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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法提取薰衣草挥发油主要成分的 GC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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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GC 测定不同方法提取薰衣草挥发油中芳樟醇和乙酸芳樟酯的含量。方法  采用毛细管气相色谱法，以间二

硝基苯为内标，采用 DB-5 弹性石英毛细管柱(30 m×0.25 mm，0.25 μm)，FID 检测器；进样口温度为：250 ℃，分流比

20 1∶ ，流量：1.0 mL·min1，检测器温度：220 ℃；程序升温：110 ℃保持 3 min，以 10 ·min℃ 1 升至 130 ℃保持 4 min，

然后以 20 ·min℃ 1 升至 250 ℃保持 1 min。结果  在该色谱条件下，芳樟醇、乙酸芳樟酯及内标物间二硝基苯均得到良

好的分离；测得超临界 CO2 萃取的精油中芳樟醇的含量为 38.02%，乙酸芳樟酯的含量为 34.24%，而通过水蒸气蒸馏法

提取的精油中芳樟醇的含量为 59.09%，乙酸芳樟酯的含量为 18.14%。结论  本方法简便、准确、重复性好，可用于不同

提取方法提取的薰衣草挥发油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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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the Essential Oil from Lavender with Different Extraction Methods by GC 
 
XIONG Shaoshu1, ZHAO Wenbin2,3*, CHEN Hanying2,3(1.The Agriculture-five Hospital of Xinjiang, Bole 833400, 

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Xinjiang Endemic Phytomedicine Resources, Shihezi 832002, China; 3.School of Pharmacy,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83200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linalyl acetate and linalool content in the essential oil from lavender with 
different extraction methods by GC. METHODS  The capillary GC system consisted of a DB-5 capillary column(30 m×0.25 
mm, 0.25 μm), and meta-dinitro-benzent was used as an internal standard. The detector was FID; inlet temperature was 230 ; ℃

split ratio was 20 1; ∶ the flow rate was 1.0 mL·min1; the detector temperature was 250 ℃. The incept temperature programmed 

was 110  and kep℃ t for 3 min; programmed from 110  to 130℃   at 10℃  ·min℃ 1 and kept for 4 min, and then progammed to 

250  at 20℃  ·min℃ 1 and kept for 1 min. RESULTS  Linalool, linalyl acetate and the internal standard were separated in the 
chromatographic condition. The linalool content from the supercritical CO2 extract in the volatile oil was 38.02%, the linalyl 
acetate content was 34.24%, the linalool content from the steam distillation extract in the volatile oil was 59.09%, the linalyl 
acetate content was 18.14%.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accurate, selectivity, and can be used as quality control for the 
lavender oil extracted with different methods. 
KEY WORDS: GC; lavender oil; linalool; linalyl acetate; content determination 

 

薰衣草油为唇形科 (Lamiaceae)植物薰衣草

Lavandula angustifolin Miller 的新鲜开放花序经水

蒸气蒸馏提取的挥发油，具有镇静、抗抑郁、助

睡眠、助消化、驱风等多重功效，是芳香疗法中

的主要药物之一，其主要有效成分为芳樟醇和乙

酸芳樟酯等芳香族化合物，已被《欧洲药典》、《英

国药典》等多国药典收载。新疆伊犁主要种植品

质最好的欧洲狭叶薰衣草，占全国产量 90%以上，

已列入世界八大知名品种之一，是中国的薰衣草

之乡，提取的精油品质高，气味纯正，芳香持久[1-2]。

本实验采用气相色谱法测定不同提取法得到的薰

衣草精油中芳樟醇和乙酸芳樟酯的含量，为薰衣

草精油的质量控制研究与开发提供一种快速有效

的测试方法。 

1  仪器与材料 

1.1  仪器 

PE Clarus 500 气相色谱仪(美国 PerkinElmer)；

AR-2140 型电子天秤(瑞士梅特勒-托利多公司)。 

1.2  材料 

薰衣草(依帕尔汗香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批

号：2000/08/06)，经新疆石河子大学药学院王金辉

教授鉴定为薰衣草 Lavandula angustifolin Miller的

基金项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药专项(2007GG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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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开放花序；芳樟醇标准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

鉴定所，批号：111503，纯度 97%)；乙酸芳樟酯

标准品(德国 Dr.Ehrenstorfer，批号：1001623，纯

度 99.0%)；其它试剂均为分析纯。 

2  方法与结果 

2.1  水蒸气蒸馏法[2]  称取薰衣草，加水适量浸

泡润湿后用挥发油提取装置回流提取，30 min 后

收集提取液。重复操作 3 次，合并提取液并分取

油层，密封保存标记为薰衣草挥发油 1。 

2.2  超临界 CO2 萃取法[2-5]  设定分离釜Ⅰ的压

力为 7~8 MPa，温度为 40 ℃。分离釜Ⅱ的压力为

5~6 MPa，温度为 35 ℃。称取薰衣草 100 g，装入

2 L 萃取罐内，按下列工艺流程萃取，收集分离釜

Ⅰ和分离釜Ⅱ的提取液，处理之后记为薰衣草挥

发油 2。 

CO2 钢瓶→冷却系统→高压泵→萃取釜→分

离釜Ⅰ→分离釜Ⅱ(循环)，实验表明：萃取温度

45 ℃、萃取压力 22 MPa、CO2 的流量 25 mL·h1、

萃取时间 1 h，薰衣草精油萃取率最高，为最佳萃

取条件。 

2.3  色谱条件 

毛细管柱：DB-5(30 m×0.25 mm，0.25 μm)；

进样口温度：250 ℃；分流比 20∶1；流量：

1.0 mL·min1；压力：4.62×104 Pa；FID 检测器；

加热器温度：220 ℃；氢气流量：30.0 mL·min1； 

空气流量：450 mL·min1；载气：氮气，流速

1 mL·min1；进样量：1 μL。 

程序升温：110 ℃保持 3 min，以 10 ·min℃ -1

升至 130 ℃保持 4 min，然后以 20 ·min℃ 1 升至

250 ℃保持 1 min。 

2.4  溶液制备 

2.4.1  标准品溶液的制备  取芳樟醇标准品 96.3 

mg 于 10 mL 量瓶中，用氯仿定容至刻度，得浓度

为 9.63 mg·mL1 的芳樟醇标准品溶液。取乙酸芳

樟酯标准品 148.1 mg 于 10 mL 量瓶中，用氯仿定

容至刻度，得浓度为 14.8 mg·mL1 的乙酸芳樟酯

标准品溶液。 

2.4.2  内标物溶液的制备  精密量取内标物间二

硝基苯 249.8 mg 于 25 mL 量瓶中，用氯仿定容至

刻度，浓度为 9.992 mg·mL1。 

2.4.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量取挥发油 1 和

挥发油 2 各 10 mg 分别加于 10 mL 量瓶中，各加

入内标 1 mL，氯仿定容至刻度，分别记为供试品

1 和供试品 2。 

2.5  专属性试验 

取“2.4”项下标准品溶液(分别加入内标溶液

1 mL)及供试品溶液，按“2.3”项下条件进样测定，

结果见图 1。该色谱条件下，芳樟醇、乙酸芳樟酯

及内标物间二硝基苯均得到良好的分离。 

 
图 1  气相色谱图 
A芳樟醇标准品；B乙酸芳樟酯标准品；C供试品 1；D供试品 2；

1芳樟醇；2乙酸芳樟醇；3内标 

Fig 1  GC chromatogram 
Alinalool control; Blinalyl acetate control; Csample 1; Dsample 2; 

1linalool; 2linalyl acetate; 3internal standard 

2.6  含量测定 

2.6.1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取芳樟醇标准品溶液

150，300，450，600，750，900 μL 于 5 mL 量瓶

中，再精密量取乙酸芳樟酯标准品溶液 100，200，

300，400，500，600 μL，均加内标 0.5 mL，氯仿

定容至刻度，取 1 μL 进行测定。以芳樟醇或乙酸

芳樟酯与内标的峰面积之比为纵坐标，以浓度为

横坐标做标准曲线，结果芳樟醇标准曲线为

Y=0.564 5X+0.040 2，r=0.999 5，线性范围为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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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mg·mL1；乙酸芳樟酯的标准曲线为 Y=1.065 1X
0.053 2，r=0.994 9，线性范围为 0.30~1.78 mg·mL1。 

2.6.2  仪器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2.4.1”项下

的标准品溶液 1 μL，重复进样 6 次，按“2.3”项

下色谱条件测定，RSD 分别为 1.79%，1.26%，表

明仪器的精密度良好。 

2.6.3  重复性试验  取 5 份挥发油 1 和挥发油 2，

每份精密量取 10 mg 于 10 mL 量瓶中，加入内标

溶液 1 mL，氯仿定容至刻度，作为混合供试品溶

液。取 1 μL 进样，按“2.3”项下色谱条件测定，

芳樟醇和乙酸芳樟酯含量的 RSD 分别为 2.20%，

3.20%。 

2.6.4  稳定性试验  取“2.6.3”项下混合供试品

溶液 1 μL，分别于 0，2，6，8，12，24 h 进样，

按“2.3”项下色谱条件测定，以芳樟醇和乙酸芳

樟酯峰面积与内标峰面积的比值计算，RSD 分别

为 2.73%，1.23%，结果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24 h 内

稳定。 

2.6.5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2.6.3”项下混合供

试品溶液 6 份，精密吸取 500 μL 置于 5 mL 量瓶

中，分别加入 500 μL 内标液，加不同量的芳樟醇

和乙酸芳樟酯标准溶液，用氯仿定容至刻度。取

1 μL 进样，按“2.3”项下色谱条件测定，计算回

收率，结果见表 1。

表 1  加样回收率试验(n=6) 

Tab 1  Results of recovery test(n=6) 

样 品 原有量/mg 加入量/mg 测得量/mg 回收率/% 平均回收率/% RSD/% 

芳樟醇 1.912 1.541 3.511 103.8  

 1.914 1.541 3.498 102.8 

 1.912 1.926 3.910 103.7  

 1.910 1.926 3.853 100.9  

 1.908 2.311 4.173 98.0  

 1.911 2.311 4.169 97.7  

101.1 2.78 

乙酸芳樟酯 1.722 1.421 3.185 103.0 

 1.726 1.421 3.173 101.8  

 1.725 1.776 3.579 104.4  

 1.731 1.776 3.551 102.5  

 1.727 2.131 3.882 101.1  

 1.727 2.131 3.875 100.8  

103.0 1.32 

 

2.6.6  样品含量测定  精密吸取“2.4.3”项下供

试品溶液 3 份，按“2.3”项下色谱条件进样，结

果供试品 1 中芳樟醇和乙酸芳樟酯的平均含量分

别为 59.09%，18.14%，RSD 分别为 3.65%，1.03%。

供试品 2 中芳樟醇和乙酸芳樟酯的平均含量分别

为 38.02 %，34.24%，RSD 分别为 2.31%，0.73%。 

3  讨论 

本研究利用气相色谱法对不同方法提取的薰

衣草精油中的主要成分进行含量测定，方法可行，

精密度、重复性良好，可用于薰衣草精油及其制

剂的质量控制。实验测得超临界 CO2 萃取的精油

中芳樟醇的含量为 38.02%，乙酸芳樟酯的含量为

34.24%，而通过水蒸气蒸馏法提取的精油中芳樟

醇的含量为 59.09%，乙酸芳樟酯的含量为 18.14%。

通过超临界 CO2 萃取的精油和水蒸气蒸馏法提取

的精油中芳樟醇和乙酸芳樟酯的含量有差别，水

蒸气蒸馏法提取的精油中芳樟醇含量较高，分析

其原因可能是乙酸芳樟酯通过水蒸气蒸馏易分解

所致。 

薰衣草精油的提取，薰衣草品种繁多，且各

品种间精油成分及其含量的差异较大。通常薰衣

草精油分布在整株植物中，但花中含量最高，因

此薰衣草花的品种、生长年限、采收时间等都对

薰衣草精油的产量有很大影响。目前从薰衣草中

获得提取物的方法主要有传统的水蒸气蒸馏法、

有机溶剂萃取法、超临界萃取法等。本研究为如

何采用合理的工艺流程，取得较高的出油率及相

对应的检测方法，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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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胡索产地加工的工艺研究 
 

孙乙铭，俞旭平，徐建中，任江剑，王志安(浙江省中药研究所，杭州 310023) 

 
摘要：目的  建立延胡索产地加工工艺技术。方法  开展了不同的水煮处理时间、水蒸、切片生晒、硫磺熏蒸等加工方法

研究，测定不同加工方法对有效成分含量、浸出物含量及折干率的影响，并与传统初加工的延胡索饮片质量进行对比。结

果  蒸制加工样品及水煮加工样品中有效成分含量均随着蒸制及煮制时间的延长，呈现降低趋势，且两者都明显高于传统

加工。蒸制延胡索的水浸出物含量要高于煮制延胡索，但煮制延胡索与传统加工之间无明显差异。结论  延胡索加工采用

蒸制或煮制均可，但蒸制稍好，蒸制或煮制时间不可过长，否则会造成有效成分的流失，蒸制或煮制以延胡索内部无白心

为宜。 

关键词：延胡索；产地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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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Original Procesing Techonology in Production Place of Corydalis Rhizoma 
 
SUN Yiming, YU Xuping, XU Jianzhong, REN Jiangjian, WANG Zhian(Zheji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processing technology in production place of Corydalis Rhizoma. METHODS  
Compared different boiled processing time test, water steam test, sliced Sun-dried test, sulfur fumigation test or other processing 
test with the method of traditional processing. The best processing method was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content of effective 
constituents and extract content. RESULTS  The effective constituent content of steam system processing samples and boiled 
samples presented the trend of decrease with the increasing of time, and both of them were higher than the traditional process. 
The content of water-extract in steam system processing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boiled processing, but there was no remarkab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oiling and the traditional processing. CONCLUSION  Corydalis Rhizoma can be processed by 
steaming or boiling, but steaming is better. And the steaming or boiling time should not last for long time, otherwise it will result 
in the loss of active ingredients, and non-white inner core is used as the gold standard in steaming or boiling processing.  
KEY WORDS: Corydalis Rhizoma; processing in production place 

 

延 胡 索 为 罂 粟 科 植 物 延 胡 索 Corydalis 

yanhusuo W.T.Wang 的干燥块茎，别名元胡。延胡

索是常用理气止痛药，具活血化淤、行气止痛功

效，临床常用于胸胁、脘腹疼痛、经闭痛经、产

后淤阻、跌打肿痛等症。延胡索中含多种生物碱，

其中以延胡索甲、乙、丙素等为主。目前临床用

延胡索多为炮制品，其传统的加工炮制分为两个

阶段，即产地加工和入药前炮制。产地加工多为

采挖后搓去粗皮，洗净，置沸水中烫煮至内部无

白心呈黄色时，取出晒干。入药前炮制，以醋制

为主。中国药典 2010 版规定延胡索产地加工方法

为鲜品水烫至内部恰无白心时，取出晒干[1]。 

目前，中药材产地加工是作为中药材种植生

产的一个环节，也是保证药材质量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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