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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八角茴香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植物，其果实精油不仅在食品和化妆品领域应用广泛，而且还具有抗菌和抗氧化等生理活性。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报道了八角茴香油的GC/MS 指纹图谱，并选取了当中的 9 个色谱峰作为共有模式图的特征峰，它们

分别鉴定为 α-蒎烯（峰 1）、柠檬烯（峰 2）、芳樟醇（峰 3）、草蒿脑（峰 4）、茴香醛（峰 5）、反式茴香脑（峰 6）、α-香柠檬烯（峰

7）、石竹烯（峰 8）和对丙烯基苯酚异戊烯醚（峰 9），其中反式茴香脑（峰 6）是参照峰。利用所建立的指纹图谱对 15 个不同产地

的八角茴香进行了质量考察，推测GC/MS色谱图相似度与其品质存在正相关关系，这对八角茴香质量评价方法的建立有一定的指导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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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 anise (Illicium verum Hook. f. ) is homology of medicine and food, and its essential oil extracted from fruit is not only 

applied in food and cosmetic, but also exerts antibacterial and antioxidant activities. In this paper, the MS fingerprints of star anise was 

established. Nine GC chromatographic peaks were identified as α-pinene (peak 1), limonene (peak 2), linalool (peak 3), estragole (peak 4), 

anisaldehyde (peak 5), trans-anethole (peak 6), bergapten (peak 7), caryophyllene (peak 8) and farnesol (peak 9),, which were as characteristic 

peaks in the mutual mode using trans-anethole (peak 6) as reference. By utilizing the fingerprinting, the quality of star anise harvested from 15 

regions was investigated and the positive correlativity was fond between the similarity of GC/MS chromatogram and the quality of star anise. 

This provides guidance to develop quality evaluation method of star an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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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茴香（Illicium verum Hook. f.）为木兰科八角

属植物[1]，主产于广西西部和南部。其果实是常用的调

味香料，经提取所得的精油，即八角茴香油，更是制

造化妆品、甜香酒和啤酒的重要原料。除此之外，该

植物被收载于中国药典（2010年版），它的果实可用于

治疗寒疝腹痛、肾虚腰痛、胃寒呕吐和脘腹冷痛等症

状[2]。研究表明[3~7]，八角茴香油的主要成分为挥发性

苯丙烷类和单萜类化合物，如反式茴香脑、茴香醛、

茴香酮、丁香酚、甲基胡椒酚、黄樟素和α-蒎烯、柠檬

烯、1,8-桉叶素和α-松油醇等，其中以反式茴香脑含量

最高，可作为含量测定的指标成分[2]；同时，它还具有

抗菌[6,8]和抗氧化活性[9~10]，但其物质基础尚未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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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八角茴香果实中含有丰富的水溶性成分莽草酸，

这已成为抗流感药物达菲的合成原料[11]。李伟[12]等通

过 RP-HPLC 法测定了广西9 个不同地区共27 个八角

茴香果实样品的莽草酸含量，结果表明，莽草酸的平

均含量为 6.61%，其中有 18 个样品莽草酸含量在

6.30%以上，最高的达8.74%，最低的也有 4.73%。梁

芳琳等[7]在此之前报道了八角茴香油的GC指纹图谱，

但其采用 FID 进行检测，所选定的 5 个共有峰中只有

参照峰经与对照品对照后确定为反式茴香脑，其余的

4 个共有峰所对应的成分却未能鉴定。本文在上述报

道的基础上，利用 GC/MS 技术建立了八角茴香油的

指纹图谱，并通过检索质谱库对共有特征峰加以鉴定，

使指纹图谱所提供的信息更为丰富。同时，利用建立

的指纹图谱对来自广西、广东和云南共 15 个不同产地

的八角茴香进行质量考察，探究其用于八角茴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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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可行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与材料 

无水硫酸钠和正己烷（分析纯），广州化学试剂

厂；自制蒸馏水。 

八角茴香采自广西、广东和云南共 15 个不同的产

地（见表 1），经中山大学药学院蒋林研究院鉴定为

木兰科八角属植物八角茴香（Illicium verum Hook. f.）

的干燥成熟果实。其中，No1.1~11 为 10 批来自广西

防城港八角茴香规范化种植基地不同采收时间的八角

茴香果实。 

表 1 八角茴香果实的来源 

Table 1 The origin of fruits of star anise 

No. 产地 No. 产地 

1~11 广西防城港 19 广西荔浦 

12 广西南宁 20 广东信宜 

13 广西田林 21 广东阳春 

14 广西凌云 22 云南马关 

15 广西百色 23 云南玉溪 

16 广西岑溪 24 云南广南 

17 广西桂平 25 云南富宁 

18 广西东兰   

1.2  仪器与设备 

Voyager GC/MS 仪，美国 Finnigan 公司；DB-5

毛细管色谱柱（30 m×0.25 mm×0.25 μm），美国 Agilent

公司；BS210S 分析天平，德国Sartorius 公司；PTHW

电热套，河南豫华仪器有限公司；挥发油提取器，广

州伟业玻璃仪器厂。 

1.3  实验方法 

1.3.1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八角茴香果实（60目）50 g装于 500 mL圆底

烧瓶中，加入蒸馏水适量，按照中国药典（2010年版）

第 1 部附录 XD[13]，采用水蒸气蒸馏法甲法进行提取。

挥发油经无水硫酸钠脱水后，密封保存在棕色样品瓶

中，并于-20 ℃下保存。吸取挥发油5 μL至 5 mL容

量瓶中，用正己烷溶解并定容即得供试品溶液。 

1.3.2  方法学考察 
1.3.2.1  GC/MS 条件 

GC 升温程序：在60 ℃的起始温度下保持5 min

后以 5 ℃/min 升温至210 ℃；载气及其流速：He，1 

mL/min；分流比：10:l；进样口温度：230 ℃；进样

体积：0.2 μL。 

电离方式：EI；电离能：70 eV；离子源温度：

250 ℃；传输线温度：250 ℃；四极杆温度：

250 ℃；质量扫描范围及其速率：40~450 u，1000 

u/s；倍增电压：1.20 kV。 

1.3.2.2  精密度试验 

把八角茴香油供试品（No.1）连续进样 5 次进行

分析，计算 9 个特征峰（依次标记为峰 1~9，下同）

的保留时间和相对含量的 RSD。 

1.3.2.3  稳定性试验 

取八角茴香油供试品（No.1）分别在 1、3、6、

24、48、72 h 进样分析，计算 9 个特征峰的保留时间

和相对含量的 RSD。 

1.3.2.4  重复性试验 

按照1.3.1项下的方法平行制备5份角茴香油供试

品（No.1），然后分别进样分析，计算 9 个特征峰的

保留时间和相对含量的RSD。 

1.3.3  指纹图谱的建立 

对 10 批（No.1~10）八角茴香果实的挥发油进行

分析，数据经软件“中药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

（2004A 版）”处理得出它们的共有模式指纹图谱以

及相似度系数。 

1.3.4  不同产地八角茴香的质量考察 
分析检测 15 个产地八角茴香果实（No.11~25）

的挥发油，并以 1.3.3 项下所建立的共有模式图谱为对

照模板，利用“中药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04A

版）”软件评价它们的相似度。 

2  结果与讨论 

方法学考察的结果如表 2 所示，三组试验中 9 个

特征峰的保留时间 RSD 均小于 1%，而它们的相对含

量 RSD 除峰 1 外，都小于 5%，表明仪器的精密度、

供试品溶液的稳定性和分析方法的重现性良好。峰 1

经检索 NIST Library(2002 版)质谱库后鉴定为 α-蒎烯，

该成分易在空气中氧化聚合，这可能是其相对含量

RSD 波动显著的原因。 

由 10批八角茴香规范化种植基地样品（No.1~10）

所建立起的八角茴香油 GC/MS 共有模式指纹图如图

1 所示，在可分离鉴定的约 40 个色谱峰中，经比较后

选取其中的 9 个作为共有特征峰。以峰 6 反式茴香脑

为参照峰，计算各共有特征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

峰面积，见表 3。由于参照峰的峰面积占共有峰总量

的 80%以上，使得其他特征峰的相对峰面积非常小，

因此为了兼顾各个特征峰，供试品溶液的浓度可作适

当的调整，以突出共有模式图的指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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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方法学考察的结果 

Table 2 The result of methodological investigation 

试验类型 指标 
RSD/% 

峰 1 峰 2 峰 3 峰 4 峰 5 峰 6 峰 7 峰 8 峰 9 

精密度 

试验 

保留时间 0.853 0.555 0.264 0.173 0.221 0.160 0.185 0.130 0.044 

相对含量 6.858 0.750 1.794 2.194 2.279 0.131 3.856 2.362 1.892 

稳定性 

试验 

保留时间 0.478 0.271 0.161 0.204 0.116 0.108 0.085 0.100 0.047 

相对含量 13.24 0.999 1.064 1.802 2.488 0.049 4.154 2.684 1.037 

重现性 

试验 

保留时间 0.406 0.328 0.134 0.126 0.104 0.063 0.067 0.100 0.069 

相对含量 11.320 1.240 2.171 1.239 3.022 0.214 3.804 1.857 1.190 

 

图 1 由 10 批八角茴香果实挥发油所建立的 GC/MS 指纹图谱 

Fig.1 GC/MS fingerprints established based on 10 batches of 

fruits of star anise 

表 3 八角茴香油 GC/MS指纹图谱共有特征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及

相对峰面积 

Table 3 The relative retention time and relative peak area of 

each common characteristic peak in GC/MS fingerprinting of 

star anise oil 

编号/成分 
保留时

间/min 

相对保

留时间 

相对峰 

面积 

峰 1/α-蒎烯 4.03 0.23 0.001~0.002 

峰 2/柠檬烯 6.57 0.38 0.019~0.022 

峰 3/芳樟醇 9.12 0.53 0.012~0.015 

峰 4/草蒿脑 13.25 0.77 0.018~0.020 

峰 5/茴香醛 15.74 0.91 0.007~0.009 

峰 6/反式茴香脑 17.27 1.00 1.000 

峰 7/α-香柠檬烯 22.76 1.32 0.005~0.006 

峰 8/石竹烯 23.42 1.36 0.007~0.008 

峰 9/对丙烯基苯酚异戊烯醚 33.14 1.92 0.014~0.016 

以共有模式图谱作为对照模板，10批来自规范化

种植基地样品（No.1~10）GC/MS 色谱图谱相似度系

数如表 4 所示，分布在 0.9803~0.9959 之间。以同样

的方式处理 15个不同产地八角茴香样品（No.11~25）

的色谱数据，得到各自的相似度系数（见表 4），以此

可把它们分为三组，即 No.11、14、16、20、21、24

和 25 为第 1 组，相似度系数大于0.9，No.12、18、19

和 22 为第 2 组，相似度系数介于0.7~0.9之间，No.13、

15、17 和 23 为第 3 组，相似度系数小于 0.7。 

表 4 10 批来自规范化种植基地以及 15 个不同产地八角茴香样

品 GC/MS 色谱图相似度评价结果 

Table 4 The similarity evaluation of GC/MS chromatograms 

for 10 batches of samples from GAP base and samples 

harvested from 15 different regions 

No. 相似度 No. 相似度 

1 0.9897 14 0.9901 

2 0.9836 15 0.6532 

3 0.9895 16 0.9801 

4 0.9803 17 0.5911 

5 0.9953 18 0.8257 

6 0.9959 19 0.7632 

7 0.9851 20 0.9046 

8 0.9953 21 0.9368 

9 0.9795 22 0.8652 

10 0.9900 23 0.5626 

11 0.9913 24 0.9635 

12 0.7985 25 0.9234 

13 0.6192   

观察它们的色谱图（见图 2）可发现，尽管这些

样品均可被检测到共有模式图中的 9 个征峰，但其相

对含量有所不同（见表 5），有些成分甚至差异显著，

如草蒿脑（峰 4）在No.12、17 和 18 样品中的相对含

量是 4.11%、8.32%和 4.14%，而在 No.15、16 和 20

样品中却为 0.03%、0.03%和 0.02%；茴香醛（峰 5）

和反式茴香脑（峰 6）也有类似的情况，后者作为常

用的质量评价指标性成分，其相对含量介于 60~95%

之间；另一方面，各个样品在峰 2 与峰 7、峰 8 前后

的杂峰相对含量也存在差异。上述不一致性产生的原

因在于它们的种质、生长环境与年限、采收时间或贮

藏加工方法不同。 

进一步分析不同产地样品色谱图的相似度与其特

征峰相对含量之间的关系可知，对于相似度较高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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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而言，所有样品的反式茴香脑（峰 6）相对含量均

大于 88%，同时 9个特征峰的相对含量总和都在 86%

以上；而第 2 组样品虽然反式茴香脑（峰 6）相对含

量都高于 80%，特征峰相对含量总和达到 75%甚至

95%以上，但总体来说还是不如第 1 组，而且该组样

品的色谱图相似度也稍差；相似度最低的第 3 组样品，

无论是反式茴香脑（峰 6）的相对含量还是全部特征

峰的相对含量总和皆是三组中最低的，两个指标数值

分别只维持在 70%和 75%左右。 

 

 

 
图 2 15 个不同产地八角茴香油 GC/MS 色谱图 

Fig.2 GC/MS chromatograms of star anise sampled from 15 

different regions 

由此可见，八角茴香挥发油 GC/MS 色谱图的相

似度与其质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即挥发油色谱图相

似度较高的八角茴香质量可能较好。值得一提的是，

以这样一种方式判断不同产地八角茴香的品质有一定

的局限性，因为该方法是基于共有模式图中的特征峰

和一个目前公认的指标性成分而建立的，那就不可避

免的忽略了八角茴香油中其余微量或未知的成分。不

过，在目前尚未阐明八角茴香相关药理作用物质基础

的情况下，本文所建立的基于 GC/MS 指纹图谱的质

量判断方式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表 5 不同产地八角茴香油特征峰相对含量 

Table 5 The relative content of characteristic peaks for star 

anise from different regions 

No. 
相对含量/% 

峰 1 峰 2 峰 3 峰 4 峰 5 峰 6 峰 7 峰 8 峰 9 合计 

11 0.12 1.75 1.08 1.58 0.58 90.02 0.43 0.63 1.29 94.48 

12 0.08 0.23 0.09 4.11 0.58 82.13 0.65 0.68 4.12 85.67 

13 0.06 1.7 2.31 0.06 0.05 71.32 0.51 0.14 1.06 74.21 

14 0.04 1.74 2.06 1.84 0.02 92.14 0.53 0.84 0.02 97.23 

15 0.03 0.48 2.46 0.03 0.04 71.17 0.75 0.9 1.65 74.51 

16 0.06 1.3 0.09 0.03 0.03 91.47 0.21 0.52 0.06 90.77 

17 0.02 1.26 0.06 8.32 0.01 62.12 0.22 0.21 0.06 65.28 

18 0.04 0.25 0.04 4.14 0.6 84.42 0.53 1.21 0.08 84.31 

19 0.16 1.76 0.05 0.03 0.02 80.55 0.03 0.21 0.04 75.85 

20 0.21 1.02 0.05 0.02 0.63 91.45 0.34 0.65 0.15 91.52 

21 0.16 0.78 2.41 1.12 0.41 88.15 0.41 0.31 0.17 87.92 

22 0.03 0.35 2.03 0.02 0.02 89.4 1.12 3.21 4.02 97.20 

23 0.04 0.04 0.03 1.56 1.64 60.32 0.52 1.02 4.00 65.17 

24 0.02 1.83 1.04 0.05 0.03 93.14 0.41 0.64 3.22 98.38 

25 0.01 0.27 0.07 1.48 0.02 88.09 0.38 0.41 2.13 86.86 

3  结论 

八角茴香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植物，其果实精油

不仅在食品和化妆品领域应用广泛，而且还具有抗菌

和抗氧化等生理活性，但相关的物质基础却并不明确。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次建立了八角茴香油的

GC/MS 指纹图谱，并选取当中的 9个色谱峰为共有特

征峰，其中反式茴香脑（峰 6）是参照峰。另一方面，

以建立的指纹图谱对 15 个不同产地样品的质量进行

了考察，推测 GC/MS 色谱图相似度与其品质存在正

相关关系，即相似度系数较大，八角茴香的质量可能

较好。尽管这判断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仍可为

八角茴香质量控制方法的建立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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