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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顶空固相微萃取"NC$CYB.#技术提取’红灯(和’巨红#%$%Z(两种甜樱桃成熟期果实 的 挥 发 性 成

分$经气相色谱$质谱"K>)BC#联用仪测 定$比 较 分 析 两 种 甜 樱 桃 果 实 的 香 气 成 分 变 化%结 果 表 明&两 种 甜

樱桃中共检测出(Z种香气成分$其中$在’红灯(甜樱桃中检测出!&种香气成分$主要为醛类*醇 类 和 酯 类$

分别占鉴定物质总量的%’8!-\*%!8""\ 和%"8,,\!在’巨 红(甜 樱 桃 中 检 测 出-"种 香 气 成 分$主 要 为 萜

类*醇类*脂类化合物$分别占鉴定物质总量的,Z8’#\*#"8’,\ 和-8!&\%’红灯(和’巨红(香气种类及含

量存在很大差异$两种甜樱桃果实只 有#"种 共 有 香 气 成 分$’红 灯(中 相 对 含 量 较 高 的 物 质 是 苯 甲 醛*苯 甲

醇*乙酸乙酯和"@#$!$己烯醇$可作为其特征香气!巨红中相对含量较高的物质为石竹烯$达’#8Z\$其次为

顺$氧化芳樟醇和葎草烯%

关键词!甜樱桃!香气成分!顶空固相微萃取"NC$CYB.#!气相色谱$质谱"K>)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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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樱桃%1.*&*)2"C$*<L8&是一种早熟(优

质(保健果品)种植效益较高)国内外均处于发展

时期*我国在该果品的科研及其生产方面与世

界先进生产国差距较大)其产业目前面临科技滞

后的状 态+#,*因 此)深 入 开 展 甜 樱 桃 的 科 学 研

究)对提高果实品质)扩大生产总量具有重要意

义*成熟果实的香气构成和影响水果及其加工

产品的质量及典型性)是吸引消费者和增强市场

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果品香气成分研究

日益 受 到 关 注+!,*传 统 研 究 方 法 有 液$液 萃 取

法)蒸馏法)静态顶空法)动态顶空法等*固相微

萃取是!"世纪&"年代以来出现的样品前处理

方法)具有样品量少(操作简单(快速(费用低等

优点+%,*利用顶空固相微萃取法%NC$CYB.&分

析)可以有效避免非挥发性组分污染等*
果实的特征香气由几种香气阈值较低)相对

含量较高的芳香物质成分在果实成熟过程中逐

步形成+!,*国内外对不同果品挥 发 性 物 质 成 分

进行了大量研究#从不同品种苹果果实中鉴定出

%""多种物质)认为成熟苹果的香气类型主要有

酯香型和醇香型+%$-,$葡萄 果 实 香 气 成 分 的 研 究

较多)早在#&,(年C9?<@1@<+,$Z,就已经鉴定出葡

萄中!!-种挥发性成分*国内外对樱桃 香 气 成

分的研究也有报道#B0EE?@1A等+&$#",采用动态顶

空法在-)145.甜樱桃果实中检测出%#种风味化

合物)认为!$丙醇(苯甲醛(己醛是-)145.樱桃果

实的主要香气成分$K1<0<T等+##,从#!个樱桃品

种中鉴 定 出-"种 挥 发 性 物 质)认 为 苯 甲 醛(己

醛(%@&$!$己烯醛和%@&$!$己烯醇是甜樱桃果实

最重要的香气成分*目前关于我国樱桃品种的

风味研究相 对 较 少)张 序 等+#!,采 用 顶 空 固 相 微

萃取法从主栽品种-红灯.甜樱桃%个不同时期

的果实中检测出%,种香气成分)认为己醛(%@&$
!$己烯醛(苯 甲 醛(%@&$!$己 烯 醇 和 乙 酸 乙 酯 是

其特征香气成分)而关于我国其他主栽樱桃品种

香气成分研究未见报道*
-红灯.甜樱桃是我国目前主栽的甜樱桃品

种)具有较广阔的贸易市场)-巨红.甜樱桃是一

个新品种)果实风味佳且试种效果良好)具有较

好的发展前景*本研究采用灵敏度较高的顶空

固 相 微 萃 取$气 相 色 谱’质 谱%NC$CYB.$K>’

BC&联用技术)对我国主栽品种-红灯.和-巨红.
甜樱桃成熟期果实的香气成分进行测定(分析)
目的在于通过顶空固相微萃取方法比较研究两

个品种甜樱桃果实香气成分的异同)确定其各自

的特征香气和独有香气成分及其可能的合成途

径)所得结果对确定甜樱桃果实特征香气有一定

的价值)另 外)对 樱 桃 品 种 改 良(推 广 和 果 品 贮

藏(香料研发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实验部分

<><!主要仪器与试剂

*512@4E(Z&"气 相 色 谱 仪#美 国 *512@4E公

司产品$*512@4E-&,-质谱仪#美国*512@4E公司

产品$自 动 顶 空 固 相 微 萃 取 装 置#德 国 K@<AE@2
公 司 产 品$-"’%"$/ XG)’>*Q’YXBC萃 取

头#美国C7D@29;公司产品$*U@4E1:$.离心机#

)09V/04公司产品*

!$辛醇%+&(\&#购自C15/0$*2T<19?公司$

H0>2%分 析 纯&#购 自 国 药 集 团 化 学 试 剂 有 限

公司*

<>=!实验样品

样品采自河北秦皇岛山海关大樱桃示范园)
有良好的灌溉条件)土壤为砂壤)肥力中等)管理

水平较高)树龄(年*樱桃%1.*&*)2"C$*<L8&
品种为-红灯.和-巨红.甜樱桃)参照文献+#!,的
采样方法)从树冠外围随机采果!V5)采后运至

江南大学分析测试中心进行测定分析*

<>B!实验条件和方法

<>B><!样品预处理!取每个品种’""5甜樱桃

果肉)打 浆)利 用 )@9V/04离 心 机 离 心-/14
%#""""<//14]#&)取 其 上 清 液 置 于]!"k冰

箱)保存待测*

<8B8=!顶空固相微萃取条件!各取Z/L两种

甜樱桃样品液)置于!"/L顶空瓶中)封口*将

老化后的萃取头插入样品瓶顶空)于’-k萃取

("/14*吸附后的萃取 头 取 出 后 插 入 气 相 色 谱

进样 口)于!-"k解 吸%/14)进 行 K>’BC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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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重复%次"

<8B8B!色 谱 条 件!>Y$J0R色 谱 柱#("/_
"8!-//_"8!-$/$%升 温 程 序&初 始 温 度-"
k!保持#/14!以’k’/14]#升 温 至!%"k!
保持#-/14%进样口温度!-"k%载气#N@$流速

!/L’/14]#%检测器温度!-"k"

<8B8G!质谱条件!电子轰击#.[$电离源!电子

能量,"@G!离子源温度!%"k!扫 描 范 围<(F
%%!-"""

挥发性物质经计算机检索同时与H[CP21$

S<0<F##",V9;/D;74TA$和 J12@F21S<0<F#%!"V
9;/D;74TA!U@<A1;4(8"$相匹配!仅当匹配度大

于Z"\鉴定结果才予以报道"

=!结果与分析

K>(BC检 测 到 的)红 灯*和)巨 红*甜 樱 桃

果实在成 熟 期 的 香 气 成 分 总 离 子 图 示 于 图#"
经计算机谱库#H)C(J[L.f$检索及资料分析!
确认其香气成分!运用峰面积归一化法!求得各

成分相对百分含量!列于表#"

图<!!巨红"#$$和!红灯"#8$甜樱桃果实香气成分总离子图

C(D><!?+.$*(+%&F22’%.&A2+-$.+D2$,A:+/$2+-$&+-,+%’%.4

(%%YFA+%D&#$$$%"%N+%D"’%D&#8$4;’’.&A’22:/2F(.4

=><!甜樱桃果实香气组成分析

通过比较 发 现!在 两 个 品 种 的 甜 樱 桃 果 实

中!香气种类及含量存在较大差异"两个品种共

检测到(&种香气成分!从)红灯*甜樱桃成熟期

果实中共检测到!&种芳香物质!从)巨红#%$%Z*
检测到-"种"它们共有的香气成分仅有#"种!
分别为#@$$!$己烯醛+#@$$!$己烯醇+苯甲醛+乙

酸乙酯+"$萜 品 醇+芳 樟 醇+%!’$二 甲 基 苯 甲 醛+
乙醇+壬醛和#$壬醇"

)红灯*甜樱桃果实中检测出的香气物质主

要为醇 类+醛 类 和 脂 类!相 对 百 分 含 量 分 别 为

%’8!-\+%!8""\和%"8,,\!含 量 较 高 的 是 苯

甲醛+苯甲醇+乙 酸 乙 酯+!$乙 烯 醛+乙 酸 甲 酯 和

乙醇等"而)巨 红#%$%Z*检 测 到 的 香 气 物 质 主

要为萜类+醇类和酯类!分别占到总挥发性物质

的,Z8’#\+#"8’,\和-8!&\!其中相对百分含

量较高的成分为$$石竹烯+顺$氧化芳樟醇+乙醇

和葎草烯"

可见!不同甜樱桃品种的嗅 感 香 气 不 同!苯

甲醛+苯甲 醇+乙 酸 乙 酯 和#@$$!$己 烯 醇 是 成 熟

)红灯*甜樱桃的重要香气物质%而$$石竹烯+顺$
氧化芳樟醇+乙醇和葎草烯是)巨红*甜樱桃果实

的重要香气成分"

=>=!不同甜樱桃果实中香气成分分析

两种甜樱桃的香气物质成分主要为醇类+醛
类+萜类和脂类化合物!在不同品种的甜樱桃中!
各类香气化合物成分的相对百分含量差异较大"

=8=8<!醇类化合物的差异!醇类化合物是甜樱

桃果实香气成分中最主要的一类物质!在)红灯*
甜樱桃中主要为芳香醇+>( 醇+乙醇+>- 醇类以

及少量的>& 醇!示于图!"
在)巨红*中 主 要 的>( 醇 类 为 己 醇+#S$$%$

己烯$#$醇和#@$$!$己 烯$#$醇!分 别 占 总 芳 香 物

质的#8(-\!!8#Z\和#8Z(\%而在)红灯*甜樱

桃中检 测>( 醇 类 只 有 一 种&#@$$!$己 烯$#$醇!
占总芳香物质的,8&#\!相对百分含量较高"

"%! 质 谱 学 报!!!!!!!!!!!!!!!!!第%#卷!



表<!NI1IE7J1H5!7I鉴定的"红灯#和"巨红#甜樱桃果实香气成分及相对百分含量

?$8*’<!!2+-$&+-,+F%"4$%"2’*$.(#’&+%.’%.4(%$N+%D"’%D%$%"
$YFA+%D%4;’’.&A’22:/2F(.4("’%.(/(’"8:NI1IE7J1H5!7I

化合物 分子式

红灯

匹配度!\
相对百分

含量!\

巨红

匹配度!\
相对百分

含量!\

乙酸甲酯 *9@E19091T/@E?F2@AE@< >%N(I! Z’ -8#! " "

乙酸乙酯.E?F209@E0E@ >’NZI! &" !"8Z% &# !8,Z
丁酸乙酯)7E04;19091T@E?F2@AE@< >’NZI! " " &’ "8’#
戊酸乙酯Y@4E04;19091T@E?F2@AE@< >,N#’I! " " &# #8Z!
甲酸己酯+;</19091T?@RF2@AE@< >,N#’I! Z% "8#Z " "

#@$$乙酸$!$己烯$#$醇酯 #@$$!$N@R@4$#$;209@E0E@ >ZN#’I! &" %8,% " "

乙酸己酯 *9@E19091T?@RF2@AE@< >ZN#(I! &" "8!! " "

乙酸叶醇酯 #S$$%$N@R@4$#$;209@E0E@ >ZN#’I! " " Z% "8"&
水杨酸甲酯 B@E?F2A0219F20E@ >ZNZI% " " &- "8#Z
乙酸苄酯 *9@E19091TD?@4F2/@E?F2@AE@< >&N#"I! &Z "8(Z " "

乙醇.E?F2029;?;2 &’ !8%( Z( ’8%’
叔戊醇 */F2@4@NFT<0E@ >-N#!I Z% "8#% " "

%$戊醇%$Y@4E04;2 >-N#!I Z% "8’& " "

%$甲基$#$丁醇%$B@E?F2$#$S7E04;2 >-N#!I &" "8%- " "

%$甲基$%$丁烯$#$醇%$B@E?F2$%$S7E@4$#$;2 >-N#"I &’ "8#, " "

%$甲基$!$丁烯$#$醇%$B@E?F2$!$S7E@4$#$;2 >-N#"I &% "8!- " "

#S$$%$己烯$#$醇 #S$$%$N@R@4$#$;2 >(N#!I " " Z( !8#Z
己醇#$N@R04;2 >(N#’I " " Z% #8(-
#@$$!$己烯醇 #@$$!$N@R@4$#$;2 >(N#!I &# ,8&# Z, #8Z(
苯甲醇)@4cF2029;?;2 >,NZI &Z !#8Z’ " "

苯乙醇Y?@4F2@E?F2029;?;2 >ZN#"I &% "8%& " "

!$乙基$#$己醇!$.E?F2$#$?@R04;2 >ZN#ZI " " &" "8%%

#$壬醇#$H;404;2 >&N!"I &" "8%, Z( "8##
己醛 N@R0402 >(N#!I &" !8#, " "

@$!$己烯醛!$N@R@402 >(N#"I &( #8(, &, "8-Z
苯甲醛)@4c02T@?FT@ >,N(I &( !,8%# &( "8,%
苯乙醛)@4c@4@09@E02T@?FT@ >ZNZI Z" "8’’ " "

壬醛 H;40402 >&N#ZI Z( "8#Z Z( "8",

%%’$二甲基苯甲醛%%’$X1/@E?F2$S@4c02T@?FT@ >&N#"I &" "8!% &’ "8#,
对$#$孟烯$&$醛?$B@4E?$#$@4$&$02 >#"N#(I " " Z" "8##

!$戊酮!$Y@4E04;4@ >-N#"I " " Z( "8#!

!$庚酮!$N@DE04;4@ >,N#’I " " &" "8"(

($甲基$-$庚烯$!$酮($B@E?F2$-$?@DE@4$!$;4@ >ZN#’I " " Z, "8%Z

%%($二甲基$!%%%%0%’%-%,0$六氢香豆酮

%%($X1/@E?F2$!%%%%0%’%-%,0$?@R0?FT<;S@4c;=7<04
>#"N#(I " " &’ "8’’

反式$大马酮#."&)$X0/0A9@4;4@ >#%N#ZI &, "8-’ " "

大马酮X0/0A9@4;4@ >#%N#ZI Z, "8!! " "

香叶基丙酮K@<04F209@E;4@ >#%N!!I Z% "8"Z " "

%$萜品醇%$P@<D14@;2 >#"N#ZI Z( "8", &- "8,(

芳樟醇L1402;;2 >#"N#ZI Z( "8(! Z(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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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化合物 分子式

红灯

匹配度!\
相对百分

含量!\

巨红

匹配度!\
相对百分

含量!\

桉叶醇.7902FDE;2 >#"N#ZI " " Z, #8""

顺$氧化芳樟醇;$)$L1402;;2;R1T@ >#"N#ZI! " " &" Z8’(

月桂烯醇 BF<9@4;2 >#"N#ZI " " Z% #8(%

!#($二甲基$-#,$辛二烯$!$醇!#($X1/@E?F2$-#,$;9E0T1@4$!$;2 >#"N#ZI " " &# "8,%

喇叭醇L@T;2 >#-N!(I " " Z% "8-"

$$月桂烯$$BF<9@4@ >#"N#( " " &’ #8--

萜品油烯 P@<D14;2@4@ >#"N#( " " &, "8!%

NM柠烯N$L1/;4@4@ >#"N#( " " &( #8!-

反式$罗勒烯#."&)$I91/@4@ >#"N#( " " &’ #8!(

顺式$罗勒烯;$)$I91/@4@ >#"N#( " " &( #8’Z

!#-#($三甲基$##%#($庚三烯!#-#($P<1/@E?F2$##%#($?@DE0E<1@4@ >#"N#( " " Z, "8%"

甜没药烯%$)1A0S;2@4@ >#-N!’ " " &# "8,"

丁香烯>2;U@4@ >#-N!’ " " &- "8##

香树烯 *<;/0T@4T<@4@ >#-N!’ " " Z( "8-&

$$石竹烯$$>0<F;D?F22@4@ >#-N!’ " " && ’Z8-!

葎草烯 N7/72@4$$U#% >#-N!’ " " &% ’8(#

$$桉叶烯$$.7T@A/@4@ >#-N!’ " " && "8!#

%$桉叶烯%$C@214@4@ >#-N!’ " " &( "8%,

荜澄茄烯>0T14@4@ >#-N!’ " " &, "8%!

%$二去氢菖蒲烯%$>0209;<@4@ >#-N!’ " " &% "8"Z

%$新丁香三环烯 H@;92;U@4@ >#-N!’ " " Z& #8,#

异香橙烯 *22;0<;/0T@4T<@4@ >#-N!’ " " Z- "8#,

古芸烯 K7<674@4@ >#-N!’ " " Z% "8#&

#3#%S#&:M!#(##"##"M四甲基双环&,2!2"’十一烷M!#(M二烯#3#

%S#&:M!#(##"##"$P@E<0/@E?F2S19F92;&,8!8"’74T@90$!#($T1@4@
>#-N!’ " " &" "8’’

丁香酚.75@4;2 >#"N#!I! &Z "8#" " "

杂环类 N@E@<;9F9219A

!#!$二甲基$-$$#$甲基$#$丙烯基%四氢呋喃

!#!$X1/@E?F2$-$$#$/@E?F2$#$D<;D@4F2%$E@E<0?FT<;=7<04
>#"N#ZI " " &- "8-%

%#($二氢$’$甲基$!$$!$甲基$#$丙烯基%$!N$吡喃

%#($X1?FT<;$’$/@E?F2$!$$!$/@E?F2$#$D<;D@4F2%$!N$DF<04
>#"N#(I " " &, "8’"

$@%$!$乙叉$##,#,$三甲基$双环&!8!8#’正庚烷

$@%$!$.E?F21T@4@$##,#,$E<1/@E?F2$S19F92;&!8!8#’?@DE04@
>#!N!" " " &- "8!(

##-$二乙烯基$!#%$二甲基环己烷

##-$X1@E?@4F2$!#%$T1/@E?F2$9F92;?@R04@
>#!N!" " " &- #8%,

%$紫罗烯%$[;4@4@ >#%N#Z &, #8"’ " "

!!注()"*表示没有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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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醇类和>- 醇类都只在!红灯"甜樱桃中

出现#而在!巨红"甜樱桃中未检测到$!红灯"果
实中芳香醇含量很高#主要是苯甲醇和苯乙醇#
分别占 总 量 的!#8Z’\和"8%&\%>- 醇 类 检 测

到-种#含量均很低$
另外#在两个甜樱桃品种中还检测到乙醇和

壬醇$乙醇在!红灯"和!巨红"中分别占!8%(\
和’8%’\%>& 醇&即壬醇’在两种果实中含量均

很低$

=8=8=!醛类的差异!两个樱桃品种中检测的醛

类化合物主要包括>( 醛类和芳香醛类#示于图

!$>( 醛类化 合 物 检 测 到 主 要 为!$己 烯 醛 和 己

醛#在!红灯"和!巨红"中分别占检测总物质含量

的%8Z’\和"8-Z\%芳 香 醛 类 化 合 物 在 两 个 品

种中的含量差异较大#!红灯"甜樱桃中检测到的

芳香醛为苯甲醛和苯乙醛#分别占总香气成分的

!,8,#\和"8’’\#在!巨红"甜樱桃中检测到的

芳香醛含量较低#仅占总含量的"8&"\$另外#
两个樱桃品种中均检测到>& 醛#其相对百分含

量较低$

图=!!红灯"和!巨红"樱桃果实中各类化合物相对百分含量变化

C(D>=!6’*$.(#’&+%.’%.4&A$%D’4+/’#’2:$2+-$&+-,+%’%.4(%#N+%D"’%D$$%"#YFA+%D$4;’’.&A’22:/2F(.4

=8=8B!萜类化合物的差异!两种樱桃果实中萜

类化合物含量差异很大$在!巨红"甜樱桃中检

测到大 量 的 萜 类 物 质#种 类 达!,种#其 中 单 萜

#%种#倍半萜#’种#分别占#&8Z,\和-Z8-’\$
单萜中萜醇类(种#萜烯类Z种%倍半萜中醇类

#种#萜烯类#%种$大量的萜烯类化合物中#$$
石竹烯含量最高#占 总 芳 香 物 质 的’Z8-!\$而

在!红灯"甜樱桃中只检测到!种单萜类化合物#
即"$萜品醇和芳樟醇#含量较低#占检测芳香物

质含量的"8(&\$
可见#萜烯类化合物对!巨红"甜樱桃果实风

味的影响很大#是造成两个甜樱桃品种果实风味

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

=8=8G!其他主要物质含量的差异!两个品种的

甜樱桃果实中#主要芳香物质脂类(酮类(酚类和

杂环烷烃类物质含量也有很大差异$两个樱桃

品种共检测到##种脂类物质$!红灯"甜樱桃中

有乙 酸 乙 酯(乙 酸 乙 酯(&@’$乙 酸$!$己 烯$#$醇

酯(乙酸己酯(乙酸苄酯%而在!巨红"甜樱桃中#
检测到乙酸乙酯(戊酸乙酯(乙酸叶醇酯和水杨

酸甲酯$其中乙酸乙酯是二者共有香气物质#但
含 量 差 异 较 大#在 !红 灯"甜 樱 桃 果 实 中 占

!"8Z%\#而在!巨红"占!8,Z\$
酮类化合物在两个樱桃品种中含量也不同#

在!红灯"果实中检测到的化合物主要有大马酮(
反式大马酮和反$香叶基丙酮#占总量的"8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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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嗅感物质都是人们所喜爱的香味物质!在

"巨红#果实中主要检测到少量的戊酮$庚酮和香

叶酮!
另外$在"巨红#樱桃果实中还检测到杂环类

化合物$总含 量 很 低$只 占!8-,\%在"红 灯#中

检测到罗勒烯$占#8"’\!

B!讨!论

每种果树成熟果实中均含有多种芳 香 物 质

成分$一般果实的挥发性成分主要有>( 化合物&
醇类&酯 类&萜 类&羰 基 化 合 物 和 含 氮 化 合 物!

K;/@c等’Z(根据果实中的香气成分将欧洲葡萄

品种分成%种类型)玫瑰香型&非玫瑰香的芳香

型和非芳香型!研究苹果香味的学者’%$-(根据特

征香气成分的组成$将苹果不同品种果实香型分

成%种)酯香型&醇香型和清香型!关于 樱 桃 香

味的相关研 究 目 前 处 于 起 步 阶 段$张 序 等’#!(认

为己醛&*@+$!$己 烯 醛&苯 甲 醛&*@+$!$己 烯 醇&
乙酸乙酯和己酸乙酯是甜樱桃成熟果实的特征

香气 成 分%B0EE?@1A等’&$#"(检 测 发 现!$丙 醇 在

")145#甜樱 桃 果 实 中 含 量 最 高%K1<0<T等’##(认

为己醛&*@+$!$己 烯 醛&*@+$!$己 烯 醇 和 苯 甲 醛

是甜樱桃最重要的香气成分$在果实中相对百分

含量 较 高$占 挥 发 性 物 质 含 量 的-"\以 上!本

实验采用NC$CYB.$K>$BC联用技术从"红灯#
甜樱桃成熟期果实中共检测到!&种芳香成分$
其中苯甲醛&苯甲醇&乙酸乙酯&己醛和*@+$!$己

烯醛 含 量 较 高$与 前 人’##$#%(研 究 结 果 一 致!另

外$还检测到少量酮类化合物*大马酮&反式大马

酮和香叶基丙酮+对"红灯#甜樱桃风味品质有影

响$可能是由于栽培地域&栽培条件&采集日期和

砧木类型等因素影响所致!本实验在"巨红#甜

樱桃果实中发现了大量的萜类化合物$在所报道

的 甜 樱 桃 果 实 最 重 要 的 香 气 成 分 中 很 少 见 的!
萜类物质在"巨红#甜樱桃果实中不仅含量高$而
且种类多$其中含量最高的是$$石竹烯$占总含

量的’#8&!\!
两个品种的甜樱桃果实中$香气种类及含量

存在很大差异!"红灯#甜樱桃中含量最高的是

苯甲醛和乙酸乙酯!苯甲醛具有类似苦杏仁的

香味$乙酸乙酯具有强烈的醚似的气味$清灵&微
带果味的酒香$易扩散&不持久!而"巨红#甜樱

桃中含 量 最 高 的 物 质 是 石 竹 烯 和 顺$氧 化 芳 樟

醇$$$石竹 烯 具 有 辛 香&木 香&柑 橘 香&樟 脑 香 以

及温和的丁香等多种香气$能产生较多的香味!
顺$氧化芳樟醇 具 有 强 的 木 香&花 香&萜 香&青 香

气$还带有清凉气息$是一种多香韵的 香 料!可

见$两 个 品 种 果 实 的 主 要 香 气 物 质 存 在 很 大 的

差异!
在各种水果的嗅感成分中$萜烯是生物体内

通过异戊二烯途径合成的$前体认为是甲瓦龙酸

和低碳数的醇&酸&酯等化合物$其合成前体很大

一部分来自氨基酸’,(!在两种樱 桃 果 实 中 均 发

现含量较高的>( 化合物和微量的>& 化合物$这
些 香 气 物 质 大 多 是 以 脂 肪 酸 为 前 体 生 物 合 成

的’,(!一般说来$>( 化合物产生青草气味$其中

己醛是苹果&葡萄&草莓&菠萝&香 蕉&桃 子&樱 桃

等的嗅感成 分%>& 化 合 物 也 往 往 呈 现 出 甜 瓜 和

黄瓜的香气$樱桃在成熟时产生的果香$其香气

成分有很多是由长链脂肪酸经$$氧化衍生而成

的中碳链*>(!>#!+化合物!可见两种樱桃果实

中其相应的芳香物质的合成存在不同途径$进而

导致甜樱桃果实风味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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