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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人参挥发油的制备领域，即一种

以蒸参露为原料，制备人参挥发油的方法。其步

骤如下：(1)活性炭吸附挥发油：将人参蒸制加工

成红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油、水”蒸气冷却成

蒸参露并经活性炭过饱和吸附富集人参挥发油；

(2)吸附后的活性炭脱水：沥水后自然阴干或甩

干后阴干；(3)挥发油洗脱：用乙醚洗脱活性炭中

人参挥发油；(4)分离制备：回收乙醚，得到人参

挥发油成品。用上述加工工艺，可以大量富集蒸

参露中人参挥发油，使鲜人参蒸制加工成红参过

程中所产生的副产品蒸参露得以有效利用，并在

最大限度上减少溶媒乙醚用量的条件下获得成

品人参挥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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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以蒸参露为原料，制备人参挥发油的方法，其特征步骤如下：

(1)活性炭吸附挥发油：将鲜人参蒸制加工成红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含“油、水”蒸气

冷却成蒸参露并经活性炭过饱和吸附，达到富集人参挥发油的目的；

(2)吸附后的活性炭脱水：沥水后自然阴干或甩干后阴干；

(3)挥发油洗脱：用乙醚洗脱活性炭中人参挥发油；

(4)分离制备：回收乙醚，得到人参挥发油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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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以蒸参露为原料，制备人参挥发油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人参挥发油的制备领域，即一种从鲜人参蒸制加工成红参过程中产生

的副产物蒸参露为原料，制备人参挥发油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人参为五加科植物人参的干燥根及根茎，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可安神

益智，久服轻身延年，享有“百草之王”的美誉。研究发现，人参中主要活性物质包含人参皂

苷、人参多糖、人参挥发油、氨基酸和多肽等多种成分。人参中皂苷成分主要分为四环三萜

和五环三萜两种类型，其主要药理活性多应用于抗肿瘤、抗衰老、缓解疲劳等，目前针对人

参皂苷提取制备领域的研究颇多且技术应用已较为成熟。人参挥发油的主要化学成分为倍

半萜烯类、脂肪族、芳香族及以β-揽香烯和人参炔醇为代表的化合物。低剂量的人参挥发油

具有兴奋作用，适量有镇静作用，除此之外，人参挥发油中多种成分的协同作用可以破坏菌

体细胞壁和细胞膜通透性，影响细菌物质的能量代谢，继而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放线菌、幽

门螺杆菌等，以及对常见菌种均有抑制作用。同时人参挥发油还具有抗肿瘤作用，药理试验

证明，人参挥发油中所含的β-揽香烯和人参炔醇均对癌细胞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并广泛用

于药品、食品及化妆品等多种领域。目前针对人参挥发油的深入研究正处在紧张的实验室

研究阶段，但由于人参挥发油的含量很低，研究、研发成本较高，因此，人参挥发油的有效作

用尚未对“大健康”产业作出突出贡献。目前，人参挥发油的提取多以人参根为主，人参根中

人参挥发油含量在0.2％左右，人参挥发油常用的提取方法有水蒸气蒸馏法、溶剂回流法、

微波法、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等。由于人参中挥发油含量相对较低，因而用人参做为提取挥发

油的原料，无论从原料还是生产所需成本与最终收益，都完全不成比例，致使其难以进行工

业化生产。

[0003] 吉林省作为人参主要道地产区，每年有上万吨鲜人参被用以作为加工红参的原

料，在鲜人参蒸制加工成红参过程中，有近80％挥发油随着水蒸气被带出(蒸参露)，这部分

生成的蒸参露作为人参加工过程中的副产物一般情况下是作为废料被丢弃的，不仅对环境

造成了污染，也是一种资源上的极大浪费。按照上述数字计算每年有(10000吨×1000公斤

×80％×0.2％＝16000公斤)超过16000公斤的人参挥发油被白白浪费，按现行人参挥发油

市场价每公斤20万元计算，每年人参挥发油一项的损失就在32亿元以上。

[0004] 目前，人参挥发油提取制备多用乙醚、石油醚、戊烷、四氯化碳等，其中由于乙醚、

石油醚沸点较低，为众所周知的理想溶媒。在现今的提取技术中，多以溶剂萃取法为主(蒸

参露与溶媒比为1:1)。从安全角度考虑，实验室多选用石油醚进行人参挥发油制备。但是萃

取过程中所用溶媒量极大，且不易回收，人参挥发油得率较低，在0.1％-0.25％之间(专利

申请公布号：CN  10/424817  A)。并且石油醚因其挥干后仍具有较强气味，导致所得人参挥

发油质量较差，难以符合市场要求。人参挥发油制备的最优选的溶媒应为乙醚，考虑到用量

及生产安全，我们优先选择通过安全介质吸附的方法，先大量吸附人参挥发油，再用少量乙

醚洗脱(蒸参露与乙醚比为500-700:1)。在不减少得率的同时得到了符合市场要求的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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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挥发油，为人参挥发油工业化生产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因此，通过本技术

能高效利用人参蒸制加工成红参过程中所产生的副产品蒸参露进行工业化制备人参挥发

油，必将带来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以往人参挥发油制备的不足而提供的一种以鲜人参蒸制加

工成红参过程中所产生的副产品蒸参露为原料，制备人参挥发油的方法。首先利用冷凝设

备收集蒸参露并以活性炭过饱和吸附人参挥发油，再通过少量乙醚洗脱(蒸参露与乙醚比

为500-700:1)，进行人参挥发油的富集制备，以达到变废为宝，降低成本、为“”大健康”产业

服务的目的。

[0006]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一种以鲜人参蒸制加工成红参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蒸参

露为原料，制备人参挥发油的方法。其特征步骤如下：

(1)活性炭吸附人参挥发油：先将鲜人参蒸制加工成红参过程中所产生的“油、水”蒸气

冷却成蒸参露，并经活性炭过饱和吸附；

(2)吸附后的活性炭脱水：沥水后自然阴干或甩干后阴干；

(3)挥发油洗脱：用乙醚洗脱活性炭中人参挥发油；

(4)分离制备：回收乙醚，得到人参挥发油成品。

[0007] 工艺说明：

1.活性炭吸附富集人参挥发油的方法：将蒸参罐上出气管接冷凝装置，冷却“油、水”蒸

气，并将蒸参露导出管插入放有活性炭包的收集桶底部进行反向过饱和吸附，直至收集桶

上端流出蒸参露带有人参挥发油特有香气后停止吸附。

[0008] 2.吸附饱和活性炭脱水方法：沥水后自然阴干或甩干后阴干。

[0009] 3.挥发油洗脱方法：将已过饱和吸附的活性炭装入密闭装置中，用淹没体积的乙

醚低温(15℃～20℃)密闭洗脱，乙醚洗脱时间10min～30min，反复洗脱3～4次。

[0010] 4.人参挥发油分离制备方法：收集洗脱后的油醚混合物，进行减压回收乙醚。温度

控制在25℃～40℃，压力在0.04～0.06Mpa之间。

[0011] 本发明优点：

以鲜人参蒸制加工成红参过程中所产生的“油、水”蒸气冷却成蒸参露并经活性炭过饱

和吸附富集红参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蒸参露为加工原料对象，通过活性炭过饱和吸附

技术，将人参挥发油大量吸附，再通过少量溶媒洗脱分离，大大减少了溶媒使用量，再回收

溶媒，达到分离制备人参挥发油的目的。利用鲜人参蒸制加工成红参过程中所产生的副产

品蒸参露制备人参挥发油，既能减少资源浪费，又能降低生产成本。本发明所得人参挥发油

产品可用于药品、保健食品、食品及化妆品研发、生产。

[0012] 通过GC-MS对同批次不同“处理”的参露进行人参挥发油的化学成分分析的试验结

果证明，通过活性炭吸附的“参露”与直接用乙醚萃取的“参露”，所得成分的数量与相对含

量整体几乎无异，所得挥发油质量并无差别，具体分析结果见实验例4-7。

附图说明：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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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中记载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

讲，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它附图。

[001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工艺流程图。

[0015] 图2为人参挥发油总离子流图(吉林省集安市某人参加工厂)。

[0016] 图3为人参挥发油总离子流图(吉林省靖宇县某人参加工厂)。

[0017] 图4为人参挥发油总离子流图(吉林人参研究院实验室人参加工)。

[0018] 图5为人参挥发油总离子流图(康美新开河人参加工厂果壳活性炭吸附油“蒸参露

批号：20190925”)。

[0019] 图6为人参挥发油总离子流图(康美新开河人参加工厂乙醚直接萃取油“蒸参露批

号：20190925”)。

[0020] 图7为人参挥发油总离子流图(集安吉聚人参加工厂椰壳活性炭吸附油“蒸参露批

号：20190922”)。

[0021] 图8为人参挥发油总离子流图(集安吉聚人参加工厂乙醚直接萃取油“蒸参露批

号：20190922”)。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

明作进一步的详细介绍。

[0023] 实施例1：(吉林省集安市某人参加工厂)

参见图1所示，本发明制备人参挥发油的具体方法如下：

(1)活性炭吸附富集人参挥发油：将蒸参罐上出气管接冷凝装置，冷却“油、水”蒸气，并

将蒸参露导出管插入放有果壳活性炭包的收集桶底部进行反向过饱和吸附，吸附时间为10

小时。

[0024] (2)油饱和活性炭脱水：将活性炭置阴凉处自然阴干12小时。

[0025] (3)挥发油洗脱：将脱水油饱和活性炭装入密封白钢桶中，用淹没体积乙醚洗脱

(17℃～19℃)，乙醚洗脱时间15min，反复洗3次。

[0026] (4)分离制备：收集洗脱后的油醚混合液，进行减压回收乙醚。温度控制在35℃，压

力在0.05MPa。回收净乙醚之后，人参挥发油与活性炭的得率为：1.217％。

[0027] 实施例2：(吉林省靖宇县某人参加工厂)

参见图1所示，本发明制备人参挥发油的具体方法如下：

(1)活性炭吸附富集人参挥发油：将蒸参罐上出气管接冷凝装置，冷却“油、水”蒸气，并

将蒸参露导出管插入放有果壳活性炭包的收集桶底部进行反向过饱和吸附，吸附时间为8

小时。

[0028] (2)油饱和活性炭脱水：将活性炭甩干后置阴凉处自然阴干4小时。

[0029] (3)挥发油洗脱：将脱水油饱和活性炭装入密封白钢桶中，用淹没体积乙醚洗脱

(17℃～19℃)，乙醚洗脱时间20min，反复洗3次。

[0030] (4)分离制备：收集洗脱后的油醚混合液，进行减压回收乙醚。温度控制在35℃，压

力在0.05MPa。回收净乙醚之后，人参挥发油的得率为：1.12％。

[0031] 实施例3：(吉林人参研究院实验室人参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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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图1所示，本发明制备人参挥发油的具体方法如下：

(1)活性炭吸附富集人参挥发油：将蒸参罐上出气管接冷凝装置，冷却“油、水”蒸气，并

将蒸参露导出管插入放有果壳活性炭包的收集桶底部进行反向过饱和吸附，吸附时间为6

小时。

[0032] (2)油饱和活性炭脱水：将活性炭甩干后风干2小时。

[0033] (3)挥发油洗脱：将脱水油饱和活性炭装入密封白钢桶中，用淹没体积乙醚洗脱

(15℃～17℃)，乙醚洗脱时间25min，反复洗3次。

[0034] (4)分离制备：收集洗脱后的油醚混合液，进行减压回收乙醚。温度控制在35℃，压

力在0.05MPa。回收净乙醚之后，人参挥发油的得率为：1.03％。

[0035] 实施例4：(吉林省集安市某人参加工厂)

参见图1所示，本发明制备人参挥发油的具体方法如下：

(1)活性炭吸附富集人参挥发油：将蒸参罐上出气管接冷凝装置，冷却“油、水”蒸气，并

将蒸参露导出管插入放有椰壳活性炭包的收集桶底部进行反向过饱和吸附，吸附时间为12

小时。

[0036] (2)油饱和活性炭脱水：将活性炭甩干后风干2小时。

[0037] (3)挥发油洗脱：将脱水油饱和活性炭装入密封白钢桶中，用淹没体积乙醚洗脱

(16℃～18℃)，乙醚洗脱时间20min，反复洗3次。

[0038] (4)分离制备：收集洗脱后的油醚混合液，进行减压回收乙醚。温度控制在34℃，压

力在0.05MPa。回收净乙醚之后，人参挥发油与活性炭的得率为：1.211％。

[0039] 实施例5：(吉林省靖宇县某人参加工厂)

参见图1所示，本发明制备人参挥发油的具体方法如下：

(1)活性炭吸附富集人参挥发油：将蒸参罐上出气管接冷凝装置，冷却“油、水”蒸气，并

将蒸参露导出管插入放有椰壳活性炭包的收集桶底部进行反向过饱和吸附，吸附时间为10

小时。

[0040] (2)油饱和活性炭脱水：将活性炭甩干后风干2小时。

[0041] (3)挥发油洗脱：将脱水油饱和活性炭装入密封白钢桶中，用淹没体积乙醚洗脱

(16℃～18℃)，乙醚洗脱时间20min，反复洗3次。

[0042] (4)分离制备：收集洗脱后的油醚混合液，进行减压回收乙醚。温度控制在33℃，压

力在0.05MPa。回收净乙醚之后，人参挥发油与活性炭的得率为：1.35％。

[0043] 实施例6：(吉林人参研究院实验室人参加工)

参见图1所示，本发明制备人参挥发油的具体方法如下：

(1)活性炭吸附富集人参挥发油：将蒸参罐上出气管接冷凝装置，冷却“油、水”蒸气，并

将蒸参露导出管插入放有椰壳活性炭包的收集桶底部进行反向过饱和吸附，吸附时间为10

小时。

[0044] (2)油饱和活性炭脱水：将活性炭甩干后风干2小时。

[0045] (3)挥发油洗脱：将脱水油饱和活性炭装入密封白钢桶中，用淹没体积乙醚洗脱

(15℃～17℃)，乙醚洗脱时间20min，反复洗3次。

[0046] (4)分离制备：收集洗脱后的油醚混合液，进行减压回收乙醚。温度控制在34℃，压

力在0.05MPa。回收净乙醚之后，人参挥发油与活性炭的得率为：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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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实验例1：化学成分检测分析(原料来自：吉林省集安市某人参加工厂)

采用GC-MS对人参挥发油中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的具体方法如下：取0.5ml人参挥发

油，精密加入正己烷溶液25ml，振摇，静置分层，吸取正己烷层，过0.22μm有机滤膜，取续滤

液1μL，上机检测，即得。

[0048] GC条件：HP-5MS毛细管色谱柱(30.0m×250.00μm，0.25μm)；载气为He；载气流量

1.0mL/min；程序升温条件：初始温度60℃，保持3.0min，以8℃/min升至280℃，保持10min；

进样口温度260℃；不分流进样；溶剂延迟时间2.00min。

[0049] MS条件：EI离子源；电子能量70eV；质量范围m/z  20～600；MS  Quad：150℃；MS 

Source：230℃；NIST-2008标准质谱库。

[0050] 检测结果见图2：人参挥发油总离子流图，详细成分见表1：人参挥发油成分分析结

果。

[0051] 表1人参挥发油成分分析结果(吉林省集安市某人参加工厂)

说　明　书 5/12 页

7

CN 110684594 A

7



实验例2：化学成分检测分析(原料来自：吉林省靖宇县某人参加工厂)

采用GC-MS对人参挥发油中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的具体方法如下：取0.5ml人参挥发

油，精密加入正己烷溶液25ml，振摇，静置分层，吸取正己烷层，过0.22μm有机滤膜，取续滤

液1μL，上机检测，即得。

[0052] GC条件：HP-5MS毛细管色谱柱(30.0m×250.00μm，0.25μm)；载气为He；载气流量

1.0mL/min；程序升温条件：初始温度60℃，保持3.0min，以8℃/min升至280℃，保持10min；

进样口温度260℃；不分流进样；溶剂延迟时间2.00min。

[0053] MS条件：EI离子源；电子能量70eV；质量范围m/z  20～600；MS  Quad：150℃；

MSSource：230℃；NIST-2008标准质谱库。

[0054] 检测结果见图3：人参挥发油总离子流图，详细成分见表2：人参挥发油成分分析结

果。

[0055] 表2人参挥发油成分分析结果(吉林省靖宇县某人参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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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例3：化学成分检测分析(原料来自：吉林人参研究院实验室人参加工)

采用GC-MS对人参挥发油中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的具体方法如下：取0.5ml人参挥发

油，精密加入正己烷溶液25ml，振摇，静置分层，吸取正己烷层，过0.22μm有机滤膜，取续滤

液1μL，上机检测，即得。

[0056] GC条件：HP-5MS毛细管色谱柱(30.0m×250.00μm，0.25μm)；载气为He；载气流量

1.0mL/min；程序升温条件：初始温度60℃，保持3.0min，以8℃/min升至280℃，保持10min；

进样口温度260℃；不分流进样；溶剂延迟时间2.00min。

[0057] MS条件：EI离子源；电子能量70eV；质量范围m/z  20～600；MS  Quad：150℃；

MSSource：230℃；NIST-2008标准质谱库。

[0058] 检测结果见图4：人参挥发油总离子流图，详细成分见表3：人参挥发油成分分析结

果。

[0059] 表3人参挥发油成分分析结果(吉林人参研究院实验室人参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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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例4：化学成分检测分析(原料来自：康美新开河人参加工厂果壳活性炭吸附油“蒸

参露批号：20190925”)

采用GC-MS对人参挥发油中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的具体方法如下：取0.5ml人参挥发

油，精密加入正己烷溶液25ml，振摇，静置分层，吸取正己烷层，过0.22μm有机滤膜，取续滤

液1μL，上机检测，即得。

[0060] GC条件：HP-5MS毛细管色谱柱(30.0m×250.00μm，0.25μm)；载气为He；载气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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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L/min；程序升温条件：初始温度60℃，保持3.0min，以8℃/min升至280℃，保持10min；

进样口温度260℃；不分流进样；溶剂延迟时间2.00min。

[0061] MS条件：EI离子源；电子能量70eV；质量范围m/z  20～600；MS  Quad：150℃；

MSSource：230℃；NIST-2008标准质谱库。

[0062] 检测结果见图5：人参挥发油总离子流图，详细成分见表4：人参挥发油成分分析结

果。

[0063] 表4人参挥发油成分分析结果(康美新开河人参加工厂果壳活性炭吸附油“蒸参露

批号：20190925”)

实验例5：化学成分检测分析(原料来自：康美新开河人参加工厂乙醚直接萃取油“蒸参

露批号：20190925”)

采用GC-MS对人参挥发油中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的具体方法如下：取0.5ml人参挥发

油，精密加入正己烷溶液25ml，振摇，静置分层，吸取正己烷层，过0.22μm有机滤膜，取续滤

液1μL，上机检测，即得。

[0064] GC条件：HP-5MS毛细管色谱柱(30.0m×250.00μm，0.25μm)；载气为He；载气流量

1.0mL/min；程序升温条件：初始温度60℃，保持3.0min，以8℃/min升至280℃，保持10min；

进样口温度260℃；不分流进样；溶剂延迟时间2.00min。

[0065] MS条件：EI离子源；电子能量70eV；质量范围m/z  20～600；MS  Quad：150℃；

MSSource：230℃；NIST-2008标准质谱库。

[0066] 检测结果见图6：人参挥发油总离子流图，详细成分见表5：人参挥发油成分分析结

果。

[0067] 表5人参挥发油成分分析结果(康美新开河人参加工厂乙醚直接萃取油“蒸参露批

号：2019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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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例6：化学成分检测分析(原料来自：集安吉聚人参加工厂椰壳活性炭吸附油“蒸参

露批号：20190922”)

采用GC-MS对人参挥发油中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的具体方法如下：取0.5ml人参挥发

油，精密加入正己烷溶液25ml，振摇，静置分层，吸取正己烷层，过0.22μm有机滤膜，取续滤

液1μL，上机检测，即得。

[0068] GC条件：HP-5MS毛细管色谱柱(30.0m×250.00μm，0.25μm)；载气为He；载气流量

1.0mL/min；程序升温条件：初始温度60℃，保持3.0min，以8℃/min升至280℃，保持10min；

进样口温度260℃；不分流进样；溶剂延迟时间2.00min。

[0069] MS条件：EI离子源；电子能量70eV；质量范围m/z  20～600；MS  Quad：150℃；

MSSource：230℃；NIST-2008标准质谱库。

[0070] 检测结果见图7：人参挥发油总离子流图，详细成分见表6：人参挥发油成分分析结

果。

[0071] 表6人参挥发油成分分析结果(集安吉聚人参加工厂椰壳活性炭吸附油“蒸参露批

号：2019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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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例7：化学成分检测分析(原料来自：集安吉聚人参加工厂乙醚直接萃取油“蒸参露

批号：20190922”)

采用GC-MS对人参挥发油中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的具体方法如下：取0.5ml人参挥发

油，精密加入正己烷溶液25ml，振摇，静置分层，吸取正己烷层，过0.22μm有机滤膜，取续滤

液1μL，上机检测，即得。

[0072] GC条件：HP-5MS毛细管色谱柱(30.0m×250.00μm，0.25μm)；载气为He；载气流量

1.0mL/min；程序升温条件：初始温度60℃，保持3.0min，以8℃/min升至280℃，保持10min；

进样口温度260℃；不分流进样；溶剂延迟时间2.00min。

[0073] MS条件：EI离子源；电子能量70eV；质量范围m/z  20～600；MS  Quad：150℃；

MSSource：230℃；NIST-2008标准质谱库。

[0074] 检测结果见图8：人参挥发油总离子流图，详细成分见表7：人参挥发油成分分析结

果。

[0075] 表7人参挥发油成分分析结果(集安吉聚人参加工厂乙醚直接萃取油“蒸参露批

号：2019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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