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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八角茴香作为“药食同源”调味品和中药材, 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且价格较高。在巨大的市场需

求与利益面前, 经常出现使用莽草、红茴香、野八角、日本八角等木兰科植物果实冒充八角茴香进行销售和

使用的现象, 从而影响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八角茴香掺假在全球范围内已成为普遍存在的现象

和问题。为了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以及人们的用药和饮食安全, 本文在对八角茴香及其常见混伪品进行介绍

的基础上, 着重介绍了八角茴香及其伪品的性状、显微、理化、光谱分析、色谱分析、机器视觉分析、气味

指纹分析等不同鉴别方法, 并展望了八角茴香真伪鉴别检测的发展方向和相关检测技术的应用前景, 以期为

八角茴香及其掺伪品的精准鉴别提供参考。 

关键词: 八角茴香; 混伪品; 鉴别; 监管 

Research progress in adulterants identification of star an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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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kind of ‘medicine and food homology’ condiment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tar anise is 

widely used in people’s daily life and its price is high. In the face of huge market demand and interests, it often 

appears that the fruits of Magnoliaceae plants such as Illicium anisatum, Illicium henryi Diels, wild star anise, 

Japanese star anise etc. are sold as star anise, which affects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people, and the adulteration of 

star anise has become a common phenomenon and problem worldwide.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sumers and the safety of people’s medication and diet, this paper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s of star anise and its adulterants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star anise and its common 

counterfeits, including character identification, physical and microscopic identification, chemical identification, 

spectral analysis, chromatographic analysis, machine vision analysis, odor fingerprint analysis and so on. Meanwhile, 

this paper prospecte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authenticity identification and detection of star anise and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related detection technologies,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star anise and its adulte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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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八角是木兰科八角属植物, 主产于我国广东、广西、

云南等地, 是我国南方重要的“药食同源”经济树种, 其干

燥成熟果实八角茴香是常见的调味品 , 也常作为温阳散

寒、理气止痛的药物使用[1‒3]。此外, 八角茴香的提取物八

角茴香油等成分具有抗氧化[4‒6]、抗病毒[7]、抑菌作用[8‒11]

等功效, 并被广泛应用于香料加工、制药、化妆品生产等

领域[12‒14]。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与利益面前, 近年来市场上

频繁出现使用同为木兰科植物的莽草、红茴香、地枫皮、

野八角、短柱八角等充当八角茴香销售和使用的现象, 危

害消费者利益和生命安全[15‒18]。例如其常见掺伪品莽草中

含有莽草酸、莽草毒素、莽草苦素等毒素, 食用后会产生

恶心、呕吐、心律失常、呼吸急促等症状, 严重的甚至会

因血压下降、呼吸衰竭而死亡。因此, 有效地对八角茴香

及其伪品进行鉴别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本文在对八角茴香及其常见伪品进行介绍的基础上, 着重

介绍八角茴香与其混伪品的果实性状鉴别、切面显微结构

鉴别、理化实验鉴别、光谱分析、色谱分析、色谱-质谱分

析等不同鉴别方法, 以期为市场监管及广大消费者对八角

茴香掺假鉴别提供参考。 

1  性状鉴别 

八角茴香为木兰科植物八角茴香 (Illicium verum 

Hook.f.)的干燥成熟果实, 其常见伪品莽草、红茴香、野八

角、短柱八角等也多为木兰科植物的果实, 因此具有与八

角茴香相似的外形, 但其在性状分析上仍有一定差异, 因

此可通过其外形、颜色、气味、滋味等性状鉴别对其加以

区分。八角茴香及其常见伪品的性状鉴别特征见表 1。 

八角茴香与其伪品的性状鉴别方法简单, 不需要借

助于检测仪器设备, 但该方法对检测者有较高的相关检测

经验要求, 并且存在主观性强、容易误判等不足。 

2  显微和理化鉴别 

八角茴香及其同属常见混伪品的性状特征鉴别较为

便捷, 但市售八角茴香及其混伪品果实常常存在破碎不完

整的情况, 此时进行显微结构特征比较、理化实验分析等

即可对其进行有效鉴别。 

2.1  显微鉴别 

显微鉴别法是利用光学显微镜或电子显微镜对样品

的组织、粉末等结构进行微观分析的一种方法, 该方法通

过观察细胞形态、细胞内含物成分及其分布来鉴别样品的

真伪和质量, 并较早应用于八角茴香与其伪品的鉴别。彭

强等[21]对八角茴香、莽草和多蕊红茴香的果柄显微结构特

征进行了比较, 结果显示, 是否存在果柄石细胞是区别八

角茴香及其伪品的主要鉴别特征, 八角茴香果柄可观察到

不规则分枝状石细胞, 莽草和多蕊红茴香均无石细胞。万

珍明等[22]对八角茴香和莽草的果柄显微结构进行比较并

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八角茴香的果柄皮层较宽且有较多石

细胞, 内皮层部有呈环带存在的石细胞, 髓部薄壁细胞中

有散在的石细胞, 而莽草的果柄内皮层部有呈环带存在的

厚壁细胞, 且在各个部位都没有石细胞存在。崔爱民等[23]

对八角茴香和大八角、莽草、红茴香的果梗横切面进行了

显微鉴别, 结果显示: 莽草果梗横切面无石细胞存在, 此

特点明显区别于八角茴香果梗的显微结构; 八角茴香果梗

木质部导管排列较疏松, 而大八角和红茴香果梗木质部导

管排列紧密, 可以此作为八角茴香与大八角和红茴香鉴别

的特征。 
 

表 1  八角茴香与其常见伪品性状鉴别特征[19‒20] 

Table 1  Ident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tar anise and its common adulterants[19‒20] 

品名 外形 颜色 蓇葖果个数 气味、滋味 

八角茴香 
聚合果, 蓇葖果呈放射状排列于中轴上, 蓇葖果长 1~2 cm, 宽

0.3~0.5 cm, 高 0.6~1 cm 
红棕色 8 个 气芳香, 味辛、甜 

莽草 
聚合果, 蓇葖果呈放射状排列于中轴上, 直径 3.5~4.2 cm; 蓇

葖果扁平, 长 1.5~2 cm 
红褐色 10~13 个 

具有特异芳香气,  

味淡, 久尝麻舌 

红茴香 

聚合果, 蓇葖果较瘦小, 呈放射状排列于中轴上, 直径 2.4~3 cm; 

蓇葖果扁平, 长约 1.5 cm, 宽 0.4~0.7 cm; 先端较尖, 略弯曲

呈喙状 

红褐色  7~8 个 
具有特异香气, 尝之味

先酸而后甘 

野八角 

聚合果, 果实较大, 蓇葖果呈放射状排列于中轴上, 直径

4~4.5 cm; 蓇葖果呈扁平、不规则的广锥形, 长 1~2 cm, 宽达

1 cm; 先端长较尖, 呈喙状, 喙长 3~7 mm 

棕褐色 10~14 个 
具有特异香气, 味淡, 

久尝有麻辣感 

短柱八角 

聚合果, 果实较大, 蓇葖果呈放射状排列于中轴上, 直径

4~4.5 cm; 蓇葖果扁平, 长 1.8~2.3 cm, 宽 1.5~1.8 cm; 先端急

尖, 顶端不弯曲 

褐色 10~13 个 
气微, 味微苦、辣,  

麻舌 

地枫皮 
聚合果, 蓇葖果大小不等, 排列较密, 先端急尖向上弯曲呈钩

状; 直径 1.5~3 cm, 果梗长 1.5~3.5 cm 
红棕色  9~13 个 

气香特异, 味酸,  

微辛、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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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化鉴别 

八角茴香与其伪品的理化鉴别主要包括色泽与 pH 鉴

别、与氢氧化钾的显色反应、茴香精浑浊试验、与三氯化

铁的显色反应等[24‒25], 上述方法一般需要将待测样品粉碎

后加入相应试剂, 观察其颜色变化或溶液状态。此类鉴别

方法操作简单、应用推广较早, 但其也存在主要依赖感官

分析、主观性强等不足。 

3  光谱分析鉴别 

由于每种物质都有自己独特的特征谱线, 因此可根

据光谱来鉴别不同物质并确定其化学组成。八角茴香与其

混伪品中不同特征物质红外光谱等谱图中的吸收峰峰形、

峰位及相对峰强不同, 由此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宏观指纹特

征图谱, 因此光谱分析鉴别也成为八角茴香与其混伪品识

别的有效手段[26‒27]。目前, 对于八角茴香及其伪品的鉴别研

究, 国内外使用的光谱分析鉴别方法主要集中于紫外与红

外光谱鉴别、拉曼光谱鉴别、高光谱成像技术鉴别等方法。 

3.1  紫外与红外光谱鉴别 

紫外与红外光谱分析可用于鉴别分子的结构和化学

键, 因此可作为表征和鉴别不同物质的方法, 该方法也可

用于八角茴香与其伪品的鉴别。 

紫外光谱鉴别方面, 彭强等[28]对八角茴香与其混伪

品莽草、多蕊红茴香的乙醚提取液进行了紫外光谱特征分

析, 结果显示, 八角茴香在 260 nm 处有一明显的最大吸收

峰, 而两种混伪品在此处则无最大吸收峰, 由此可作为八

角茴香与两种混伪品的重要鉴别特征。 

与紫外光谱鉴别相比, 红外光谱分析被更多地应用

于八角茴香与其伪品的鉴别, 其鉴别方法也更加多样化。

周晶等[29]采用红外光谱三级鉴定法对八角茴香及其伪品

进行了分析与鉴别, 该方法依次采用红外光谱、二阶导数

谱、二维红外相关光谱对八角茴香及其伪品莽草进行鉴别

分析。结果显示, 通过对八角茴香和莽草的红外谱图、二

阶导数谱图和二维红外相关谱图进行比较分析, 二者的谱

图差别逐渐放大, 可以快速方便地区分鉴别八角茴香和莽

草, 且其表观分辨率逐渐提高。刘蓬勃等[30]分别将八角茴

香、莽草、红茴香研磨成细粉, 掺入溴化钾粉末后进行压片

处理, 在不使用溶剂对样品进行提取的情况下测定各自的

红外光谱图。结果显示, 八角茴香与红茴香、莽草的红外吸

收峰不同, 八角茴香在 3485 cm‒1 处有一明显的吸收峰, 而

莽草和红茴香吸收峰则出现在 3392 cm‒1 和 3336 cm‒1 处, 

且其峰位与峰形也不相同, 可据此将八角茴香与红茴香、

莽草区分开。汤彦丰等[31]使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法获取

八角茴香及其伪品的红外指纹图谱, 并建立人工神经网络

误差反向传播算法模型, 用于对八角茴香及其伪品进行鉴

别。结果显示, 使用该方法获取的光谱数据具有较好的精

密度、重现性和稳定性, 建立的识别模型对样品的识别正

确率为 91.67%, 可以较好地区分八角茴香和伪八角。

WANG 等[32]研究并开发了一种基于近红外和中红外组合

光谱数据的新分析方法, 使用连续投影算法对采集到的数

据进行预处理, 以减少噪声和其他不兼容的光谱特征数据

的干扰, 然后通过线性分析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 以此区

分鉴别八角茴香和红茴香。结果显示, 用该方法建立的分

类模型对校准、验证和测试集的分类识别正确率为

95.2%~100.0%, 能够对八角茴香和红茴香以及它们的混合

样本进行有效预测和分类。 

3.2  拉曼光谱与高光谱成像技术鉴别 

与红外光谱检测相比, 拉曼光谱等检测技术手段具

有不破坏样品的特点, 因此在无损检测方面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33]。刘蓬勃等[34]将八角茴香、莽草、红茴香直接装

在样品架上, 测定其断面的拉曼光谱, 在不对待测样品进

行化学试剂提取处理的情况下, 使用傅里叶变换拉曼光谱

法对八角茴香及其伪品进行了鉴别。结果显示, 八角茴香

在 2936 cm‒1 处有一强特征峰, 而红茴香和莽草则出现在

2925 cm‒1 和 2918 cm‒1 处, 分别偏移了 11 cm‒1 和 18 cm‒1。

此外, 八角茴香在 1607 cm‒1 和 1318 cm‒1 两个峰的强度比

与红茴香在 1605 cm‒1 和 1320 cm‒1 两个峰的强度比、莽草

在 1602 cm‒1和 1336 cm‒1两个峰的强度比均有明显的不同, 

根据上面两个特点可以很容易地将八角茴香与红茴香、莽

草区分开。由于该方法快速准确且不破坏样品, 可作为八

角茴香与其伪品鉴别的无损检测手段。王伟等[35]采用可见

/近红外高光谱成像技术对八角和莽草进行鉴别, 通过结

合光谱与图像处理分析方法, 实现样本感兴趣区域(region 

of interest, ROI)平均光谱的自动提取, 并采用连续投影算

法选择建模所需最优波长, 建立了多光谱偏最小二乘分类

判别模型。结果显示, 去除图像背景信息以及噪声后提取

光谱数据 , 采用连续投影算法 (successive projections 

algorithm, SPA)选取了 533、617、665、807 nm 4 个最优波

长, 基于最优波长下的光谱数据建立了偏最小二乘判别模

型, 该模型对八角和莽草交叉验证集的总体鉴别准确率为

98.4%, 对外部验证集样本的总体分类准确率为 97.9%, 可

较好地实现两者的鉴别。ILZE 等[36]采用短波红外高光谱

成像技术和图像分析技术对八角茴香和日本八角进行了鉴

别, 使用光谱范围 920~2514 nm 的高光谱相机获取图像后, 

运用主成分分析对光谱数据进行降维, 并使用偏最小二乘

判别分析建立了八角茴香与日本八角鉴别的分类模型。结

果显示, 该分类鉴别模型对八角茴香测试集样品的识别正

确率为 97.85%, 对日本八角测试集样品的识别正确率为

98.42%, 高光谱成像技术作为一种客观、无损的检测方法, 

可以较好地对八角茴香和日本八角进行有效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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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角茴香与其伪品的光谱鉴别方法研究中, 前期

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用试剂对粉碎后的样品进行目标成分

提取后观察相应光谱图的差异, 该方法能够明显观察到八

角茴香及其伪品光谱图中最大吸收峰峰形、峰位等方面的

差异, 不足之处是前处理方法往往较为烦琐。随着相关研

究的深入, 不少学者在数据分析处理方法、判别模型的引

入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鉴别效果。此外, 拉

曼光谱、高光谱成像等无损检测技术的应用, 进一步减少

和优化了样品前处理流程, 该类方法不仅能对八角茴香及

其伪品进行有效鉴别, 也为相关便携式检测仪器设备的开

发提供了参考。 

4  色谱分析鉴别 

色谱法作为一种常见的分离和分析方法, 被广泛应

用于各种复杂组分物质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近年来, 色谱

法也已经逐渐应用于八角茴香与其伪品的鉴别中, 常用的

鉴别方法主要包括用于定性的薄层色谱法、用于定量分析

的气相色谱法等。 

4.1  薄层色谱分析鉴别 

八角茴香与其混伪品鉴别中使用较多的色谱分析方

法为薄层分析法, 该方法是将测试样品溶液点在薄层板上, 

用展开剂展开后使测试样品所含成分分离, 将得到的色谱

图与相应的标准物质展开形成的色谱图作比较, 以此达到

鉴别的目的。尹爱群等[37]使用薄层分析法对八角茴香和野

八角进行了鉴别, 分别取八角茴香和野八角粉末加氯仿浸

泡过夜, 滤液浓缩后作为供试品溶液, 取茴香醚对照品加

氯仿溶解后作为对照品溶液。将上述样品点于硅胶 G 薄层

板并以石油醚:乙酸乙酯(99:1, V:V)作为展开剂, 上行展开

后观察色谱图。结果显示在二者的薄层色谱图中, 出现的

斑点数目位置和颜色存在明显的差异, 证明八角茴香和野

八角有着不同的化学成分, 通过紫外吸收光谱鉴别也可以

观察到两者光谱有明显的差异。彭强等[28]根据八角茴香与

其混伪品莽草、多蕊红茴香的醚溶性成分有明显差异, 对

其进行了薄层分析鉴别。结果显示, 以茴香醛为对照品, 

八角茴香可检出茴香醛, 两种混伪品莽草、多蕊红茴香均

未检出该成分, 因此是否能检出茴香醛是八角茴香与其混

伪品的重要区别。崔爱民等[23]分别对八角茴香、大八角、

莽草、红茴香进行了薄层分析定性鉴别。结果显示, 八角

茴香在 Rf 值为 0.98 处显示紫色斑点, 在 Rf 值为 0.77 处显

示红棕色斑点, 在 Rf 值为 0.28 和 0.14 处显示蓝紫色斑点, 

而其他 3 种伪品与此均有明显区别, 尤其是在 Rf 值为 0.98

处, 大八角、莽草、红茴香均没有斑点出现, 由此可作为

八角茴香与其他 3 种混伪品的重要区别。 

4.2  气相色谱分析鉴别 

八角茴香及其伪品的挥发性成分及含量有一定的差

异, 以此为依据结合气相色谱法可进行八角茴香与其伪品

的鉴别。 VAISHALI 等 [38] 使用荧光扫描电子显微镜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和气相色谱法开发了

一种快速有效鉴别八角茴香和日本八角的方法。在显微观

察方面, 将八角茴香和日本八角研磨成粉末后取 1 g 粉末

放置于玻璃载玻片上并滴上 2~3 滴乙醇, 待颗粒均匀分离

后使用荧光扫描显微镜进行观察, 结果显示八角茴香和日

本八角的卵泡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 而该差异在光学显

微镜下无法观察到。色谱分析方面, 分别向 2 g 干燥的八

角茴香和日本八角果实粉末中加入 25 mL 二氯甲烷, 超声

处理 15 min 后过滤, 取滤液进行气相色谱分析, 结果显示

日本八角的色谱图中, 在 9.2、10.0 和 10.6 min 处有 3 个明

显的特征峰, 而八角茴香的色谱图中则不存在这 3 个特征

峰, 以此可作为八角茴香是否掺假的依据。 

在八角茴香与其伪品鉴别的色谱分析方法中, 薄层

色谱法使用较多且应用较早, 由于八角茴香与其伪品中的

指示性成分存在较大差异, 通过比较展开的薄层色谱图即

可对其进行定性鉴别分析。气相色谱法则可以对八角茴香

及其伪品中的特定成分进行定量分析, 通过所含成分以及

含量的差异对八角茴香及其伪品进行有效鉴别。 

5  色谱-质谱分析鉴别 

气相色谱和液相色谱分析作为一种有效的分离和分

析方法, 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物质的定量分析, 但在有杂质

峰干扰的情况下其定性分析仍比较困难, 而质谱法可以进

行有效的定性分析, 因此将色谱和质谱进行有效结合则成

为一种高效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常用的色谱-质谱分析方

法包括气相色谱-质谱法、液相色谱-质谱法等。 

气相色谱-质谱法、液相色谱-质谱法以气相色谱仪和

液相色谱仪作为分离系统, 以质谱仪作为检测系统, 因其

具有选择性强、灵敏度高、分析结果更可靠等优点, 也被

逐渐应用于八角茴香真伪鉴别的研究之中。王丽梅等[39]

使用顶空固相微萃取法结合气相色谱-质谱法对八角茴香

和莽草中的挥发性风味成分和含量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

八角茴香和莽草的主要挥发性成分分别为反式茴香脑和莽

草毒素, 两者属于各自特有的挥发性成分且存在明显的差

异, 该方法可以为八角茴香和莽草的鉴别分析提供依据。

HOWES 等[40]使用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分析了八角茴

香、短柱八角、红茴香、野八角、日本八角等八角属植物

果实的挥发性化合物成分。结果显示, 从八角茴香果皮中

解吸的挥发物中含有较高含量的(E)-茴香脑, 其含量范围

为 57.6%~77.1%, 而其他八角属植物果实的挥发性化合物

中(E)-茴香脑的含量均不高于 16.0%, 该方法省去了提取

蒸馏过程, 为八角属植物果实中挥发性成分的分析以及八

角茴香真伪鉴别提供了一种快速简单的检验方法。INES

等[41]结合薄层色谱法和液相色谱-质谱法对八角茴香、红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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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日本八角等八角属植物果实进行了鉴别。结果显示, 与

其他八角属植物果实相比, 八角茴香显示出一种区别于其

他八角属果实的特征指纹, 使用薄层色谱法可以将其区分

出来。此外, 结合使用液相色谱-质谱法定量分析样品中的

莽草毒素含量, 发现各种八角茴香伪品中含有的莽草毒素

比八角茴香中的莽草毒素含量至少高出 1000 倍, 因此该

方法可以将八角茴香与其他八角属植物果实区分开来, 并

可判定出八角茴香中是否含有其他混伪品。 

气相色谱-质谱法和液相色谱-质谱法结合了色谱仪可

进行分离纯化的特点以及质谱仪高效定性的优点, 可对八

角茴香及其伪品中的特定成分进行定性定量分析, 从而使

检测和鉴别结果更加准确可靠。 

6  其他鉴别方法 

随着信息技术与智能传感技术的迅速发展, 机器视

觉技术、气味指纹分析技术等新兴检测技术以及新的数据

处理方法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八角茴香等产品的鉴别与

品质检测。 

6.1  机器视觉技术鉴别 

与传统检测方法相比, 机器视觉具有检测速度快、精

度高、重复性好等优点, 其能够根据待测样品在颜色、形

态、纹理等方面的特征差异对其进行有效识别[42‒43]。姚应

方等[44]使用机器视觉技术, 利用 RGB、HSI 颜色空间的变

换提取八角的颜色特征, 利用极坐标变换和傅里叶变换提

取八角的形态特征, 对大红、角花、干枝 3 种不同类型的

八角进行了识别和处理。结果显示, 根据不同类型的八角

在 H(色调)分量上的差异, 对棕红、黑红、褐红 3 种颜色的

八角正确识别率分别为 95.12%、95.12%、97.56%。形态特

征方面 , 建立极坐标模型 , 对八角角数的正确识别率为

94.73%; 在极坐标变换的基础上进行傅里叶变换, 对粗短

八角角瓣和瘦长八角角瓣的正确识别率分别为 94.29%、

94.29%。该方法具有较高的识别率和精确度, 并可有效避

免人员误检并提高检测效率, 同时为八角茴香与其形态相

似的伪品进行鉴别提供了参考。 

6.2  气味指纹分析技术鉴别 

八角茴香气味芳香浓郁, 而莽草等其他八角属伪品

具有不同于八角茴香的特异芳香气味, 因此可根据气味鉴

别对八角茴香及其伪品进行区分。卢一等[45]采用气味指纹

分析技术, 根据获得的气味指纹信息并结合化学计量学方

法, 对八角茴香和莽草进行了鉴别。结果显示, 八角茴香

和莽草在气味特征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主成分分析结果显

示八角茴香和莽草区分明显, 建立的判别因子分析模型对

八角茴香和莽草的正确判别率不小于 99%, 可实现八角茴

香与莽草的快速鉴别。WANG 等[46]根据八角茴香与日本八

角在气味和味道上有明显的差异, 使用电子鼻和电子舌技

术对八角茴香和日本八角进行了鉴别。电子鼻鉴别检测方

面, 将测试样品粉末化并过筛处理后, 精确称量 0.1 g 样品

于 20 mL 密封的小瓶中, 然后将其装载到电子鼻的自动采

样器托盘中, 将干燥空气以 150 mL/min的恒定速率泵入传

感器室, 并将 2 mL 顶部空间空气自动注入电子鼻检测系

统。电子舌鉴别检测方面, 将 2.0 g 粉末状试样和 80 mL 蒸

馏水放入带塞锥形烧瓶中回流 1 h, 将滤液稀释至 200 mL

后, 取 80 mL 制备的溶液放入电子舌仪器的自动取样器

托盘中并进行分析。对于采集到的数据, 使用主成分分

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和判别因子分析

(discriminant factor analysis, DFA)对样本进行数据分析。基

于电子鼻和电子舌分析获得的数据信号, 共有 90 个数据

点用于 PCA。电子鼻分析的 3 个主成分得分向量值分别为

PC1=93.89%、PC2=6.08%和 PC3=0.03%, 电子舌分析的主

成分值为 PC1=98.72%、PC2=0.68%和 PC3=0.57%, 样本数

据可以被较好地分为八角茴香和日本八角两组。此外, 电

子鼻和电子舌评估与主成分分析和判别因子分析相结合, 

可以有效地识别八角茴香、日本八角及其混合物。 

6.3  DNA 分子标记技术鉴别 

DNA 分子的遗传信息稳定性强、准确度高, 且排除了

样品形态差异等干扰, 而 DNA 分子标记技术通过分析不

同样品间具有遗传信息差异的 DNA 片段, 从而揭示生物

体表型性状的表现规律, 因此可使用 DNA 分子标记技术

进行不同样品的鉴定和品质评价[47‒49]。NATASCHA 等[50]

开发了一种分子标记方法, 以区分有毒的日本八角和中国

八角茴香, 研究中利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扩增了八角茴香和日本八角的内部转录间隔

区(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ITS)序列, 并对其进行了研

究分析。结果表明, 使用限制性内切酶 PstI 和 BfmI 可以将

八角茴香与日本八角区分开, 虽然不能精确测出其掺假量, 

但日本八角 DNA 可以被检测为八角茴香的掺伪物, 以此

可作为八角茴香是否掺假的依据。江雨欣等[51]采用 DNA

分子标记分析技术, 在叶绿体基因组中发掘了八角茴香区

别于莽草、野八角这两种混伪品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位点, 并通过引入错配碱基

的方式设计了八角茴香与莽草、野八角的特异性引物, 最

后通过多重 PCR 体系建立了八角茴香和莽草、野八角的鉴

别方法。结果显示, 八角茴香在建立的多重 PCR 体系下扩

增出 304 bp 的特异性条带, 莽草和野八角则扩增出 152 bp

的特异性条带, 该方法简洁高效、鉴定结果明确, 只需要

观察特异性条带的位置即可判断八角茴香真伪, 可实现八

角茴香与其混伪品的快速鉴别。 

随着科技与现代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 八角茴香与

其伪品的鉴别不再局限于感官检验、光谱色谱分析等传统

检测方法, 机器视觉、电子鼻、电子舌以及 DNA 分子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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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术也已经逐步应用于八角茴香真伪的鉴别之中。该类

检测方法在智能传感分析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应用广泛, 相

关检测技术也已经比较成熟, 将其应用于八角茴香的真伪

鉴别也取得了较好的鉴别效果, 因此为八角茴香与其伪品

的鉴别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应加强研究与推广力度。 

7  结语与展望 

八角茴香用途广泛, 其芳香健胃, 是人们日常生活中

常用的调味品和中药材。此外, 其提取物茴香油也被广泛

应用于香料加工、制药和化妆品生产等领域。在巨大的市

场需求和经济利益面前, 市售八角茴香存在严重的掺伪现

象。在我国, 八角茴香的常见伪品多为同属木兰科植物的

莽草、红茴香、野八角、短柱八角等植物果实, 在日本等

其他国家还存在以日本八角等植物果实冒充八角茴香的现

象, 八角茴香掺假在全球范围内已成为普遍存在的现象和

问题。随着现代检测与分析技术的不断发展, 八角茴香与其

伪品的鉴别方法得到了逐步补充和发展。在其鉴别与检测方

法发展历程中, 先后经历过早期对其进行简单的形状、气

味、颜色等性状鉴别、显微鉴别、理化成分鉴别, 再到近期

的光谱色谱分析、气味指纹分析、DNA 分子标记、机器视

觉分析等, 其鉴别方法逐渐丰富和多样化, 鉴别效果也得到

了较快的提升, 但仍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  

(1)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共同发布的标准 GB/T 

7652—2016《八角》对八角茴香的质量评定指标、检验及

判定规则等内容进行了规定, 但未涉及八角茴香掺伪识别

的检验方法描述, 因此对八角茴香的真伪鉴别一直缺乏统

一的检验方法和执行标准。 

(2)我国八角茴香伪品种类较多, 虽然对八角茴香真

伪鉴别研究起步较早, 但多集中于性状鉴别、显微和理化

鉴别等传统检测方法, 对于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和应用仍

比较少。 

(3)八角茴香作为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调味品, 用途广

泛且需求量大, 但公众普遍缺乏对八角茴香及其伪品进行

鉴别的能力, 市场监管人员也缺少对其进行有效鉴别的设

备和技术手段。 

我国作为八角茴香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 应在生产、

流通、餐饮等各个环节加强八角茴香真伪鉴别的方法宣传

和监管力度。普通消费者在购买八角茴香时, 可通过观察

形状、查看角数、品尝味道等常规方法对其进行鉴别, 该

方法简单易行, 可通过市场监管部门普法宣传等途径做好

社会宣传, 以满足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市售八角茴香的购买

鉴别需求。对于专业技术分析和市场监管人员, 可根据样

品具体情况选择理化鉴别、仪器分析等相应方法, 以获得

准确的鉴别分析结果。随着信息技术与智能传感技术等现

代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 应加强八角茴香掺伪鉴别在线检

测、无损检测等快速检测技术研究力度, 并研制相应的便

携式检测仪器和设备, 以满足检测准确快速、执法便捷高

效的检测与监管需求。对于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和应用仍

比较少的问题, 也应引起重视并加强其研究力度, 如将组

学技术等已在食品真伪鉴别和溯源方面取得较好成效的方

法应用于八角茴香掺伪鉴别, 可为八角茴香真伪鉴别提

供更广泛的研究方向[52‒53]。此外, 基于国内市场八角茴香

掺假现象严重却又缺少掺假鉴定的方法, 应考虑制定八

角茴香鉴别的检验方法并形成检验标准或指导文件, 以便

于八角茴香市场监管, 并为相关检测仪器设备的开发提供

指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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