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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沸醇溶剂法提取烟梗中木质素的研究
郑永杰，　马林，　寇霄腾，　张锐

（郑州轻工业学院 烟草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要：以１，４－丁二醇水溶液为溶剂，采用高沸醇溶剂法从烟梗中提取木质素．其最佳提取条件为：
烟梗原料５０ｇ（干质量），采用１，４－丁二醇水溶液（Ｖ（醇）∶Ｖ（水）＝９∶１），固液比（ｇ∶ｍＬ）为１∶１０，加
入少量浓Ｈ２ＳＯ４作为催化剂，在２２０℃下对烟梗进行蒸煮２ｈ，木质素收率最高．采用紫外光谱和红
外光谱对其结构进行表征，结果表明，高沸醇溶剂法提取的烟梗木质素具有木质素类化合物的典型

结构特征．
关键词：高沸醇溶剂法；１，４－丁二醇；烟梗；木质素
中图分类号：ＴＳ４１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４７６Ｘ．２０１２．０５．０１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ｇｎｉｎｆｒｏｍ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ｂｏｉｌｉｎｇｓｏｌｖｅｎｔ

Ｚ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ｊｉｅ，　ＭＡＬｉｎ，　ＫＯＵＸｉａｏｔ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Ｒｕ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ｃｉ．ａｎｄＥｎｇ．，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ｉｇｎｉｎｗａ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ａｑｕｅｏｕ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１，４ｂｕｔａｎｅｄｉｏｌａ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ｒｅａｇｅｎｔｂｙｈｉｇｈｂｏｉｌｉｎｇ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ｂｅｓ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５０ｇ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
ｓｔｅｍ，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１，４ｂｕｔａｎｅｄｉｏｌ∶ｗａｔｅｒ９∶１，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ｌｉｑｕｉｄｒａｔｉｏ（ｇ∶ｍＬ）１∶１０，ａｓｍａｌｌａｍｏｕｔｏｆ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Ｈ２ＳＯ４ａｓ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２２０℃，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２ｈ，ａｎｄ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ｗａｓ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Ｔｈ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ｅｍｌｉｇｎｉｎｗａ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ＵＶａｎｄＦＴＩＲ．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ｌｉｇｎｉｎｆｒｏｍ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ｔｅｍｕｓｉｎｇｈｉｇｈｂｏｉｌｉｎｇｓｏｌｖｅｎｔｈａｄ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ｌｉｇｎｉｎ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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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烟梗是烟草工业的副产物，约占烟叶质量的

２５％～３０％［１］．其主要成分是细胞壁物质如纤维
素、半纤维素、木质素以及多糖等．作为烟草生产大
国，我国每年大概有数十万吨烟梗资源［２］．烟梗中
木质素对烟草内在品质及风味有不利影响，抽吸时

还会产生多种有害成分［３－４］，故烟梗在卷烟产品中

的用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此外，还有大量烟梗得

不到有效利用，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５］．从烟
梗中分离木质素，有利于更好地研究烟梗成分，改

善其质量，提高烟梗在卷烟中的使用价值．
高沸醇溶剂法ＨＢＳ（ｈｉｇｈｂｏｉｌｉｎｇｓｏｌｖｅｎｔ）提取木

质素具有无污染、节能等优点［６］．此方法可以有效
地把木质素从植物纤维中分离出来，并较好地保持

了木质素原有的结构和化学活性．目前，用此方法
提取烟梗中木质素的研究尚未见报道．因此，本文
将以１，４－丁二醇水溶液为溶剂，研究提取烟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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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素的最佳工艺条件．

１　实验

１．１　材料与试剂
烟梗，郑州卷烟厂提供；高沸醇溶剂（ＨＢＳ），选

用１，４－丁二醇，郑州派尼化学试剂厂产，纯度达
９９％以上；浓 Ｈ２ＳＯ４（ＡＲ，９８％），苯（ＡＲ），乙醇
（ＡＲ），烟台市双双化工有限公司产．
１．２　主要仪器

ＣＪＦ—１型不锈钢高压反应釜，巩义市英峪高科
仪器厂产；ＦＴ—ＩＲ２００型傅里叶红外分光光度计，美
国尼高力产；ＴＵ—１８００ＰＣ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
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产；ＸＹＪ—Ａ电动离
心机，金坛市恒丰仪器厂产；ＤＺＦ—６０２０真空干燥
箱，上海鸿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产．
１．３　烟梗中木质素含量的测定

烟梗中木质素含量按 ＹＣ／Ｔ３４７—２０１０方法测
定．烟梗中酸不溶木质素的含量为４．６９％．
１．４　烟梗中木质素的分离提取

挑选大小均匀的烟梗，清理烟梗中的泥块、石

子等杂物，在６０℃下干燥至恒重，干燥后用粉碎机
粉碎，过６０目筛，制得干燥烟梗粉末，即实验样品，
备用．

称取约５０．０ｇ烟梗粉末，置于１Ｌ不锈钢高压
反应釜内．加入一定浓度的１，４－丁二醇水溶液和
少量浓Ｈ２ＳＯ４（催化剂），充分混合，在相应设计的
温度下，保持一定的时间，此时木质素将溶解于高

沸醇中．到达预定时间后，降温，取出釜内混合物，
真空过滤得滤液和滤渣．用８０℃左右的水洗涤滤渣
３次，以除去残留的１，４－丁二醇．将洗涤液和滤液
合并，室温下加入３倍体积的水并搅拌１５ｍｉｎ，即有
大量木质素沉淀出来．然后减压抽滤，并用６０℃左
右的热水洗涤滤饼３次，最后经离心脱水、真空干
燥，得到棕色粉末状的木质素．滤液经减压蒸馏脱
去水分，浓缩至含１，４－丁二醇９０％左右，即可重新
循环使用．
１．５　烟梗木质素得率的测定

将分离得到的烟梗木质素真空干燥２４ｈ，称量．
木质素得率由下式计算：

木质素得率＝分离所得木质素质量
烟梗干物质质量

×１００％

２　结果与讨论

木质素得率通常受反应温度、萃取时间、固液

比（ｇ∶ｍＬ）及１，４－丁二醇体积分数的影响．本实验
通过不同试验条件下的比较、优化，以得出高沸醇

提取烟梗木质素的最佳条件．
２．１　反应温度对木质素得率的影响

称取烟梗５０ｇ，料液比１∶１０，以１，４－丁二醇为
溶剂，加入少量浓Ｈ２ＳＯ４，混合均匀后保温２ｈ，反应
温度对木质素得率的影响见图１．

图１　反应温度对木质素得率的影响

温度是影响木质素分离提取效果的一个关键

因素．从图１可以看出，反应温度为２００℃ ～２２０℃
时木质素的得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在２２０℃
时达到最大值，当反应温度高于２２０℃时，随反应温
度升高木质素得率呈下降趋势．这是因为反应温度
越高，所提取出来的木质素有一部分可能发生分解

导致得率下降，而且温度越高，对设备的耐压要求

越高，能耗越大；温度低于２００℃时，木质素的得率
也较低，可能是因为反应温度过低，蒸煮不彻底，造

成木质素分离不完全．所以反应温度为２２０℃时木
质素得率最大．
２．２　萃取时间对木质素得率的影响

当烟梗为５０ｇ，料液比１∶１０，反应温度２２０℃，
以１，４－丁二醇为溶剂，萃取时间对提取木质素效
果的影响见图２．

由图２可以看出，随保温时间的增加木质素得
率先升高后下降．这可能是由于反应时间过长，发
生了副反应，导致木质素得率下降［７］．所以最佳保
温时间为２ｈ，此时最高提取率为４．２４％．
２．３　固液比对木质素得率的影响

在反应温度２２０℃，萃取时间为２ｈ时，以１，
４－丁二醇为溶剂，固液比对木质素得率的影响见
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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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萃取时间对木质素得率的影响

图３　固液比对木质素得率的影响

从图３可以看出，固液比为１∶１０时木质素得率
最大，当高于此固料比时提取量没有明显变化．液
体用量少，不利于溶剂与原料充分作用，影响木质

素的提取，当固液比高于１∶１０时得率无明显变化，
说明在１∶１０时液体已经充分与原料接触，所以增加
液体用量对得率无明显作用．因此，选择固液比１∶１０
为宜．
２．４　１，４－丁二醇体积分数对木质素得率的影响

在固液比为１∶１０，反应温度２２０℃，萃取时间
为２ｈ下，考察１，４－丁二醇体积分数对木质素得率
的影响，实验结果见图４．

图４　１，４－丁二醇体积分数对木质素得率的影响

由图４可知，随着１，４－丁二醇体积分数增加，
得率先增加后下降．相同温度条件下，１，４－丁二醇
的浓度越大木质素得率越高．１，４－丁二醇的浓度较
低时，对木质素的溶解不充分，导致得率下降．１，４－
丁二醇体积分数超过９０％时，得率也有所下降，这
可能是由于醇含量过大，１，４－丁二醇水溶液的极性
变小，从而降低了木质素的提取．故选择１，４－丁二
醇体积分数为９０％．

２．５　烟梗木质素红外光谱及紫外光谱分析
真空干燥后的ＨＢＳ木质素是一种棕色粉末，可

溶于高沸醇或酚类溶剂，但不溶于水．对上述最佳
条件下提取的烟梗ＨＢＳ木质素进行红外、紫外光谱
分析，其结果如图５，图６所示．图谱与文献［８］介绍
的相似，说明产品纯度较高．由表１可知，烟梗 ＨＢＳ
木质素具有木质素类化合物的典型结构，含有甲

基、酚羟基和羰基等化学活性基团．烟梗 ＨＢＳ木质
素紫外图谱中，在２１０ｎｍ左右具有最强的吸收峰，
是共轭烯键的吸收带，说明木质素具有较大的不饱

和性．

图５　烟梗木质素的红外光谱图

图６　烟梗木质素的紫外光谱图

表１　烟梗木质素的红外光谱分析表
吸收波数／ｃｍ－１ 吸收峰归属

３４２６ Ｏ—Ｈ伸缩振动
２９３５ 甲基、亚甲基中的Ｃ—Ｈ伸缩振动
１７０８ 羰基中的 Ｃ Ｏ伸缩振动
１６１０ 芳香环的骨架振动（ Ｃ Ｃ伸缩振动）
１４６０ 甲基、亚甲基的Ｃ—Ｈ弯曲振动
１２６５ 芳环上的Ｃ—Ｏ伸缩振动
１０４６ Ｃ—Ｏ—Ｃ的伸缩振动

３　结论
采用高沸醇溶剂法提取烟梗木质素的优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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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条件是：绝干烟梗原料５０ｇ，少量浓 Ｈ２ＳＯ４作为
催化剂，与９０％的１，４－丁二醇按固液比１∶１０的比
例在高压反应釜内混合，２２０℃下反应２ｈ；提取液
经水沉淀、过滤，真空干燥后木质素得率最高．经图
谱表征，该法提取的木质素较好地保持了木质素原

有的结构，可用于进一步的热裂解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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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风格特征明显，香气特征突出，烟气细腻，劲头适

中，余味干净，且致香成分含量最高，常规化学成分

含量适中，因此确定此条件为最佳白肋烟烘焙处理

条件．

３　结论

研究了白肋烟烘焙过程中不同烘焙条件对白

肋烟致香成分、常规化学成分以及感官质量的影

响．简单相关分析表明：白肋烟碱性致香成分中吡
嗪类、吡啶类以及碱性致香成分总量与感官指标中

风格特征、丰满程度、透发性、细腻程度、成团性、干

燥感以及干净程度呈极显著正相关，与刺激性达到

极显著的负相关．典型相关分析表明：白肋烟碱性
致香成分以及常规化学成分对白肋烟感官质量起

着重要的影响，与感官指标均达不同程度的显著相

关．典型相关分析结果与简单相关结果有部分结果
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由各种方法自身的局限性造

成的．在分析白肋烟碱性致香成分以及常规化学成
分对感官质量影响的基础上，结合白肋烟不同烘焙

条件下白肋烟化学成分含量以及感官质量得分最

终确定最佳的白肋烟烘焙条件：烘焙温度１２０℃，空
气含湿量４００ｇ／ｋｇ，终端含水率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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