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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甘草渣薄片理化性质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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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A、B、C三个同一产地不同品种的甘草渣为原料，首先采用国标法对其水分、灰分、pH、总糖、总氮、总黄酮、

甘草酸、甘草苷等理化指标进行检测分析与对比，然后采用造纸法抄造出甘草渣薄片，以甘草渣薄片的感官评吸结果和物理性能为指

标，并结合热重分析，筛选出甘草渣薄片的最佳原料品种，结果表明：三种甘草渣中的总糖、总氮、总黄酮、甘草酸、甘草苷含量存

在明显差异，其中总糖和总黄酮含量差别最为明显，总糖含量 B最高为 28.97%，A 最低为 20.47%，而总黄酮含量A 最高为 16.98%，

C 最低为 7.28%；由 B 品种抄造的甘草渣薄片其感官吸味及各项物理指标均较好，且具有燃烧稳定，舒适度佳，烟气质和香气好等优

点，相对于 A 品种和C 品种更适合造纸法甘草渣薄片的研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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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ater, ash, pH, total sugar, total nitrogen, total flavonoids, glycyrrhizic acid, liquiritin and other physicochemical indexes 

of three kinds of liquorice residues from the same area (named A, B and C) were analyzed. The liquorice residue slices were made with 

papermaking method, by the sensory evaluation and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testing of the slices, combined with thermogravimetric analysis, the 

best raw material for producing licorice residue slice was screened ou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contents of 

total sugar, total nitrogen, total flavonoids, glycyrrhizic acid and liquiritin among the three different liquorice residues, among which the contents 

of total sugar and total flavonoids were the most significant. The maximum content of total sugar was 28.97% (B) and the minimum was 

20.47% (A), while 16.98% (A) and 7.28% (C) of total flavonoids content were the maximum and the minimum, respectively. The liquorice 

residue slice made from licorice residue B had better sensory adsorption and physical indexes, as well as stably burning, good comfort index, 

good smoke temperament and aroma. Thus, B was more suitable for the research applications of papermaking liquorice residue sl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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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薄片是利用烟末、烟梗、碎烟片等在卷烟过

程中的废弃烟草物质为原料制成片状或丝状的再生产

品，用作卷烟填充料。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的重

视，人们开始追求低尼古丁含量和低焦油含量的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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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甘草作为一种优良的天然中草药，且在我国产量充

足，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目前甘草主要用于生产

甘草浸膏和甘草酸等药用产品，制作药品的同时也产

生了大量的甘草渣，将甘草渣作为传统烟草薄片原料

的替代品，不仅可以有效降低烟草薄片的生产成本，

而且在降焦减害方面有着明显的效果。经化学法定性

检验表明，甘草渣中含有甘草酸、黄酮类、糖和甙类、

氨基酸、甾体和三萜类、皂甙、有机酸、香豆素及萜

类内酯、酚类等化合物并含有 Sr、Fe、Zn、Mn 等 15

种无机成分和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为人体所必需的氨

基酸。由此可见，甘草渣具有良好的医用价值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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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是一种宝贵的可再利用资源。但是，甘草渣的

品种杂而多，不同品种之间其组成成分及理化性能有

较大差异[2]，决定了其抄造成甘草渣薄片时的感官吸味

有好有坏，因而探究各甘草渣品种在甘草渣薄片研究

中的适用性，筛选出最佳品种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不同品种的甘草中甘草酸的含量不同，其中乌拉

尔甘草的甘草酸含量最高，其次是胀果甘草、光果甘

草[3]。乌拉尔甘草中糖、蛋白质、脂肪含量较高，并且

含有丰富的矿质元素。光果甘草亦为我国药典收载的

三种药用甘草之一[4]，但是与乌拉甘草和胀果甘草相

比，光果甘草含有多种特有成分，黄酮类成分有：光

甘草酚（Glabrol）、3-羟基光甘草酚（3-Hydroxy Glabro 

l）、异甘草查尔酮鼠李糖甙（Rhamno isoliquiritin）、

光甘草酮(Glabrone)、甘草西定(Licoricidin)、光甘草定

(Glabridin)、欧甘草素 A (HispaglabridinA)、3-甲氧基光

甘草定(3,-Methoxy glabridin)等，三萜皂甙类有：18α-

羟基甘草次酸 (18α-Hydroxy glycyrrhetic acid)、11-脱氧

甘草次酸 (11-Deoxy glycyrrhetic acid)、异甘草内酯 

(Isoglabrolide)、胀果皂甙 I-IV(Inflasaponin I-IV)等[5~6]。

赵丽娜等[7]对新疆产三种甘草渣中甘草黄酮含量及其

抗氧化活性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胀果甘草渣

和乌拉尔甘草渣中总黄酮含量及其抗氧化活性基本相

当并明显高于光果甘草渣。 

本研究首先对 A、B、C 三个同一产地不同品种的

甘草渣中的化学成分进行了测定分析；然后以感官评

吸和物理性能为指标，并结合采用热重分析对三种不

同的甘草渣进行对比和筛选。 

1  材料与方法 

1.1  原料 

A、B、C 三个同一产地不同品种的甘草渣，分别

是胀果、光果、乌拉尔甘草渣中的一种。 

1.2  主要实验仪器 

HH-2 数显恒温水浴锅，常州澳华仪器有限公司；

电热恒温干燥箱，广州市康恒仪器有限公司；

HANGPING FA2004分析天平，上海天平仪器厂；KRK

高浓盘磨机，产于日本；PTI 凯赛法纸页成型器，产

于挪威；TGA Q500热重量分析仪、PHS-3E pH计，

上海雷磁仪器厂）；DN-102F 自动定氮仪，上海纤检

仪器有限公司；HYP-1008 消化炉，上海纤检仪器有

限公司；UV-2100 分光光度计，尤尼柯上海仪器有限

公司；2707+600+2487 高效液相色谱，美国沃特斯公

司；GL-21M 高速冷冻离心机，长沙湘仪离心机有限

公司。 

1.3  实验方法 

1.3.1  原料的预处理 

挑选甘草渣 A 5 kg，甘草渣 B、C 各 2 kg，用容

量为 18 L的塑料桶装约 14 L自来水，将各甘草渣清

洗三遍以除去泥土及塑料薄膜等杂质，晾干备用并测

其水分含量。 

1.3.2  甘草渣纤维化学成分分析方法 

水分测定：常压干燥法（GB/T 5497）；灰分测

定：灼烧重量法（GB 5009.4-2010）；pH 测定：pH

计直接测定；总糖测定：菲林试剂滴定法（参考 GB 

6194-86）；总氮测定：凯斯定氮法（GB/T 5009.5-2010）；

总黄酮测定：分光光度比色法（参考 NYT 1295-2007）；

甘草酸测定：重量法（参考 1977年《中国药典》）；

甘草苷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参考 2005 年《中国药

典》）。 

1.3.3  薄片的制备及性能测试 

表 1 甘草渣薄片感官评分标准 

Table 1 The sensory score standard of liquorice residue paper 

sheet 

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色泽 

色泽鲜亮 5 

色泽暗淡 4 

色泽灰暗 3 

烟气浓度 

适中 5 

中等偏高或偏低 4 

高或低 3 

杂气 

无杂气 12 

微有杂气 10 

略有杂气 8 

香气 

香气质较好 32 

香气质一般 28 

香气质较差 24 

刺激性 

无刺激 20 

略有刺激 17 

较有刺激 15 

回甜 

较明显 25 

一般 22 

不明显 20 

将备用原料（每份200 g 绝干）用清水清洗两遍

后在一定的条件下浸渍；将浸渍后的原料冷却至常温，

然后进行两段磨浆处理，第一段磨浆间隙为 0.4 mm，

第二段磨浆间隙为 0.2 mm；将磨后浆料用凯赛法纸页

成型器抄造成定量约 70 g/m2的薄片（抄片过程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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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造纸助剂），并通过压榨烘干至成型；将抄造好的

薄片进行感官评吸测试和物理性能测试。本实验感官

评吸测试皆由烟草公司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将薄片切

丝，手动打烟后进行感官评吸，评分标准如表 1所示。 

1.3.4  薄片的热重分析 

热重分析（Thermogravimetric Analysis，TG 或

TGA），是指在程序控制温度下测量待测样品的质量

与温度变化关系的热分析技术，用来研究材料的热稳

定性和组份。测定方法为： 

（1）将热重分析仪的铂坩埚在酒精灯上烧红，冷

却后放置在载物台上，然后进行去皮。 

（2）将 5~10 mg 甘草渣薄片试样放入去皮之后

的铂坩埚内，尽量铺平。 

（3）设定需要的升温范围和升温速率，本实验设

定为 20 ℃/min 的速率从室温升至 700 ℃。然后将铂

坩埚放置在炉子中进行加热。 

（4）升温至目标温度之后仪器便会自动停止，自

然冷却降温。待温度达到50 ℃之下便可打开炉子，用

纯酒精对铂坩埚进行清洗，进行下一试样的检测。 

2  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品种甘草渣纤维化学成分分析 

 

表 2 不同品种甘草渣纤维化学成分 

Table 2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different liquorice residue fibers 

甘草渣 
水分 

/% 

灰分 

/% 
pH 

总糖 

/% 

总氮 

/% 

总黄酮 

/(mg/g) 

甘草酸 

/(mg/g) 

甘草苷 

/(mg/g) 

A 4.82±0.03 8.08±0.03 6.65±0.02 20.47±0.21 1.33±0.03 16.98±0.12 8.43±0.03 0.76±0.03 

B 5.30±0.04 7.02±0.05 6.22±0.03 28.97±0.30 1.61±0.01 12.43±0.09 8.87±0.04 0.38±0.02 

C 7.01±0.06 8.12±0.03 6.86±0.02 21.15±0.27 1.19±0.03 7.28±0.04 8.40±0.02 0.55±0.03 

由表 2 结果可以看出，三种甘草渣中总糖和总黄

酮含量较高，分别达到 20%和 10%以上，而甘草酸和

甘草苷含量相对较低，且不同品种甘草渣中各化学成

分含量存在明显差异。甘草酸异名甘草皂苷、甘草甜

素，在甘草植物中常以钾盐、钙盐形式存在，是甘草

甜味成分[1]。总糖、总氮、总黄酮、甘草酸、甘草苷

等化学成分含量的不同决定了由其抄造成的甘草渣薄

片的吸味也会有差异。 

2.2  不同品种甘草渣薄片的感官评吸及物理

性能 

2.2.1  甘草渣薄片感官评吸结果分析 

由图 1 可以看出，由不同品种甘草渣抄造的薄片

其感官评吸结果相差较大。其中，B 的评吸结果综合

得分为 91分，说明其吸味较好；A和 C 得分在 80~90

分之间，色泽、烟气浓度、杂气、香气、刺激性及回

甜等各项感官指标均在一般水平，吸食效果尚可。 

 

图 1 不同品种甘草渣薄片感官评吸综合得分 

Fig.1 The sensory score of different liquorice residueslices 

2.2.2  甘草渣薄片物理性能的对比分析 

表 3 不同品种甘草渣薄片的物理性能 

Table 3 Physical properties of different liquorice residue fibers 

样品 
设计定量 

/(g/m2) 

实际定量 

/(g/m2) 

厚度 

/mm 

松厚度 

/(cm3/g) 

紧度 

/(g/cm3) 

抗张强度 

/(kN/m) 

A 70 70.42±0.35 0.29±0.02 4.43±0.04 0.22±0.01 0.19±0.01 

B 70 69.63±0.21 0.28±0.02 4.58±0.03 0.23±0.01 0.21±0.01 

C 70 68.54±0.37 0.28±0.02 4.37±0.03 0.23±0.01 0.17±0.02 

技术指标 ＜110 ＜110 0.30±0.02 ＞2.94 ＜0.34 ≤1.00 

注：技术指标参考烟草行业的推荐标准（YC/T 16.3-2003）。 

由表 3 可以看出，3 种薄片的各项物理性能均能

满足再造烟叶的技术指标。在相同设计定量（70 g/m2）

的情况下，不同的原料其实际定量稍有变化，这主要

是由甘草纤维的流失造成的。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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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薄片细小纤维的流失率比较大，A 薄片纤维流失率

很少，B 薄片纤维流失率一般。3 种薄片的厚度和紧

度相差不大，在松厚度和抗张强度方面，B薄片最好，

A稍差，C 则相对较差。 

综上，B 薄片感官评吸结果及物理性能最好，A

稍次于 B，C 的感官评吸结果及物理性能均一般。由

此可以得出 B薄片最佳。 

2.3  不同品种甘草渣薄片的热重分析 

基于 2.2 中的探究，本部分对 3 个不同品种甘草

渣的薄片进行热重的检测与分析。 

 
图 2 不同品种甘草渣薄片热重分析图 

Fig.2 Thermal gravimetric analysis of different liquorice 

residue slices 

图 2 显示的是不同品种甘草渣薄片在热重量分析

仪中，质量随温度的变化示意图。可以看出，3 种薄

片几乎在同一温度下开始分解，且分解的趋势大体一

致，失重区发生在一个比较宽的温度带50~550 ℃内，

主要的热裂解区域相对较窄，集中在250~500 ℃[8~10]。

不过 B曲线相对另外两个品种更为平缓，说明 B薄片

燃烧更为稳定；剩余物质方面，B 薄片剩余物质是最

多的，然后是 A薄片。 

 

图 3 不同品种甘草渣薄片质量变化速率示意图 

Fig.3 Mass change rate of different liquorice residue slices 

通过对质量进行求导，可以得出不同品种甘草渣

薄片质量随温度的变化速率示意图，如图 3。可以看

出，三种薄片的质量的变化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0~200 ℃，因薄片并非绝干状态，故此阶段物质质量

的减少主要是由水分的蒸发和分子间脱水引起的，大

约 50 ℃处水分蒸发的速度最快；200~550 ℃，此温度

段内薄片的热裂解反应比较剧烈，是主要的失重区，

原因是纤维素、半纤维素、木素、糖类等化合物及一

些蛋白质、氨基酸等物质在此段发生了裂解反应生成

了一些易挥发的小分子气体如：二氧化碳、乙酸、醛

类、水等[11]。550~700 ℃薄片的质量下降趋势比较平

缓，变化不大，原因是薄片中的剩余物质变成焦炭状，

在此温度段内难以分解[12~13]。此外，在 650 ℃左右 B

薄片出现了一个小峰，据白晓莉等人 [14~15]的研究报

道，这是 CaCO3 的热分解峰，表明 B薄片的燃烧性能

会比较好，因为薄片的燃烧性能随着碳酸盐含量的提

高而变好。综合起来看，B 薄片的吸食品质和燃烧性

能均比其他两个品种要好。 

3  结论 

3.1  通过对三种不同品种甘草渣中化学成分的分析

得出，甘草渣中含有较多的总糖和总黄酮，同时还含

有一定量的甘草酸和甘草苷，且不同品种甘草渣中各

化学成分含量存在明显差异。这些成分的存在决定了

由其抄造成的甘草渣薄片的吸味。 

3.2  不同品种甘草渣薄片的感官评吸、物理性能及热

重分析的研究表明，由 B品种抄造的甘草渣薄片其感

官吸味及各项物理指标均较好，具有燃烧稳定，舒适

度佳，烟气质和香气好等优点，相对于 A品种和 C 品

种更适合甘草渣薄片的研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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