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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温度条件下香水文心兰花香气的成分分析及感官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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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lower aromatic components and their relative contents of Oncidium Sharry Baby ‘ Sweet Fragrance爷 at full
flowering stage under conditions of 10 益, 20 益 and 30 益 were analyzed by solid phase micro鄄extraction method and GC鄄
MS technology, and aromatic sensory evaluation was also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24, 33 and 43 kinds
of aromatic components in Oncidium Sharry Baby ‘Sweet Fragrance爷 flower under conditions of 10 益, 20 益 and 30 益,
respectively. In which, relative content of ocimene is the highest. With increasing of temperature, component number and
relative content in aroma all appear the increasing trend, in which, alkenes is the most and its relative content is the
highest, and the second is alkanes. See from the senses, aroma is rich gradually with increasing of temperature, but aroma
concentration index basically keeps invariant when temperature over 20 益 . Comprehensive analysis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suitable cultivation temperature of Oncidium Sharry Baby ‘Sweet Fragrance爷 at flowering stage is 20 益 .

关键词: 香水文心兰; 香气成分; 温度; GC-MS 技术; 感官评定
Key words: Oncidium Sharry Baby ‘Sweet Fragrance爷; aromatic components; temperature; GC鄄MS technology; sensory
evaluation

中图分类号: Q946. 8; S682. 31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文章编号: 1674-7895(2015)02-0112-03
DOI: 10. 3969 / j. issn. 1674-7895. 2015. 02. 16

摇 摇 文心兰又称舞女兰、金蝶兰,为兰科(Orchidaceae)文心兰

属(Oncidium Sw.)植物的总称,原产于墨西哥、巴西和牙买加

等中南美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1] 。 全世界文心兰属植物共

有约 750 个原生种和 400 多个野生种,杂交种更多,目前栽培

的文心兰品种大多具有较长的花期和亮丽的色彩,观赏价值

极高[2] 。
香味是名优兰花的重要园艺性状之一。 然而,只有少数

文心兰品种的花具有芳香气味,这些芳香型品种大多源于

Oncidium ornithorhynchum Kunth[3] 。 目前有关花香气的研究尚

欠广度和深度,仅对茶用植物如茉莉花 也 Jasminum sambac
(Linn.) Ait.页香气成分的研究较多且较深入[4-6] ,而观赏植物

中除了研究花香的模式植物如仙女扇(Clarkia breweri Greene)
和矮牵牛(Petunia hybrida Vilm)外[7-8] ,对其他观赏植物的花

香气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9-11] 。
文心兰为气质花,芳香油随花朵开放逐渐形成并释放[12] 。

作者在前期的研究工作中已经明确了文心兰的花香气组成及

其特征香气成分[13-14] ,并在栽培过程中发现环境因素尤其是

环境温度对文心兰的花香味浓度影响较大。 为了明确温度对

文心兰花香气释放的影响,作者利用固相微萃取法和 GC-MS

技术分析了不同温度条件下香水文心兰(Oncidium Sharry Baby
‘Sweet Fragrance爷)花香气成分的变化,以期为文心兰花香气

释放规律的研究以及芳香型文心兰的定向栽培提供基础研究

数据。

1摇 材料和方法

1. 1摇 材料

供试材料为正常生长和开花的 5 年生香水文心兰植株,
样株均种植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种质资

源圃中,每盆 1 株。
1. 2摇 方法

1. 2. 1摇 处理方法摇 取 5 盆样株,置于空气相对湿度 70% 、光
照度 2 170 lx、光照时间 16 h·d-1 的 RTOP-500 人工气候箱

(浙江托普公司)中进行培养。 将培养温度依次设定为 10 益、
20 益和 30 益,温度达到设定值后持续培养 24 h,然后于花瓣

和萼片完全展开后的第 2 天至第 4 天采集 4 朵盛花期的完整

花朵用于香气成分萃取。
1. 2. 2摇 香气成分分析摇 将采集的完整花朵置于萃取瓶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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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2. 5 滋L 40 ng·滋L-1癸酸乙酯(为内标物,纯度 99. 5% ,购自

德国 Dr. E 公司);用 50 / 30 滋m DVB / CAR on PDMS 萃取头

(美国 Supelco 公司)、采用固相微萃取法进行萃取,萃取时间

35 min,萃取过程在相应温度人工气候箱中进行。
采用 Agilent 6890N-5975B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美国

Agilent 公司)进行 GC-MS 分析。 色谱条件:HP-5MS 石英毛

细管柱(30 m伊0. 25 mm,0. 25 滋m);进样口温度 220 益;柱温

50 益保持 2 min,以 5 益·min-1速率升温至 210 益 并 保 持

1 min,再以 30 益·min-1速率升温至 250 益并保持 2 min;离子

源温度 230 益,四级杆温度 150 益,接口温度 250 益;EI 离子

源,电离能量 70 eV,质量扫描范围 30 ~ 600 amu。
根据质谱数据和 NIST08 标准图谱数据库的检索结果确

定各成分,并根据各成分的峰面积与内标物峰面积之比计算

各成分的相对含量。
1. 2. 3摇 香气感官评定摇 取盛花期植株,分别置于温度 10 益、
20 益和 30 益的 3 个等大房间中,每个房间 10 盆,5 h 后对香

气浓度进行感官评定。 依据张丽霞[15]的标准将香气浓度划分

为玉、域、芋、郁和吁5 个等级,浓度指数分别为 0. 0、0. 5、1. 0、
1. 5 和 2. 0,等级越高香气浓度越大。

2摇 结果和分析

2. 1摇 温度对香水文心兰花香气成分的影响

不同温度条件下香水文心兰花香气中各成分类型的数量

和相对含量见表 1,主要成分的相对含量见表 2。
表 1 结果显示:随栽培温度的升高,香水文心兰花香气的

表 1摇 不同温度条件下香水文心兰花香气中各成分类型的数量和相对含量
Table 1摇 Number and relative content of different component types in flower aroma of Oncidium Sharry Baby ‘Sweet Fragrance爷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 conditions

成分类型
Component type

成分数量摇 Component number

10 益 20 益 30 益

相对含量摇 Relative content

10 益 20 益 30 益

烯类 Alkenes 11 16 22 13. 10 20. 08 114. 51
烷烃类 Alkanes 8 10 13 1. 91 5. 86 17. 04
醇类 Alcohols 4 5 5 2. 41 5. 14 72. 33
醛酮类 Aldehydes and ketones 1 1 1 0. 52 1. 06 1. 24
其他 Others 0 1 2 0. 00 0. 57 8. 21

总计 Total 24 33 43

表 2摇 不同温度条件下香水文心兰花香气主要成分的相对含量1)

Table 2摇 Relative content of main components in flower aroma of Oncidium Sharry Baby ‘ Sweet Fragrance爷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
conditions1)

保留
时间 / min

Retention time

成分
Component

相对含量 Relative content

10 益 20 益 30 益

保留
时间 / min

Retention time

成分
Component

相对含量 Relative content

10 益 20 益 30 益

4. 14 hexanal 0. 52 1. 06 - 13. 29 3,4鄄dimethyl鄄2,4,6鄄
octatriene

0. 73 0. 76 2. 93

5. 32 (Z)鄄3鄄hexen鄄1鄄ol - 0. 61 - 14. 36 4鄄terpineol - - 1. 15
5. 57 1鄄hexanol - 1. 22 3. 51 14. 96 dodecane 0. 35 0. 25 0. 53
5. 56 4鄄methyl鄄1鄄pentanol 0. 79 - - 16. 55 geraniol 0. 34 0. 29 14. 97
7. 23 琢鄄pinene 0. 71 1. 83 15. 57 17. 78 tridecane 0. 39 0. 91 2. 12
8. 38 茁鄄pinene - - 5. 42 19. 21 琢鄄cubebene - 0. 69 1. 57
8. 82 茁鄄myrcene - 0. 55 5. 92 19. 50 2鄄methyl鄄tridecane 0. 06 0. 57 1. 44
9. 99 cineole 0. 84 2. 05 27. 49 19. 92 copaene - 0. 50 1. 52

10. 18 (E)鄄3,7鄄dimethyl鄄1,3,6鄄
octatriene

- 0. 23 1. 54 20. 37 ethyl caprate* 1. 00摇 摇 1. 00摇 摇 1. 00摇 摇

10. 50 ocimene 9. 22 9. 63 37. 34 20. 46 tetradecane 0. 44 1. 06 3. 54
10. 81 酌鄄terpinene 0. 63 0. 70 10. 78 21. 10 caryophyllene 0. 34 1. 45 4. 52
11. 69 1鄄methyl鄄4鄄(1鄄methylethyl)鄄

1,3鄄cyclohexadiene
- - 2. 11 23. 25 琢鄄farnesene 0. 18 1. 26 2. 62

12. 05 linalool 0. 44 0. 97 25. 20 25. 41 hexadecane 0. 04 0. 21 1. 14
12. 94 (E,Z)鄄2,6鄄dimethyl鄄2,4,6鄄

octatriene
0. 73 0. 80 3. 33

摇 1) -: 未检出 Undetected; *: 内标物 Internal standard sub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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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成分逐渐增多,在 10 益、20 益和 30 益条件下花香气中分

别包含 24、33 和 43 种成分。 这些花香气成分可分成 5 类,其
中,烯类化合物是其中的主要组成成分,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烯

类成分数量及相对含量均最高;其次是烷烃类和醇类成分;醛
酮类成分较少且相对含量也较低。 随温度升高,各类成分的

数量和相对含量均有明显变化,其中烯类化合物的相对含量

变化最明显,在 30 益条件下香水文心兰花香气中烯类成分的

总相对含量最高,达到 114. 51,为 10 益条件下的 8. 74 倍。
由表 2 可以看出:在不同温度条件下,香水文心兰花香气

中罗勒烯的相对含量均最高,表明罗勒烯是香水文心兰花香

气的主要特征成分。 在 10 益条件下,除罗勒烯外,其他花香

气成分的相对含量均低于 1. 00;在 20 益条件下,主要的花香

气成分为 1-己醇、琢-蒎烯、桉油精、石竹烯和法呢烯,相对含

量均在 1. 20 以上;在 30 益条件下,主要的花香气成分为 琢-蒎
烯、桉油精、酌-萜品烯、芳樟醇和香叶醇,相对含量均在 10. 00
以上。 在 30 益条件下,除己醛、反-3-己烯-1-醇和 4-甲基-
1 -戊醇未被检出外,其他化合物的相对含量总体上均较

10 益和 20 益条件下急剧增加。
2. 2摇 不同温度条件下香水文心兰花香气的感官评定

感官评定结果表明:在 10 益条件下即能闻到香水文心兰

花特有的巧克力香味,但香气浓度指数较低,仅为 0. 5;随着温

度的升高,香气逐渐浓郁,但在 20 益和 30 益条件下香气浓度

指数基本相同,均达到最高值 2. 0。 说明在一定温度范围内,
随着香气中特征性成分含量的升高,香水文心兰的香气浓度

逐渐增强,但当温度超过 20 益后无法从感官上对其香气浓度

进行分辨。

3摇 讨论和结论

环境条件,尤其是温度能够影响植物香气成分的生物合

成[16-17] 。 因而,在不同温度条件下香水文心兰花香气的组成

成分及相对含量差异明显,且随温度升高花香气成分的数量

逐渐增多,大部分花香气成分的相对含量也呈急剧上升的趋

势。 从感官评定结果看,随温度升高,香水文心兰花的巧克力

香味从清淡逐渐变得浓郁,但当温度超过 20 益后香气浓度指

数变化则较小,从感官上无法区别。
通过对栽培成本及香气浓度指数进行综合分析,认为环

境温度在 20 益左右是香水文心兰进入花期后较为理想的栽

培温度。 由于花香气的形成及释放机制较为复杂,因而,有关

环境温度对香水文心兰花香气形成和释放的影响机制尚待进

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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