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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细毛樟是 一种新香料植物 根据叶油主要成分可分为 9十化学型；盒台欢醇型、 

香叶醇型、芳樟醇型、甲基丁子香酚型、樟脑型、龙脑型 ，柠檬醛型、1，8-桉叶油索型和 

榄香素型。其 中金台欢醇型含量为 54 ～7l 香叶醇型为 86 ～98 芳樟静型为 

84 ～98 ，甲基丁子香酚型为 69 ～89 。 

经栽培和分析 。盒台欢醇型有性后代 5o 以上 、香 叶醇型 56 以上、芳 樟醇 型 

57 以上 ，甲基丁子香酚型 71 以上 的植株，可保持母本的特性 。无性后代很少变 

异 。 

关键词 ：细毛樟 ·盒台欢醇 }香 叶醇·芳樟醇I甲基丁子香酚 

细毛樟(CinT$atno$~u?n tenuipitum Kosterm．)“ 樟属 ，乔木，我国云南特有树种 ，分布在 

南部及西南部．是一种珍贵的新香料植物 根据叶精油主要成分可初步分为 9个化学型 ．它 

们在香料、日用化工、医药、香烟等工业上都有各 自的用途 树干通直 ，纹理较细，材质与黄 

樟、樟等相当，亦是用材树种。 

细毛樟在云南 省虽有一定的分布范围。因资源少且分散，以及植株个体叶精油类型、主 

香成分的明显差异，很难发挥它的经济效益，因此，必须变野生为家种，有目的地人工选择和 

培育高含量的化学型种植。 

自 1987~1991年我们对细毛樟叶油富台金台欢醇、香叶醇、芳樟醇、甲基丁子香酚等 4 

个化学型，野外挖苗 ．采种繁殖、无性繁殖 ．培育苗木，人工种植，对它们不同后代的叶精油进 

行主要成分分析 ．并与母本(野生、家种)作 比较 ，为发展种植及开发利用这种可贵的资源提 

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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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及方法 

分析材料采 自野生和载培的细毛樟单株叶样，经分析确定叶精油的主香成分后 ，分别选 

出叶精油主含金合欢酵、香叶醇、芳樟醇及甲基丁子香酚型等的单株，作留种母树，采种育苗 

及无性繁殖，将这些苗术定植在本园芳香植物区，在不同树龄、不同季节、不同后代的植株上 
．  

分别采集叶片，室内蒸馏不同化学型油样 ，进行主要成分分析 

分析方法：细毛樟各化学型精油不作任何处理，直接用 GC及 Gc／Ms联用仪定性、定 

量 ‘ 

仪器：GC一9A型气相色谱仪(日本岛津)。分析柱：sE一54石英弹性毛细管柱(美国J＆1w 

公司)，柱温 80~200℃；3~C／rain程序升温，汽化温度 230℃；检测器：FID，分流比：50·1； 

进样量 ：0．15 v,L，C—R 3A微处理机定量(面积归一化法) Finnigan一4510蛩 Gc／Ms／Dc联 

用仪(美国)，数据处理采用INCOS系统。各分离组分通过 NIH／EPA／MSIX3计算机谱库 

(美国国家标准局NBB LIBRARY谱库)进行检索，并参考文献E2-33及保留指数[妇，对其 

质谱图加以确认。气相色谱条件：色谱柱及柱温与GC仪相同，分离器温度 220℃，汽化温度 

230℃，进样量 0．15,uL．分流比 20·1。质谱条件 EI离子源．离子源温度 170℃，电子能量 

70 eV，射电流 0．25 mA，倍增电压 1300V，扫描周期 1 s。 

2 结果与讨论 

2．1 檀株个体叶精油主成分的多样性 

我国江西的樟树(Cinnamoraum camphora)叶精油有樟脑、芳樟醇(92N)、1，8一桉叶油 

索、龙脑、异橙花叙醇等5个化学型 ] 广东等地黄樟(cporrectum)叶精油有樟脑、l·8-按 

叶油素 、芳樟醇(95 )，柠檬醛等 4个化学型[．]，西双版纳勐海的毛叶樟 (C．mollifolium ) 

叶精油有樟脑、1，8-桉叶油索、柠檬醛、芳樟醇．水芹烯等5个化学型。然而，它们的化学型比 

细毛樟少 4--5个。 

在细毛樟的分布区内共采蒸 300余个单株的叶油进行分析。从叶片的形态很难将其分 

为什么类型；从香气上也只能大体分出几个类型，然而采用植物化学分类的方法-可将细毛 

樟叶精油明显地分为 9个化学型及主成分不明显的杂型，见表 1。 · 

从表 1看出，细毛樟叶精抽化学类型最多，具有多样性的精油类型，这是迄今香料植物 

中很少见的。在 9个化学型中以主含金合欢醇、香叶醇、芳樟醇、甲基丁子香酚等 4个类型更 

具有价值，是变野生为家种及发展种植很理想的原始材料 叶油主含榄香素型，在樟属的其 

他植物中也很少见，其他类型者 ，如樟脑 、l，8一桉叶油素、柠檬醛、龙脑等在樟属植物中都存 

在 。 

2．2 不同季节叶精油主成分变化 

细毛樟叶精油主含金合欢醇、香叶醇、芳樟醇等 3个化学型，不同季节叶油及主成分变 

化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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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Table1 

不同化学类型叶油厦主成分含量比较 

Comparison of contents of leaf oil of different 

chemical types and their main components 

表 2 不同季节叶油成分厦含量变化 ( ) 

Table 2 Seasonal changes of main component contents in leaf oil 

从表 2看出细毛樟的 3个化学型，叶油含量总的趋势是以生长期 4～1O月为高，停长期 

12～2月含量略偏低 叶油主含香叶醇和芳樟酵者，各月主成分含量变化不大，而含金合欢 

醇者以 10~12月为高．4月偏低 ，其他各月含量基本一致。 

经叶油含量测定及叶片油细胞解剖发现，叶油含量与叶片老、嫩(叶龄)有关 ，如主含芳 

樟酵的细毛樟(1号)，生长期呈红色至淡黄色的嫩叶出油为 I·8 ，含芳樟醇为 98'13 ， 

由嫩叶变为绿色的新叶出油为 1．75 ，含芳樟醇为 99—51 ，将要脱落的老叶出油为 

1．59 ，含芳樟酵为 97．44W；而叶油含量与叶片中油细胞大小和密度有关 ，特别是油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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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密度，对叶油含量起很大的作用 

因此 ，根据单株采收的生物量及与叶油、主成分含量的关系，细毛樟的最佳采收期应以 

8～12月为理想 

2．3 植株叶油含量、主成分变化与生境的关系 

吃野生或栽培相同的生境，至今尚未发现植株个体叶精油主要成分都很相同的类群，而 ． 

出现迥然不同的化学 7_。如细毛樟——野生地，海拔 1080 m，东向山坡林地，酸性红壤，在 

不到 1200 m 的范围内．从仅有的野生 5棵树分别采叶样进行精油和主成分含量分析，其中 

3裸叶出油率分别为 1．39 、1．8： 、1．23 ，主成分芳樟醇含量顺序为 95．47 、g7-O4％、 

67．80 ，占总数的 60 ；1．8-枝叶油素和主成分不明显者分别占总数的 20 。另一野生地 · 

海拔约 i000 m，从不同坡向 10棵树上采蒸叶油样分析，其中4棵叶出油率分别为 1．g2 、 

1 5S 、1．75 、1．5l％，主成分香叶醇含量顺序为 93．3 、89．6g 、87．89 、7S-1 6 ·占 

总数的 4o ；另 2棵叶出油率分别为 1．2O 、1．74 ，主成分 甲基丁子香酚含量顺序为 

69．72％、73．4 ．占总数的 2o％；尚有叶油主含金台欢酵 、柠檬醛、1，8-桉叶油紊等各 1株 - 

各占总数的 10 。 

本园芳香植物试验地 ，海拔 580 m，种植的香叶酵型细毛樟叶油有 9个化学型．芳樟醇 

型有 4个化学型 ，甲基丁子香酚型有 2个化学型及主成分不明显的混杂型。 

以上资料表明细毛樟个体叶油主成分的变化与生长环境并无明显的关系。 

2 4 植株不同器官的精油含量及主成分比扩 

细毛樟植株撮部精油主成分与叶、枝、异 然不同，见表 3。 

表 3 

Table 3 

植株不同器官精油及主成分比较 

Comparison 0f contents 0f essential oil in different 

organs and their main components 

注 ；A 肉豆蔻醚 Myristicin，B 揽香秉 Elemicin ． 

2年 生 上老技出 油率 为 0 06 ．树皮 出油率 为 0．029 ～0．038 ．木 材出油率 为 0t OZ? ～ 

0 04 

从丧 3看出细毛樟的 3个化学型各部位器官精油含量以叶为高，次为果、侧根，其他含 

量很低 叶、果、枝、根精油主成分一致 ，但根油中还含有肉豆蔻醚、榄香素等。成年树根油及 

主成分含量高于未成年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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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表明细毛樟的主要利用部位为叶、果等，但生产叶油时为了采收方便和增加油产 

量，可将嫩叶一起采收蒸馏叶油。 

2．5 植株叶油主成分分化与树龄的关系 

细毛樟一年生以下实生苗叶油主成分未 明显地分化出来 ，一年生以上的叶油开始分化 ， 

到二年生叶油主成分已明显地分化 出来 ，并与亲本相当。如芳樟醇型细毛樟(2号)，一年生 

以下叶出油率为 0．57 ．含芳樟醇 23 ，榄香素为 32 等，二年生叶出油率为 1．0g％～ 

1．63 ，含芳樟醇 80 ～86 ，母本成龄树叶出油率为 1．72 ～2．40 ，含芳樟醇 83 ～ 

92 ，香叶醇型细毛樟一年生以下叶出油率为 O 48 ．含香叶醇仅为 2 2 ，二年生 叶出油 

率 为 1．20 ～1．53 ，含香计 醇 80 ～92 ，母本成龄树叶出油率为 1 55 ～1 93 ．含 

香叶醇 86 ～90 ；甲基丁子香酚型细毛樟一年生以下幼树叶出油率为 0．48 ，无甲基丁 

子香酚．80 以上为倍半萜类．二年生树叶出油率为 0．73 ～1．32 ，含甲基丁子香酚 60％ 
～ 89 ．母本成年树叶出油率为 0．8％～1．04 。 

2．6 不同繁殖后代叶油成分的变化 

2．6．1 有性后代 我们从细毛樟不同化学型的母树上采集种子，繁殖育苗．定植后，分别对 

二年 生以上香叶醇型、芳樟醇型、甲基丁子香酚型等单株叶油、主成分及分化出的主要化学 

型作 了分析 ，见表 4。 

从表 4看出细毛樟幼树(2～3年生)含香叶醇型后代 56．70 的植株保持亲本的特性 ， 

后代 分化 出 l，8一桉 叶油 素型植 株占 26．8 ，芳 樟醇 型占 6．18 ，甲基 丁子香 酚 型占 

5．16 ．柠檬醛、樟脑、龙脑、a～水芹烯、榄香素等各占 1．03 ，即香叶醇型细毛樟分化出 8个 

化学型。芳樟醇型细毛樟(2号)后代 57 14 的植抹保持亲本的特性 ，分化出 3个化学型，其 

中 1，8-桉叶油素型植株占 21 43 ．榄香素型占 14．29 ，樟脑型占 7．14 。甲基丁子香酚 

型细毛樟后代 71．43 的植抹保持 亲本的特性 ，后代分化出芳樟醇型植株占 l4．29 ．香叶 

醇型占 3．57 和主成分不明显的杂型植株占 l0．71 。 

初步分析叶油主含金 合欢醇的细毛樟有性后代 50 以上的植株可保持亲本的特性·二 

年生 以上植株鲜叶出油率为 0．63 ～0．74 ．含金合欢醇为 57 ～70 ，母本成年树鲜叶 

出油率为 0．8 ～1．2O ，主成分为 54 ～7l 

至今，在野生的细毛樟中还未发现叶油主含榄香素型的植抹，而在含香叶醇型和芳樟醇 

型细毛樟有性后代中分化出，但所占的比例都很低。 

2．6 2 无性后代 经过分析可明显地看出．细毛樟无性后代不同化学型都能保持亲本的特 

性。金 合欢醇型母本鲜叶出油率为 0．8 ～1 2 ，含金合欢醇为 54 ～7l ，其后代嫁接树 

叶出油率为 0 85 ，主成分为 65 ；香叶醇型母树(3号)鲜叶出油率为 1 70 ～2．04 ，含 

香叶醇为 85 ～93 ，其后代嫁接树叶出油率为 2．69 ，主成分为 92 ；芳樟醇型母树 l 

号鲜叶出油率为 1 68％～2．28 ，主成分为 96 ～98 ，后代扦插树叶出油率为 1．60 ～ 

2．22 ，主成分为 93 ～98 ；2号鲜叶出油率为 1 72 ～2．40 ，主成分为 85 ～91 ， 

后代扦插树叶出油率为 L 52 ～1 88 ，含芳樟醇为 85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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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A．油音量 Oil content(％)lB．株敦 Tree no．IC．占总数 Tothetotal amount(~)‘ 一 束发现 

“O 实测结果为零。 

3 讨论 

当今很重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为一个种的细毛樟个体表现出叶油化学类型的多样 

性，为迄今我国所发现的樟属植物中最多的化学型，它们都具有保存种质的价值。该种的叶 

油中含如此高的金合欢醇(54 ～7l )和香叶醇(85 ～98 )，在香料植物中实属少见t并 · 

未见报道。由于这两种成分在香料工业上有重大应用价值，因此，这一发现有较大的学术意 

义和经济价值。 

为何在同一生态环境 ，细毛樟叶精油主成分如此众多，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们认为 

这是遗传分离所致，但属氧化合物的直链单萜类，如香叶醇、芳樟醇等，它们的有性后代明显 

地分化 ，而属单环萜类 ，如甲基丁子香酚等有性后代分化较小。 

细毛樟具有萌发力较强的特性 ，种植一次可永续利用枝叶生产精油 ，采用此法 ，同时可 

起到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作用。根据分布的规律及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海拔 580～1200 m 

的亚热带地区，为发展种植的宜林地。 

细毛樟以种子繁殖，培育苗木为发展种植的主要手段，二年生以上的植株香气可基本稳 

定和鉴别 ．选优去劣，使严品优质。 哥可用无性繁殖的方法 ，培育苗木，目前虽然取得了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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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嫁接成活率(68 以上)，还需要进一步试验和总结，以利指导繁殖和种植。 

细毛樟的珍贵化学型，如金合欢醇、香叶醇、芳樟醇、甲基丁子香酚等，野生资源极有限， 

本固 已建成有一定数量的种质，是深入进行生化生理研究的基因库，可供试验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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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0N THE NEW PERFUM E PLANT 

CINNAMoMUM TENUIPILUM 

Cheng Biqiang Xu Yong 

(Xishuangbanna Tropical Botanic Gardon·Academia Sinica M engl“n 666303) 

Yu Xuejian Ding Jingkai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Academia Sinica Kunming 650204) 

Abstract 

Cinnamomum tenuipilum Kosterm is a new perlume plant in Yunnan．Ba sed on its major compounds of 

leaf oils from different strains，nine chemical types co uld be divided．viz．hmesol type，geraniol type- 

liaalool type，methyl eugenol typ e，camphor typ e·borneol typ e，citral typ et1．8-cineole type，and elemicin 

type．Among themtthe content of faresol type is 54 ～7l ．of geraniol type is 86 ～98％ ·of linalool 

type is 84 0A～98 ·of methyl eugenol type is 69 ～89 ． 

Chemical analysis of various strains．introduced and cultivated in Xishuar0gbanna Tropica1 Botanic 

Garden，Academia Sinica have showed that sexual progenies of the farnesol type (> 50 plants)，of the 

getaniol typ e (> 56 plants)．of linalool typ e (> 57 plants)and of the methyl eugenol type (> 7l 

plants)can maintain the Jr maternal features．A~exua1 descedants are stable and of few vat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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