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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玫瑰花具有重要的观赏和药用价值ꎬ主要的化学成分有玫瑰精油、黄酮类、多糖类和酚酸类等ꎬ具有心肌保

护、抗氧化、抑菌、抗肿瘤、抗病毒、镇静催眠作用、调节血脂和降血糖等生物活性. 玫瑰精油是高级香水、香料和化

妆品不可取代的原料ꎬ其提取工艺是工业研究的重点. 对玫瑰花中的化学成分和生物活性进行了综述ꎬ并重点总结

了玫瑰精油的提取工艺、成分和生物活性ꎬ 为玫瑰花ꎬ特别是玫瑰精油的研究和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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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花是多种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蔷薇属(Ｒｏｓａ
Ｌ.)植物的通称. 玫瑰原产中国ꎬ有两千余年的种植

历史ꎬ是中国的传统名花[１]ꎬ在全国各地均有种植.
玫瑰花除有观赏价值外ꎬ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ꎬ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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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常用中药ꎬ最早记载于«食物本草» [２] . 玫瑰花具

有甘、微苦、无毒、行气解郁和活血散淤的功效ꎬ在临

床上主治胸闷、肝胃气痛、食少呕恶、滋养肠胃、促进

血液循环、胃部胀痛以及抑菌消炎等病症[３] . 玫瑰

精油具有特殊的活性和香味ꎬ是高级香水、香料和化

妆品中重要原料之一ꎬ是世界香料工业不可取代的

原料[４] . 玫瑰花可制作玫瑰花茶ꎬ并可制作各种茶

点ꎬ如玫瑰糖、玫瑰糕、玫瑰茶、玫瑰酒ꎬ具有较大的

开发潜力和应用价值[５] . 本文对玫瑰花提取工艺、
化学成分及其生物活性等方面进行了综述ꎬ为玫瑰

花的进一步研究开发提供参考.

１　 玫瑰精油提取工艺、检测仪器及检

测方法

玫瑰精油是玫瑰花的精华ꎬ被称为 “液体黄

金”ꎬ含有 ３００ 多种化学物质ꎬ是世界名贵的高级浓

缩香精ꎬ其价值是黄金的几倍到十几倍. 玫瑰精油

可活化男性荷尔蒙及精子ꎬ可舒缓女性痛经ꎬ治疗妇

科病、心脑血管病、跌打损伤. 还可平抚情绪、提振

心情、舒缓神经紧张和压力的功能ꎬ具有强大的美容

和健康功能[５] . 玫瑰精油的传统提取方法有机械压

榨、水蒸气蒸馏和溶剂萃取法. 近年来发展了超临

界 ＣＯ２萃取法、酶解法辅助水蒸汽蒸馏法和分子蒸

馏等.
１. １　 机械压榨法

机械压榨法是传统提取精油的方法ꎬ技术、设备

简单ꎬ成本低ꎬ但精油提取量较少且纯度低ꎬ目前基

本不再使用[５] .
１. ２　 水蒸气蒸馏法

高莹等[６] 采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云南的墨红

玫瑰精油ꎬ运用正交试验对提取工艺优化ꎬ得出最佳

工艺为 Ａ３Ｂ４Ｃ３ꎬ即投料率为 ７５％的条件下ꎬ花液比

１ ∶ ４ꎬ蒸馏时间 ４ ｈꎬＮａＣｌ 的质量分数为 ７.５％ꎬ精油

得率为 ０.１４０％. 该试验精油得率比文献报道高ꎬ分
析为含水量较大.

徐晓俞等[７] 采用水蒸气、盐渍－水蒸气和复蒸

蒸馏 ３ 种方法提取大马士革玫瑰精油ꎬ其中水蒸气

蒸馏在蒸馏时间 ２ ｈ、速度 ３ Ｌ / ｈ、料液比 １ ∶ ４ 的条

件下ꎬ经油水分离器分离ꎬ精油得率为 ０.０２１％. 盐

渍－水蒸气蒸馏法为配制 ５％的 ＮａＣｌ 水溶液ꎬ按上

述条件进行蒸馏ꎬ精油得率为 ０.０２８％. 复蒸蒸馏法

是先按水蒸气蒸馏法进行首次提取ꎬ将蒸馏后的饱

和花水用作下一批次的提取溶液ꎬ按上述条件进行

蒸馏ꎬ精油得率为 ０.０３１％. 结果表明复蒸蒸馏法所

得玫瑰精油品质和精油得率最好.
侯颖辉等[８] 利用水蒸气法蒸馏提取ꎬ气相色

谱－质谱(ＧＣ－ＭＳ)联用技术检测贵州贵阳地区栽培

的紫枝、大马士革、平阴和白玫瑰 ４ 个食用玫瑰品种

的精油. 分别称取玫瑰花 ５００ ｇꎬ加水 １ Ｌꎬ加热 ３ ｈꎬ
加入无水硫酸钠干燥后取 ５０ μＬ 精油溶于 ９５０ μＬ
正己烷中ꎬ混匀. 使用 Ａｇｉｌｅｎｔ ７８９０Ａ 型气质联用仪

(ＧＣ－ＭＳ)ꎬＨＰ－５ＭＳ 型色谱柱(３０ ｍ × ０.２５ ｍｍ ×
０.２５ μｍ)分析样品成分ꎬ通过检索 ＮＩＳＴ１１ 化学工

作站标准质谱图库ꎬ使用 ＭＳ 软件进行谱库搜索ꎬ鉴
定精油成分的结构ꎬ采用面积归一法确定精油成分

含量. 分别检测到紫枝、大马士革、平阴和白玫瑰的

香气成分有 １９、２２、１０ 和 ２６ 种ꎬ占总香气成分的

９９.４８％、９８.００％、９４.００％和 １００.００％. 紫枝、大马士

革和白玫瑰精油以醇类物质为主ꎬ质量分数分别为

７６.５３％、６７.５８％ 和 ３８.５７％ꎬ平阴玫瑰精油以醛类

(主要是香茅醛)为主ꎬ占总成分的 ５５.８７％. 大马士

革和白玫瑰的精油组分更接近国际上对于玫瑰香型

的要求.
杨正青等[９] 采用盐渍－水蒸气蒸馏法提取玫瑰

中的挥发油. 提取溶液为 １０％的 ＮａＣｌ 水溶液ꎬ馏出

液流速 ４０~５０ ℃ꎬ蒸馏时间 ４ ｈꎬ冷凝液经挥发油提

取器分为油层和玫瑰露ꎬ玫瑰露返回蒸馏烧瓶复蒸.
按同样条件进行蒸馏得玫瑰精油. 玫瑰鲜花 ２ ｋｇ 提

取获得玫瑰精油 ０.５ ｇꎬ得率为 ０.０２５％.
１. ３　 溶剂萃取法

毛佩芝等[１０]分别采用蒸馏萃取同步法、溶剂萃

取分离法、二次蒸馏法得到玫瑰干花精油ꎬ探讨所得

玫瑰干花精油化学成分的变化. 提取工艺:料液比

为 １ ∶ ８ꎬ提取溶液为 ５％ ＮａＣｌ 水溶液ꎬ蒸馏时间为

３ ｈꎬ使用 ＧＣ－ＭＳ 定性分析其化学成分. ３ 种工艺提

取玫瑰干花精油的得率分别为 ０.０６６％、０.０５４％和

０.０６２％. 使用 Ａｇｉｌｅｎｔ ６８９０ / ５９７５ 型气质联用仪ꎬ
ＤＢ－５弹性石英毛细管色谱柱 ( ３０ ｍ × ０. ２５ ｍｍ ×
０.２５ μｍ)分析样品成分ꎬ蒸馏萃取同步法和二次蒸

馏法各鉴定出 ２２ 种化合物ꎬ溶剂萃取分离法鉴定出

５ 种化合物ꎬ三者的化学成分中既有共同组分ꎬ也存

在一定的差异性.
李倩茹等[１１]分别采用石油醚、乙醚、二氯甲烷、

丙酮等单一溶剂或两相混合溶剂提取大马士革玫瑰

精油ꎬ采用“红外宏观指纹谱图鉴定法”ꎬ使用 ＩＳ５ 型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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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立叶红外变换光谱仪对所得玫瑰精油及玫瑰残渣

进行成分分析ꎬ发现玫瑰精油中含有萜烯类、烷烃、
醇类、醚类、醛类和酯类等成分ꎬ且混合溶剂的精油

得率高于单一溶剂ꎬ而玫瑰残渣中仍残留大量精油ꎬ
所以应对玫瑰残渣进行多次提取.
１. ４　 超临界 ＣＯ２萃取法

杨杰南等[１２]采用不同方法(亚临界丁烷、超临

界 ＣＯ２、有机溶剂乙醇等 ６ 种方法)提取玫瑰油ꎬ使
用气相色谱－质谱(ＧＣ－ＭＳ)联用技术进行化学成分

分析ꎬ利用 ７８９０ ＧＣ－８９７５ ＭＳ 气质联用仪ꎬＤＢ－５ＭＳ
毛细管柱(３０ ｍ × ０.２５ ｍｍ × ０.２５ μｍ)ꎬ共检测出

８５ 种化学成分ꎬ其中超临界 ＣＯ２提取的玫瑰油的挥

发性物质含量最高ꎬ占 ９４.２８％ꎬ其他提取方法所得

挥发性物质含量均较低. 在几种提取方法中均检测

到棕榈酸、苯乙醇和丁香酚ꎬ但在不同提取方法中其

含量差异较大. 通过成分比较ꎬ对形成玫瑰特征香

气贡献较大的成分可能是丁香酚、正二十一烷、甲基

丁香酚、正二十三烷、植醇和草酸－十二烷基－２－苯
乙基酯等.

张娜[１３] 介绍了通过超临界 ＣＯ２萃取法提取玫

瑰精油ꎬ精油得率达到 ５.２２５ ７％. 同时还介绍了采

用超临界 ＣＯ２流体萃取法提取玫瑰精油ꎬ确定最佳

提取工艺参数:玫瑰花粉碎至 ４２５ μｍꎬＣＯ２ 流量

１５ Ｌ / ｈꎬ提取压力 ２１ ＭＰａꎬ温度 ４１ ℃ꎬ萃取 ９０ ｍｉｎꎬ
所得精油得率可达 １.２９％. 相比之下ꎬ要比水蒸气蒸

馏法、有机溶剂萃取法等方法的精油得率要高.
１. ５　 酶解法辅助水蒸汽蒸馏法

沈丹彤等[１４] 采用酶解法辅助水蒸汽蒸馏法提

取紫枝玫瑰精油ꎬ确定了最佳工艺条件:添加果胶酶

和纤维素酶的复合酶体系ꎬ酶用量 ３ ０００ Ｕ / ｇꎬ酶解

温度 ５０ ℃ꎬ酶解 ｐＨ ５.５ꎬ所得精油得率为 ０.２４３ ９％.
采用气相色谱－质谱(ＧＣ－ＭＳ)联用技术进行化学成

分分析ꎬＡｇｉｌｅｎｔ ６８９０Ｎ 气质联用仪ꎬ共检测出大约

１００ 种成分ꎬ主要成分是香茅醇和香叶醇. 利用酶解

辅助水蒸汽蒸馏法提取玫瑰精油ꎬ充分发挥了酶法

辅助水蒸汽蒸馏法所得精油得率高、有效成分破坏

少和提取时间短的优点.
１. ６　 分子蒸馏法

寇伟[１５]采用分子蒸馏技术研究兰州苦水玫瑰

的出油率ꎬ确定最佳提取工艺:提取溶液为 １５％的

ＮａＣｌ 水溶液ꎬ蒸馏时间 ２ ｈꎬ蒸馏速度 ２００ ｍＬ / ｈꎬ料
液比 ４ ∶ １ꎬ得到高产率、品质优良而且色泽鲜艳的

精油. 该方法可有效避免溶剂对精油品质的破坏.

２　 玫瑰花中的主要化学成分

２. １　 玫瑰精油

玫瑰花的多种化学成分中ꎬ精油是其主要成

分[１６－１８] . 玫瑰精油的成分名称如表 １ 所列.

表 １　 玫瑰精油的成分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ｏｓ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ｏｉｌ

化合物名称　 　 　 　 文献

丁香油酚 [１６]
苯乙醇 [１６]
β－香茅醇 [１６]
香茅醇甲酸酯 [１６]
芳樟醇甲酸酯 [１６]
芳樟醇 [１６]
牻牛儿醇 [１６]
牻牛儿酸甲酸酯 [１６]
橙花醇 [１６]
３－甲基－１－丁醇 [１６]
反式－β－罗勒烯 [１６]
甲基丁香油酚 [１６]
６－甲基－５－庚烯－２－酮 [１６]
β－苯乙醇 [１６]
牻牛儿醇乙酸酯 [１６]
橙花醛 [１６]
牻牛儿醛 [１６]
香茅酸乙酸酯 [１６]
甲基丁香油酚乙酸橙花醇酯 [１６]
牛儿基丙酮 [１６]
十五烷 [１６]
２－十一烷酮 [１６]
２－十三烷酮 [１６]
２－十五烷酮 [１６]
十四烷醛 [１６]
十六烷醛 [１６]
乙酸十四烷醇酯 [１６]
丁香油酚 [１６]
乙酸－β－苯乙醇酯 [１６]
甲白芷醇 [１７]
柠檬烯 [１７]
２－苯乙醇 [１７]
甲庚 [１７]
正十二烷 [１７]
戊二烷 [１７]
香茅醇 [１７]
香叶醇 [１７]
玫瑰醚 [１７]
丁香酚甲醚 [１７]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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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化合物名称　 　 　 　 文献

石竹醚 [１７]
月桂烯 [１８]
β－蒎烯 [１８]
桧烯 [１８]
２－蒈烯 [１８]
α－松油烯 [１８]
对伞花烃 [１８]
(２)－β－罗勒烯 [１８]
γ－松油烯 [１８]
萜品油烯 [１８]
壬醛 [１８]
４－松油醇 [１８]
香叶醛 [１８]
正十三烷 [１８]
葵酸 [１８]
甲基丁香酚 [１８]
β－石竹烯 [１８]
β－荜澄茄烯 [１８]
α－愈创木烯 [１８]
α－蛇麻烯 [１８]
γ－依兰油烯 [１８]
大根香叶烯 Ｄ [１８]
雅滥兰树油烯 [１８]
α－依兰油烯 [１８]
α－布藜烯 [１８]
正十五烷 [１８]
(ＥꎬＥ)－α－金合欢烯 [１８]
乙酸丁香酚酯 [１８]
榄香醇 [１８]
丁酸香叶酯 [１８]
橙花叔醇 [１８]
月桂酸乙酯 [１８]
正十六烷 [１８]
γ－桉叶油醇 [１８]
α－杜松醇 [１８]
α－桉叶油醇 [１８]
十七烯 [１８]
(ＺꎬＺ)－金合欢醇 [１８]
(ＺꎬＥ)－金合欢醇 [１８]
棕榈酸甲酯 [１８]
棕榈酸 [１８]
棕榈酸乙酯 [１８]
(Ｅ)－９－二十烯 [１８]
亚麻酸乙酯 [１８]
１－二十三碳烯 [１８]
正二十三烷 [１８]
正二十四烷 [１８]
正二十五烷 [１８]
正二十六烷 [１８]
正二十七烷 [１８]

２. ２　 黄酮类

黄酮是玫瑰花的主要化学成分之一ꎬ主要为黄

酮苷和黄酮醇类ꎬ所有品种玫瑰花含有的花色苷是

矢车菊素－３ꎬ ５－二葡萄糖苷ꎬ中国的玫瑰花品种中

还含有葡萄糖苷. 迄今为止ꎬ从玫瑰花中共分离并

检测到了 ３０ 余种黄酮类成分ꎬ其化合物名称如表 ２
所列.

表 ２　 玫瑰花的黄酮类成分

Ｔａｂｌｅ ２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ｉｎ ｒｏｓｅ
　 　 　 化合物名称 文献

原花青素 [１６ꎬ１９]
天竺葵色素－３ꎬ５－二糖苷 [２０]
天竺葵色素－３－糖苷 [２０]
矢车菊素 (Ｃｙ) [２０－２１]
天竺葵色素(Ｐｇ) [２０－２１]
芍药苷花青素－３－葡萄糖苷 [２０]
芍药苷花青素－３ꎬ ５－二葡萄糖苷 [２０]
Ｃｙ(或 Ｐｇ)－３－芸香糖苷 [２０]
Ｃｙ(或 Ｐｇ)－３－对香豆酯葡萄糖苷－５－葡萄糖苷 [２０]
Ｃｙ－３－槐糖苷 [２０]
樱黄素 [２０ꎬ２２－２３]
芦丁 [２０]
山柰酚－３－Ｏ－葡糖苷 [２０]
山奈酚－３－Ｏ－β－Ｄ－吡喃葡萄糖基(２→１)－β－
Ｄ－吡喃葡萄糖

[２０]

槲皮素－３－Ｏ－葡糖苷 [２０]
大波斯菊苷 [２０]
金丝桃苷 [２０]
异槲皮素 [２０]
紫云英苷 [２０]
矢车菊素－３－槐糖苷－５－葡萄糖苷 [２０]
花色苷 [２０ꎬ２４]
槲皮素 [２０ꎬ２２ꎬ２５]
花色苷为矢车菊素－３ꎬ５－二葡萄糖苷 [２０ꎬ２２]
４’－羟基－７－(３－羟基丙酰基)－６－甲氧基－异黄酮 [２２]
山奈酚 [２２ꎬ２５]
山奈酚－７－Ｏ－β－Ｄ－半孔糖皮蒽 [２２ꎬ２５]
黄杉素－４’－甲基醚 [２２]
(－)－表儿茶素 [２２]
二氢染料木素 [２２]
槲皮素－７－Ｏ－鼠李糖苷 [２２]
槲皮素－３－Ｏ－葡萄糖醛酸苷 [２２]
槲皮素－３－Ｏ－葡萄糖－７－Ｏ－鼠李糖苷 [２２]
杨梅素－３－Ｏ－鼠李葡萄糖苷 [２２]
槲皮素－３ꎬ７－Ｏ－二葡萄糖苷 [２２]
槲皮素－３－Ｏ－鼠李糖苷 [２３]
芹菜素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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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多糖

皮子凤等[２６] 从玫瑰花中分离得到一种具有抗

氧化活性的大分子物质ꎬ经测定为糖蛋白复合物ꎬ分
子量约为 １５０ ＫＤａ.
２. ４　 酚酸类

玫瑰花主要含有的酚酸类物质有咖啡酸、香豆

酸、没食子酸、原儿茶酸、香草酸、阿魏酸、龙胆酸、绿
原酸和对羟基肉桂酸等[２７] .
２. ５　 色素类

杜鹃等[２８]从玫瑰花中分离得到矢车菊色素－
３－葡萄糖苷. 石秀花等[２９] 从野玫瑰色素中分离出

芍药色素－３－葡萄糖苷和飞燕草花色素－３－葡萄糖

鼠李糖苷.
２. ６　 其他类

玫瑰花含有天冬氨酸、齐墩果酸、苏氨酸、丙氨

酸、亮氨酸、谷氨酸、胱氨酸[３０] 和 β －谷甾醇和果

酸[３１]等化合物.

３　 生物活性

３. １　 心肌保护作用

玫瑰花中黄酮等化学成分对心脑血管疾病具有

防治的作用. 袁长胜等[３２] 利用中药系统药理学

(ＴＣＭＳＰ)工具和策略ꎬ建立了玫瑰花黄酮和挥发油

的化合物库ꎬ用系统打靶(ＳｙｓＤＴ)的方法从中筛选

出 ７ 个共同作用的靶点ꎬ分别为凝血因子 Ｘａ、核受

体辅激活物 ２、ＮＯ 合酶、ＣＯＸ－１、ＣＯＸ－２、ＨＳＰ９０ 和

ＴＯＰ－２. 其中 ＮＯ 合酶在心血管疾病的防治上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ꎬ前列腺素在心血管系统平衡、血小板

聚集中有重要的作用ꎬ前列腺素合成的关键酶是

ＣＯＸ－１ 和 ＣＯＸ－２. ＴＯＰ－２ 可以抑制和诱导细胞的

凋亡ꎬ心肌缺血缺氧时ꎬ心肌细胞就会发生凋亡或死

亡ꎬ所以玫瑰花中的黄酮和挥发油有 ６ 个共同作用

的靶点ꎬ具有心肌保护作用.
３. ２　 抗氧化作用

２ꎬ２－联氮－二(３－乙基－苯并噻唑－６－磺酸)二
铵盐(ＡＢＴＳ)自由基法具有快速简单的特点ꎬ通常用

来评价一些物质的抗氧化活性. ＡＢＴＳ 常用于天然

产物化学成分的检测ꎬ如酚酸类等物质的抗氧化活

性检测.
阿依姑丽艾合麦提等[３３] 采用不同极性的有

机溶剂萃取ꎬ研究玫瑰花氯仿相、乙酸乙酯相、石油

醚和水相等 ４ 个极性部位的抗脂质过氧化性能. 研

究发现ꎬ２ ｍｇ / ｍＬ 的各部位提取物对羟自由基、超氧

阴离子均有不同程度的清除作用ꎬ其中水相、乙酸乙

酯相提取物的抗氧化能力最强ꎬ抗氧化能力强弱:水
部>乙酸乙酯部>氯仿部>石油醚部. 刘文亚等[３４] 发

现由于玫瑰花提取物总酚(ＴＰＣ)含量较高ꎬ推测其

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活性ꎬ考察了各部位对 ＡＢＴＳ、１ꎬ
１－二苯基－２－三硝基苯肼(别名 １ꎬ１－二苯基－２－苦
肼基ꎬＤＰＰＨ)以及羟自由基的清除活性ꎬ发现石油

醚部位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最强. 有文献报道ꎬ酚酸

及酚酸酯类具有很好的抗氧化活性[３５] . 邵伟等[３６]

利用果蝇动物模型对玫瑰花提取物 Ｆ２１进行抗氧化

抗衰老的研究ꎬ通过寿命试验和飞行试验ꎬ证明 Ｆ２１

可以延缓果蝇衰老ꎬ延长寿命ꎬ其机理为氧化对自由

基的清除作用.
３. ３　 抑菌作用

李晶等[３７]从大马士革玫瑰(Ｒ.ｄａｍａｓｃｅｎａ)的花

蕾中分离得到 ４’－羟基－７－(３－羟基丙酰基) －６－甲
氧基－异黄酮. 该结构对金黄色葡萄球菌(ＭＲＳＡ)菌
株的 ＭＩＣ９０为 ４６±４ ｍｇ / Ｌꎬ接近左氧氟沙星的 ＭＩＣ９０

(５３±５ ｍｇ / Ｌ)ꎬ具有抗菌活性.
Ｍａｎｊｉｒｏ Ｋａｍｉｊｏ 等[３８]探讨了玫瑰花粉末对病原

菌和十种肠内菌生长的作用ꎬ发现玫瑰花粉末可以

选择性对抗肠内致病菌ꎬ且对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

的生长不产生影响ꎬ此选择性与膳食纤维和低聚糖

等益生元相似ꎬ玫瑰花所含可水解鞣质中的玫瑰素

Ｄ 和特里马素Ⅱ是活性成分.
３. ４　 抗肿瘤作用

玫瑰花中的多糖物质对抗肿瘤有一定的活

性[３９] . ＬＩＵ 等[４０] 发现苦水玫瑰水煎液可以通过调

节谷胱甘肽 Ｓ－转移酶－４(ＧＳＴ－４)、叉头转录因子

(ＤＡＦ－１６)、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和热休克蛋白

(ＨＳＰ)抑制 Ｒａｓ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ＭＡＰＫ)信

号通路的过度表达ꎬ进而产生抗肿瘤作用.
３. ５　 抗病毒

杨稳等[４１]研究玫瑰花的不同极性溶剂提取的

抗肠道病毒 ７１ 型 (ＥＶ－７１) －ＲＤ 病毒活性筛选ꎬ发
现玫瑰花渗漉水溶液对肠道 ＥＶ－７１ 病毒有明显的

抑制作用ꎬ８０％乙醇沉淀物对 ＥＶ－７１ 的抑制作用最

好. 将 ８０％乙醇沉淀物用 Ｄ１０１ 大孔树脂分离ꎬ其中

２５％乙醇洗脱的第一个柱体积效果最好ꎬＴＩ 值为

５３２.８. 表明鲜玫瑰花 ２５％醇洗脱部位具有很好的抗

ＥＶ－７１ 活性.
Ｎａｈｅｅｄ Ｍａｈｍｏｏｄ 等[４２] 发现玫瑰花的水提取物

和甲醇提取物均有中等强度的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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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Ｖ)活性ꎬ并进一步比较了从甲醇提取物中分离

得到的 ９ 种纯化合物的抗 ＨＩＶ 活性ꎬ发现粗提物的

活性是因为不同化合物可以分别作用于病毒复制的

不同阶段.
３. ６　 镇静催眠作用

罗坤垛等[４３]通过定量定时给予 ＩＣＲ 小鼠(美国

癌症研究所选育的小鼠)嗅闻质量浓度分别为０.０１、
０.１、１.０、１０.０ ｍｇ / ｍＬ 的苦水玫瑰(Ｒｏｓａ ｓｅｔａｔｅ × Ｒ.
ｓｕｇｏｓａ)精油和大马士革玫瑰(Ｒ. ｄａｍａｓｃｅｎａ)精油ꎬ
研究其镇静催眠功效ꎬ发现苦水玫瑰精油和大马士

革玫瑰精油均使 ＩＣＲ 小鼠睡眠持续期明显增长ꎬ具
有镇静催眠作用ꎬ且苦水玫瑰精油效果优于大马士

革玫瑰精油.
３. ７　 调节血脂、降血糖

何熹等[４４] 采用 ＣＯ２超临界萃取技术提取玫瑰

黄酮ꎬ所得黄酮得率为 ０.５５％. 通过饲喂一定剂量的

所得提取物玫瑰黄酮进行 Ｗｉｓｔａｒ 大鼠试验ꎬ结果发

现ꎬ１.２５ 和 ２.５ ｇ / ｋｇ 黄酮组可以使大鼠血清的总胆

固醇(ＴＣ)水平明显降低ꎬ１.２５、２.５ 和 ５ ｇ / ｋｇ 黄酮组

可以使大鼠血清的甘油三脂(ＴＧ)水平明显降低ꎬ
２.５和 ５ ｇ / ｋｇ 黄酮组可以使大鼠的血清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ＨＤＬ－Ｃ)水平明显降低ꎬ说明玫瑰黄酮具

有降低血脂的功能.
周达等[４５]研究玫瑰花黄酮粗提物(黄酮的质量

分数为 ３２％)对四氧嘧啶诱导糖尿病小鼠的降糖作

用ꎬ发现低剂量(１５０ ｍｇ / ｋｇ)黄酮不能明显降低小

鼠血糖ꎬ其降糖率为 ４.０９％ꎬ中剂量(３００ ｍｇ / ｋｇ)和
高剂量(６００ ｍｇ / ｋｇ)黄酮可明显降低糖尿病小鼠的

血糖ꎬ其降糖率分别为 ２６.０％和 ２４.３５％. 表明玫瑰

花黄酮提取物有降血糖作用.
３. ８　 其他作用

玫瑰花水煎液可以对口服酒石酸锑的小白鼠有

效ꎬ同时还能使其具有抗血吸虫作用ꎬ这是由于玫瑰

花煎剂改变了它的化学结构[１６] .

４　 总结

玫瑰花是我国传统名花ꎬ在许多地方种植ꎬ具有

观赏、食用和药用价值ꎬ其精油是一种高级化妆品中

不可或缺的原料ꎬ因此玫瑰花具有较强的商业效益ꎬ
对玫瑰花进行研究、开发ꎬ对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农民

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对玫瑰花提取工艺、化学

成分及其生物活性等方面进行综述ꎬ为玫瑰花的进

一步研究开发和玫瑰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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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５):４８ꎬ ６５. [ ＫＯＵ Ｗｅｉ.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ｏｓ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ｏｉｌ[ Ｊ].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６ꎬ
４２(５):４８ꎬ ６５.]

[ １６]　 马昌豪. 玫瑰花化学成分与质量标准研究[Ｄ]. 山东

中医药大学ꎬ ２０１２. [ＭＡ Ｃｈａｎｇ － ｈａｏ.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ｏｓａｅ Ｒｕｇｏｓａｅ Ｆｌｏｓ
[ Ｄ ].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２０１２.]

[ １７]　 李源栋ꎬ 刘秀明ꎬ 邱杰斐ꎬ 尹开云ꎬ 夏建军ꎬ 杨义ꎬ
段焰青. 不同产地大马士革玫瑰精油成分比较与分

析[Ｊ]. 中国食品添加剂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０(７):６４－７２. [ＬＩ
Ｙｕａｎ－ｄｏｎｇꎬ ＬＩＵ Ｘｉｕ－ｍｉｎｇꎬ ＱＩＵ Ｊｉｅ－ｆｅｉꎬ ＹＩＮ Ｋａｉ－
ｙｕｎꎬ ＸＩＡ Ｊｉａｎ－ｊｕｎꎬ ＹＡＮＧ Ｙｉꎬ ＤＵＡＮ Ｙａｎ－ｑ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ａｍａｓｃｕｓ ｒｏｓｅ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 Ｊ].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ｏ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０(７):６４－７２.]

[ １８]　 鲁红ꎬ 李明ꎬ 郑淑芬ꎬ 张柄桢. 玫瑰花药材中氨基酸

及微量元素含量分析[Ｊ]. 中国当代医药ꎬ ２００９ꎬ １６
(１６):１３３－１３４. [ＬＵ Ｈｏｎｇꎬ ＬＩ Ｍｉｎｇꎬ ＺＨＥＮＧ Ｓｈｕ－
Ｆｅｎꎬ ＺＨＡＮＧ Ｂｉｎｇ － ｚｈ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ｏｓｅｓ[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２００９ꎬ １６(１６):１３３－１３４.]

[ １９]　 牟宗慧. 山东玫瑰花原花青素含量测定及质量标准

研究[Ｄ]. 山东中医药大学ꎬ ２００９. [ＭＯＵ Ｚｏｎｇ－ｈｕｉ.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ｎ Ｒｏｓａ ｒｕｇｏｓａ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Ｄ ].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２００９.]

[ ２０]　 刘嘉ꎬ 赵庆年ꎬ 曾庆琪. 玫瑰花的化学成分及药理

作用研究进展[Ｊ]. 食品与药品ꎬ ２０１９ꎬ ２１(４):３２８－
３３２. [ ＬＩＵ Ｊｉａꎬ ＺＨＡＯ Ｑｉｎｇ － ｎｉａｎꎬ ＺＥＮＧ Ｑｉｎｇ － ｑｉ.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ｏｓｅｓ[ Ｊ].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ꎬ ２０１９ꎬ ２１(４):
３２８－３３２.]

[ ２１]　 李丽梅ꎬ 娄洁ꎬ 刘贵有ꎬ 王欢ꎬ 杨娟霞ꎬ 王月德ꎬ 董

伟ꎬ 周堃ꎬ 胡秋芬. 玫瑰花中的异黄酮类化合物及

其活性研究 [ Ｊ]. 中草药ꎬ ２０１５ꎬ ４６ ( １０): １４２０ －
１４２２. [ＬＩ Ｌｉ－ｍｅｉꎬ ＬＯＵ Ｊｉｅꎬ ＬＩＵ Ｇｕｉ－ｙｏｕꎬ ＷＡＮＧ
Ｈｕａｎꎬ Ｙａｎｇ Ｊｕａｎ－ｘｉａꎬ ＷＡＮＧ Ｙｕｅ－ｄｅꎬ ＤＯＮＧ Ｗｅｉꎬ
ＺＨＯＵ Ｋｕｎꎬ ＨＵ Ｑｉｕ－ｆｅｎ. Ｉｓｏｆｌａｖｏｎｅｓ ｆｒｏｍ ｆｌｏｗｅｒ ｂｕｄｓ
ｏｆ Ｒｏｓａ ｒｕｇｏｓ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ｌ Ｄｒｕｇｓꎬ ２０１５ꎬ ４６(１０):１４２０－
１４２２.]

[ ２２]　 张唯. 玫瑰花色苷的分离纯化及抗氧化活性研究

[Ｄ]. 西南科技大学ꎬ ２０１９.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ꎬ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Ｒｏｓｅ
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ｓ[Ｄ].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９.]

[ ２３]　 陈卓君ꎬ 臧风顺ꎬ 戴蕴青ꎬ 袁向阳ꎬ 李姗ꎬ 武艳梅ꎬ
倪元颖. 玫瑰果营养成分分析[Ｊ].食品研究与开发ꎬ

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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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ꎬ ３３( ８):１９４ － １９８. [ ＣＨＥＮ Ｚｈｕｏ － ｊｕｎꎬ ＺＡＮＧ
Ｆｅｎｇ－ｓｈｕｎꎬ ＤＡＩ Ｙｕｎ－ｑｉｎｇꎬ ＹＵＡＮ 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ꎬ ＬＩ
Ｓｈａｎꎬ ＷＵ Ｙａｎ － ｍｅｉꎬ ＮＩ Ｙｕａｎ － ｙ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ｏｓｅ ｆｒｕｉｔ [ Ｊ]. Ｆｏｏ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２ꎬ ３３(８):１９４－１９８.]

[ ２４]　 刘红燕. 玫瑰花的化学成分研究[Ｊ]. 天然产物研究

与开发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５ ( １): ４７ － ４９. [ ＬＩＵ Ｈｏｎｇ － ｙａ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ｏｆ Ｒｏｓａ ｒｕｇｏｓａ
Ｔｈｕｎｂ[Ｊ].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５(１):４７－４９.]

[ ２５]　 刘雷ꎬ 陈黎ꎬ 李华ꎬ 黄怡ꎬ 牟秋雨ꎬ 缑芸莎ꎬ 李志鹏.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不同开花时期大马士革Ⅲ玫瑰

(Ｒｏｓａ ｄａｍａｓｃｅｎｅ ｔｙｉｇｉｎｔｉｐｅｔａｌａ) 花青素种类及含量

[Ｊ]. 四川林业科技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１(４):５８ － ６３. [ ＬＩＵ
Ｌｅｉꎬ ＣＨＥＮ Ｌｉꎬ ＬＩ Ｈｕａꎬ ＨＵＡＮＧ Ｙｉꎬ ＭＯＵ Ｑｉｕ－ｙｕꎬ
ＧＯＵ Ｙｕｎ － ｓｈａꎬ ＬＩ Ｚｈｉ － ｐｅｎｇ. Ｄｅｒ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ｄｉ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Ｒｏｓａ
ｄａｍａｓｃｅｎｅ ｔｙｉｇｉｎｔｉｐｅｔａｌａ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ｂｙ ＨＰＬＣ[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１(４):５８－６３.]

[ ２６]　 皮子凤. 大分子抗氧化活性物质的分离纯化及作用

机理的研究 [ Ｄ]. 南开大学ꎬ ２００５. [ ＰＩ Ｚｉ － ｆｅｎｇ.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Ｄ]. 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０５.]

[ ２７]　 徐治国ꎬ 黄松ꎬ 杜方麓ꎬ 彭彩云ꎬ 田育望. 硕苞蔷薇

果化学成分研究(Ⅱ) [Ｄ]. 中药材ꎬ ２００３ꎬ ２:８６７－
８６９. [ ＸＵ Ｚｈｉ － ｇｕｏꎬ ＨＵＡＮＧ Ｓｏｎｇꎬ ＤＵ Ｆａｎｇ － ｌｕꎬ
ＰＥＮＧ Ｃａｉ － ｙｕｎꎬ ＴＩＡＮ Ｙｕ － ｗａ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ｏｓａ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ｆｕｒｉｔｓ (Ⅱ)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ꎬ ２００３ꎬ ２:８６７－８６９.]

[ ２８]　 杜鹃. 玫瑰精油后产物的综合利用研究[Ｄ]. 新疆农

业大学ꎬ ２００６. [ ＤＵ Ｊｕａ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ｓｅ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ｉ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Ｄ].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０６.]

[ ２９]　 石秀花. 野玫瑰色素的提取及抗氧化作用的研究

[Ｄ]. 新疆农业大学ꎬ ２００６. [ＳＨＩ Ｘｉｕ－ｈｕａ.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Ｗｉｌｄ Ｒｏｓｅ[Ｄ].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０６.]

[ ３０]　 李明ꎬ 鲁红ꎬ 郑淑芬ꎬ 张柄桢. 玫瑰花药材中氨基酸

及微量元素含量分析[Ｊ]. 中国当代医药ꎬ ２００９ꎬ １６
(１６):１３２－１３４. [ＬＩ Ｍｉｎｇꎬ ＬＵ Ｈｏｎｇꎬ ＺＨＥＮＧ Ｓｈｕ－
ｆｅｎꎬ ＺＨＡＮＧ Ｂｉｎｇ－ｚｈｅ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ｏｓｅ ｆｌｏｗｅｒｓ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２００９ꎬ １６(１６):１３２－１３４.]

[ ３１] 　 Ｓｅｚａｉ Ｅｒｃｉｓｌｉ.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ｕｉｔ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ｒｏｓｅ (Ｒｏａｓ ｓｐｐ.) ｓｐｅｉｅｓ[ Ｊ].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ꎬ ２００７ꎬ
１０４(４): １３７９－１３８４.

[ ３２]　 袁长胜ꎬ 陈文. 基于 ＴＣＭＳＰ 对玫瑰花黄酮和挥发油

防治心血管疾病的协同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Ｊ]. 石

河子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４(６):７３１ －
７３８. [ＹＵＡＮ Ｃｈ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ꎬ ＣＨＥＮ Ｗｅｎ.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ｒｏｓｅａ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ａｎｄ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ｉ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ＣＭＳＰ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ｉｈｅｚ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４(６):７３１－７３８.]

[ ３３]　 阿依姑丽艾合麦提ꎬ 戴小华ꎬ 热娜古丽木沙ꎬ
孙婷ꎬ 彭依婷. 玫瑰花不同极性部位提取物的体外

抗氧化活性研究[Ｊ]. 华西药学杂志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０(５):
５６４－５６６. [ＡｙｇｕｌＡｈｍａｔꎬ ＤＡＩ Ｘｉａｏ－ｈｕａꎬ Ｒｅｎａｇｕｌ
Ｍｕｓａꎬ ＳＵＮ Ｔｉｎｇꎬ ＰＥＮＧ Ｙｉ － ｔｉｎｇ.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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