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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小桐子的一般情况

小桐子的一般生物学特性和地理分布

小桐子 盯 又名膏桐
、

黑皂树
,

为大戟科麻疯树属植物
,

灌木或 小乔 木
,

高

可达 一
,

一般高 一
,

枝条粗壮
,

有白色乳汁
,

叶互生
,

聚伞花序腋生或顶生
,

花单

性
,

茹果长椭圆形或近球形
,

直径 一
,

内有种子 一 粒
,

种子黑色如蓖麻
,

一般 月开

花
,

月果实成熟
。

在湿润的热带地区如西双版纳
、

德宏等地
,

一年可两次开花
,

即第一次果

辱
,

月份又开花
,

翌年 月果实成熟
。

据野外观察
,

小桐子适生幅度很宽
,

从年降水量超过 。。。 的湿润地区到年降水量 只 有

一 的干热河谷
,

只要冬季无重霜
、

煊时极端最低温度不低于 一 ℃的地区均生 长 良

好
。

对生长地的土壤肥力也要求不高
,

值一般在 一 之间
,

排水良好即可
。

因此
,

在 云南

省生长于海拔 以下的季节性河谷两岸的河漫滩及支沟口
。

由于其根系发达
,

一 些 干 旱

的荒山坡地也可生长
。

种子繁殖或雨季中扦插均易成活
。

播种前不需对种子作任何处理
。

新

鲜种子直接播种
,

出苗率可达 以上
。

扦插的枝干也不需作任何处理
,

短至 具三 个芽

眼
,

长至
,

同样能插活成株
。

小桐子油的理化性质

小桐子的种子含油
,

各地一直作为野生油料利用
。

对其基本的化学成分一些单位 曾作 过

分析
,

唯因分析时取样的地点和样品质量的好坏 如种子是否饱满
、

有否霉坏 不同
,

分析 结 果

有所差别
,

但主要项 目基本是一致的 表
。

据上海食品工业研究所分析
,

种仁含油量为
,

昆明植物所分析 种 仁 含 油 量 为
。

用土法加工出油率各地基本相同
,

一般是 一
,

即每 种子出油 一

左右
。

小桐子油为淡黄色
,

属不干性油
。

其脂肪酸组成大体为油酸 一
,

亚油酸 一
,

表 小桐子种子主要成分含量 朴

成 分 含 油 量 粗 蛋 白 粗 纤 维 总 糖

种子 。 。

种仁 ⋯ 。。 , , 。
一 竺竺一

一

一二里生一 一
。 。

表 ‘ 致据 由商业部野生植物研究所分析
, 。



饱和脂肪酸 一 表
。

表 小桐子油的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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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内数字为上海食品工业研究 所分析
。

二
、

小桐子综合开发利用的途径

小桐子油代柴油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

,

动力燃料的供需矛盾将 日趋突 出
,

特别是农村的动力燃料
,

目前

供需矛盾已十分尖锐
。

以云南省为例
,

年全省柴油缺 口 为 万
,

供应的柴 油 仅为需

要量的
。

有关部门预测
,

国家可能分配给云南省的汽柴油等石油制品
,

年约为

万
,

年可达 万
,

而 年需汽油 万
,

柴油 余万
,

至时每年汽柴油的缺 口 将

达 一 万
,

因此
,

寻找新的能源
,

特别是可再生的能源
,

不仅有长远的战 略 意义 ,’ 也具

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

小桐子作为一种分布很广且易于培植的野生植物
,

资源丰富
,

油的价格较其 他 植 物 油

低
。

因此
,

从 年开始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

云南省农业机械研究所
、

云南省德

宏州农业机械研究所
、

云南金马柴油机厂
,

以及商业部野生植物研究所等均对小桐子油代用

燃料方面的主要理化指标进行了分析研究
,

并做了长期的实验
,

认为小桐子油至少可代替部

分柴油
。

现将小桐子油代用燃料方面的主要理化指标列于表 一
。

表 小桐子油与柴油的燃料性能指标比较

指 标 十六烷值 粘度 ℃ 馏程 馏 出 男温度 发 热 值

小桐子油

轻柴油

测定方法

另
。 一 ℃

书
。 一 。 一

℃

一 一

一 、

一 一 ’

氧弹法

一卜四卜

表 小桐子油与柴油的机械性能指标比较

指 标 残 炭 机械杂 质 灰 分 硫 分 水 分

小桐子油

轻柴油

测定方法

。 。

。

痕迹

痕迹

一

。

。

一 一 一 一

‘ 与 甲



表 小桐子油与柴油的使用
、

运输等指标的比较 ℃

小桐子油

轻 柴 油

测定方法
一

口竺翌扁华拓李生二
卜二兰生一一一一一一二兰兰一一一一

⋯—些一 一

—一
七 一 上

一
一竺竺竺

一从表
、 、

可见
,

小桐子油和柴油相比
,

十六烷值低
、

粘度大
、

馏程过重
,

发热值

较柴油低
。

云南省农业机械研究所将小桐子油作了台架件能试验
,

试验的主要数据如表 ”
。

表 小桐子油台架试验性能朴

口目口口

、

小桐子 油 柴油
测甘项 目

燃料种类

一 一卜

拓柴油与 书

小桐子 油混合

柴油机转速 一 ’

实测功率

校后功率

燃油消耗率〔 五广 , 〕

嫉油消耗量 五一 ’

机油压力 一 勺

排气温度 ℃

机油温度 ℃

烟度 波许

。

。

。

云南省农业机械研究所发动机试验室测定
, 。

表 所列试验数据是在确定了试验机用小桐子油的最佳喷油压力和喷油提前角后 喷油

压力
· 一 “ ,

喷油提前角
“

进行试验获取的数据
。

从试验数据可作如下分析

柴油机在内部结构不作任何改动的情况下
,

燃用小桐子油时
,

发动机 的 主

要性能指标仍可在设计的额定工况下正常运转 ,

用小桐子油时
,

燃油消耗率高于用 柴油的
,

主要原因是小桐子油 的 发

热值低
。

用混合油时
,

在额定工况下燃油消耗率高于 柴油 分析混合油发热值可比

小桐子油有所增加
,

尚待进一步测定
。

而对试验机燃烧系统作尊进后
,

在额定工况下
,

混

合油的油耗率仅高于柴油
,

每千瓦小时耗油率均在 左右 ,

用小桐子油时 排气温度略高于 。 柴油
,

排出的废气带走部分热能
,

使发 动 机

热损失增加
,

也是燃耗率增加的一个因素

小桐子油的烟度值都低于柴油
,

说明燃烧是 比较完全的
,

可减少污染
。

为了进一步摸清燃用植物油对发动机启动性能的影响程度
,

我们已进行了小桐子油
、

柴

油和混合油三种油料的启动试验 表
。

从试验结果看 小桐子油的启动性能较差
, 启动时间长 ,

启动转速要很高 而旦第一
、

“ 尽 ‘



小桐子油
、

柴油
、

混合油三种油料启动试验比较璐

试 验 油 料
启动“ 间‘ , 启动 ”速‘一一 ,

手摇 启动手柄 的转 速 一 ’
启动成功次数

表

止一竺竺 —⋯二一 ⋯二竺匕一一

⋯
一一巴竺竺森一一一一 一兰 二 口 二燮 一

拓柴油 与 另小桐子油 混合

第一
、

二次未成功

第三次启动成功

一
。

一次启动成功

一 次启动成功

云南省金 马柴油机总厂试验室测定
, 。

二次还未能成功
,

在冬天室外气温较低时启动就更为困难
,

而混合油与小桐子油相比较
,

启

动性能有明显的改善
。

小桐子油启动性能较差
,

主要受它的理化性质影响
,

油料的馏程
、

粘度
、

闪点指标都是

直接影响启动性能的主要因素
。

其中粘度的影响最大
,

小桐子油的运动粘度是 。 ,

柴油 的

一 倍
。

油料的粘度直接影响雾化性能 粘度是液体分子的内聚力
,

它表现为液体抵抗运动

的阻力
。

粘度低
,

自喷油器中喷 出的燃料容易化成细微的油滴
,

便于和空气混合
,

形成均

匀的混合气 粘度较大时
,

燃料的雾化性能则较差
。

我们还在云南省德宏州进行了道路试验和田间作业试验
。

根据试验 相同里程 侧定的每小时燃油消耗量
,

在发动机台架试验的调速特性曲线上

可查得该工况下 载重
,

一
· 一 ’的速度

,

发动机的功率为 如一
,

平均负荷系数 一
’

,

负荷程度是符合农业拖拉机试验规则要求的
。

旋耙作业时发动机的

负荷程度为
,

也符合试验规范不低于 的要求
。

从试验结果对比分析可以看出

运输作业时
,

柴油机燃用小桐子油的吨百公里耗油量比燃用柴油时高出
。

田间作业时
,

在耕深 左右
,

生产条件基本一致 每小时 一 亩 的 情 况 下
,

与

燃用柴油进行比较
,

实际工作时每小时油耗比燃用柴油高
,

纯工作小时油耗比燃用柴油

高
,

试验用小桐子油油耗升高率基本上和台架性能试验的数据相吻合
。

通过试验
,

我们认为小桐子油的化学结构与柴油不同
,

在不改变机械结构时
,

全部代替

柴油仍有二定困难
。

’

因此
,

在不改变机械结构的前提下
, 目前最佳利用方式是 以 的柴油

与 的小桐子油混合使用 表
、 。

年 月 日由云南省机械工业厅组织专家对

该项混合试验进行鉴定
,

得到较好评价
。

据 年 月科技报载
,

我国与澳大利亚已开始合

作研制 以植物油为燃料的汽车
,

那么
,

小桐子油全部代替柴油的时 日也指 日可待了
。

小桐子的其他用途

小桐子油是传统的野生油料
,

用于制皂
、

油漆或代蓖麻油
,

榨油后的油枯可作肥料
,

其

月“粉可杀死 日本血吸虫
,

有效率达
。

上述经济用途 已为人所共知
,

不必多述
,

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
,

小桐子是一种非常好的

绿化先锋植物
。

西南 滇
、

川
、

黔 地区的干热河谷
,

由于气温高
、

降水少
,

再加上人为的

破坏
,

目前这一地区如金沙江及其一些支流的河各中
,

生态环境已 日益恶化
,

水土流失十分

严重
,

一些地区营林植树十分困难
,

有大片的荒山荒坡和季节干沟无法利用
。

而小桐子 由于

其适生幅度宽
,

对环境条件要求不高
,

在这一地区生长良好
。

因此
,

在干热河谷中
,

大面积

推广种植小桐子
,

对于改善本地区 日益恶化的环境
,

也将起很大的作用 ,



兰
、

开发利用小桐子的具体意见

小桐子有多种用途
,

可以综合利用
,

尤其是它可作为干热河谷中绿化的先锋植物
,

更应

特别重视
。

小桐子是既有经济效益又有防护功能的一种理想树种
。

以下仅就开发利用小桐子

的一些问题
,

提一些具体意见
。

小桐子油代柴油的价格问题

小桐子油代柴油或部分代柴油
,

目前最大的制约因素是价格问题
。

小桐子油现售价每公

斤 元
,

而平价柴油每公斤仅 。 元
,

议价每公斤也只有 一 元
。

小桐子油价 较 柴油

高出 一 倍
。

小桐子油代柴油主要是解决农村农用动力机械和农用运输机械的燃料问题
。

这方面的实

瓢况是 年底为止
,

云南省农机总动力为 。万
,

其中柴油机动力为 万
,

每

天以工作 计
,

耗油
‘ · 一 ‘ ,

全年工作 计
,

年农村柴油机动力所需柴油

为 万
。

年全省由国家计划供应的总指标为 万
,

实际供应给农机系统的柴油仅

为 万
,

平均每千瓦全年供应柴油仅为
。

以德宏州为例
,

每台东风一 型 手 扶卒
拉机每季度供应柴油

,

因此该地区议价油每公斤达 一 元
。

随着农村生产建设的

发展
,

动力机械和运输机械将会大幅度增长 截止 年底
,

云南省农机总动力为 万
,

柴油机动力为 万
,

油料的供需矛盾将会更为突出
。

从实际需要出发
,

即

使小桐子油的价格 目前来看有些偏高
,

但作为农村能源之不足的一种代用燃料也会有一定销

路
,

而且采取一定的措施小桐子油的价格是可以降低的
。

以往小桐子的收 购 价 为每公斤

元
,

收购困难
,

最低以 种子 出 油算
,

实际公斤成本也不会超过 元
,

现 小桐 子油

价为 元
, 是运输

、

流通过程的增值
。

如果就地生产
、

就地加工
、

就地销 售
,

减少中 间环

节
,

价格不会很高
。

另外
,

目前小桐子处于野生零星分散状态
,

产量不高采收不易
,

收购价

格自然要高
。 如果较集中成片的发展 , 并进行适当的人工管理

,

既可提高产量也便于采收
,

收购价也可降低
。

现在以土法加工
,

出油率不高
,

出油率仅为含油率的
,

也是价格偏高

的一个因素
。

通过改进加工设备
、

改变加工方法
,

如采用溶剂浸出法
,

出油率在现基础上可

能提高 以上
。

建立小桐子集中的栽培基地和经济效益分析

云南省的小桐子现已有一定产量
,

年最高收购量可达 万
。

年来由于收购价格低
,

只收购了 万
。

但无论如何只利用分散的野生资源
,

是不可能满足需要的
。

因此在提倡和

鼓励各地大力发展的同时
,

必须建立相对集中
、

可进行粗放 管理的生产基 地
,

既可 提高产

量
,

保证原料的正常供应
,

也便于建立相应的加工工厂
。

基地的选择应符合以下 个条件

①自然条件符合小桐子生长的要求
,

②有大面积的荒山荒坡可以利用
,

发展小桐子不会与发

展其他经济作物争地 , ③能与改造环境相结合
,

发展小桐子可以收到明显的生态效益
。

小桐子的适生范围虽然很广
,

但在湿润的热带地区
,

开花季节雨水过多
,

影响出果率
,

并且虫害严重
,

难以丰产
。

我们认为金沙江及其一些支流的干热河谷中最符 合 上 述 个 条

件
,

是发展小桐子的最适宜地区
,

具体地点是宾川
、

永胜
、

永仁
、

元谋
、

双柏等地
。

特别是

宾川和永胜之间的金沙江河谷
,

目前尚有大面积的荒山荒坡可以利用
。

对于小桐子的产量
,

目前尚未作深人的调查研究
。

据泰国资料
,

每亩可收干果 ,

以每亩栽 株计
,

则平均株产
。

墨西哥 以上的植株单产
,

二者相似 。 在粗

一 “



放的抚育管理下
,

我们以株产 计
,

则亩产可达
,

收购价仍以 一 元计
,

每

亩收人在 元左右
。

我们设想近期发展 万亩
,

收干子 万
,

可 得 油 一
。

年发展到 一 万亩
,

即可得油 一 万
,

可补上国家计划供应云南 省 柴 油 的 缺

口

继续深入研究的一些课题

对小桐子油代柴油基本情况的研究已告一阶段
,

今后开发利用和推广则需作深人的工作
。

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就以下一些课题进行投资
,

并积极组织人员进行研究
。

机械试验研究方面 ①小桐子油对机件的磨损和腐蚀 ②道路试验 ③多缸机燃

用小桐子油的试验
。

栽培发展方面 ①小桐子宜林地调查 , ②建立 亩试验基地
,

进行丰产和品种

研究卜 ③小桐子化学处理 脱脂 的研究
。

加工和推广方面 ①加工工具的改良 ②制定合理的收购和销售政策 包括价格

和奖励政策
。

二口匕 二旧【 旧匕二口【 口【 旧亡 七二旧匕二旧匕 , 丈 , 口亡目笼 二口匕 〔‘ 七匕 口‘ 二口【 口匕今口匕 口匕立 亡 丈 丈 , 义 勺宜 二 七 口之 , 又 二 【 工 二盆 , 丈 出二 口亡勺口匕匀 口匕留口七 , 盆

上接第 页

多熟的需要
。

这对发展林牧业和土特名优等经济作物有着较为有利条件
。

为此
,

要特 别重 视

资源的潜在优势
,

并通过各种开发导向商品优势
。

要把区域治理和流域治理结合起来
。

贵州省委最近设想
,

要在生态破坏严重
,

而 且 人

口 众多极其贫困的毕节地区的儿个县先搞一块生态试验区
,

这些想法是好的
。

但是
,

目前也不

能放松流域治理
。

虽然受财力所限
,

但应放手发动群众
,

充分搞好规划设计可行性情 况研 究
,

吸引外地或国外资金
。

并成立专门的治理小组
,

把地区和流域结合治理
,

以达到相 互补 充
,

相

互促进的作用
。

产甲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