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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部分

" # "# 样品来源及制备

& & 薰衣草：购 于 新 疆 远 馨 香 料 开 发 公 司。超 临 界 ()! 萃

取：薰衣 草 经 农 用 粉 碎 机 粉 碎 后，用 自 制 的 "B # + 超 临 界 装

置进行 萃 取（ 萃 取 压 力：+" ,-.，萃 取 温 度：’!+ /，萃 取 时

间：+!" 012），得到橙色透明油状物，得率约为 !B "3 4 !B #3。

水汽蒸馏：薰衣草粉碎 后，经 共 水 蒸 馏 同 时 用 油 水 分 离 器 分

离精油，’ 5 后收 集 精 油 并 用 无 水 硫 酸 钠 干 燥，得 淡 黄 色 油

状物，得率约为 "B 13 4 +B "3。

" # !# 仪器及分析条件

& & 6-!"+" 气 相 色 谱 ’质 谱（7(’,8）仪。 采 用 9*’# 石 英

毛细管柱（’" 0 : "B !# 00 1$ ;$ ），柱温升温程序：初始温度

#" < ，以 ! < = 012 的速率升温至 !#" < ，保持 #" 012；进样

口温度为 !#" < ；柱 前 压 为 #" >-.。 电 离 方 式 为 电 子 轰 击

（?@）；电子能量 *" A!；扫 描 范 围 为 !" C #"" B，离 子 源 温 度

为 !’" < ，接口温度为 !’" < 。

!# 结果与讨论

& & 薰衣草精油组成 的 定 性 主 要 参 照 质 谱 数 据 库 检 索 的 结

果，同时结合文献［+］的精油组分的保留时间进行确认。

& & 薰衣草的 超 临 界 ()! 萃 取 产 物 经 7(’,8 分 析 共 鉴 定

出 ’( 种 化 学 成 分，占 出 峰 物 质 总 量 的 D#B #+3，主 要 为 醇 类

和酯类物质。

& & 从表 + 可看 出，乙 酸 薰 衣 草 酯 在 超 临 界 ()! 萃 取 物 中

的含量低于水汽法中的含量，而乙酸芳樟酯的含量则远远高

于水汽法中的含量。表 + 中的 ’，* ’二 甲 基 ’+，# ’辛 二 烯 ’’，* ’

二醇两个组分在其他 文 献 中 未 曾 报 道，这 是 由 于 不 同 产 地、

不同季节的薰衣草所含精油的成分有可能不同所致。

表 "# 薰衣草的超临界 !"! 萃取和水汽法萃取物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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