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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 桃古崤， 西 
食 用 水 蜜 桃 香 精 的 调 配 研 究 

王力洁 马 玲 

食品香精魁专，}=ij于食品以强 化 香 和 味 

的一种专用食品添加剂，食品香精因具有较 

浓烈的香味成分，所 以仅需少量用于食品加 

香，就能产生令人喜爱的香味效果，因此食 

品香精被广泛地应，}}j食品工业。 

食品香精的组成，是由符合食品添加剂 

要求的天然香料、合成香料，以及可以食用 

的溶剂、色 素、载体、加工 产 物、发 酵 产 

物、附属产物经调配而成的水剂、油剂、乳 

化体或微胶囊等香精产品。 

近年来，上海、北京、杭州、广州等地 

食品行业引进国外PFW及Givanclen Dl'a- 

goCO Haarmanu & Reiimer等公司 的 水 

蜜桃 (Peach Flavour)香精制成硬糖、夹 

心糖、软饮料等受到市场欢迎。 为 了 填 补 

市场空白，我所香料厂仿照国外 几 个 大 香 

精公司的水蜜桃香精的香味做了 些 研 究 工 

作。 ． 

桃子属蔷薇科。易植果 树 繁，十 亿 为 

兆，故字从桃，言其数多。桃是核果的典型 

代表，最容易栽植 ，生长旺盛，结果甚早， 

俗话说： “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当年能换 
● 

钱。” 

桃是喜庆的代名词，民 间 流 传 有 “寿 

桃 ， “仙桃 、 “寿星捧桃 ，还有 “桃 

李满天下 之说，说明桃树适应性很强，种 

植区域遍及全球。过去曾误传：桃原产波斯 

(伊朗 )。其实在汉武帝时代 (公元前一、 

时加入，糖化速度往往不能满足酵母对糖的 

需求，易引起酵母早衰，影响酵母活力；而 

在喂饭时加入，能较好地保持糖 化 发 酵 平 

衡，且主酵期不致过猛，有利于 提高 出 酒 

率，改进成品酒的风味。 

4．3 由于传统习惯的原因，我省的黄 酒 厂 

几乎全部现仍旧采用生麦曲 (块曲 )作为糖 

化发酵剂，且用量大。其弊病在于生麦曲『{l 

的糖化酶无法分解其自身的生淀粉，最后大 

量的生淀粉残留在酒糟中丢失，致使出糟率 

在3O％左右，而今酒糟中的残余 淀 粉 2O％ 

左右，降低 了原料出酒率。目 前， 我 国 南 

方各黄酒厂 已从生产中 选 育 出 “苏 16 菌 

抹，该菌株中的黄曲霉具有较强的液化力和 

蛋 白坂分解： j．接种苏l6菌株制成的熟麦曲 

取代生麦曲J“于黄酒酿造，不仪可提高原料 

出酒率，亦能增加酒中氨基酸态氮的含量， 

从而提高酒的品质。因此，我省备黄酒厂应 

尽快采用熟麦曲，解决目前原料出酒率低的 

问题。 ‘ 

4．4 采用传统工艺酿制黄酒，劳动强度大， 

生产效率低，且质量不稳定。大罐新工艺黄 

酒是黄酒生产的方向和趋势，如何结合黍米 

原料的特性，把Y—AADY应用于大罐发酵 

生产黍米黄酒，将是需要进一步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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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纪 )，我国的桃才通过中亚 细 传 到 波 

斯，后来往西传播到欧洲，往东 传 播 到 朝 

鲜， 日本J在350年前又传到了美 洲，目 前 

已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国，总产量居世界水果 

第六位。我国是产桃最多的国家，其次是 日 

本、美国和意大利。 

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在琳琅满目、丰富 

多采的果品资源中，桃堪称 为 “天 下 第 一 

果”，它以果形美观、肉质甜美而被誉为果 

中皇后。桃具特有香气，营 养 丰 富。据 分 

析，每100克桃含蛋 白质0．8克，粗 纤 维0．7 

克、无机盐0．7克、钙 7毫克、 磷32毫 克、 

铁0．8毫克，还有胡萝 卜素、硫胺 素、核 黄 

素、尼克酸、抗坏血酸等。桃干含钙居果中 

前列，每lOOgSB千含钙194毫克，磷58毫克。 

古来即有 “桃保人，杏 伤人”的谚语，多食 

鲜桃，有益于健康。桃的肉质致密，皮内满 

藏蜜甜的浆汁。鲜果可生食，还可制桃干、 

桃脯、果汁、果酒和果酱等。 

根据我们对国外配制的水蜜桃香精的样 

品进行香气香味分析，其香气类似于我国产 

的水蜜桃香味，与我们老的桃子香精相比差 

距很大，而我们过去的桃子香精，均以直链 

低碳酸醋，萜烯醇酯和 一 部分 r一一十一 内 

酯，和天然精油配制而成，缺乏新鲜的具桃 

子特征香气的香味，因而在市场上不受消费 

者欢迎。 

我们查阅了国外大量关于水蜜桃香气分 

析的资料，从国外对桃予挥发性物质分析结 

果可发现含碳氢化合物 有l0种，醇 类 有19 

种，酯类化合物有23种，醛类化 合 物 有 10 

种，酮类化合物有 5种，酸类 化 合 物 有 9 

种，内酯类化合物有l0种，上述近70种化合 

物构成了桃子的主要特征香气。 

我们又对国内用户反映像真度状的国外 

P．F．W公可的水蜜桃香精进行丁评香 和 香 

气分析，并进行丁赋香试验。发现头香中，仃 

甜中带青且具有桃子特征香气的气息，体香 

则为成熟的桃汁果香气息，于 1‰稀释液中 

桃味，有甜兼青的感觉，桃子的特征香 味十 

分明显，稍有合成香料的余味，从闻香中有 

明显的内酯类化合物的香气。 ·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在仿制水桃蜜香 

精时，选用的香原料以内酯类化合物为主， 

因为内酯类化合物的香气具有桃汁的甜香气 

息，在配方中我们使用了r．_癸内酯；r一辛内 

酯；r一已内酯；一r戊 内 酯J r-d— 内 酯； 

r一十二内酯， 一癸内酯J 6一十二 内酯，这些 

内酯的香气质量十分重要。另外它们之间的 

数量组合和搭配非常重要，尤其它们之间的 

香味平衡。我们通过上百次的试验、研究， 

方达到目前的水平，果实类的食品香精，头 

香中有一种水果特征香气的具体表达，因此 

它在香精中显的十分重要。在水蜜桃的甜中 

带青的头香 中常兼有细微的酸味，根据我们 

对其香气的分析和辨香， 我们在配方中使用 

了顺式已烯一3一醇及其乙酸酯、芳樟醇、乙 

酸芳樟酯，正已酵等青香气息的原料来模拟 

水蜜桃的青气，又以乙酸 乙酯、丙酸乙酯、 

乙酸苄酯、苯 甲醛等原料 以丰富桃子的果实 

香气味，还以二氢草莓酸、二甲基丁酸、冰 

乙酸等原料及其它低碳有机酸增加酸气，使 

香精配制成甜、青、酸浑然成一体的头香气 

息。另外在香精中还要加入苯 甲酸丙二酵缩 

醛、反式⋯2 已烯醛、硫代薄 荷 酮、 2一异 

丙基一4一甲基噻唑才能使整个水蜜桃香味达 

到较高的像真度。 

水蜜桃香精 (参考配方 ) 

香兰素 

乙酸 乙酯 

丙酸乙酯 

丙酸苄酯 

乙酸叶醇酯 

正 已醇 

乙酸 已哺 

甜橙妯 

0．1～ 0．3 

2．5～ 5 

50—、，75 

1O一 15 

0． i～ 0．7 

0．5～ O．8 

)．3～ 0．fj 

i～ 1．5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l8 · 

冰乙酸 20～30 

乙酰乙酸乙酯 

芳樟醇 

乙酸芳樟酯 

紫罗兰酮 

水蜜桃香基 

丙二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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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0 

0．6～ 0．9 

0．2～ 0．5 

0．5～ 0．8 

30～ 40 

余量 

水蜜桃香精的研制成功，填补了我省和 

西北地区水蜜桃香精的空白，社会经济效益 

明显，受到用户和广大消费的好评。上述香 

精系油水两用香精，可用于软饮料及其他饮 

料的加香，同时也可用于饼干糖果及其它烘 

烤食品的加香，增加了花色品种，满足了广 

大消费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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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理指标中，可以看出由于大量化纤 

加入，特别是涤纶的加入，产品的缩水率大 

大低于标准， 尺寸稳定性增强。高比例化纤 

产品的起球情况良好，均能达到三级以上， 

组织采用平纹，纤维混纺时，纤维转移的不 

同特点，使毛纤维在纱表层，克服了涤纶纤 

维易起球，不易脱落的缺点。 

从耐磨性来看，都在 2万次以上，超过 

了国优标准要求。高比例化纤产品的耐磨性 

比较好，充分发挥了合成纤维强力好、耐磨 

的特性 。 ‘ 

从已测试的产品看，产品的丰厚度、压 

缩、弹性率都比较好，并超过了花呢国优丰 

厚度 3 cm。／g，压缩弹性 8％的指标。这一 

点主要是由于原料采用刚性好的春三级毛与 

化纤混纺，及合理适当的经、纬密比。 

综上所述，开发高比例涤纶纤维产品， 

只要选择适当的工艺，合理配比原料，充分 

发挥各种原料的特性，产品的各种性能都能 

得到提高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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