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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少花桂 &∋ ( ( ) ∗ + ∗ , ∗ − ) , . ∋( +/ , ∗ ∀是种富含黄樟油索的植物
,

种子发芽率为#∃ 一 0 1
,

插条成

活率为# ! 一 0# 1
,

它们的后代保持着亲本的特性
,

主要成分黄樟油素含量为2 0 一 2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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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花桂& ∋( ( ) ∗ + ∗ , ∗ − ) , 8 ∋9: + / , ∗ 作化妆品
、

香水
、

皂用香精等调合时的主剂

; 8 8 5 ∋( Α ) :: &
·

− 86 / + − Β ∋:, ∗ ;
Χ

&Β ) +
Χ

∀川 或定香剂
。

黄樟油素的另一个重要用途是通

属樟科 9) , / )
.8

) 8∀ 樟属
,

别名岩桂
、

香桂
、 一

几 过化学反应转化成胡椒基丁醚 − ∋− 8 / + ( Γ :

条筋
、

香叶子树
、

土桂皮等
。

常绿小乔木
,

在 4 +6
+ Η∋ ? 8∀

,

这种成分用作 除虫菊杀 虫剂 的

引种地 本园∀基部多分株
Χ

常呈丛生状
。

分布 增效剂
。

四川东部
、

湖南 西部∀
、

湖北
、

贵州
、

云南东北 据 了解全世界可年产 ∃ ! ! !一 ∃ # ! !吨黄

部一东南部
、

广西及广东北部
。

印度亦有
。

在 樟 油
,

现只产 = ! ! ! 一 = # ! ! 吨
,

而每年需 要

我国分布区内
,

少花桂常生于石灰岩或砂岩 ∃! ! !吨
,

供不应求
。

我国可年产千吨
,

如今产

上 的 山地 或 山 谷 疏 林 或 密林 中
Χ

海 拔 量每况愈下
,

已满足不 了国内需要和出口创

%! 住
一 = 7 !! ∃∃ !! ∀米

。

汇
。

造成黄樟油生产紧缺的主要原因是黄樟

据报道
‘, 川少花桂鲜叶出油为 

一

% 1
,

含 油素植物源遭到破坏
,

乱砍滥伐
,

砍树挖根
,

黄樟素为7! 一2# 1
,

20 Χ% 已
一

2 7 Χ ∃ 1
。

是 一
“

杀鸡取卵
”

等极不合理采收手段
Χ

使植物资

种生产黄樟油最为理想的植物之一
,

因用枝 源 日愈贫乏和枯竭所致
。

叶生产黄樟油是它最大特点
,

极有利于资源 本 世纪2 !年代初 以来急需黄樟油的国

的持续利用和生态的保护
。

家
,

如 日
、

美
、

英等国的Ι
一

商向盛产黄樟油的

黄樟油素
5 ) 9/ +: 8∀ 是合成重要调香原

Χ

国家投资和掀起种植黄樟油植物的热潮
,

同

料洋茉利醛 Β 8: ∋+6
/ + − ∋( 8∀ 的重要原料

,

常 时积极 开发和发掘生产黄樟油 的植物新资

= 0 一



源
。

ϑ2 7 年7月本园从四 川省药 连
一

县引人少

量种 子
,

繁殖 育苗试种
,

自 =2 7 7年以来在引

种成功的 母树上采种
、

取条进行繁殖试验和

后代精油黄樟油素含量变化分析
,

为扩大种

植提供依据
。

一
、

少花桂的繁殖
=

、

种 子繁殖

少 花 桂 以 种 子繁 殖 为主
。

苗 木在 本

园 励仑∀种植后
,

% 一 年生树开花结实
,

花期

 月 下旬至 #月 月上旬∀
,

果熟期为0月中句

至 2月 =! 月中旬∀
。

果实成熟期在树 卜采收紫

黑色或紫色的成熟果实
,

在室内堆沤或水浸

 一 # 日
,

候果 肉软化后
,

装人竹筐或布袋内

搓揉
,

置水
‘

卜淘去果 肉
、

杂质 以 及飘浮的瘪

粒种 子
,

即纯净播种材料
。

鲜果 出种率为2 ∃

一 27 1 种 子千粒重为∃ 2
,

变动范围为=# !

一  =! 2
。

千克净
一

重种 子% # ! ! 一 # % ! !粒
。

种 /

含水 量约 为 ∃
Χ

∃  1
。

种 子无明显的休眠期
,

忌失水和 日晒
。

种 子调制后宜及时播种
Χ ,

也

可用湿润砂贮藏起作摧芽的作用
。

发芽时 日

均气温为 =2
Χ

% 一 ∃ #
Χ

 ℃
。

播种后约 % ! 一 # !天

发芽 出 仁
,

发芽全程为∃ 一  个月
。

种 / 发芽

率为# ∃ 一 0  肠
。

据报道少花桂的种 子发芽率

为0 7
,

# 一 2 ! 1
七∃ Κ

。

播种试验表明少花桂种 子在不贮藏条

件 卜 如 室内存 放 ∀很易 于失水和丧失发芽

力
,

如 采种后室 内存放# 一 天播种
,

种 /发

芽率 卜降为 ∃ # 1
,

历时7天下降为 # 1
,

历时

=! 天
,

种 9 已无发芽 力
。

发芽种 /的址低 含

水量为 Χ  = 1 以 匕 具有发芽力的种 /安全

含水
一

最需 =! 1以 上
。

种 /发芽 出 上后
Χ

待幼 苗共∃ 一 %片新叶

时
,

将其移 入盛肥 上的蛆料袋 内
,

在 苗卜∗抚

育=∃ 一 = 7个月
,

苗高 Λ. ∗ 以 上定植
。

∃
、

无性繁殖

少花桂亦可扦 插繁殖
。

宜于气 温高多

雨
,

空气湿度大的 一 =! 月扦插
,

月均气温为

∃ ∃
Χ

一 ∃ #
Χ

# +&
。

剪取健壮的∃ 一  % ∀年生树或

砍伐后 萌发 的当年生 半木质化枝条或一年

生枝条
,

插条长∃ 一  % ∀节
,

# 一 0 . ∗
,

留叶∃ 一

 片
,

大叶剪半
,

将其杆插人备好可遮雨的大

型阴棚 内的砂床或土床 上 并及时洒水
,

以

后可根据苗床的湿度掌握喷水
。

一般扦插条

后 ! 一 % !天插条形成愈合组织
,

生根需时  !
一 =# !天

。

经多次扦插试验结果
,

对照不处理

的插条生根成活率为# ! 一  1
,

日本产生根

促进剂 沙头 , 一 久 ∀处理的插条生根成活率

为0 ! 一 0 # 1
。

此外
,

高锰酸钾液!
Χ

# 1浓度∀
,

日本产生根剂 沙 一 卜声 ∀
,

 一 可 声 Μ 一 沙
,

==引噪酪酸  一 Ν( ? + :8 4 , 6Γ / ∋8 3 8 ∋? ∀等处理

插条
,

有促进生根 的作用
。

据报道少花桂扦

插时间以 ∃ 一  月为最好
,

∃ 一  年生的插条成

活率为 肠「, 」。

少花桂插条生根以后
,

将具有 ∃条以 上

根系的苗
Ο

/移人盛肥 Π的塑料袋 内抚育
。

因

为插条苗生长很缓慢一 般需要在苗===== 抚 育

=∃ ∃% 个月
,

正常管理外
,

在蹲 苗期间需施

腐熟的清粪水  
一

#次
,

以促进生 长
,

待苗高

 ! 8 ∗ 以 卜定植
。

二
、

少花桂繁殖后代的精油及成分
=

、

少花桂及其近缘种精油 与黄樟油含

Χ =又

经我们考察
、

采蒸精油样成分分析和查

阅有关资料
“ ,#, “

,

我国产的樟属植物 % 7种中

约有 =%种精汕含 黄樟油素
,

:∋Θ 含量在0 ! 1 以

匕约有 = !种
,

见表=
。



表 =
、

少花桂及近缘种黄樟油素含6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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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看出少花桂和近缘种狭叶桂全株

精油均富含黄樟油素
,

当中只是狭叶桂根汕

成分 含量较低
。

它的多数近缘种黄樟油素含

在根 油中
,

有 的种果精 汕含黄樟油素也较

白
Σ

Τ间
。

∃
、

少花桂种内叶油化学型 主成分∀

少花桂不同产地叶油成分有明显的差

异
,

根据叶油成分可分为 一 %个化学型 或

生理类型或品种∀

:∀ 黄樟汕素型 四川绮连产
,

叶出

油为 % 1
,

含黄樟油素油素为20 一 22 1 「, = Κ

本园引 自四川揭连栽培
,

鲜枝叶 出油为 ∃
Χ

%

一

 
Χ

7 2 1
,

含黄樟油素为2 0 一2 2 1
。

∃∀ 黄樟 汕素芳樟醇型 四 川笃连

产
,

叶出油为∃Χ % 1
,

含黄樟油素为 2
Χ

0 !
,

芳

樟醇为 =%
Χ

 # 1「, ‘
。

 ∀ =
,

7
一

按叶素型 云 南西 畴产
,

干

叶出油为 =
Χ

 1
,

含 =
,

7
一

按叶素为#! 一 ! 肠
。

% ∀ 混杂型 湖北利川产
,

鲜叶出油

为!
Χ

=2 1 主成分不明显为混杂型
,

含黄樟油

素仅为 %
Χ

%  1 〔∃’
。

它们中尤以枝叶油富含黄樟素化学型
,

最具有发展种植和利用的价值
。

 
、

少花桂单株叶油及成分的变化
。

在本园栽培少花桂 中各取 =! 个单株
,

分

不同时间采蒸枝 叶油及主成分黄樟油素分

析
Χ

其结果见表∃
。

=2 一



表∃
、

单株叶油及主成分黄樟油素含量比较

藻藻墨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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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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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 = ∀∀∀ = 2 2 ∃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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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叶叶 油 黄樟油索索 枝叶油 黄樟油素素 枝川
一

油 黄樟油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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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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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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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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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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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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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 % 27
Χ

 777 ∃
Χ

 # 2 7
Χ

∃!!!

从表∃看出第一次分析少花桂
一

单株叶址

高为 
Χ

7 2 1 2号∀
、

较低 为 =
Χ

1 #号∀
,

黄樟

油 素 含 量最 高 为 2 7
Χ

7 1 0 号∀
,

略 低 为

2
Χ

! 1 % 号
,

出油为  
Χ

! % 1 ∀Κ第 二次分析
一

单

株 枝 叶 出油 最高 为  
Χ

! 0 1 = 号∀
,

较 低 为

=
Χ

# 0 师 0 号∀
,

黄樟油素含 缝最高为2 2
Χ

== 1  

号∀
,

略低为2 0
Χ

2 ∃ =! 号∀Κ第 ΟΧ 次分析单株枝

叶 出油最 高为  
Χ

∃ 7 1 2 号∀
Χ

出油较 低 为

=
Χ

7 2 1 = ! 号 ∀
,

黄 樟 油 素 含 量 最 高 为

2 7
Χ

2 ! 1 % 号∀
,

含 量略低为 2 0
Χ

% ! 1 2∀
。

若以

平均数看叶油含量第一次比第二
、

二次略 Χ高

表  
、

枝叶油和主成分含量的季节变化

!
Χ

= 0 一 !Χ ∃
,

黄樟油素含量第二次比第 三
、

一

次略高!
Χ

=7 一 !
Χ

!

从 卜述资料可看出少花桂单株 叶油含

狱有明撇的差异
,

主分黄樟油素含最的差异

较小
。

叶油含量高或较低 与主成分含 量并不

是正相关的关系
。

%
、

少花桂叶油及黄樟油素含量 的季
一

节

变化

= 2 2 ∃年 = 一 ∃月
,

每月 卜旬从 2年生八棵

少桂树 卜
,

随机采收枝叶蒸馏精油和进行主

分黄樟汕素分析
,

结果见表 )

月月份份 = ∃  % # 0 7 2 = ! = = = ∃∃∃

含含量量 枝”
一

6油油 ∃
Χ

% ∃ ∃
Χ

0 ! ∃
Χ

#! ∃
Χ

# # ∃ ∃ 2 =
Χ

2 ∃
Χ

00 ∃
Χ

7 7 ∃
Χ

% % ∃ % 2 ∃
Χ

7 = ∃
Χ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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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  27
Χ

∃ 2 2
Χ

!  27
Χ

∃ 0 27
Χ

 # 2 0
Χ

% 0 2 0
Χ

0 0 2 7
Χ

7 ! 2 7
Χ

27
Χ

7 ∃ 2 7
Χ

# 27
Χ

% ∃∃∃

从表  看出在一年中少花桂枝叶油含狱以 7
、

=一
、

0
、

∃月为高 ∃
Χ

0 一 ∃
Χ

7 7 1 ∀
,

依次为 = ∃
、

%
、

 
、

=!
、

2
、

=
、

#月
,

含 曦为∃
Χ

∃ 2 一 ∃
Χ

# 7 1
,

ΘΝ含 :几

最低为 =
Χ

2  1
,

最高含晴 与最低含精值差为

!
Χ

2 #
,

枝叶油全年平均含鼠为∃
Χ

#  1 Κ 黄樟油

素含量全年各月差异较小
,

主成分含
一

城高低

为2 2
Χ

!  一 2 0
Χ

% 0 1
,

值差为=
Χ

#
,

全年 平均为

2 7
Χ

% ∃ 师
。

卜述资料表明少 花桂枝叶汕含量不 同

季 协有明显的差异
,

这 与植株 的生 长状况
,

叶片老嫩以 及它们 中油细胞的多少密切相

关
。

刚发 出的淡 黄色嫩叶出油很低
,

至嫩叶

由淡黄色变成绿色新叶和老叶时
,

则汕含量

增高
,

但老叶油含量略低于新叶
。

月为少花

一 ∃ ! 一



桂长新梢和发嫩叶的盛期
,

采收枝叶时为老

叶和嫩叶的混合物
Χ

故此时枝叶油出油低 于

其他月份
。

若以枝叶油含量为采收和生产指

标
,

同时考虑到 与主分含量的关 系
,

少花桂

的适
‘

直采收期应以 7 一 =∃ 月为理想
,

从总体

看这时不仅叶油含量和主分含量均较高
,

而

目
Υ

从 单株采 收到 的生物量及亩产量都可高

于其他月份
,

且生产的油质优
。

#
、

少花桂繁殖后代叶汕及主成分的稳

定性

樟属植物中很 多种有性后代叶油 主分

成发生 / 明显的变异
,

但 因种和种内的化学

型 主分∀不相 同
,

各 自后代的遗传变异也不

相 同
。

经研究发现樟属植物叶油化学的多样

性和 单一 性
,

与主要成分及它的分子结构有

密切关系
,

如属 氧化合物 的直链单帖数 或

倍半砧数 ∀一 香 叶醇
、

芳樟醇
、

金合欢醇等
Χ

它们的有性后代只有# ! 一 0 = 1 的植株可保

持亲本原化学型 特性 ∀
,

其他分化出众多的

化学型
,

而属环枯数
,

如主分含桂醛
、

黄樟汕

素
、

/香酚
、

苯甲酸节醋
、

樟脑
、

=
,

7 一 按叶

素
、

甲基
一

Θ
一

香酚等樟树种
,

它们的有性后代

可相对地保持亲本的特性 一 原化学型
。

从表%看 出本园从四 川药连引种种子繁

殖栽培少花桂第一代
,

及用第一代的种子繁

殖栽培盼第二代
,

以及用第 二代的枝条扦插

繁殖种植 的无性后代
,

它们枝叶油主分黄樟

油素含量都明显地保持着亲本原化学型
,

遗

传性表现相对的稳定性
。

表%
、

少花桂亲本与后代叶油主分的变化

产产地及世代代 原产地地 引种地
,

西双版纳勋仑 本园∀∀∀

四四四川妈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连亲亲亲本 母本∀∀∀ 有性后代代 有性后代代 有性第 二代代

第第第第一 代代 第一 几代代 扦插树树

含含量量 枝叶油油  一 %%% ∃
Χ

一  
Χ

! %%% ∃
Χ

% 7 一  
Χ

7222 ∃
Χ

    

1 ∀∀∀∀∀∀∀∀∀∀∀∀∀ 2 0
Χ

% 一 2 7
Χ

∃∃∃ 27
Χ

! 一 2 2
Χ

= === 2 0
Χ

2 一 27
Χ

2 !!! 2 7
Χ

= 000黄黄黄樟油索索 7 ! 一 2 #########

三
、

少花桂的发展及利用

=
、

少 花桂种 内个体叶汕有 一 %化 学

型
,

它们 中尤以 叶油富含黄樟油素化学刑
,

更具有发展种植和利用的价植
。

因此
,

在发

展种植时必须作好选育 「作
,

有 了良种 毋树
一 高含化学型才能生产优质的黄樟油

。

∃
、

少花桂以采收枝叶生产黄樟 素油为

最大特点
,

因具有较强的萌发力
,

采收后又

可再生产
。

为了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生态的保

护
,

少花桂应是优先发展的树种
,

它的最大

的优势是枝叶出油高
,

富含樟油素
Χ

除狭 叶

桂外
,

其他樟树种无 与仑 比
。

一 般种植后 % 一

#年生树
,

可采收枝叶生产黄樟汕
。

 
、

少花桂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

已在 西

双版纳 勋仑∀引种栽培成功
,

在引种地可 正

常生 长发育
,

同时后代枝叶油和主成分含 星

均高
,

保持着亲本的优 良特性
。

因此
,

在四川

摘连等地大面积发展种植外
,

云南等地的平

均气温 =7 一 ∃ ! ℃
Χ

年雨 量= ! ! ! ∗ ∗ 以 卜的亚

热带地区 可发展种植
,

其生 长速度较快
,

可

旱日投人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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