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獾子油 猪油 蛇油脂肪酸成分的分析比较

王宇萌，朱琳，闻晓鑫，窦德强!

（辽宁中医药大学，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６００）

［摘要］　目的：分析比较獾子油、猪油及蛇油中脂肪酸成分。方法：以氢氧化钾／甲醇碱催化法对样品进行甲
酯化衍生化预处理，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ＧＣＭＳ），对獾子油、猪油及蛇油中的脂肪酸组成进行测定，用
离子流色谱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各脂肪酸成分的相对含量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獾子油、猪油和蛇油中游离脂肪

酸成分及含量均存在差别，獾子油中共检测出１１种脂肪酸，高于猪油９种和蛇油１０种，且獾子油中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６６９４６％）也高于猪油（５７０１２％）和蛇油（６１１４２％）。结论：獾子油、猪油和蛇油脂肪酸成分存在显著差别，
研究为獾子油的开发和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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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獾为兽纲目鼬科狗獾属半冬眠动物［１２］，狗

獾油又名獾子油，传统医学主要用于治疗烫伤，具

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补中益气、润肤生肌之功

效［３］。主治中气不足、胃溃疡、痔疮、烧烫伤、

冻伤、皮肤皲裂、肢体酸痛及无名肿痛等症［４］。

《本草纲目》中记载其还能治疗子宫脱垂、咳血、

疥癣、白秃和小儿疳疮等症，且效果良好。目前国

内外对獾子油化学成分研究较少，朱琳等［５］采用

ＨＰＬＣＥＬＳＤ法测定獾子油化学成分，分离得到三
油酸甘油酯和１亚油酸２，３二油酸甘油酯；施银
等［６］对狗獾油中脂肪酸组成进行了研究，发现狗

獾油脂肪酸主要为不饱和脂肪酸。然而目前对獾子

油与其他动物油成分差异研究未见相关报道。本研

究选取猪油以及具有较好营养价值的蛇油、獾子油

为对象，参照文献［７１１］，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

术，对３种动物油中脂肪酸成分进行分析，对比３
种动物油脂脂肪酸成分的差别，以期为獾子油的开

发提供依据。

１　仪器与试药

１１仪器

Ａｇｉｌｅｎｔ５９７５／７８９０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美国安
捷伦公司）；ＨＨＳ型恒温水浴锅（巩义市予华仪器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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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试药

猪油（批号：２０１３０３１０）为市售猪肥肉加热熬炼，
过滤去渣而得；蛇油（批号：２０１２０４１０）为蛇脂肪加
热熬炼，过滤去渣而得。

甲醇（色谱纯，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有限公

司）；正己烷（分析纯，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有限公

司）；三氟化硼乙醚（化学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批号：２０１２１２０７）；氯化钠（分析纯，天津
市津北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氢氧化钾（分析纯，天

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厂）；无水硫酸钠（分析纯，天

津市津北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水（高纯水，本实验

室自制），甲酸（分析纯，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有限

公司，批号：２０１２０７０４）；乙醚（分析纯，天津市大
茂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盐酸（分析纯，天津市大茂

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批号：２０１２１００４）；油酸、棕榈
油酸对照品（本实验室分离得到，纯度大于９９％）。

２　方法

２１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条件

２１１ＧＣ条件　色谱柱：ＤＢ５ＭＳ（３０ｍ×０２５ｍｍ，
０２５μｍ）；程序升温：初温５０℃，保持２ｍｉｎ，以
１０℃·ｍｉｎ－１上升至３００℃保持３０ｍｉｎ；进样口温度
３２０℃；进样量：１μＬ；不分流；流速：１０ｍＬ·
ｍｉｎ－１；载气：高纯氦气。
２１２ＭＳ条件　电离方式 ＥＩ；电子能量７０ｅＶ；传
输线温度：２６０℃；离子源温度 ２３０℃；ＥＭＶ：
１４００Ｖ。

２２样品溶液制备

称取獾子油００９６４ｇ、猪油 ０１１７４ｇ、蛇油
００９０４ｇ，分别置于５０ｍＬ圆底烧瓶中，分别加入
２ｍＬ０５ｍｏｌ·Ｌ－１的氢氧化钾甲醇溶液，置７５℃水
浴中加热回流３０ｍｉｎ，至小油滴完全消失，分别加
３ｍＬ１５％的三氟化硼乙醚甲醇（３ｍＬ三氟化硼乙醚
与１７ｍＬ甲醇混合均匀配制而成）溶液，混匀，置
７５℃水浴中加热回流３０ｍｉｎ，分别从冷凝器顶部加
入３ｍＬ正己烷继续加热回流３ｍｉｎ，取出放冷，分
别加入饱和ＮａＣｌ溶液，振摇分层，取上清液，无水
硫酸钠干燥，取上清液备用（甲酯化的獾子油、猪

油、蛇油）。

３　结果

对甲酯化的獾子油、猪油和蛇油分别进行 ＧＣ

ＭＳ分析，由于甲酯化的獾子油和猪油 ＧＣＭＳ总离
子流图中含量小的化合物色谱峰不明显，故对甲酯

化的獾子油和猪油的 ＧＣＭＳ图谱放大观察，如
图１、２所示，以便观察含量小的化合物的色谱峰。
甲酯化的蛇油 ＧＣＭＳ总离子流图（见图３），含量小
的化合物色谱峰较清晰可见，故没有对甲酯化的蛇

油ＧＣＭＳ总离子流图做放大处理。图中各色谱峰的
定性工作由计算机检索完成，检索的匹配度很高，

在９００以上。采用ＮＩＳＴ０５标准谱库进行检索，同时
通过面积归一法从总离子流图中计算各成分的相对

百分含量，结果见表１。

图１　獾子油脂肪酸成分ＧＣＭＳ总离子流图放大图

图２　猪油脂肪酸成分ＧＣＭＳ总离子流图放大图

图３　蛇油脂肪酸成分ＧＣＭＳ总离子流图

·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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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獾子油、猪油和蛇油脂肪酸组成分析结果

名称 分子式 ｔＲ／ｍｉｎ
质量分数（％）

獾子油 猪油 蛇油

月桂酸 ｌａｕｒｉｃａｃｉｄ Ｃ１２Ｈ２４Ｏ２ １２７５ ０４５７ — １０９１

肉豆蔻酸 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ｃｉｄ Ｃ１４Ｈ２８Ｏ２ １５０４ ３３７５ １４３９ ２６９８

棕榈油酸 Ｐａｌｍｉｔｏｌｅｉｃａｃｉｄ Ｃ１６Ｈ３０Ｏ２ １６９３ ６４６５ ２０９１ ４９２８

１１十六碳烯酸 １１Ｈｅｘａｄｅｃｅｎｏｉｃａｃｉｄ Ｃ１６Ｈ３０Ｏ２ １７０３ ０５４２ — ０１２８

棕榈酸 Ｐａｌｍｉｔｉｃａｃｉｄ Ｃ１６Ｈ３２Ｏ２ １７１３ １９７３３ ２７９１７ ２５８５８

亚油酸 Ｌｉｎｏｌｅｉｃａｃｉｄ Ｃ１８Ｈ３２Ｏ２ １８７７ １１６８９ １１１３１ １３４４６

十七烷酸 Ｈｅｐｔａｄｅｃ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 Ｃ１７Ｈ３４Ｏ２ １８１１ ０４４４ ０２３６ —

油酸 Ｏｌｅｉｃａｃｉｄ Ｃ１８Ｈ３４Ｏ２ １８８２ ４７７７３ ４２９０２ ４１７３６

硬脂酸 ｓｔｅａｒｉｃａｃｉｄ Ｃ１８Ｈ３６Ｏ２ １９０３ ６９３４ １３１１７ ７３８６

花生二烯酸８，１１Ｅｉｃｏｓａｄｉｅｎｏｉｃａｃｉｄ Ｃ２０Ｈ３６Ｏ２ ２０５６ ０１９６ ０３０２ ０３０７

花生一烯酸８Ｅｉｃｏｓｅｎｏｉｃａｃｉｄ Ｃ２０Ｈ３８Ｏ２ ２０５９ ０２８１ ０５８６ ０５９７

　　由表１可知，獾子油、猪油和蛇油中游离脂肪
酸成分及含量均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獾子油中含

有的饱和脂肪酸成分有月桂酸、肉豆蔻酸、棕榈酸、

十七烷酸和硬脂酸；不饱和脂肪酸成分有棕榈油酸、

１１十六碳稀酸、亚油酸、油酸、花生二烯酸和花
生一烯酸。獾子油中的不饱和脂肪酸质量分数最

高，为６６９４６％。猪油中不饱和脂肪酸质量分数为
５７０１２％，蛇 油 中 不 饱 和 脂 肪 酸 质 量 分 数 为
６１１４２％。且獾子油中含有奇数碳脂肪酸十七烷酸，
其含量为０４４４％。其中獾子油比猪油多出月桂酸、
１１十六碳烯酸两种成分，比蛇油多出一种十七烷酸
成分；并且肉豆蔻酸、棕榈油酸、１１十六碳烯酸、
十七烷酸、油酸含量均高于蛇油和猪油。

４　讨论

狗獾脂肪组织主要用来制备狗獾油，已有研究

表明其具有与人类脂肪组织相似的脂肪酸组成。前

期对獾子油化学成分虽有一定研究，同时研究表明

獾子油可能替代猪油成为新的食用动物油［５６］，本文

选取猪油和营养价值较高的蛇油作为对象，与獾子

油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獾子油中含有较多的不饱和脂

肪酸，其含量为６６９４６％，其中单不饱和脂肪酸油
酸的含量最高，相对含量为４７７７３％，均高于猪油
和蛇油。且可以看出脂肪酸组成中，以油酸的含量

最高，研究表明，油酸可引起胃壁黏液及游离黏液

分泌量的明显增加，从而具有保护胃黏膜损伤的作

用［１２］。目前，高纯油酸倍受青睐，可以用作药物吸

收促进剂，对难吸收的抗菌物质、抗癌剂等药品有

显著的促进吸收效果，可以用作稳定性和安全性高

的医药基剂或辅助剂［１３］。

獾子油中除含有多不饱和脂肪酸外，还含有一

定量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以人体不可缺少的必需脂

肪酸亚油酸为主。它可以降低血中胆固醇和甘油三

酯，调节心脏功能，降低血液黏稠度，改善血液微

循环，提高脑细胞的活性，增强记忆力和思维能力，

增强人体防御系统的功能等［１４］。因其广泛的医用药

用价值，目前受到高度重视。此外，獾子油中还含

有一定量饱和脂肪酸，研究表明，饱和脂肪酸是心

脏优先使用的脂肪酸［１５］，与心脏搏动有着密切关

系，还可以从调节脂质代谢、减少氧化应激、减少

炎症及纤维化等多方面对酒精性肝病（９ＫＥ）进行防
治［１６］。獾子油中还含奇数碳脂肪酸十七烷酸

０４４４％，该成分在蛇油中未发现，目前天然油脂中
奇数碳脂肪酸极少［１０］，其应用多来自于一些临床的

抗癌实验报道［１１］，因此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獾子油除了具有药用价值外，还有较高的营养

价值，可为食用及食疗开发新的途径。本研究首次

对獾子油、猪油和蛇油脂肪酸组成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发现三者脂肪酸成分种类及含量存在一定的差

异，为獾子油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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