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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芳香精油是分布在各种植物中的一类具有生物活性的天然挥发性化

学物质，已广泛地应用于众多领域。本书是一部芳香精油工具书，全书共

收集整理了 93 种常见的芳香精油，内容包括精油名称、来源、植物名称、

拉丁学名、原植物图、色谱条件、典型气相色谱图、特征组分含量、主成分

质谱图、主成分化学结构、参考文献等。为便于检索，书中附有中文名称

索引、英文名称索引。

本书信息量大，实用性强，索引完备，详尽地介绍了植物芳香精油的

精油名称、原植物图、色谱条件等，汇集了芳香精油的特征图谱及其基本

参数，是芳香精油品质质量评价与分析测定的专业书籍，可供芳香精油的

科研、生产、检验、贸易、医疗、教学等单位及芳香精油爱好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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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精油是从植物的花、叶、茎、根或果实中，通过水蒸气蒸馏、挤压、冷浸或溶

剂提取等方法提炼萃取的挥发性芳香物质。数千年来芳香精油以其令人愉悦的香

味和独特的功效，愈来愈为大众所认可。现代研究表明，芳香精油可预防传染病，

对抗细菌、病毒、霉菌，可防发炎，防痉挛，具有促进细胞新陈代谢及细胞再生的功

效，其配合专门药物的治疗，可以让疾病恢复得更快; 其用于日常生活，可以养生美

容、疗理身体、消除疲劳、改善睡眠、营造氛围、净化空气，提高工作效率，还可以有

效缓解各种心理压力。当下特别崇尚的芳香疗法，属于自然医疗的一种，即是利用

萃取植物的芳香精油来治疗身心疾病的一种护理方式，业已成为一种世界盛行的

辅助疗法。值得一提的是，芳香疗法在我国亦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明代著名

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专列有“芳香篇”。到清代，芳香疗法在宫廷、

坊间已运用得颇为普遍，如香囊、香瓶、熏炉等比比皆是，其健身作用是显然的，故

亦可视为中医“治未病”的一种形式。

芳香精油里包含有很多不同的化学成分，虽然这些化学成分千差万别，但是都

含有高挥发性物质。这些高挥发性物质，可由鼻腔黏膜组织吸收进入身体，将信息

直接送到脑部，调节情绪和身体的生理功能，或由皮肤吸收达到作用靶点，起到强

化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的作用。芳香精油具有如此之妙用，其多元化学成分的物

质基础以及品质质量一直是人们研究的重点与关键。芳香精油资源丰富，种类繁

多，品质参差不齐而价格不菲，常出现掺杂假冒、以次充好的现象，市场上鱼龙混

杂、良莠不齐，产品的安全有效使用及质量可控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如何科学有效

地评价精油品质一直是分析测试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作为精油的使用者，了

解其来源、成分以及鉴别方法，对选购和使用精油很有帮助。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

发展，以现代色谱、质谱和化学计量学为基础的指纹图谱技术是目前最科学有效的

精油品质评价手段，色谱指纹图谱成为精油标准化与国际化的基础与保证。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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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有效的分析测试方法与品质评价体系，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和认识精油。

《实用芳香精油图谱》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而撰写，它是一部对我国芳香精油开

发利用，进行品质评价与质量控制具有较高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的专业书籍，是作

者通过多年芳香精油的科学研究的积累和实践编撰而成，目前国内甚少类似专著

出版。本书信息量大，图文并茂，实用性强，详尽地介绍了植物芳香精油的精油名

称、来源、植物名称、拉丁学名、色谱条件、典型气相色谱图、特征组分含量、主成分

质谱图、主成分化学结构等，其中汇集了芳香精油的基本参数及其图谱，具有很好

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可供芳香精油的科研、生产、检验、贸易、医疗、教学等单位

和芳香精油爱好者参考使用。

愿《实用芳香精油图谱》成为大家工作生活中的朋友。是为序。

广西中医药大学校长

2016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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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芳香精油又称精油、挥发油，英文名为 essential oils，是存在于植物中的一类具

有生物活性的芳香挥发性化学物质，可随水蒸气蒸馏出来而与水不相混溶，是具有

一定香味的挥发性油状液体的总称。精油是一类天然活性物质，广泛地分布在各

种植物中，自然界含有芳香精油的植物有几千种，我国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芳

香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种类繁多，已发现的有上千种，分属于一百多个科几百个属。

含芳香精油较多的有松柏科、木兰科、芸香科、樟科、唇形科、伞形科、姜科、蔷薇科、

菊科、桃金娘科等植物。精油是芳香植物含有丰富香腺的枝、叶、花、果、皮等发香

部位经水蒸气或水蒸馏所得的挥发油，柑橘属果实经冷榨冷磨所得的产品以及芳

香植物经热裂所得的挥发性产物也属精油范畴，具有较好的流动性，故称之为

“油”。芳香精油为多组分混合物，其组分较为复杂，通常情况下可由近百种化合物

组成，按其化学成分可分为萜类衍生物、芳香族化合物、脂肪族化合物、含硫化合物

等大类，主要成分多为萜烯类、醇类、醛类、酮类、酚类等。目前芳香精油主要通过

水蒸气蒸馏法制取，少数采用压榨、溶剂萃取等获得。

芳香精油在植物的各部位均有所分布，不同的植物部位芳香精油的成分与含

量不一，如茴香以果实中含量高，薄荷以叶中含量高，松柏科植物以茎中含量高; 不

同的植物部位芳香精油的成分与含量也有差异。芳香精油具有较强的生物活性，

临床上以止咳平喘、发汗解表、祛风化痰、抗菌消炎、镇痛、杀虫等效用为强，还有调

节精神和情绪、增强机体免疫力等功能。芳香精油可单独使用，也可作为复方制剂

的原料或香料、辅料等使用。我国应用芳香精油历史悠久，具有芳香植物资源优势

和产业优势，如八角茴香油、肉桂油、松节油等，产量占全球的 85%以上。长期以

来，天然植物芳香精油的价值一直以它独特的疗效( 清洁、防腐、杀虫等功效) 和令

人愉快的香味而被大众所认可。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愈来愈崇尚自然、回归

自然的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芳香精油的研究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

高，使芳香精油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开发与应用。

芳香精油的种类繁多、成分复杂、产地分散，加上生长环境、采收季节、加工方

法及生产工艺的影响，造成其内在成分的差异，采用常规检测与技术指标，如色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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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折光率、旋光度等难以对精油进行全面的品质分析与评价。此外，纯精油产

品价格不菲，常出现人为制假造假、掺杂假冒的现象，以廉价的化工原料调配假冒

价格昂贵的精油，严重扰乱了精油市场，同时假冒精油还可能对人体产生一定的危

害。因此，如何科学有效地评价精油品质，控制产品质量，一直是精油科研与分析

测试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

气相色谱法是精油分析的有效手段，是国际通用的评价精油质量的检测方法，

通过气相色谱得到的精油色谱图可用来分析精油成分，鉴定精油质量。由于对精

油成分化学基础研究的滞后和受仪器及分离鉴定技术条件的限制，早期的气相色

谱得到的精油色谱图中的色谱峰总体分离度较差，因此早期精油标准对精油的质

量指标要求较低，而在实际的精油贸易中则要求更为宽松。历版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对精油的质量技术指标要求也并不高，仅以 1 ～ 2 个成分为指标，并据此建

立质量标准，这样的质控方法仅是片面地反映精油的品质，给精油造假掺伪者有机

可乘。由于植物精油作为一类化学组成复杂的体系，任何单一的活性成分或指标

都难以准确全面地评价精油质量，而且同属的其他植物也会含有同种的化学成分，

使很多精油中的单一检测指标都不具有“唯一性”，因此对精油质量的控制不能只

针对某一种或几种化学成分，必须对其整体信息予以控制。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现代色谱分离分析技术和化学计量学为基础的

指纹图谱技术应运而生，这是一种有效可行的监控精油质量的科学方法。气相色

谱指纹图谱运用了现代分析技术对精油中的化学信息以图形( 图像) 的方式进行表

征并加以描述，通过对图谱的整体综合特征来评价精油质量，并保证了指纹图谱的

专属性、可重复性与实用性。精油分析测试中引入指纹图谱技术较好地解决了精

油复杂体系的分析难题，使分析测试结果具备了专属性和唯一性。精油指纹图谱

能尽可能全面地反映精油中所含的化学成分信息，进而评价精油的质量。目前精

油指纹图谱的建立一般是以系统的化学成分研究为基础，依托色谱分析技术，体现

系统性、特征性和重现性三个基本原则。系统性是指图谱所反映的化学成分应包

括精油中的全部或大部分挥发性成分; 特征性是指图谱中反映的化学成分信息具

有高度选择性，能依据其独有的特征区分精油的真伪与优劣; 重现性是指所建立的

指纹图谱在规定的方法和条件下，不同操作人员和不同实验室均能做出误差在允

许范围内的相同图谱，这样才可保证指纹图谱的使用具有通用性、实用性和可操作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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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精油化学成分的挥发特性，气相色谱技术( GC) 是目前应用于精油分析与

指纹图谱测定的最主流的方法，多采用毛细管柱与程序升温操作，目前有大量的文

献与标准利用 GC 法对众多精油进行分析。高效液相色谱技术( HPLC) 、薄层色谱

( TLC) 也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但应用较少。指纹图谱技术包括了色谱的分离分

析技术和图谱的信息处理技术。色谱分离分析技术主要是气相色谱与各种检测方

式的联用技术，是在精油化学成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质量标准与分析方法的研

究，包括气相色谱—氢焰离子化检测器联用( GC-FID)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GC-
MS) 、气相色谱—红外光谱联用( GC-IR) 等联用分析，将精油中的各种复杂成分逐

一分离和鉴别，得到各成分的保留时间、峰面积数据以及图谱的数字信号。早期色

谱分析采用填充柱，柱效低，获得的信息量较少，精油指纹图谱多采用 GC-FID 技

术，同时图谱的信息处理和评价也比较粗略，其特点在于通过毛细管色谱或填充柱

色谱对精油的复杂组分进行分离，并通过标准物质比对、文献值查询来获得精油成

分的信息，再选取图谱中特征成分峰的保留时间、峰面积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后，计算重叠率、八强峰等来评价精油品质。气相色谱相对保留值指纹图谱( GC-
FPS) ，根据重叠率和八强峰的差异，对不同的品质进行评价。随着科技的进步，

GC-MS 技术得到高速的发展和普及。GC-MS 通过对精油组分色谱峰的质谱测定，

从而鉴定出各组分的化学成分。由于其灵敏度高，分离得到的色谱峰可与标准谱

库中的化合物对比确证，因此 GC-MS 被公认为目前精油复杂成分定性鉴别的最有

效手段。利用 GC-MS 法建立精油的指纹图谱被国内外广泛采用，所获得的主要特

征成分 GC-MS 指纹图谱具有较好的重复性，可作为鉴定和内在质量评价依据。同

时，化学计量学的方法也被引入精油指纹图谱的评价中，运用 GC-FID、GC-MS、GC-
IR 法并结合相似度的评价、主成分的分析、聚类分析的化学计量方法对精油的品

质进行评价。

由 GC-FID、GC-MS 等分离检测技术获得的精油色谱图包含着大量的信息，对

于这些庞大、多维、分散的信息的筛选和提炼，需要借助化学计量学的一些方法进

行处理和分析，从而对精油的质量进行监控和评价。通过手动或计算机软件将色

谱中得到的各种数据和信号进行提取处理，解析图谱中的峰信号，利用数字或图像

的方式对复杂体系进行相似度的比较和评价的方法，构成了精油指纹图谱中的信

息处理技术。其中，相似度评价法是运用较多的计算方法，其原理是选定已知的一

个或多个参比化合物，将各个组分的色谱信息( 保留时间和峰面积) 与参比峰的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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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信息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精油中各化合物的相对保留值或保留指数，并通过计

算机辅助相似度计算软件获取精油指纹图谱的共有模式，采用夹角余弦值法或相

关系数法计算相似度来比较图谱间的相似性。化学模式识别的分析方法也被运用

于精油色谱图的评价中，其特点是可以从原始图谱信息或经前期处理后的信息中

对精油样品进行分类，并用图像的方式直观地表现出来。两种方法各有特点，前者

计算样品间的相似性，后者可以对样品进行归类并对未知样品进行评价。

国际标准化组织精油技术委员会在精油气相色谱图像通用指南国际标准( ISO
11024) 中，对精油国际标准中的气相色谱图像的建立和利用有明确规定，国际精油

标准均应附有相应的精油气相特征图谱。色谱特征指纹图谱成为精油标准化、国
际化的重要基础与保证，引入指纹图谱技术建立相应的精油气相指纹图谱，将有代

表性的、具有指纹特征的精油色谱图收入技术标准中，作为鉴别精油及评价其品质

的重要依据，提高了精油标准的技术含量。目前精油指纹图谱正在逐渐被具有规

范作用的标准所采纳，但是我国仅有少数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参照 ISO 11024

在标准中规定具有特征峰的典型气相色谱图，整体水平有待提高。高水平的质量

标准在贸易中可起到技术壁垒的作用，进一步促进精油的应用与发展。广西组织

完成的《中国肉桂( 精) 油》和《八角茴香油》国家标准以及其国际标准，均收入了气

相色谱的特征图谱，在技术上具有国际领先的地位，为这两种广西精油的国际市场

占有率和经济效益提供了技术保障。茶树油是极具开发价值的精油，2002 年版欧

洲药典茶树油和茶树油的国际标准以及我国的茶树油国家标准，无一例外地都采

用了指纹图谱技术，达到了国际精油标准的要求，这对茶树油的开发利用起到了极

大的提高与促进作用。目前，国内精油的大部分质量标准和分析方法技术含量偏

低，国际竞争力不强，这对精油产品及其制剂的质量控制、产品的进一步开发以及

进入国际市场都不利。在我国香料标准中仅有部分标准建立了相应的精油指纹图

谱，2015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也仅在少数几个精油的鉴别项下增加了相

应的对照指纹图谱，相对于我国的众多精油产品而言，这些标准远远不够，还有很

多的精油标准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完善，有待建立相应的精油指纹图谱。通过对精

油进行指纹图谱研究，可对精油的内在质量进行监控和评价，为精油标准的提高和

完善提供方法和依据。以高新技术手段来完善和提高精油质量标准，制定规范的、

有国际竞争力的质量标准，为特色精油提供技术支持，还可提高相关制剂的产品质

量水平，使其能接近或达到国际标准的要求，提高特色精油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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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精油指纹图谱可用于精油及其原料的鉴别和品质评价，对精油品种进行类别

归属，为精油标准的建立提供参考和依据，有效杜绝精油造假掺假的行为。由于受

气候、环境、土壤等因素的影响，同一种属植物在不同产地提取得到的精油会存在

一定的内在差异。原料的监控也是精油质量控制的重要环节，通过建立不同产地

精油指纹图谱共有模式，计算不同批次精油相似度及进行化学模式识别分析可以

对精油的品种进行鉴别。如禾本科香茅属草本植物香茅，在广西、云南等地均有分

布，但是其中的化学成分却有较大差异，通过对广西产香茅油与云南产香茅油的指

纹图谱分析，计算样品的相似度，广西香茅油间的相似度均在 0. 9 以上，而云南香

茅油则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可用于香茅油的品种、产地的鉴别与检测。对精

油的化学成分进行气相色谱指纹图谱的比较研究，各品种之间均具有不同的特点，

各自 GC 色谱面貌构成各品种指纹特征的唯一性，通过此特点将不同的混伪品输

入计算机中建立标准模式，建立计算机自动识别的数据库，可以方便快捷地鉴别真

伪品。

同种植物获得的精油，根据其主成分含量差异可划分为不同的化学类型，通过

开展精油指纹图谱研究，并采用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能直观地反映不同化学类

型精油间的差异，对不同化学类型的精油做出分类归属，如互叶白千层、樟树等。

利用气相色谱法建立精油的指纹图谱，对互叶白千层主要色谱峰进行归属，抽取并

确定了部分色谱峰为共有特征峰，同时运用计算机辅助相似性评价、聚类分析及判

别分析对其进行模式识别研究，可分为 4-松油烯醇型、1，8-桉叶素型及 γ-松油烯型

三大类，三种方法得到的分类结果一致，可为区分与评价互叶白千层挥发油以及对

植物的质量评价和分类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对不同产地樟树枝叶精油指纹图谱的

主成分分析，提取出的主要成分是 α-蒎烯和 4-萜烯醇、橙花叔醇和 α-葎草烯、d-松
油醇和桉叶油素、樟脑和芳樟醇、月桂烯，对樟树精油主成分进行聚类分析，结果为

芳樟醇型、橙花叔醇型、桉叶油素型、樟脑型和蒎烯—萜烯醇型五种化学类型，其中

芳樟醇型分布最广泛，芳樟醇含量占绝对优势。

由于价格差异与利益驱动，使得精油市场鱼龙混杂，假冒伪劣产品时有发现，

常见的精油掺假造假方式繁多，主要有用植物油、酒精、化学合成油稀释精油; 用其

他产地的精油，以次充好，如用亚洲薄荷油冒充欧洲薄荷油，用巴尔干地区的薰衣

草精油冒充法国薰衣草精油等; 用同种植物其他部位的精油混合，如用丁香叶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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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丁香苞精油中，用肉桂叶精油加入到肉桂皮精油中等; 用同属但不同品种的精

油掺假，如把假薰衣草加到真薰衣草中，把中国肉桂加入到锡兰肉桂中，把野地百

里香加到百里香中等; 混淆植物名称，把其他廉价的精油掺到高价的精油中，以假

乱真，如把西印度檀香掺到东印度檀香中，把尤加利掺到广藿香中，把柠檬香茅掺

到马鞭草中等; 为通过精油中某个单一组分的检测，把天然分馏的或人工合成的成

分加入到精油中，如在天竺葵中加入香叶醇或香茅醇，尤加利中加入桉油酚，迷迭

香中加入樟脑等。精油指纹图谱技术通过监控植物精油的整体化学信息，可以准

确全面地评价精油质量。在鉴别掺假的香叶油中进行相对密度、折光指数、酸值等

理化检验，同时还进行 GC、GC-MS 分析，发现理化检验的方法对于鉴定掺假的香叶

油并不可靠，通过正品与掺假产品的 GC、GC-MS 色谱图的比对分析，可以将两个掺

假于天然香叶油中的化学成分丙二酸二乙酯和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鉴别出来。采用

手性毛细管柱气相色谱，通过比对天然橘子油和人工配制橘子油中( －) -柠檬烯和

( +) -柠檬的比例将二者很好地区分开来。

我国芳香植物资源丰富，种类繁多，目前仍有很多芳香植物尚未进行深入研

究，许多精油有待建立科学有效的分析方法和品质评价体系。指纹图谱作为复杂

化学体系质量控制的有效方法，对精油及其原料药材的质量控制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但是，在采用指纹图谱技术对精油及其原料药材质量进行评价时，尚有许多理

论与实践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大量的研究还是分散的，缺乏系统规范性。因此，对

精油指纹图谱开展深入的研究，对于建立更加完善有效的精油质量评价与鉴别方

法十分必要。通过建立和完善精油指纹图谱，并收入精油质量标准之中，可科学地

判断精油产品的优劣真假，对于更好地监控其质量和规范市场以及逐步完善我国

精油标准体系，具有现实意义。精油来源于植物，是可再生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在

崇尚自然的今天，精油有着巨大的发展前景和潜在效益，值得关注。把资源优势变

为财富，对发展区域经济是十分有意义的。相信通过各学科的共同努力，将来会有

更多更好的精油及其相关产品造福于人类。

作者及其研究团队长期从事芳香精油的研究、分析、测试与质量标准工作，常

常遇到芳香精油的成分鉴定、质量标准、检验分析等问题，我们在多年的芳香精油

科研及质量标准研究过程中，完成了大量的精油典型色谱图与主成分质谱的测试，

积累了大量的实验数据与经验。如今的芳香精油品种繁多、组分复杂，实用的、系
统的相关工具书较少，尤其是具有特征图谱的更少，为方便芳香精油的生产、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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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开发和推广应用，我们在研究试验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应用，组织撰写了《实

用芳香精油图谱》一书，全书共收集整理了 93 种常见的芳香精油，每个精油品种分

别列出精油名称、来源、植物名称、拉丁学名、原植物图、色谱条件、典型气相色谱

图、特征组分含量、主成分质谱图、主成分化学结构等基本参数，尤其是精油典型气

相色谱图与主成分质谱图，可为科研、生产、检验、应用、贸易、教学等单位提供实用

的技术资料，也可为芳香精油爱好者提供参考。

本书自开始筹划、收集精油、测试图谱至编著撰写，历时数载，在全体编撰人员

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脱稿。感谢广西中药质量标准研究重点实验室、广西壮族自治

区中医药研究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型仪器协

作共用网等单位在各方面给予的便利，感谢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所有给予支持与帮

助的人们，并谨以此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研究院成立 60 周年献礼!

本书的撰写得到广西科学基金应用基础研究专项( 桂科基 08032024) 、广西科

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 08－05－01－D) 、广西中药质量标准研究重点实验室建

设项目( 14－045－11、15－140－37) 、南宁市生物制药产业大型科学仪器与设备共享

与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20121052－3) 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编著者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读者不吝指正。

刘布鸣

2016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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