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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脂法吸附提取狭叶熏衣草色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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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狭叶薰衣草作为原料，用树脂吸附提取薰衣草色素．结果表明：ＨＰＤ－４５０树脂对薰衣草色素的吸附效果
最好，用体积分数为６５％乙醇作洗脱剂，可得优质天然红色素；且ＨＰＤ－４５０树脂稳定性良好，使用８次后，其吸
附能力无明显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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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素大体分为两类：１）人工合成色素．大部分
属偶氮类化合物，有一定的毒副作用；２）天然可食
用色素．虽在食品中所占比例很小，但它在产品中的
作用是不可比拟的［１］．薰衣草（Ｌａｖａｎｄｕｌａ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Ｍｉｌｌ）为唇形科（Ｌａｂｉａｔａｅ）薰衣草属（Ｌａｖａｎｄｕｌａ）植
物，草本或半灌木，具有强烈芳香气味［２］，主要分为：

狭叶薰衣草、宽叶薰衣草、齿叶薰衣草和法国薰衣草

等［３］．薰衣草资源丰富，具有营养和药理兼备特性，
其药用功效主要有镇静、抗沮丧、止痛、抗菌、抗痉

挛、消炎、促进伤口愈合结疤、抗癌、增进细胞活动

等，在食品、化妆品、医药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应用潜

力和发展前景［４－５］．目前对薰衣草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挥发油方面，色素提取研究较少，本文以狭叶薰衣

草（Ｌａｖａｎｄｕｌａ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为原料，对其色素的树脂
吸附提取工艺［６－１０］进行探索，希望能为其开发利用

提供可行方案．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及试剂
花季采摘狭叶薰衣草（９月份，昆明滨江俊园）．
树脂：ＨＰＤ－８００，ＨＰＤ－４５０，ＨＰＤ－４００，

ＨＰＤ－３００，ＨＰＤ－１３０（河北沧州宝恩化工有限公
司）；ＮＫＡ－９，ＮＫＡ－１２，Ｄ－１０１－Ａ（南开大学化工
厂）；ＺＴＣ－１（天津正天成澄清技术有限公司）．

试剂：盐酸、甲醇、乙醇、丙酮、乙酸乙酯、石油

醚均为分析纯．

１２　仪器
旋转蒸馏仪，ＵＶ－９１００分光光度计、酸度计．

１３　薰衣草色素的提取工艺
称取２５０ｇ新鲜的狭叶熏衣草花于１０００ｍＬ

容量瓶里，加入ｐＨ＝１的盐酸２００ｍＬ浸泡１２ｈ，过
滤，用ＨＰＤ－４００树脂静置吸附２４ｈ，再用体积分数
为６５％乙醇洗脱色素，经过减压蒸馏，干燥，得到薰
衣草色素．
１４　工艺流程

工艺流程见图１．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提取熏衣草色素溶剂ｐＨ值的选择
取２个１０００ｍＬ的容量瓶，各加入２００ｍＬ，ｐＨ

分别为１０和２０的 ＨＣｌ，分别称取２５０ｇ新鲜的
狭叶熏衣草花放入容量瓶里，浸泡１２ｈ，过滤备用．
用ＵＶ－９１００分光光度计，以相应质量浓度的盐酸
溶液为空白，在４００ｎｍ到８００ｎｍ波长范围内分别
对薰衣草色素溶液进行扫描，测定色素的吸光度并



确定其最大吸收波长，结果见表１和图２．

表１　ｐＨ＝１和ｐＨ＝２的狭叶薰衣草色素溶液的吸光度

波长／ｎｍ Ａ（ｐＨ＝１） Ａ（ｐＨ＝２）
５４０ ０６０６４ ０１７１６
５３６ ０６７７６ ０１９２８
５３１ ０７４６２ ０２１４５
５２６ ０７８８８ ０２２７７
５２１ ０８１１２ ０２３１９
５１５ ０７９７８ ０２２７９
５１０ ０７７４４ ０２１９５
５０５ ０７４２２ ０２０８０
５００ ０６９０４ ０１９２６
４９５ ０６３１３ ０１７５５
４９０ ０５６６４ ０１５７９
４８５ ０５００２ ０１３７７
４８０ ０４４０７ ０１１９８

由以上结果可知：狭叶薰衣草色素的最大吸光

度为５２１ｎｍ．而且ｐＨ＝１的薰衣草色素溶液的吸收
峰要比ｐＨ＝２的高，因此以下的试验均选用 ｐＨ＝１
盐酸溶液作为提取液，检测波长为５２１ｎｍ．
２２　不同树脂对薰衣草色素的吸附研究

分别称取不同型号，已活化的湿树脂５０ｇ于
５０ｍＬ锥形瓶中，各自加入３０ｍＬ薰衣草色素溶液，用
纸封住，室温静置２４ｈ吸附．取上清液，以ｐＨ＝１的
盐酸溶液为空白，在５２１ｎｍ处测量各自树脂吸附前
后的吸光度Ａ值，记录数据，并计算出各种树脂对薰
衣草色素的吸附率，吸附率 ＝［（Ａ前 －Ａ后）／Ａ前］×
１００％，见表２．

表２　不同树脂对狭叶薰衣草色素的吸附

树脂名称 Ａ前 Ａ后 吸附率／％
ＨＰＤ－８００ ０８１１２ ０１０７０ ８６８１
ＨＰＤ－４５０ ０８１１２ ００５００ ９３８４
ＨＰＤ－４００ ０８１１２ ０１９００ ７６５８
ＨＰＤ－３００ ０８１１２ ０１３００ ８３９７
ＨＰＤ－１３０ ０８１１２ ０１７００ ７９０４
ＺＴＣ－１ ０８１１２ ０１４００ ８２７４
ＮＫＡ－１２ ０８１１２ ００８００ ９０１４
ＮＫＡ－９ ０８１１２ ０４２００ ４８２２
Ｄ－１０１－Ａ ０８１１２ ０１６００ ８０２８

　　由表２可知，在９种树脂中 ＨＰＤ－４５０树脂对
薰衣草色素的吸附性能最好，其吸附率达到

９３８４％，因此以下试验均选用ＨＰＤ－４５０的树脂．
２３　不同洗脱剂对薰衣草色素洗脱效果研究

分别称取 ３０ｇ已吸附了薰衣草色素的树脂
（ＨＰＤ－４５０）于５个小烧杯中，分别加入体积分数
为７５％的甲醇、７５％的乙醇、石油醚、乙酸乙酯、丙
酮各３０ｍＬ，用纸封口，在室温下静置１，３ｈ后，取上
清液，以 ｐＨ＝１的盐酸溶液为空白，分别测定
５２１ｎｍ处的吸光度，结果见表３．

表３　不同洗脱剂对薰衣草色素的洗脱

洗脱剂 Ａ（１ｈ） Ａ（３ｈ）
７５％的甲醇 ０１４２ ０１８２
７５％的乙醇 ０３０５ ０５００
石油醚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５
乙酸乙酯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０
丙酮 ０３００ ０３２０

由表３可知，在这５种洗脱剂中，体积分数为
７５％的乙醇对薰衣草色素的洗脱效果是最好的，其
次是丙酮，然后才是体积分数为７５％的甲醇，石油
醚和乙酸乙酯的洗脱效果最差．由于丙酮挥发性较
强，且属于易制毒化学品，甲醇毒性也较强．从安全
角度考虑，选择乙醇作为洗脱剂．
２４　乙醇与薰衣草色素洗脱关系研究

分别取 ３０ｇ已吸附薰衣草色素的树脂
（ＨＰＤ－４５０）于８个小烧杯中，分别加入体积分数
为９５％，９０％，８５％，８０％，７５％，７０％，６５％，６０％的
乙醇３０ｍＬ，在室温下静置３，６ｈ后以ｐＨ＝１的盐酸
溶液为空白，取上清液，分别测定在５２１ｎｍ处的吸
光度，结果见表４．

表４　不同体积分数的乙醇对薰衣草色素的洗脱

乙醇／％ Ａ（３ｈ） Ａ（６ｈ）
６０ ０４２０ ０５１０
６５ ０４２２ ０６１０
７０ ０２７０ ０４８７
７５ ０２７３ ０５０２
８０ ０２８０ ０５２０
８５ ０２８８ ０５６４
９０ ０２９９ ０６１９
９５ ０４４０ ０６４６

由图３可知，在选择的乙醇体积分数范围内，薰
衣草吸光度分为２个阶段，第１个阶段出现在体积
分数为６０％到７０％之间，吸光度出现最大值０６１０，
因此体积分数为６５％的洗脱效果最好；第２个阶段
出现在体积分数为７０％到９５％之间，在此范围内，
随着乙醇体积分数的增加，溶液吸光度越来越高，洗

脱的效果也越好．因此，综合洗脱效果和经济成本，
选择体积分数为６５％乙醇作为洗脱剂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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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树脂重复使用性能研究
准确称取１００ｇ已经活化的湿树脂（ＨＰＤ－４５０）

放在烧杯中，再加入薰衣草色素溶液 ５０ｍＬ，静置
吸附约１０ｍｉｎ，吸附完毕后，取上清液，以 ｐＨ＝１
的盐酸溶液为空白，测溶液的吸光度 Ａ，计算吸附
率．用体积分数为６５％的乙醇溶液及蒸馏水将树
脂洗净（Ｖ（乙醇）∶Ｖ（蒸馏水）＝１∶３），再用薰衣
草色素吸附，如此重复试验 ８次，计算每 １次树
脂使用后的吸附率，考察树脂重复使用的性能，

见表５．
从表５可见，树脂循环使用８次后，薰衣草色素

溶液的吸光度变化不大，并且树脂的吸附率都高，因

此树脂可以重复使用．

表５　重复使用对树脂的稳定性影响

次数／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Ａ前 ０８１１２ ０８１１２ ０８１１２ ０８１１２ ０８１１２ ０８１１２ ０８１１２ ０８１１２

Ａ后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２４１ ００３３１ ００３６１ ００３７２ ００３９６ ００４３５ ００４７６

吸附率／％ ９７７５ ９７０３ ９５９２ ９５５５ ９５０４ ９５１２ ９４６４ ９４１３

３　结论

以树脂吸附法提取薰衣草色素，首先对多种树

脂进行筛选，确定 ＨＰＤ－４５０为吸附性能较好的树
脂；其次又对洗脱剂的种类及洗脱剂的体积分数进

行筛选和优化，确定较好的洗脱剂为乙醇，其体积分

数以６５％的为宜；此后，又对树脂的重复使用性能
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该树脂可以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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