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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花精油提取工艺、化学成分

及其生物活性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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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玫瑰花在我国种植面积非常大，其不仅具备观赏性、食用性、药用性，且精油也是高级化妆品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所以玫瑰花经济效益十分显著，据此针对玫瑰花及其精油开展科学研究，可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经济发展。本文主要针对玫瑰花精油提取工艺、化学成分、生物活性进行了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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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lanting area of rose in our country is very large, which not only has ornamental, edible and 
medicinal properties, but also the essential oil is an indispensable raw material of advanced cosmetics. So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rose are very significant. Therefore, scientific research on rose and its essential oil can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is paper, the extraction process,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biological activity of rose 
essential oil were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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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玫瑰花即多种蔷薇科蔷薇属植物总称，原产地为

中国，种植历史长达两千年，是中国传统名花。玫瑰

花除了具备一定观赏价值之外，还具备不可小觑的药

用价值，属于常用中药。玫瑰花味甘微苦、无毒且可

行气解郁、活血化淤，临床上主要用于胸闷、肝胃气

痛治疗以及滋养肠胃、血液循环、抑菌消炎等等。而

玫瑰花精油独具活性与香味，是高级香水、香料、化

妆品中不可取代的原料。此外玫瑰花还可以制作玫瑰

花茶与茶点，开发潜力与应用价值非常大。

1 玫瑰花精油提取工艺

1.1 水蒸气蒸馏工艺

玫瑰花精油的水蒸气蒸馏提取工艺的关键在于玫

瑰花浸泡在水中，直接以水蒸气实现蒸馏处理，基于

高温水蒸气汽化并分离油状香料。水蒸气蒸馏工艺是

植物天然香料提取最常用的一种技术工艺，设备流程

不仅成熟完善，而且成本较低、产量高、操作流程简

洁。一般情况下，水蒸气蒸馏工艺主要由三种不同形

式共同构成，具体即水汽蒸馏、水上蒸馏、水中蒸馏，

在此过程中不需要添加任何化学试剂，安全性非常高，

并且玫瑰花精油不会溶于水，易挥发、化学稳定性高，

所以玫瑰花精油提取常选用此技术工艺。然而实际操

作过程中受制于蒸馏速度与时间，玫瑰花精油出油率

深受影响，高温状态会直接损坏精油内有机物成分，

以此对精油色泽与气味造成影响，不仅如此还会产生

工业废水，致使环境污染问题加剧。

1.2 机械压榨工艺

玫瑰花精油的机械压榨提取工艺主要以物理压力

为载体由已经切碎的玫瑰花原料内通过机械压榨方式

将油水混合物实时分离出来。基于离心或者过滤方式

进行玫瑰花精油提取，不但不需要使用化学试剂，而

且产品安全性较高，卫生性能良好，环保无污染，最

重要的是不会对营养成分造成损坏。机械压榨技术工

艺比较古老，技术设备简单且成本低、出油速度快，

但是油量相对较少且成本不纯。

1.3 有机溶剂萃取工艺

玫瑰花精油的有机溶剂萃取工艺具体流程为将玫

瑰花原料加温浸泡，需添加石油醚 / 正己烷，以生成

玫瑰浸膏，进行浓缩脱蜡，从而提取获得玫瑰花精油。

以化合物在两种不相溶溶剂内的溶解度或分配系数差



World Medical Frontier  世界医学前沿 (4)2022.8

104

药品管理与应用

异，促使化合物由溶剂内逐步转移到其他溶剂内，以

反复萃取方式提取多数化合物。浸泡玫瑰花于有机溶

剂内，加温浸泡以获取玫瑰浸膏，再进行浓缩脱蜡处

理以提取出玫瑰花精油。有机溶剂萃取技术工艺可高

度保留原料香味，操作简单且可提高精油获得率，但

是玫瑰浸膏的颜色比较深，其中蜡质色素等各式各样

的杂质随处可见，溶剂残留物较多，很容易造成污染，

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玫瑰花精油的纯度，导致天

然感非常差，现阶段还未实现实际生产应用。

1.4 超临界 CO2 萃取工艺

利用超临界 CO2 的独特天然产物溶解作用，通过

温度与压力等条件对于超临界 CO2 溶解能力的影响分

析实现萃取。CO2 处于高压环境时密度接近液体，所以

将玫瑰花瓣放置于超临界 CO2 流体中，玫瑰花快速溶

解，再以减压或者升温方式由液体中萃取玫瑰花内有

机成分便可获得高纯度玫瑰花精油。CO2 是安全系数非

常高的提取介质，无毒不燃且易得安全。基于 CO2 保

护可有效防止玫瑰花内有效成分损坏，产品品质良好、

提取率较高、萃取能力较强、没有残留物、绿色环保，

然而由于需要基于超高压的状态进行，所以大大局限

了设备容积的扩大，且设备成本与运行成本均高限制

了萃取技术工艺的推广应用，尚未实现大面积工业化。

1.5 亚临界流体萃取工艺

就有机物的相似性相溶原理，在密封其没有氧气

的低压压力容器内，添加亚临界流体作为萃取溶剂，

通过玫瑰花和萃取溶剂浸泡过程中的分子扩散，实时

转移玫瑰花中的脂溶性成分在液态萃取剂内，并以减

压蒸发分离萃取溶剂和玫瑰花精油。亚临界流体萃取

技术工艺克服了传统工艺缺陷，保留了超临界流体萃

取优势，且无毒害性、环保性、非热加工，可确保提

取物活性成分不会发生氧化反应，很容易和产物彼此

分离。

1.6 分子蒸馏纯化工艺

玫瑰花精油的分子蒸馏纯化提取工艺属于独具特

殊的液体与液体相互分离技术，在高真空状态时主要

以不同物质分子运动平均自由程的不同特性分离多类

型物质。分子蒸馏纯化提取工艺中，物料的停留时间

更短，不会对有机物成分造成损坏，可有机分离、纯化、

浓缩天然物，比较适合沸点高且易氧化的热敏性物料

分离处理，因此更适用于玫瑰花精油提取。

2 玫瑰花化学成分分析

玫瑰花中化学成分上百种，其中生物活性成分主

要包括挥发油、黄酮、多糖、酚酸等等。

2.1 挥发油

挥发油为玫瑰花精油主成分，其中不同生产地玫

瑰花挥发油成分也大不相同，主要成分包括叶醇、苯

甲醇、芳樟醇、橙花醇、金合欢醇等醇类；辛酸乙酯、

甲酸香茅酯、甲酸香叶酯、2- 苯乙醇乙酸酯等酯类；

柠檬烯、α- 蒎烯、β- 月桂烯、顺式 -β- 罗勒烯等

萜类；乙醛、2- 己醛、橙花醛等醛类；2- 壬酮、甲基

壬基甲酮、β- 大马酮等酮类；玫瑰醚、丁香酚等其

他成分。

2.2 黄酮

不同生产地玫瑰花黄酮成分化学结构也大不

相同，其中妙峰山玫瑰花的黄酮成分主要包括槲皮

素 -7-O- 鼠李糖苷、槲皮素 -3-O- 葡糖醛酸苷、槲皮

素 -3-O- 葡萄糖 -7-O- 鼠李糖苷、杨梅素 -3-O- 鼠李

葡糖苷、槲皮素 -3，7-O- 二葡糖苷、芦丁、樱黄素、

槲皮素 -3-O- 鼠李糖苷、山奈酚 -3-O- 葡糖苷、山奈

酚 -3-O- 芸香糖、槲皮素 -3-O- 葡糖苷；大马士革玫

瑰花的黄酮成分主要包括异黄酮——4- 羟基 -7-3- 羟

基丙酰基 -6- 甲氧基 -异黄酮。

2.3 其他

除了挥发油与黄酮之外，玫瑰花内还富含酚酸、

多糖、色素等化学成分，具体即没食子酸、咖啡酸、

绿原酸、对羟基肉桂酸、阿魏酸等酚酸类；半乳糖醛酸、

半乳糖、阿拉伯糖等多糖类；矢车菊素-3，5-双葡糖苷、

矢车菊色素 -3- 葡糖苷、飞燕草花色素 -3- 葡糖鼠李

糖苷、芍药色素 -3- 葡糖苷等色素类；亚油酸、三十

碳六烯酸甲酯、二十烯酸甲酯等不饱和脂肪酸类。

3 玫瑰花生物活性

3.1 玫瑰花精油生物活性

玫瑰花中的挥发油成分非常丰富，也就是所谓的

玫瑰花精油，是现阶段玫瑰花相关研究最多的化学成

分，位居鲜花精油首位，不仅香味典雅大方、柔和细

腻且价格非常昂贵。玫瑰花精油的香型由于玫瑰花品

种不同而存在明显区别，具体有纯甜型、清甜型、浓

甜型三种香型，现阶段世界领域深受青睐的主要是纯

甜型。就玫瑰花精油生物活性成分而言，许多人已经

针对很多国家玫瑰花精油进行了提纯分析，天然玫瑰

花精油的化学成分比较复杂，不同地区、不同品种、

不同花期的玫瑰花精油组成成分和表现形式存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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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具体划分为苯乙醇、香茅醇、香叶醇、金合欢

醇、橙花醇等醇类以及其酯类、十五烷、玫芳樟醇、

丁香酚、瑰醚、甲基丁香酚等等。玫瑰花精油的功能

活性高度取决于其化学成分，而香茅醇、香叶醇、β-

苯乙醇等醇类以及其酯类均是玫瑰花香气主要成分。

因为玫瑰花精油拥有十分浓郁深厚的天然香气，所以

拥有解郁、放松效用，普遍应用于高档香水、香皂、

香囊、沐浴露及化妆品生产加工。同时，玫瑰花精油

还具备一定的抗血栓、抗血小板聚集、抗菌等一系列

作用，不仅可有效减轻脑缺血急性损伤，还可切实改

善神经功能与脑水肿等，且当前已经研发出的玫瑰精

油胶囊具备血液循环、美容养颜、降血脂等 功效。同

时玫瑰香型系列香烟、食品、酒品在国内外十分畅销。

3.2 玫瑰花色素生物活性

玫瑰花色彩鲜艳，颜色各式各样，富含多种活性

色素，最常见的是玫瑰花红色素，是花色苷物质，热

稳定性良好，作为天然食用红色素被广泛使用，且普

遍应用于化妆品、化学指示剂等多层面着色。同时还

具备抗氧化、抗炎抗菌、保护心血管与视力等显著功

效，抗氧化性与花青苷属性高度相符。

3.3 黄酮生物活性

黄酮类物质的抗氧化性非常突出，可减少甚至消

除自由基、降低胆固醇，还可抗肿瘤、抗炎抗菌、抗

衰老、降血糖等。

3.4 多酚生物活性

相较于玫瑰花精油，多酚类物质科研工作做的并

不到位。植物多酚于蔬菜、水果、茶叶等植物中的含

量更大，具备抗氧化、降血压、抗肿瘤等功效。由于

化学结构不同，多酚类物质可划分为单聚体、低聚体、

多聚体。而多酚同时具备一定的抗氧化活性与还原性，

其中抗氧化活性可有效消除自由基与色素沉淀，可用

于美容养颜。

3.5 多糖生物活性

多糖属于一种独具生命活性的物质，可消除自由

基，还可抗肿瘤。玫瑰多糖类物质可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免疫力、抗衰老、降血脂、抗辐射、抗炎等等，而

且不同品种玫瑰花的多糖含量差异显著，可溶性多糖

与粗多糖最高含量甚至高出最低含量 2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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