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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松树脂被广泛用于医药、香料等领域。我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成为世界首要松香生产国之一。综 

述报道了世界上各种松树脂的组成、结构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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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osin of P／nus L．has been used in medical and perfume widely．China has been a primary 

country that product the rosin of Pinus L．from 1950s．In this pape r。we report the constituents。structures 

an d uses of the rosin of Pinu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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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树脂是由生物分泌的“固态液体”lL1 J，例 

如，安息香、榄香脂 、松脂、紫胶等。在古代人类就 

开始普遍采用天然树脂，例如，在古印度、中国、巴 

比伦等国人们已能用树脂来制造焚用香料、涂层、 

漆料【 、燃料、药品等。中国早在 20世纪 50，60年 

代就已成为世界首要的松香生产国之一[1' 。目 

前，我国云南思茅地区有一个松香生产基地，其股 

票已在上海上市。 

天然树脂所含的化学物质因树脂的产地、品种 

不同而不同，总的可归纳为 6类：脂肪族化合物，萜 

烯和萜烯类化合物，芳香族化合物，木聚糖，芪，其 

它各种结构的化合物n]。 

松树树脂属于树脂中最常见的种类之一。松 

脂的产量及组成决定于松树的产地和品种。世界 

上大约有 80种松树 ，一般采脂所用的松树有欧洲 

赤松(P／nus sylvestris L．)，年产脂量约 1．5 ks／株，产 

地为德国，波兰，前苏联 ；南欧黑松(Pinus,agra vat． 

Austraca)，2—3 kg／~J面，奥地利；海岸松 (P／nus 

man~／ma Poiret)，1．5—2．7 kg／割面，法国；阿勒颇松 

(P．ha／epens／s)和科西嘉松(P．／ar／c／o)，2 4kg／割 

面 ，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巴尔干松(P．peuce)，南 

斯拉夫；湿地松(P．eliotti Engelm)和长叶松 (P． 

palustris Mil1．)，2．5—4 kg／割面，美国；卵果松(P． 

oocarpa)，孟特松(P．啪n 祝fma)，麦根松(P．m／一 

chocana)，光叶松(P．Zeiophyth)，假球松(P．pseu， 

dostrobus)，卷 叶 松 (P．teocote)，灰 叶 山松 (P． 

hartwegii)，约 3。5 kg／株【3l，墨西哥；加勒比松(P． 

caribaea Morelet)，3—5 kg／株_4．5]，洪都拉斯 ，尼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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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危地马拉，古巴；长叶松(P．1ongifolia Roxb．)， 

印度；南亚 松 (P．mewusii Jungk．)。卡锡松 (P． 

khasya Royle)，缅甸；南亚松，印度尼西亚；南亚松 

和岛松(P．insu／ar／s End1．)，菲律宾；赤松(P．densi． 

flora Sieb．Et Zucc．)和黑松 (P．thunbergii Par1．)， 

日本；思茅松(Pinus kesiya Royle)，中国云南。 

1 松脂的化学组成和结构 

松脂经蒸馏分为两部分：松节油和松香。 

1．1 松节油 

松节油是松脂中能挥发并可用水蒸汽蒸出的 

部分。松节油的组成与许多因素如松树树种、气 

候、生长地 、获得方法和树龄有关。表 1中列出了 

几种松树松节油的组成(参见表 1)。 

1．2 松香 

松香又分为脂松香、明脂松香和木浆浮油松香 

三类。不论是什么类型的松香。其主要成分是树脂 

酸(混和物)，其次还有脂肪酸和中性化和物(表2)。 

表 1 松脂的成分 

Tab．1 The constituents ofturpentine 

注：*萜品油烯+，对甲氧基苯丙烯 +，冰片基醋酸酯 +；**8 l一莰烯，萜品油烯，It一萜松烯，少量下列化合物：l一 

冰片，l一冰片醋酸酯 ．1一It一松油醇，l—It一松油醇醋酸酯，紫苏醛，倍半萜烯 

表 2 各种松香的组成 

Tab．2 The constituents of colopho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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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脂酸是由以下一系列物质所形成的异构平衡混和物： 

1左 旋 海松 酸 

4 枞 酸 

>100~ 

2新 枞 酸 3长叶 松 酸 

5去 氢 枞 酸 6二氢 枞 酸 

>100~ 

H2 

8 IN 氨 枞 酸 9海松 酸 

0-,2o H3003 

10异海松 酸 11加 勒 比 松 酸 

各种不同类型的松香中所含树脂酸的含量可 

参见表 3．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松香放置在空气中会吸收 

氧而变黄，同时在石油醚中的溶解度也会降低。若 

是在高热环境中，松香的氧化会急速增强，从而使 

其颜色变得更深。经过反复实验证明[刀， ，松香 

被氧化是由于树脂酸中的枞酸易被氧化所引起的， 

其氧化过程可用以下反应式表示： 

醋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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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松香中各种异构树脂酸的近似含量【l】 

Tab．3 The iso-rosin-acid content of colophony 

据 Harris报道，松香中除树脂酸外，其余部分 

是由各种不同分子量的醇的脂肪酸脂和树脂酸脂 

组成的【 ，其脂肪酸是油酸、亚油酸、亚麻酸、硬脂 

酸、软脂酸等。醇可能是 B一谷甾醇、十八烷醇、十 
一 醇、十五醇、二十醇[ 。 

2 松脂的应用 

松节油的用途非常广泛，早在几十年前就被用 

作调漆用溶剂 ，但由于价格方面的原因，现已被汽 

油代替 ；松节油一个最大的用途就是用于合成樟 

脑[3o,31]，制清漆树脂和塑料、除虫杀菌剂、香料等 

等。 

松香的应用范围非常广阔，在油漆工业中，将 

松香甘油醇加到漆 中，增加漆膜光泽，在造纸工业 

中，用作纸的填料 ；在肥皂工业中，与脂肪酸一样， 

用来制造肥皂 ；在食品工业中，用松香来制造瓶子 

的胶膜和啤酒桶上的釉；在橡胶工业中，用来增加 

橡胶的弹性 ；在冶金工业中，用于镀锡和焊接；在电 

机工业中用来制造绝缘物质，在印刷工业中，用来 

制造印刷颜料；在纺织工业中，用作压光填料。松 

香也可用来制造塑料，人造皮革，人造干性油和稠 

密的润滑油，也可应用到汽车和石油工业中生产木 

馏油，漆布等一系列材料。在医药方面利用松香制 

造粘性药膏和药用肥皂，另外，在日用品工业中，乐 

器弓弦中都会用到松香l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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