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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樟油素新资源植物狭叶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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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狭 叶桂 [Cinnamomum h~ num (Nees)H．w．Li e．tB．Q ch皿 是一种新的资源植物，全 

榇可提取芳香油．古黄樟油紊 63％～99％；鲜枝叶出油率为 0．51％～0．96％，黄樟油末含量为 

97％～99％。用种子繁殖可保持母本优良性状，是一种具有发展价值的新香科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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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rllorllu~'ll heyeanum (N~es)H W ．Li et B．Q．Cheng is a kind of economic plant． 
Rich essential oil can be extracted from the tree with the safroh content of 6396～99％ ： 

theoil product ratefrom freshtwigs andleavesiS 0．51％ ～0 96％．inwhichthe safrole 

content is 97％ ～ 99％ ． Good characters of its parent can  be rem ained by seed 

propagation and this is a new aromatic speci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Cinnamomum heyeanum (Nees)H．W ．Li et B．Q．Cheng；satrole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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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樟油素(safmle)是合成洋茉莉醛(hiliotropine)的重要原料，其用途甚为广泛，常作化妆 

品、香水、皂用香精等调合时的主剂或定香剂。而黄樟油素的另一个重要用途是通过化学反应 

转化成胡椒基丁醚(pipemnyl butoxide)，这种成分在以天然除虫菊为基础配制的杀虫剂中用 

作增效剂，而且起关键作用．缺少此成分时，这种天然杀虫剂便没有任何药效 ]。 

据估计全世界每年消费2 000 t天然黄樟油素，用作合成转化生产洋茉莉醛和胡椒基丁醚 

所需黄樟油素占总消费量的75％。从利用和发展的趋势看黄樟油素的用量将愈来愈大，且供 

不应求。 

由于开发利用黄樟油索植物资源的方式极不合理，诸如毁林开荒．乱砍滥伐，砍树挖根，只 

砍不种等恶性手段．致使有限的资源锐减而面临枯竭。为解决燃眉之急，英、美、日等国的厂商 

竭尽其力向盛产天然黄樟油素的国家(如巴西等)投资种植．并积极发掘和开发新资源。 

我国黄樟油素植物资源也面临枯竭之危，黄樟油素的生产受到影响。因此．除发展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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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富含黄樟油素树种外，发掘新资源也是当务之急。 

1986年 6月作者在滇南进行樟属(Cinnamomum B1．)植物资源考察耐，发现狭叶桂是一 

种富含黄樟油素的新资源，因而从野外挖苗种植；之后于1989年7月野外采种繁殖育苗，1991 
～ 1995年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进行引种栽培试验。 

1。狭叶桂的分布及生长环境 

狭叶桂 C／nnamomum heyeanum (Nees)H．W．Li et B．Q．Chetag[C．burmannii BI．f． 

heynea m(Nees)H．W．Li)C2]为樟科(Luaraceae)樟屠(Cinnamomum 131．)植物，别名狭叶阴 

香、细叶香桂、小三条筋。小乔木，常因基部多分枝而呈灌木状，高达 3～4 m。分布我国湖北 

西部、四川东部、贵州西南部以及广西、云南南部至东南部。越南、印度至印度尼西亚亦有。 

狭叶桂在滇南．滇东南常生于热带亚热带低海拔(450～685 m)河边山坡灌丛中或河边林 

缘。也生于河岸砾石或石灰岩石缝中。分布区年平均气温 l9～21．5"C，绝对最高气温 38～ 

40"C，绝对最低温一0．7～5"C。年降雨量为1 190～2 5001Ttm。土壤为红色壤质土或河岸砾质 

砂壤土。 

在云南狭叶桂野生资源很少。常零星散生，未发现成片成林生长。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已 

栽培6年生狭叶桂 l 000余棵。其枝叶油富含黄樟油素，为我国理想的良种基因母树基地。 

2．狭叶桂种内的叶油化学型 

云南产的樟属植物中10多种樟(桂)树叶油主分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即—个种内个体问叶 

油有两个以上的化学型(或生理类型或品种)。采自不同产地的狭叶桂油有 3个化学型，见表 

1。 

寰 1 不罔产地基叶檀叶油化攀壁或主分比较 
Tab1 ceaalaaw~ ．fleaf ell~~mlmt mid “摹chemical咖  瞄 量-舶 mp0啊 I el'a 朋  ●珥 h ，-— _岫 Ih ~tlferenl 

Iocalitks 

从表 1看出狭叶桂叶油主分可分为3个化学型，它们是黄樟油素型。含量很高；樟脑型或 

樟脑油紊型，含量较低；樟脑桉叶素型，含量低，叶油中黄樟油素含量仅为0．21％。此 3种化 

学型中尤以富含黄樟油素型更具有发展 用的价值。然而它们的分别存在，有利于种群的延 

续和发展。 

需要提及的是考察时还了解到云南省富宁地区的壮族等少数民族，常用狭叶桂的枝叶作 

内食品的调味加香。为又一种民族食用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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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富含黄樟油素狭叶桂精油及主分 

3．1 披叶挂檀株不同部位精油及主分含量 

从表 2看出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勐仑)栽培的狭叶桂植株。不同部位精油含量有明显差 

异，以树皮油含量略高，次为枝叶油。其他部位含量很低，而各部位精油的主分均为黄樟油紊， 

除根油主分含量较低(63％)外，其他部位黄樟油素含量均达 97％以上。而景洪野生的狭叶桂 

叶油、树干油和根油以及主分含量也有明显差异。 

寰 2 头叶藿 同邮位■油置主分比较 
T“ 2 n-l of m ∞岫 I ofa M  p and ㈣ b h difr~'tmt 

*Sa一 黄樟油素 蛆f e；** 樟脑 c哪pI．。r 

上述资料表明狭叶桂的主要利用部位为枝叶。 

3．2 狭叶挂不同单株枝叶油及黄樟油素含量 

从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栽培试验地于不同时间分别对狭叶桂 10个单株进行枝叶油和主 

分黄樟油索分析，结果觅表 3。 

寰 3 安叶撞 同擅糠叶油置黄梓蠢含量比较 
Tab 3 0m n of the leaf oll and sofrole colte／it in dlfferenl pin t 0f C 啊 m嘛 H 知 ●棚w埘t 

*No．1一第一次测定 the first determination(1992 4)；No 2 第二敬测定 the second determination(1992．it){No 3 
第三 擞测定 [heth瑚 determirmtic~(I993．1) 

从表 3看出狭叶桂 30个单株枝叶油和主分黄樟油紊含量的差异。枝叶出油最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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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最低为0．51％，值差较大；黄樟油素含量最高为 98．5％．最低为 92．94％，值差较小。 

但从每次测定的平均数据看，3次测定结果枝叶出油和黄樟油素含量差异均较小。 

3．3 不同季节狭叶桂枝叶油及黄樟油素含量 

定时(1～12月)定株每月从 7株狭叶桂上随机采收枝叶蒸馏芳香油，分析枝叶油及黄樟 

油素含量，见表 4。 

从表 4看出狭叶桂 l2月～2月枝叶出油为高．8，9．11．tO和 3～5月出油咯低．6～7月出 

油低，尤以7月为最低，全年平均出油为0．61％．而主分黄樟油素含量全年变化不大．含量为 

96．98％--98．75％，平均为 97．86％。 

结果表明狭叶桂枝叶油含量因季节不同有明显差异，这与植株的生长状况．叶片老嫩及枝 

叶中油细胞的多少有关。经分析红色嫩枝叶出油为 0．14％．含黄樟油素为95．5％。老枝叶出 

油为0．72％，含黄樟油素为 98．15％。说明在新梢开始生长和发出红色嫩叶至叶色变为浅绿 

色的新叶时期，其叶油含量均低于绿色新叶和探绿色老叶。由于试样为嫩叶、新叶及老叶的混 

合物，因此6月及7月的枝叶油含量不如其他月份高，但此时的黄樟油素含量与其他月份相 

当。根据狭叶桂枝叶油含量与采收时生物产量的关系，采收期以 8～12月为宜．这个时期生产 

的油质好．纯度可达 97％--99％。 

衰 4 美叶撞棱叶油和董棒油素毒■的晕节壹他 
TIb 4 8easolal c---0一 日f．III_d蛆 f咄 ~mmmt a 朋 0-●_ I__ |̂ 阳-埘 I 

3．4 狭叶桂不同繁殖后代枝叶油主分的稳定性 

樟属植物中很多种有性后代叶油主分发生了明显的变异，但因种和种内的化学型(主分) 

不同而不相同，后代的变异也各不相同。如香樟(C．mm砷一 ，芳樟醇型)有 71％的植株，细 

毛樟(C．tenuipilum，芳樟醇型、甲基丁香酚型)有 56％～70％的植株，它们可保持亲本原化 

学型(或特性)，其他植株分化为别的化学型。然而，狭叶桂的有性后代可相对稳定地保持亲本 

的原化学型不变，如野生狭叶桂枝叶出油为 0．54％--0．78％，含黄樟油素为 97％～99．60％。 

其种子后代枝叶出油为0．51％--0．96％．含黄樟油素为97％～98．62％(99．26％)，它的无性 

后代(如扦插苗，2～3年生)枝叶出油为0．56％，含黄樟油素为97．79。 

3．5 狭叶桂不同树龄枝叶油及黄樟油素含量 

经分析狭叶桂有性后代 l0月龄幼苗枝叶出油为0．33％，含黄樟油素为97．35％，1年生 

树枝叶出油为0．4％-0．57％．含黄樟油素为 97．75％-98．15％；2年生树枝叶出油为0．55％ 
～ 0．71％，含黄樟油素为 98．21％～99．07％；3年生树枝叶出油为0．68％-0．76％．含黄樟油 

素为 97．79％～99．26％。 

从上述资料看出狭叶桂有性后代10月龄幼苗至3年生树的鲜枝叶油含量随树龄的增大 

而逐渐增高，而它们的黄樟油素含量不同树龄基本一致。表明幼苗枝叶油就已具有油质优的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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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狭叶桂 的保护与发展利用 

(1)我国天然黄樟油紊主要存在于樟科的樟属(Cinnamom~m)植物中 4．。据作者研究及 

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在 48种樟属植物中约有 n 种舍黄 樟油紊较高。如猥樟(C． 

6odin~r1)、云 南 樟 (C．glanduliferm )、坚 叶 樟 (C． chartophy~lum )、毛 叶 樟 (C． 

mollifelium)、黄樟(C．parthenazylum)、香樟(C．camt~ )、长柄樟(C．1ongitiolatum)、沉 

水樟(C．micranthum)的根油含 70％～90％的黄樟油紊；柴桂(C．tama／a)皮油舍97％的黄 

樟油索；狭叶桂(C．heyneanum)、少花桂(C．pauciflorum)的枝叶油舍 97％～99％黄樟油 

紊。为了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生态的保护，狭叶桂和步花桂应作为优先发展种植的树种。 

(2)狭叶桂资源甚少。因此，不可能也不应该利用野生的资源。相反。必须加强特有高舍 

化学型(黄樟油素型)植物原生境的保护，这种保护与保护珍稀渭危植物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若这种植物资源日愈贫乏或灭绝，对生产的发展及种质的保护危害极大。所以。对高舍化学型 

的保护。其目的在于保护它的遗传基因(种质)。 

(3)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植物资源的利用已不断从直接采集发展到驯化栽培，通过人 

为的栽培活动获得所需的产品。因此，有目的地进行狭叶桂的野生变家种，人工驯化栽培，并 

大面积发展种植利用，这是对特有化学型狭叶桂的最好保护。 

(4)狭叶桂繁殖栽培较易，以种子繁殖为主，发芽率为81％～94％，也可无性繁殖。扦插生 

根成活率为62％～76％。在西双版纳(勐仓)气候条件下，狭叶桂种植后 3～4年生树即可开 

花结实。在此树龄即可采收枝叶蒸馏芳香油，其主要采收利用部位为枝叶，是它的最大特点之 
一

。 此外，因它具有较强的萌发力。一般采收后一年或=年又可采收生产。种植一次。可持续 

利用再生资源。经初步测试，狭叶桂 2～3年生树单株可采收鲜枝叶2～4 kg，6年生树单株可 

采收鲜枝叶 5～9 kg。 

(5)用富岔黄樟油紊狭叶桂种子繁殖栽培的后代。其枝叶油主分可保持亲本的原化学型 

(特性)。因此，在分布区内可大面积发展种植狭叶桂的这种化学型，利用枝叶生产优质的狭叶 

桂油(黄樟油)，并可直接用于转化合减洋茉莉醛或胡椒基丁醚的原料。 

(6)除云南产区外。有狭叶桂分布的地区可深入进行资源考察和精油成分研究，为狭叶桂 
～ 的开发利用提供新的依据。 ’ 

参 考 文 献 

M血 J G，cLG忡咀 M J Mileh~d，李 宏译．1993{香料香精化妆 品3(24)#51~53．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委台．1982；中国植物志 31卷，科学出舨社，北京．282--204~ 

程必强，噜学憧，许 勇等 1992：云南植物讲究 l4‘1】：l05一u0． 

朱亮峰，陆碧瑶 ，李宝灵等 ．1993：芳香植物及其化学戚舟(增订版)，雌南出腹社．广州． 一88 

(责任塘辑 ：许定发)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