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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芥穗提取物在卷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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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日消耗卷烟量 23863.7亿支，卷烟已经成为我国
居民需求量巨大的日常消耗品。然而，长期的卷烟消费也使我国

烟民口味日渐挑剔，这也是烟企追求更多香型、更丰富口感香烟

的主要动力。由于香烟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其中的尼古丁、

焦油、苯并芘等物质给吸烟人群带来巨大的身体损伤，长期吸烟

可导致患者患癌症的概率翻倍上升。因此，如何在不影响甚至提

高香烟口感的同时减少香烟对人体的有害作用已经引起广大烟

民的共同关注。为此从具有润肺化痰止咳作用的天然植物提取

卷烟香型添加剂成为烟企不约而同的选择，如利群（薄荷）、贵烟

的陈皮爆珠，以及木蝴蝶提取物、松树皮提取物等在卷烟中的使

用。应用此类植物油作为香烟的香型添加剂能够起到改善香烟

口感、降低香烟对人体危害的作用。荆芥穗的主要作用成分是挥

发油，因此具有作为香烟香型添加剂的物质基础。因此，本文对

荆芥穗提取物进行分类论述，并分析其提取物在卷烟中的应用

效果。以下是具体内容：

1 荆芥穗的药理作用和化学成分分析
1.1 荆芥穗的药理作用
荆芥穗是唇形科植物裂叶荆芥的干燥花穗，在我国作为药物

有悠长的历史。荆芥穗的最早应用记录见于《神农本草经》，名为

“假苏”。荆芥穗性微温，味辛，入肝肺经，是一味常用解表中药。

临床上常用于祛风解表、清热透疹。现代药理学研究结果表明，

荆芥穗提取物具有良好的抗炎镇痛、抗过敏效果。动物实验结果

证明，荆芥穗在治疗病毒感染上也有较好的疗效。同时，荆芥穗

提取物还具有抑制 AA代谢产物、促炎细胞因子及自由基生成的
作用，这也是荆芥穗抗炎作用的主要来源[1]。荆芥挥发油还具有
祛痰和降温作用，将荆芥穗提取物对小鼠进行给药能够起到明

显的舒张气管、祛痰作用，这对于吸烟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实际意

义，由于香烟燃烧产生的尼古丁、焦油等物质可致使支气管痉

挛、痰液分泌增加[2]，荆芥穗提取物的这一效果能够显著缓解吸
烟带来的这一不良反应。

荆芥穗在卷烟生产中的一个巨大优势就是原材料简单易得。

由于荆芥作为常用的一味疏风解表的中药，且适应性强，在我国

多地均可种植。因此荆芥穗的生产、运输、处理已经存在一条成

熟的产业链。

吸食香烟会导致吸烟者咳嗽、痰多，结合荆芥穗的药用功能

和特殊的药草香气，烟企可以将荆芥穗提取物作为香烟香料的

一种，既能够赋予卷烟更丰富的香气层次、提升卷烟的口感，还

能够起到保健作用，降低烟草对人体的危害。

1.2 荆芥的化学成分分析
在现代药理学研究中，实验室提取荆芥穗挥发油的主要方式

为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萃取法，如设备条件不足也有使用水蒸

气蒸馏法进行提取，也有实验室采用微波辅助提取法萃取挥发

油。提取后，主要通过质谱分析方式对挥发油化学组成进行分析。

目前主流的三种提取方式提取出的荆芥穗挥发油在化学组成以

及成分含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荆芥穗挥发油的主要成分

均为单萜类和倍半萜类[3]。
单萜类成分为荆芥挥发油中最主要的化学成分，其中代表性

成分胡薄荷酮和薄荷酮约占挥发油总量的 70%以上，具有抗炎、
抗病毒等重要药理活性。倍半萜类也是大量存在于荆芥穗的一

种化学成分，该成分具有局部麻醉、治疗结肠炎等药理作用，是

荆芥挥发油中较重要的倍半萜类化合物。

荆芥穗提取物中薄荷酮的存在让荆芥穗具有类似薄荷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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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口感，但是又有独特的药草香型。是故在卷烟中添加少量荆芥

穗提取物能够带来更丰富、更舒适的口感。

2 香烟中不同口感的来源
烟气中的水果香味、药草香味等植物气味来源于醛类以及酯

类化合物。同时，醛类化合物也会增加烟气的刺鼻感，例如在香

烟中添加少量丙酮醛可以增加香烟口感的层次感。酯类是水果

香味的主要来源，同时，酯类还可以减少香烟烟雾对口腔的刺激

感，也就是说让卷烟口感更加“柔和”。高级酯类中的甲酯和乙酯

同时具有柔和口感、增香增甜、提高烟雾口感丰富度的作用[3]。比
如十四酸乙酯、十六酸甲酯、十六酸乙酯、硬脂酸乙酯等酯类，均

可用于改善香烟口感，让卷烟燃烧香气更加宜人。荆芥穗的醛类

和酯类化合物是挥发性成分中主要组成部分，对于荆芥穗提取

物的香气量足、香气质好、改善柔和性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4]。

3 荆芥穗提取物在香烟中的应用原理
将荆芥穗提取物添加至烟丝或是过滤嘴内，随着烟丝燃烧而

不断挥发，随烟气吸入人体。荆芥穗提取物的有效成分可以降低

烟雾中的自由基，减少烟雾对人体的氧化作用。同时，荆芥穗提

取物被吸入呼吸系统，还可以起到缓解因烟雾造成呼吸道痉挛、

分泌物增多的不良反应，从而减轻吸烟所带来的健康损害。荆芥

穗提取物不但能降低卷烟焦油含量，而且可降低焦油致突变性，

其氧化性还具有清除烟气中有害自由基，还可以通过其特有的

气味来改进香烟的气味，降低香烟毒性[5]。总之，通过加入荆芥穗
提取物的方式，可以起到生津、掩杂、减少刺激、减毒，提高舒适

性和口感、增香的目的。

4 提取工艺对荆芥穗提取物卷烟口感的影响
工业上提取荆芥穗提取物的主要方法可分为 4种，即包括水

蒸气蒸馏法、常温超声 1，3-丙二醇萃取法、乙醇回流法和超临界
CO2萃取法。根据实验室的色谱分析可知，不同的荆芥穗提取方
法对荆芥穗提取物中有机物的种类存在影响，特别是对微量有

机物的影响甚大，这可能会造成卷烟口感出现较大区别。根据一

项不同提取工艺对卷烟口感的研究，我们可以确定，常温超声

1，3-丙二醇萃取法、超临界 CO2萃取法均能够降低卷烟烟气干
燥感和刺激性，改善烟气口感舒适度。但是评测员一致认定，采

用超临界 CO2萃取法提取出的荆芥穗提取物作为香烟香型提取
物，口感更加丰富、醇厚。结合两种提取工艺的特点和实验室提

取荆芥穗挥发油的质谱分析，我们认为，这可能与超临界 CO2萃
取法提取出的荆芥穗挥发油中化学成分更多、胡薄荷酮和薄荷

酮含量更高有关。

5 不同剂量对荆芥穗提取物卷烟口感的影响
使用超临界 CO2萃取法萃取荆芥穗提取物，当荆芥穗提取物

在用量为 0.01mg/支时对香气质、干燥度和刺激感有一定的改善，
但是余味稍差；当用量为 0.012mg/支时卷烟的香气质、干燥感和
刺激性改善较明显，还令香气质和丰满度也有所提升；当用量为

0.025mg/支时，香烟存在较浓药草味，且口感单薄。因此，荆芥穗

提取物的最适用量为 0.012mg/支[6]。

6 荆芥穗提取物对卷烟口感的影响
根据评测员对添加荆芥穗提取物的卷烟口感的分析，添加过

荆芥穗提取物的香烟具有一定的薄荷香气，口感更加清凉，同时

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药草香味。采取合适剂量的荆芥穗提取物与

烟香协调，能提高卷烟香气质，令烟气细腻柔和、刺激性减少、余

味舒适、干燥感明显降低，并略带药草香韵。相对于目前主流的

卷烟香型添加剂，荆芥穗提取物具有清凉口感、香味淡雅、与烟

味协调不突兀的优点。并且，荆芥穗提取物在卷烟中的应用，减

轻卷烟对口腔及呼吸道的刺激感，烟雾的干燥程度、呛咳感均有

一个明显的降低。

7 结语
香烟及其烟雾中还有大量对人体健康不利的化合物，诸如尼

古丁、烟焦油等对人体健康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长期吸烟可增

加人体患癌的概率。同时我国烟民人口基数巨大，在短时间内强

行禁烟可能性极小。所以，如何降低吸烟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已经

引起人民群众的广泛关注。茶烟等烟草替代物的出现给烟草专

业人员提供一条新的思路，从天然植物中萃取提取物作为卷烟

添加剂。荆芥作为一种传统中药材，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其挥发

油具有抗炎祛痰、止咳平喘的作用。本次研究也证明，将荆芥穗

挥发油作为卷烟添加剂能够有效地改善卷烟烟气的口感，并降

低卷烟烟雾致人咳嗽、痰液增多的不良反应。丰富的化学成分使

添加荆芥穗提取物的卷烟具有口感更好、燃烧香气更宜人的优

点。荆芥穗提取物具有修饰卷烟烟气、降低卷烟杂气、改善烟气

干燥感和烟气回甜感的作用，提示荆芥穗提取物可以作为一种

新型烟用香料在卷烟行业中加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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