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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桂枝叶最佳采收季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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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不同季节岩桂枝叶中精油含量和精油中黄樟油素含量进行分析研究，并对不同季节黄樟油素单位产量
的变化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８月至１１月份为岩桂枝叶的最佳采收季节，其他季节采收将会降低其经济
价值，也不利于岩桂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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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桂（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ｐｅｔｒｏｐｉｌｕｍＮ．Ｃｈａｏ）是樟科
常绿小乔木，为四川省特有的香料树种，适生于喀斯

特地貌的石灰岩溶地区，具较强的萌发能力，耐干旱

瘠薄［１］。岩桂主产于宜宾市的筠连县和珙县，现有

岩桂林面积约１５０００ｈｍ２，其枝、叶、皮均可提取芳
香油［２］，尤以叶子含油率最高，精油成分主要为黄

樟油素（含量高达９５％以上）［３，４］，是目前世界上发
现的枝叶含黄樟油素最高的树种［５］。岩桂精油深

加工以黄樟油素为主要目的，黄樟油素又称黄樟素、

黄樟脑，是合成胡椒基丁醚（Ｐｉｐｅｒｏｎｙｌｂｕｔｏｘｉｄｅ，
ＰＢＯ）［６］、洋茉莉醛（Ｈｅｌｉｏｔｒｏｐｉｎｅ）、异丁香酚（ｉｓｏ
Ｅｕｇｅｎ０１）、香兰素（Ｖａｎｉｌｌｉｎ）等系列产品的重要原

料［７］。胡椒基丁醚在以天然除虫菊为基础配制的

杀虫剂中作为增效剂，可使杀虫剂的药效呈几倍、几

十倍地增加；洋茉莉醛用途甚为广泛，常作化妆品、

香水、皂用等调合时的主剂，还大量用于电镀工业和

农药增效剂；异丁香酚用作康乃馨香精的主剂及多

种花香香精、皂用香精等的原料；香兰素用作多种香

精的定香剂，广泛用于糖果、饼干、水果、酒及烟的调

香。黄樟素还作为香料成分广泛用于家用日化产

品，如地板蜡、上光剂、肥皂、去垢剂及洗涤剂。黄樟

素具有稳固的市场需求，当前没有合成的替代品。

国内外市场供不应求，宜宾市年产黄樟油１０００ｔ左
右，黄樟油产量占全国５０％以上，利用岩桂提取的



黄樟油，不仅品质好（比其它樟科植物根系提炼的

黄樟油含量高１５％～２０％），而且还具有资源优势、
保护环境的特点。因为它的原料来源于岩桂的枝

叶，再生能力强，每年采收后，次年又可萌发新的枝

叶；与其它用樟树根系提取黄樟油的杀鸡取卵方式

相比，竞争优势十分明显。因此，在喀斯特地区把岩

桂作为退耕还林的主要造林树种发展，前景十分广

阔。

伴随着日用工业生产的发展，对芳香油的需求

不断增大，为充分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充分体现岩

桂的经济价值，避免盲目采收岩桂枝叶，开展岩桂枝

叶最佳采收季节的研究很有必要，可为黄樟油加工

企业提供技术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在岩桂资源面积较大的筠连县根据分布情况设

了１０个采样点。设点原则：每个点的面积在１ｈｍ２

以上；选点时要考虑在１年内不会发生产权变化、土
地用途变化，以保障能够连续１２个月采样需要。采
样点布置完成后每月中旬进行１２个月不间断采样，
随机选取一定数量的株数进行鲜叶采集混合备用。

具体采样地点见表１。

表１ 岩桂采样点布设

编号 采样地点 经度 纬度 海拔高度（ｍ）
１ 筠连县乐义乡黄金村三组响洞沟 １０４°４３′３５．２５３″ ０２８°０５′５６．１３６″ ４８８．８
２ 筠连县巡司镇巡司村七组四方地 １０４°３２′４０．５０５″ ０２８°０５′４９．０３８″ ４１３．６
３ 筠连县筠连镇桂花村四组坳上 １０４°３０′１９．９７５″ ０２８°０６′５９．５６５″ ５３７．６
４ 筠连县巡司镇四方村一组敬老院 １０４°３２′４３．８６３″ ０２８°０５′３８．８９９″ ４３１．７
５ 筠连县镇舟镇前进村三组黄葛树 １０４°４０′１２．８６７″ ０２７°５９′４７．１０３″ ４４６．９
６ 筠连县乐义乡白云村二组清明会 １０４°４５′４５．９７８″ ０２８°０５′２４０７４９″ ５４３．２
７ 筠连县镇舟镇前进村灯赶洞 １０４°３９′５５．２５８″ ０２７°５９′５７．７８３″ ４９７．５
８ 筠连县乐义乡中坎村一组场后头 １０４°４５′４５．３９３″ ０２８°０５′２２．０８８″ ５３８
９ 筠连县筠连镇石门村五组土王生 １０４°３０′４０．０２９″ ０２８°０６′４７．４６６″ ４４４．３
１０ 筠连县筠连镇柏杨村组卡子上 １０４°３２′０．００５６″ ０２８°０６′３２．２５４″ ４８８．３

１．２　实验方法
样点和采样株数确定后，在每株的不同方向、自

下而上均匀采样，所采样品混合后按四分法取样，弃

去杂质和枝条，称量后切碎装入１０００ｍｌ单口烧瓶
中，装上重油油水分离器，加水进行水蒸气蒸馏，收

集精油干燥后称重，计算叶片绝干含油率，每个样均

进行双样比对，误差偏离精油分析误差范围的重新

取样分析检测。

２　实验结果与讨论

２．１　不同采样季节对岩桂精油含量的影响
从图１可以看出，４月和５月枝叶出油率偏低，

４月出油率最低，主要是岩桂３月开始发嫩叶，采样
时嫩叶比例越大对出油率影响越大；其他季节出油

率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水平，１０月份出油率
最高。从岩桂精油含量综合分析，８月至１１月份为
岩桂枝叶最佳采收季节。

２．２　不同采样季节对精油中主要成分———黄樟油
素的影响

从图２看出，岩桂精油中，９月份黄樟油素含量
最高，６月份黄樟油素含量最低，从６月开始，黄樟

图１　不同采样季节岩桂枝叶的含油率

油素含量有一个上升过程，９月中旬达到最高点，之
后黄樟油含量又缓慢下降至第２年６月的最低点。
从黄樟油素含量综合分析，７月至１２月份为岩桂枝
叶最佳采收季节。

２．３　不同采样季节对黄樟油素单位产量的影响
黄樟油素单位产量计算公式为：

Ｗｉ＝ＭｉＬｉ１００００ （１）
式中：Ｗ为单位产量，ｇ；Ｍ为出油率，％；Ｌ为岩桂精
油中黄樟油素含量，％；ｉ代表１～１２月份。

由图３看出，１０月份黄樟油素单位产量最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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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季节岩桂油中黄樟油素含量

月份黄樟油素单位产量最低，８月至１１月份黄樟油
素单位产量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之后黄樟

油素单位产量有一个逐步下降的过程。从黄樟油素

单位产量综合分析，８月至１１月份为岩桂枝叶适合
采收季节。

图３　不同季节黄樟油素单位产量

３　结论

岩桂枝叶最佳采收季节受岩桂精油含量、精油

中黄樟油素含量、黄樟油素单位产量的影响。综合

评价分析，８月至 １１月份为岩桂枝叶最佳采收季
节。为促进岩桂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并充分体现种

植岩桂的经济价值，建议岩桂种植户在最佳采收季

节进行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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