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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细毛芳樟�∋() ) ∗ + , + − + . / ) − (0 (1− + 2 , 3 . / 4 + #是种叶油富含芳樟醇�5 () ∗ 1, , 1#的化学型
,

经本

园栽培和鲜叶香气初步鉴别表明
,

芳樟醇型有性后代约有 6 7 的植株
,

可保持亲本的特性
。

% 一 !年生

树鲜叶出油为8
9

!8 一 %
9

∀! 7
,

主要成分芳樟醇含量为6 一 :; 7
,

是种有开发利用价值的香料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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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樟属 �∋ () ) ∗ + , + − + #植物约有∃ ∀ 樟醇可用旅烯 �Φ( ) / ) /# 之类合成
,

但它的香

种 % 变 种 ‘”
,

当 中 叶 油 较 富 含 芳 樟 醇 气和品质等远不如天然芳樟醇
,

更不可能代

�Χ ∗
)1

, ,1 #的只有
一

三种
,

它们是香樟 �樟
9

∋
9

替天然芳樟醇的生产
。

另外
,

芳樟醇还用 于

/ ∗ + 0 Χ , 4 ∗ #Ρ
,

,

”
、

大叶芳樟�黄樟
,

∋
9

0 ∗ 4 .Χ /)
一

医药
,

有抗菌
、

抗病毒和镇静的作用
。

, Ν Δ 1− + #‘
! ,和细毛芳樟�∋

9

./ ) − (0 (1− + #
,

三 6 ∀年代以来
,

我园在进行国产樟属植物

者的芳 樟醇 含 量依 次为 : 8 一 : ! 7
、

: & 7
、

资源考察和油样分析中
,

发现 云南南部产细

: 6 7
。

若以植株个体含量为标准
,

则细 毛芳 毛芳樟 叶油 富 含芳樟 醇
,

它是细 毛樟 �∋
9

樟叶油主分 含
一

量最高 �:6 7#
,

为极少见富含 ./ ) −( 0 (1 − + #的一个化学型 �或生理类型
、

生

芳樟醉的品种
。

化型或品种#
。

为 了开发利用这种新资源
,

自

芳樟醇是一种重要的调香原料
,

有多种 8: : ∃年 以来我们在引种栽培试验的基础上
,

用途
。

因具优美
、

和谐及很愉快的花样
,

木样 又深人进行 了细毛芳樟有性后代 香气的鉴

等香
Σ 毛

,

广泛用 4 各种花香型香精
、

香水 及 别
,

为选 育含芳樟醇 品种的种植提供 了依

水果类食品香精和辛香料 中
9

由于它的沸点 据
9

较低
,

因此
,

常用来使香精的香气更加突出
,

一
、

有性繁殖后代叶片香气的初步鉴别

亦是一种增香剂
,

亦作肥皂赋香剂
。

虽然
,

芳 细毛芳樟�∋ () ) ∗ + , + − + ./ ) −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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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国云南特有种
,

分布云 植株
,

可建成良种的细毛芳樟生产基地
。

南南部
、

西南部
,

西双版纳 为分布中心
。

常生 另外
,

有性后代单株叶精油主分分析的

于山谷或谷地
,

山坡
、

路边灌丛
、

疏林和密林 8& 株中
,

含芳樟醇的6株
,

占总数的∃;
9

8& 师=

中
,

海拔∃ 6 ∀ 一 %8 ∀∀ 米
。

花期% 一 ! �& #月
,

果熟 含按叶素!株
,

占% 8
9

& % 7 = 含榄香素%株
,

占

期 ; 一 6月
。

8 & 9% 6 7 =含樟脑 8株
,

占;
9

8& 7
9

生长地年平均气温为8; 一 %8
9

 ℃
,

最高 二
、

有性后代植株叶油及主分含量

气 温 为 ! ; 一 & ∀ ℃
,

最 低 气 温 为 一 % 至 在香气初鉴别的基础上
,

我们又依次从
一 ∃9 & ℃

,

年降水量 为8 8∀ ∀ 一 8∃ Υ∀+ +
,

土壤 头至尾作了 ∀个单株叶油和主分芳樟 醇含

多系红壤
,

0 ς &9 ∃ 一  
。

量分析
。

果熟期 �;月#在本园栽培的细毛芳樟母 按顺序和编号采集细毛芳樟单株叶样
,

树 �% 号#上
,

采集成熟饱满的种子繁殖育苗
,

在实验室用小型玻璃蒸馏器 �3+ 1# 常压下蒸

选取生 长较好的 : 一 8∀ 个月生幼苗种植
9

于 馏叶油
,

每个淡黄色或无色的透 明精油
,

不

8: : 年幼苗生长至二年以 上时
,

从栽培的单 经任何处理
,

直接进样
,

用Λ ∋ Ω Ξ Μ定性
,

Λ ∋

株上分别随机采集叶片
,

搓揉后
,

由具有实 定量
,

并与已确定的母本 �%号#叶油和主分芳

践经验的技术人员鉴别香韵
,

并与含芳樟醇 樟醇含量 比较
。

使用仪器及方法略
。

的标准 品作 比较
,

最后确定含 芳樟 醇的植 细毛芳樟鲜叶出油为89 & ∀ 一 %9 & 7
,

含芳

株
9

樟醇为6 ∀ 一 : 6 肠
。

%号母树鲜 叶出油为 8
9

;%

经香韵初步鉴别 的% ∀ 6株中
,

含芳樟醇 一 %9 & 对
,

含芳樟醇为6 & 一 :8 7
。

的有 8 & %株
,

占总株数的 6
9

%; 7
,

不含芳樟  ∀个单株叶油和主分芳樟醇含量
,

见表

醇的有   株
,

占!8
9

;! 7
。

淘汰不含芳樟醇的 5

表8 有性后代单株叶油和芳樟醉含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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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叶醇#

, � �

�下
一

榄香烯#
,

�8 ::  
9

8#示分析 日期

从表 8看出
,

经我们初步香气鉴别为含 & ;
9

% ; 7 = 出 油 为 8
9

∃ :
一

%
9

∀ ! 7 有 8 株
,

占

芳樟醇的 ∀个单株
,

又经叶精油主分分析
,

%:
9

∀: 7
。

芳樟醇含量为: ∀
一

: 
9

:: 7 有 86 株
,

其中∃∃ 株叶油主含芳樟醇� 6 习 
9

:: 7 #
,

占总 占!%
9

;! 7 =含醇量为68
一

6:
9

%: 7 有 !8 株
,

占

株 数 的 : 8
9

 ; 肠 = ! 株 叶 油 主 含 香 叶 ∃  9 !  7 = 含醇量为 ; ∀ � 69 6 8#
一

6 ∀ 7 有 株
,

占

醇 �;!
一

6∃
9

!  7#
,

占∃
9

∀ 7 =%株叶油主含补榄香 8 ∀
9

:8 7
9

∃∃ 株平均芳樟含量为6 
9

;& 7
。

烯�  
一

;!
9

 : 7#
,

占!9 !! 7
。 一

结果表明
,

细毛芳樟有性后代% <∃ ! 9∃ 年

由于含香叶醇和榄香烯的植株叶油中
,

生树鲜叶出油为 8
9

! 。
一

%9 ∀! 肠
,

芳樟醇含量为

均多少含有芳樟醇
,

因此
,

在香气初步鉴定 6  
一

:; 7 =鲜叶出油与毋本相 当
,

芳樟醇含量

时
,

个别植株的香气还很难明显区分
。

略高于母本
9

含芳樟醇 的大多数植株 �约

从表 8还看出
,

细毛芳樟有性后代植株 ,, 7 #具有母本的优 良经济性状
。

个体叶油和主分含量还是有明显的差异
,

∃∃ 三
、

后代叶油及主分的季节变化

株鲜叶出油高低 为∀9 &
一

%9 ∀ ! 7
,

平均出油为8
9

细毛芳樟有性后代叶油和主分芳樟醇
! ∀ 7

。

当中鲜叶出油为∀
9

&
一

8
9

∀ 叫有 8! 株
,

占 含量的季节变化
,

见表%
。

% !
9

 ! 7 = 出 油为 8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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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 7 有 %  株
,

占

表% 后代叶油及主分含量的季节变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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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简单介绍 了胶姆糖历史及在世界

各国胶姆糖的风味情况与市场状况
,

说明 了

我国胶姆糖业的广阔前景
9

胶姆糖品质的提高
,

一方面决定于胶基

品质的不断完善
,

另一方面
,

也受其专用香

精的强烈影响
。

胶姆糖中这种胶基与香精间

的紧密关系正有待于该业人员 与香精业人

员相互合作
,

共同探讨
,

从而在 口 味上不断

开发出新的
,

受广大群众喜爱 的
,

适 于胶姆

糖用的香精
。

综观各国的胶姆糖业状况
,

成人市场上

产品功能化是主要趋势
9

无糖型 口香糖因其

健康形象将会愈加受广大顾客的青睐 =可调

整情绪的药草型
、

花香型
、

凉味型
、

自然型也

会博得人们的欢迎
。

儿童的泡泡糖消费市场

则仍以果香型为主
,

浓郁新鲜的单种水果香

型或愉快芬芳的杂果香型
,

将伴着越吹越大

的泡泡带给儿童们无穷的快乐
。

我国胶姆糖市场品种繁 多
,

口 味丰富
,

每年都有不同的香型流行
,

有崭新的品种被

开发推广
。

国产胶姆糖质量在 口感与口味上

只有不断提高
,

才能与美国的Ζ 4( Γ 1/ Δ箭牌
,

日本南韩的 5 Υ ϑ ϑ [ 乐天牌等产品竞争
,

赢

得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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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看出
,

细毛芳樟有性后代不同植

株的叶油含量
,

不同季节有明显的变化
。

鲜

叶出油生长期 的! 一 ) 月高于停长期的 8 %
一

%

月
,

尤以生长期的 &
、

∃
、

 月为高
,

其他各月含

量有一定的差异
。

叶油主要成分芳樟醇的含

量
,

各月之间差异较小
。

经分析
,

细毛芳樟呈红色的嫩叶出油为

8
9

6 ! 7
9

含芳樟醇为: 6
9

8! 洲
,

新 叶出油 为

8
9

; ∃ 7
,

含 芳樟醇 为 : :
9

∃ 8 7
,

老 叶 出为

8
9

∃ ∀ 7
,

含芳樟醇为: ;
9

& & 7
。

经物侯观察
,

生长期老叶脱落
,

新梢不

断生 长和发嫩叶
,

变新 叶 =停长期新叶变 老

叶
,

具老叶持续脱落至生长始期为止
。

从 以上资料看 出
,

细毛芳樟叶油含量的

季节变化
,

与植株的生长状况
,

叶片的老嫩

及它们中叶油含量的高低密切相关
。

四
、

讨论

8
9

细毛芳樟种植%
一

!年后
,

采叶搓揉
,

可

闻其香气鉴别含芳樟醇的植株
9

经初步鉴别

约有 6 7 的植株
,

可保持母本的特性
。

生产

上可用种子繁殖育苗 的方法种植
,

鉴别后
,

淘汰不含芳樟醇的植株
,

可建成较纯的优良

品种基地
。

%
9

细 毛芳樟植株个体的叶油和芳樟醇

含量有明显差异
,

因此
,

在发展种植时必须

选择和 留用 良种母树的种 子
,

作繁殖 材料

用
9

特别要选鲜叶出油为 8
9

∃ 7 以上
,

芳樟醇

含量 为: ∀
一

: 6 7 的植株为佳
。

具有这种含量

的植株
,

能够在种群中选出
。

!
、

细毛芳樟为虫媒花植物
,

孤立的单

株结果率很低
。

为了获得优 良的种 子
,

可将

良种母树种植在一起
,

淘汰不好品种
,

以利

开花植株受粉和结 实
9

播种后
,

可育出保持

母体特性的后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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