。

[0046] 实施例3

[0047] 一种脱萜生姜精油的制备方法，以超临界CO2萃取得到的生姜精油为原料，以50％

乙醇水溶液为萃取溶剂，向30g生姜精油中加入萃取溶剂500mL，于30℃下恒温搅拌60min

后，于8000r/min的转速下离心分离20min，取下层产物脱萜生姜精油进行分析检测。

[0048] 经测定，四种脱萜目标成分归一化法含量和为33.59％，十种香气化合物保留目标

成分归一化法含量和为25.95％。

[0049] 实施例4

[0050] 一种脱萜生姜精油的制备方法，以超临界CO2萃取得到的生姜精油为原料，以50％

乙醇水溶液为萃取溶剂，向30g生姜精油中加入萃取溶剂500mL，于30℃下恒温搅拌30min

后，于5000r/min的转速下离心分离20min，取下层产物脱萜生姜精油进行检测。

[0051] 经测定，四种脱萜目标成分归一化法含量为30.93％，十种香气化合物保留目标成

分归一化法含量和为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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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实施例5

[0053] 一种脱萜生姜精油的制备方法，以超临界CO2萃取得到的生姜精油为原料，以50％

乙醇水溶液为萃取溶剂，向30g生姜精油中加入萃取溶剂500mL，于30℃下恒温搅拌30min

后，于5000r/min的转速下离心分离20min，取下层产物脱萜生姜精油进行检测。

[0054] 经测定，四种脱萜目标成分归一化法含量和为31.01％，十种香气化合物保留目标

成分归一化法含量和为26.51％。

[0055] 实施例6

[0056] 一种脱萜生姜精油的制备方法，以超临界CO2萃取得到的生姜精油为原料，以50％

乙醇水溶液为萃取溶剂，向30g生姜精油中加入萃取溶剂500mL，于30℃下恒温搅拌30min

后，于5000r/min的转速下离心分离15min，取下层产物脱萜生姜精油进行分析检测。

[0057] 经测定，四种脱萜目标成分归一化法含量和为31.78％，十种香气化合物保留目标

成分归一化法含量和为2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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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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