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艾草相关产业系列标准 艾草精油(超临界-分子蒸馏法)》(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本项目由广东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委托，由暨南大学、广州暨南生物医药研

究开发基地有限公司、广州少伯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国家中药现代化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广东工业大学、广东药科大学、南阳少伯药业有限公司、南阳华康艾制

品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共 9 家单位的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

成立了《艾草相关产业系列标准 艾草精油（超临界-分子蒸馏法）》团体标准编

制小组，开展并协调本标准的编制工作。 

1.2 主要工作过程 

1.2.1 预备阶段：自 2015 年起由暨南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东药科大学专

家学者汇同广州暨南生物医药研究开发基地有限公司研发人员开始对艾草相关

产业进行调查研究，挖掘市场需求，落实中药现代化发展方向，针对艾草及艾草

提取物的活性成分展开了系列研究。 

1.2.2 项目提案：2021 年 12 月由广州暨南生物医药研究开发基地有限公司

牵头，广州少伯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南阳少伯药业有限公司、国家中药现代化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南阳华康艾制品有限公司多家单位积极响应，提案进行《艾草

浸膏》、《艾草原浆》、《艾草精油》、《艾草重油》4 项团体标准的研究。 

1.2.3 项目立项征求意见：2021 年 12 月广东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团体标准

办公室形式审查后，同意进行公开征集参编单位和立项形式审查。2022 年 01 月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申请作为参编单位参与标准编制，广东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经资质审核后同意其申请。 

1.2.4 项目立项：2022 年 01 月相关专家学者、行业代表经过热烈讨论，积

极建言献策，梳理艾草产业、中药提取行业现状及目前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在规

范行业发展，促进中药现代化，提升艾草产业利用率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为了完

善艾草提取产业标准体系，指导企业对超临界提取的艾草产物艾草精油品质评价

及质量控制，优化产业动态升级，建议形成艾草提取物系列标准、立即开展《艾

草相关产业系列标准 艾草精油》等 5 项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 

1.2.5 编制小组成立：于 2022 年 01 月 24 日编制小组成立，研究讨论提出

由暨南大学牵头，全体编制单位集体启动标准编制工作。编制小组调研了标准的

参考依据，其他国标、行标、地标、团标的相关性，制定了标准编制的总体原则

和工作计划、主体框架等，并召开了标准编制组工作会议。并于 2022 年 06 月完

成了标准草稿的编制。 

1.2.6 标准网络研讨会：完成标准编制后，于 2022 年 06 月 29 日广东省生

物医学工程学会发布《关于召开<艾草提取物总则>等系列团体标准研讨会的通

知》组织行业通过腾讯会议平台（会议号 468-460-142），以线上线下同步研讨

方式，对标准内容进行深度讨论，收集意见。会后根据各方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根据工作组集体意见，细化团体标准的名称，将《艾草相关产业系列标准 艾草

精油》更名为《艾草相关产业系列标准 艾草精油（超临界-分子蒸馏法）》 

1.2.7 征求行业意见：广东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通过发布《关于征求<艾草提

取物总则>等系列团体标准意见的通知》针对研讨会后的修订稿，再次征求全行

业意见。会后多次修改完善。 



1.2.8 标准预审：于 2021 年月日，标准编制小组将征求意见并修订后的标准

文本报送专家预审会预审。 

1.2.9 标准审查：根据标准预审会上评审专家组提出的意见对标准内容加以

完善、修改后，形成《艾草相关产业系列标准 艾草精油（超临界-分子蒸馏法）》

（送审稿）及编制说明（送审稿）提交专家审查会审查。审查会会后，标准编制

组根据广东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团体标准专家审查意见修改团体标准及编制说

明，形成《艾草相关产业系列标准 艾草精油（超临界-分子蒸馏法）》（报批稿）

及编制说明（报批稿）。 

1.3 主要参与单位 

暨南大学、广州暨南生物医药研究开发基地有限公司、广州少伯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国家中药现代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工业大学、广东药科大学、南

阳少伯药业有限公司、南阳华康艾制品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 

1.4 团体标准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1.4.1 主要工作人员：王一飞、王巧利、林敏生、郭玉英、任哲、李延庆、

崔登科、郑俊霞、王治平、廖晓凤、叶翠芳、胡裕泽、闫小巧、马婧、曹晖。 

1.4.2 参与人员所做工作：王一飞、崔登科、林敏生、李延庆制定了标准的

编制计划及完成了框架设计，任哲、郭玉英、王巧利、郑俊霞、王治平、廖晓凤、

胡裕泽、叶翠芳、闫小巧、曹晖、马婧开展了标准制定所需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王巧利、郭玉英负责标准文本的具体编制。 

2 项目背景及制定的目的与意义 

2.1 项目提出的背景 

植物精油是一种取自于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等经过水蒸馏法、



压榨法、溶剂萃取法等提取的一种小分子量、有挥发性、几乎不溶于水、有较高

折光率、光学活性、特异性香味的油状化合物。精油分子极小，穿透力强，皮肤

透过效果好，对环境、情绪、生理机能具有调节作用，是芳香疗法的核心物质。

而不同提取方法所得的精油中芳香性物质的含量和成分种类也不相同。对比不同

的艾草精油的提取方法，我们前期研究发现，超临界-分子蒸馏联用精油得率约

为水蒸馏法精油得率的 3-10 倍，并且主要成分占比差异明显，相对挥发性成分

种类多。通过细胞毒性试验发现超临界-分子蒸馏联用所得精油对细胞的毒性较

小。为了推广超临界-分子蒸馏工艺在艾草精油中的应用，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

为优化产品提供基础参考依据，故制定二氧化碳超临界-分子蒸馏工艺所得艾草

精油的团体标准。 

表 1：不同提取方式的艾叶精油 

提取方式 
精油提取

率 
污染程度 香味 品质 

有机溶剂萃取法 约 4.5‰ 有机溶剂残留 伴有溶剂味 浑浊 

水蒸汽蒸馏法 约 2.2‰ 热破坏活性成分 淡、易失 浑浊 

CO2超临界萃取联

合分子蒸馏法 
约 5‰ 无污染 纯正、馥郁 透亮 

 

2.2 必要性 

随着艾草提取产业的快速发展，艾草及其相关制品受到消费市场的广泛认可，

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很多企业纷纷进入艾草种植和艾草制品行业。但

是快速发展的艾草行业存在以下两个主要的问题： 

（1） 行业产品仍以传统制品为主，艾草制品缺少科技附加值，产品质量和

价值低。少量种类的艾草原料如艾草精油、艾草纯露的提取技术落后，



导致产品的品质不高。 

（2） 缺乏完整的产品标准体系，尤其是针对艾草提取物及其制品的标准规

范。标准体系的不完善和落后导致艾草提取物产品质量良莠不齐，由

此开发的产品也参差不齐。阻碍高附加值、高价值的艾草产品的开发 

和应用，严重延缓艾草产业的精细化发展速度和质量。 

艾草超临界提取工艺所得艾草浸膏中富含单萜类、倍半萜类、脂肪酸类、植

物蜡质等成分。通过分子蒸馏工艺，可以在去除不挥发物质的同时，利用分子自

由程的不同，将浸膏中的单萜类、倍半萜类、短链脂肪酸类成分进行分离，形成

富含单萜类成分的主艾草精油、以及富含倍半萜类成分的艾草重油。 

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工艺与分子蒸馏工艺联合，以高效低耗能、绿色安全、

工艺简单易掌握著称。超临界二氧化碳提取物，因为其工艺特点不同于传统提取

方式，萃取过程中不发生化学反应，能有效防止热敏性物质的氧化和逸散。同时

可以按照物质成分的极性大小、沸点高低和分子量的大小选择性的将其进行萃取

分离。该工艺还能有效解决提取得率低、香气差等问题。因此制定艾草超临界提

取物的产品评价方案和业内认可的质量标准迫在眉睫。 

近年来多地区均在大力推广超临界工艺技术，超临界工艺所得提取物不断涌

入市场。而分子蒸馏工艺可以同时将艾草超临界提取物中不同性质的成分进行精

细分离，在一个提取工艺中可以获得艾草轻组分精油、艾草蜡质成分、艾草重组

分成分，实现艾草不同类活性成分的充分提取和分离。其中精油（轻组分）部分

主要是挥发性物质，以挥发性较强、分子量较小的单萜烯醇类物质为主；重油（重

组分）部分主要是以脂肪酸、倍半萜及二萜类物质为主；艾草蜡质主要是不同长

度的艾草脂肪酸和酯类成分。 



制定艾草超临界提取产物质量标准不仅能促进超临界提取工艺的高速规范

发展、加快相关艾草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积极推动天然产物提取技术高质量发

展。加强植物提取物的标准化对全球宣传推广中药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合理可

依据的超临界提取物的标准可更好的为消费者提供产品信息，提高产品在消费者

群体中的信任度。 

3 团体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3.1 团体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工作遵循以下原则：严谨、科学、规范、实事求是。 

3.1.1 标准工作组根据该标准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保证

标准的先进性、合理性及相关标准的配套性；保持标准的继承性与实用性；贯彻

及引用最新版本的有关基础标准； 

3.1.2 标准起草及编写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20001《标准编写规则》 

3.2 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艾草超临界-分子蒸馏提取物——艾草精油的术语定义、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适用于艾草重油的生产、检验、销售与科研开发。 

3.3 团体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3.3.1 “艾草精油”的定义：广义上精油是指从香料植物或泌香动物中加工提取所

得到的挥发性香物质的总称。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随着工艺发展，超临界-分子

蒸馏工艺也日趋成为精油提取的新方法。超临界二氧化碳工艺将艾草中亲酯性成

分和蜡质类成分萃取分离。经过分子蒸馏工艺，将艾草浸膏中可挥发性成分按照

分子自由程的大小，分级精馏，获得两种精馏产物，根据艾草主要挥发性成分的



将富含单萜类及倍半萜烯类轻组分定义为艾草精油，而将富含倍半萜醇、倍半萜

烷类、短链脂肪酸类重组分定义为艾草重油。 

3.3.2 艾草精油的理化性质评价方法： 

1）色状、香味、杂质：超临界-分子蒸馏联用工艺擅长将艾草中热不稳定、低极

性的挥发性成分萃取出；香料或香精的好坏，除了理化指标可以判断外，其色状、

杂质和香味还能通过人的感官进行评价，是其后续开发和应用的基础，是产品最

简单直观的特征。讨论后选定《GB/T 14454.2 香料 香气评定法》作为检验方法。 

2）相对密度：油脂的相对密度与其组成有关，特别是由某些高不饱和脂肪酸或

羟基脂肪酸组成的油脂更为突出。通过测定相对密度可以了解油脂组成特性。油

脂相对密度的测定可为评定油脂纯度、品质变化作为参考，以及在储藏、运输油

脂的体积换算为质量均具实用意义。本标准主要依据《GB/T 11540 香料 相对密

度的测定》。 

3）酸值：其定义为：中和 1g 油脂中的游离脂肪酸所需氢氧化钾的质量（mg），

酸值的单位是 mg KOH/g，是评定油脂中所含游离脂肪酸多少的量度。油脂酸值

的大小受很多条件影响，如原料的质量好坏（成熟的或未霉变的，其酸值较小）；

原料的组成特性；油脂在储藏、加工、运输期间的含水分、杂质的多少；与温度、

空气、光照等因素也有关系。酸值不能直接表示油脂中游离脂肪酸的百分率，但

能表示油脂中游离脂肪酸含量的高低，所以酸值是评定油脂品质好次、油脂精炼

程度的重要指标。本标准主要依据《GB/T 14455.5 香料 酸值或含酸量的测定》。 

4）旋光度：旋光度的测定可检查旋光性物质的纯度和含量，是研究香料光学活

性的重要基础参数。本标准主要依据《GB/T 14454.5 香料 旋光度的测定》 

5）折光指数：不同香料折光指数不同，其是判定香料稳定性的一个简便、可靠



的方法，也能反映香料澄清程度。本标准主要依据《GB/T 14454.4 香料 折光指

数的测定》 

6）溶混度：该项指标主要指征艾草精油的重要物理性质之一，可以反映出精油

的质量。主要参考《GB/T 14455.3 香料乙醇中溶解（混）度的评估》对艾草精油

20℃时在 70%乙醇中的溶解度做出规定。 

7）典型图谱及特征性成分的含量测定：艾草精油中含有大量挥发性成分，现行

《GB/T 11539-2008 香料 填充柱气相色谱分析 通用法》采用的是填充柱气相

气相色谱分析香料的通用方法，其目的在于测定其中一个特定成分的含量和/或

探求一个特征图像。但艾草精油中挥发性成分较多，且主要为单萜类类成分，母

核结构相似，使用该方法各组分的分离度不佳，因此编制小组成员采用 GC-MS

法测定艾草精油中典型图谱，并对特征性成分含量进行测定。 

3.4 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经过起草小组人员共同努力，通过艾草相关产业系列

标准 艾草精油（超临界-分子蒸馏法）的制定与实施，完善艾草提取物相关标准

体系。解决了针对于超临界-分子蒸馏提取的艾草提取物在产业化生产并且作为

产品原料时缺少质控参考标准的问题。可以促进先进的提取技术在艾草产业精细

化发展中的规范应用，促进艾草产业的高质量快速发展。同时也可以为其它植物

的提取物质控标准的制定提供参考。 

4 查询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 

广州暨南生物医药研究开发基地有限公司和暨南大学于 2015 年开展艾草相

关研究。经过多年研究及大量的查阅相关文献及标准调研，发现艾草产业内现行

标准化体系不完善。截至 2022 年 03 月根据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数



据可知，国内外艾草产业相关的现行标准中，有 2 项国际标准、3 项国家标准、

1 项行业标准、18 项地方标准、51 项团体标准、百余项企业标准。在整个艾草

产业标准体系中，以保健养生产品和种植栽培技术为主要类型，其中行业标准《艾

（蒿）油》针对的是传统水蒸馏提取方法，暂未查询到超临界工艺所得艾草提取

物相关现行团体标准及以上标准。 

本标准编制小组在充分研究上述标准体系标准，并参照提取物的相关标准，

结合艾草提取物的特色，建立艾草提取物系列标准-艾草精油。 

5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属于产品类标准，试验及验证报告结果如下。共检测 32 批次艾草精

油的色状、气味、相对密度、折光指数、旋光度、酸值、代表性组分（桉油精、

左旋樟脑、天然冰片、4-萜品醇、α-侧柏酮、α-松油醇、β-石竹烯），统计 32 批

次艾草精油的数据分布情况，经分析均服从正态分布模型。 

 

5.1 感官指标的检验方法 



本标准感官的检验采用感官评定。此方法参照 GB/T1022-2012 《感官分析 

方法学 总论（ISO 5492:2008, IDT）》和 GB/T 10221—2012 《感官分析 术语（ISO 

5492: 2008, MOD）》而开展相关感官评价工作。 

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色泽 浅黄（绿）色至红褐色 将试样置于比色管内，用目

测法观察 
组织状态 艾草特有香味 

气味 常温状态呈澄清液体 GB/T 14457.3 

5.2 相对密度的检验方法 

本标准相对密度的检验方法采用的是 GB/T 11540 《香料 相对密度的测定》

规定的检验方法。分别对手机的32批次艾叶精油进行检测，相对密度（20℃/20℃）

在 0.937~0.962 之间，进行单样本 K-S 检验，发现数据符合正态分布和泊松分布，

以正态分布为首选，设定置信区间，参照检验结果及数据描述性分析，综合考虑

确定相对密度（20℃/20℃）指标值为：0.935~0.975。 

 

5.3 折光指数的检验方法 

本标准折光指数的检验方法采用的是 GB/T 14454.4 《香料 折光指数的测

定》规定的检验方法。分别对收集的 32 批次艾草精油进行检测，折光指数均在



1.4783~1.4885 之间，参考检验结果、数据描述性分析及测量不确定度分析，综合

考虑确定折光指数的指标值在 1.475~1.490。 

 

5.4 旋光度的检验方法 

本标准折光指数的检验方法采用的是 GB/T 14454.4 《香料 旋光度的测

定》规定的检验方法。分别对收集的 32 批次艾草精油进行检测，精油得旋光度

在-7.437°~ -0.383°之间，参考检验结果、数据描述性分析及测量不确定度分

析，综合考虑确定旋光度的指标值在-9.0°~-0.1°。 

 

5.5 酸值的检验方法 



本标准酸值的检验方法采用的是 GB/T 14455.5 《香料 酸值或含酸量的测

定》规定的检验方法。分别对收集的 32 批次艾草精油进行检测，酸值（以 KOH 

计）/（mg/g）在 25.1~37.7 之间，参考检验结果及数据描述性分析，综合考虑确

定酸值的指标值为：酸值（以 KOH 计）/（mg/g）：≤45.0。 

 

5.6 溶混度 

本标准酸值的检验方法采用的是 GB/T 14455.3 《香料 乙醇中溶解（混）度

的评估》规定的检验方法。分别对收集的 32 批次艾草精油进行检测，20℃时，

1 体积试样在 70%（体积分数）乙醇中澄清所需在 0.75~1.90 之间，参考检验结

果及数据描述性分析，综合考虑确定溶混度的指标值为：20℃时 1 体积试样混溶

于 3 体积 70%（体积分数）乙醇中，呈澄清溶液。 



 

5.7 特征性成分含量测定 

本标准中主要成分含量测定为自建方法，由于艾草浸膏中含有大量结构相似

的单萜类、倍半萜类成分，如采用 GB/T 11538 精油 毛细管气相色谱分析 通用

法则会因为峰分离度不佳等问题，导致结果判定出现偏差；考虑到上述问题，故

采用气相色谱-质谱法，通过全扫描模式获取艾草浸膏中挥发性成分的典型图谱，

采用离子监测模式对各组分的定性、定量离子进行捕获，根据外标法，精确计算

特征性成分含量。所建立的方法开展了相关方法学考察。结果汇总如下： 

项目 结果 方法学考察要求 

专属性 标准空白上机溶液、试剂空白溶液

无定量干扰 

标准空白上机溶液及试剂空白

溶液中无定量干扰。如若有 

系统适应性 QC 准确度：≤±13% QC check standard 准确度应在

±15%范围内 

线性/范围 各特征性成分线性相关系数＞0.99 线性相关系数不小于 0.98 

准确性 各 特 征 性成 分 加 标回 收 率 ：

75.2%~124.2% 

各 浓 度 加 标 回 收 率 应 在

75%~125%范围内 

精密度 检测结果 RSD（n=6）：0.55%~1.17% 检测结果 RSD（n=6）≤5% 

32 批次艾草精油特征性成分含量测定结果汇总如下，根据各特征性成分含

量正态分布情况及各统计量情况，设定代表性组分含量限值：桉油精≥5mg/kg、

左旋樟脑≥20mg/kg、天然冰片≥30mg/kg、4-萜品醇≥30mg/kg、α-松油醇≥

20mg/kg，β-石竹烯≥35mg/kg。考虑到α-侧柏酮为风险物质，参考欧盟委员会 卫



生和消费者保护局对于侧柏酮毒性评估报告，考虑到艾草精油为外用品非食用，

且常稀释使用，故设定艾草精油中侧柏酮含量应≤35mg/kg。 

 

 



 

6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未涉及专利。 

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8 征求意见的处理 

《广东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团体标准征求意见汇总表》中，针对本标准，各

位专家及同行提出的建议如下： 

（根据各次会议后逐一补充） 

8.1 团体标准编制小组一次会议 

8.2 团体标准编制小组标准送审稿二次会议 

8.3 团体标准评审会议，专家意见：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9.1 贯彻标准的要求 

艾草提取物生产加工方、产品销售方和产品应用方应了解并掌握《艾草相关

产业系列标准 艾草精油（超临界-分子蒸馏法）》，合理、规范地开展各项相关工

作。 

9.2 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适时组织《艾草相关产业系列标准 艾草精油（超临界-分子蒸馏法）》培训，

通过交流会进行专题报告，开展《艾草相关产业系列标准 艾草精油（超临界-分

子蒸馏法）》解读。 

 

团体标准编制组 

2022 年 0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