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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苍子的主产区在亚洲东部以及大洋洲和太平洋诸

岛，在我国的分布区域是长江以南各省区的向阳丘陵山

地和灌木丛中，山苍子能够提炼用途广泛的山苍子油，

是我国重要的出口林产品。随着近代医学化工的发展，

市场对山苍子油的需求越来越大，相关产业对山苍子的

开发也越来越深入。

一、山苍子的开发利用现状

（一）山苍子野生资源现状

山苍子在长江以南各省区的分布比较广泛，常在海

拔一千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地带出现。据调查，广西桂北

山区山苍子林分布较广，数量也比较大，部分区域成群

落状分布。山苍子的品种不同，品质也不同，产量也不

一样。海拔 700m之上分布的毛叶山苍子因气候寒凉，

生长相对缓慢，但果实颗粒相对较大，出油率高，柠檬

醛含量高，油分质量好；低海拔山区分布的山苍子因气

温较高，生长较快，出油率和柠檬醛含量相对较低，油

分质量略有欠缺。山苍子树木随着树龄增加衰退现象十

分严重，果实经济性能退化严重，投资效益存在不合理

性，企业并不热衷人工种植。多年来对山苍子的资源开

发主要是采集野生资源，但是这种行为会破坏林木资

源，特别是在全民倡导生态保护的时代，砍伐山苍子树

采摘果实的行为无异于竭泽而渔，实不可取。由于缺少

对山苍子树的保护，导致每年的产果数量都不稳定，大

小年现象明显，经常会出现原料供给不足的情况。并且

山苍子树的分布并不规律，生长地块比较零星分散，对

山苍子的产量无从进行详尽统计，从而无法进行有效的

管理，导致普通林农很难进行山苍子人工培育。

（二）山苍子人工林资源现状

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广西桂北山区灌阳县就

有人工种植山苍子的历史，种植模式为零星分散种植，

多为见缝插针式混交造林。由于山苍子属于小众产品，

产业经济难以发展壮大，导致山苍子人工种植的收益不

明显，多数山苍子林农的种植积极性不高，导致了缺少

生产管护、效益滑坡的局面。逐渐有一部分山苍子基地

被改造成其他经济树木种植，将原有的山苍子树刨除干

山苍子开发利用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

广西灌阳县自然资源局稽查总站    范翠婷

摘  要：山苍子是我国特有的香料植物资源之一，又名山鸡椒，山苍树等，属樟科木姜子属植物，最高可达 8～ 10m。山苍子枝、叶和果都带有芳香味

道，果实可以蒸提山苍子油，广泛应用于食品、医疗、化工等多个领域。山苍子油中含有柠檬醛、高级醇和有机酸，不但是制造紫罗兰酮香料的重要原料，

还能够合成多种维生素，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工业原料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关键词：山苍子；开发利用现状；发展趋势

净，造成了山苍子基地的没落和消失。以广西灌阳县为

例，因为人工培植山苍子的积极性欠缺，导致全县山苍

子人工林加起来不到 33.3hm2，单体规模超过 2hm2 的山

苍子人工基地林几乎不复存在。好在，近两年因为山苍

子价格飞涨，政府也在主动培植乡村振兴产业，一些富

有情怀的家乡人积极宣传，引进资金和技术，带动了山

苍子种植如火如荼发展。据统计，灌阳县自发种植山苍

子热情高涨，现已发展种植 1000hm2 以上，仅一个龙头

企业就已落实种植土地 700hm2。

（三）山苍子油的品质和效益现状

山苍子油的品质会受到生长环境的影响，即使在同

一个地区，也会因为生长环境的不同影响到果实的产量

以及山苍子的出油量。目前野生山苍子的分布不均匀，

无法进行集中有效的管理，也就无法确认果实的产量和

出油量，因此，仍旧没有优良地方良种的品种选育和分

布的研究报告。而山苍子的效益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是因为山苍子产量的不稳定性，无法计算出山苍

子大概的产量，任何外在因素都可能引起到山苍子的产

量波动。另一方面就是加工方式，大多数加工企业都是

作坊式的小企业或者林农自主进行简易的蒸提，大大浪

费了山苍子资源，使得山苍子果实产出率低。这两点严

重影响了山苍子的效益，导致越来越多的林农失去种植

山苍子的积极性，形成恶性循环。

二、山苍子的用途

（一）合成香料

山苍子的果实中含有很多重要成分，已经确

定的化学成分达到 30余种，其中柠檬醛含量高达

65% ～ 80%。山苍子果实可通过蒸提制成山苍子油，不

但有独特的香气，还能作为各种高档香料的原材料。这

种香料的应用范围极其广泛，在烟草、化妆品、食品等

领域的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医疗保健

山苍子的果实可以入药，有解痧气和止呕吐的作

用。在医药名书《本草纲目》中记载，山苍子油具有抵

抗心律失常的作用，可以投入到医药领域当中，作为冠



农家科技 215

农 业生态
NONGYESHENGTAI

心病良药的原材料制备，对于冠心病等心律失常疾病的

治疗有效率可达到 80%以上。并且山苍子油还能合成维

生素，对葡萄球菌、淋球菌和大肠杆菌等 10多种致病

细菌和真菌都有很强的抑制或者灭杀作用，是已知植物

天然产物中，抗菌效果最好最强劲的植物之一。

（三）祛杀病虫

山苍子油具有很好的抗虫活性功能。在面对大部分

的有害病虫时，山苍子油都能够进行驱赶或者是灭杀。

山苍子油最大的特点就是即使进行祛杀病虫，也不会对

人的身体产生任何危害，山苍子油还能够应用到其他植

物的培育当中，山苍子油的灭菌效果十分明显，可以有

效防治其他的植物病虫害。

（四）生态功能

山苍子生长速度极快，并且拥有易繁殖和耐瘠薄的

特点，繁殖传播方式多种多样，甚至可以依靠鸟类和

动物排便进行传播，逐渐成为我国南方困难立地造林的

先锋树种。尤其是森林火灾发生后或生产上炼山后，山

苍子率先成为迹地更新的先锋树种。根据山苍子这一特

性，通过人工适度加以促进，可以在我国南方进行大规

模的人工促进天然更新，快速扩大种植面积。

（五）其他用途

山苍子的籽核含油率达到 27%，去掉外壳后，果仁

的含油率达到 60%，是一种含油率极高的油料树种，可

以用于生产各种型号的润滑油，而且这种润滑油的性能

极好，能在温度低于 60℃的环境中不凝固不结冰，在高

于 60℃的情况下依旧能保持润滑的黏度，使设备保持良

好的润滑状态。另外，山苍子油还能够用于生活当中，

例如肥皂、牙膏泡发剂以及重金属沉淀剂等。就连山苍

子加工后剩余的果渣都能通过加工，成为优质的饲料。

山苍子的使用范围十分广泛，称其“浑身是宝”也不

过分。

三、山苍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山苍子精油的产量得到了有效提高，产

量已经占据国际市场的主导地位，但是在开发利用过程

中仍旧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优良种质资源欠缺

山苍子目前的品种是以野生资源为主体，在改良和

选育方面的进程太过缓慢，缺少对优良品种选育的研究

攻关。特别是在湖南、广西等附近地区，山苍子的产量

本就不足，用于生产种植的林地还十分稀少。当地的山

苍子资源只能依靠野生资源，在人工采摘的过程中无意

撒落顺便完成了播种，缺乏优良的种质资源。

（二）经营模式未系统化

山苍子生产经营模式没有系统化、规范化，会导致

整体生产水平降低。我国山苍子油的生产原料主要来自

野生的山苍子植株，多采用伐树或剪枝的方式对果实进

行采摘。这种采摘方式会影响到山苍子树的生长，影响

来年收益，造成大小年结果。伐树采果的影响有一是对

山苍子树造成损伤，降低山苍子植株对病虫和细菌的抵

抗能力；二是不利于连年丰产稳产，一旦剪下枝条，就

需要长时间恢复；三是在果实采摘过程当中，因为是野

生植株，都是以粗放经营为主，只取不予，很少对山苍

子植株进行管理，更无从提起灌溉、施肥等现代农业管

理方式。

（三）加工工艺落后

加工工艺落后，加工设备陈旧，加工环境简陋，产

品的利用价值低。我国山苍子油的传统加工工艺长期以

来都是采用简单的土法蒸馏，这种方法的成本虽然低，

但是出油率也会受到影响，导致产品的利用价值下降，

影响了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前些年国内一些科研院所和

相关单位共同研发改进了新的加工工艺和加工设备。例

如压榨精馏法、五节精馏塔法和分子蒸馏技术纯化柠檬

醛法等，这些新工艺多少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只有单离

柠檬醛的工艺技术达到了成熟的应用阶段，并且已经拥

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可以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进行生

产供应，需要注意的是对不同质量要求的柠檬醛产品要

进行含量上的调整，保证收益稳定。

（四）市场管理混乱

山苍子市场缺乏统一的机制进行管理，山苍子油的

销售价格多是由收购商根据收购价制定，每年的价格

波动幅度很大，产量少的情况下价格就会更高，产量充

足或者需求量少的情况下价格就会变低，林农会因为价

格起伏波动影响种植管护积极性，果实丰收的同时也会

担心收购价格降低。需要注意的是，山苍子果实不易储

运，如果不及时蒸馏处理，就会导致油分损失甚至全部

霉烂，无法再进行加工使用。林农对于山苍子种植培育

也无法得到有效保证，种植面积大担心价格被打压，种

植面积小费时费力又没有规模效益。这些因素都严重影

响到山苍子的开发和利用。

（五）缺乏丰产树形调控技术

对山苍子丰产树形的调控研究不够重视，缺乏对树

形的有效调控，造成外围结果和上方结果，结果枝数量

少，产量不高。只有对树木进行定期整形管理，才能有

效避免结果不均的损失。就山苍子来说，杂枝过多、供

水不足、缺少养分都会影响果实的数量和含油量，就外

在因素来讲，自然灾害也会导致山苍子果实产量和数量

受到较大影响，从而影响林农的效益和生计问题。做好

丰产树形调控，就能有效预防负面情况发生。

四、解决目前问题的方法和山苍子发展趋势

探讨

（一）做好企业发展规划

要解决目前山苍子产业发展上存在的问题，同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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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绿色产业的发展，首先需要做好企业的发展规划，

要将林业产业做大做强并不容易，需要利用好现有的资

源进行规模化的规划设计。对山苍子的资源现状以及种

植条件进行一次全面的调研排查，选择适宜种植的地

点。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发展，重点是为林农灌输

持续发展的思想，重点扶持山苍子产业运行，在适宜种

植区进行人工种植规划，提高采摘人员的技术素养，保

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因此，做

好企业发展规划是项目发展的核心。

（二）深入开展技术研究，做好良种选育工作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特别是在山苍子这一

类自然资源产品的商业应用方面，更需要有技术支撑，

想要将山苍子产业化规模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加工技

术方面的问题，许多林农和收购商在加工方面的技术不

够成熟，无法提高山苍子果实的利用率。可以通过将国

内外先进加工技术和设备引进到地方产业当中，同时进

行本土山苍子良种选育和外地优良种源引进。针对地方

良种进行技术研究，保障本地山苍子基地的建设进程。

（三）强化政策扶持和技术支撑

山苍子人工种植示范基地的建设能够带动周边林农

的山苍子种植，加大人工种植示范基地的建设强度，可

以打破无法量产的恶劣局面。地方政府可以对山苍子人

工种植示范基地进行扶持，给林农一些技术上和经济上

的支持，可以有效带动林农发展林业经济，促进我国山

苍子种植业的发展。通过国家扶持，能够让种植企业和

林农看到希望和前景，从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山苍子的种

植活动当中。另外，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当地情况出台政

策，扶持地方企业发展，给予技术支持，再通过税收优

化来进行经济上的支持。通过政策和技术扶持，可以创

造出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国内外企业进行资金投

资，将山苍子的零散加工个体进行整合，使其变得标准

化、企业化。

（四）规模化企业的发展模式

针对山苍子资源现状，规模化企业的发展模式将以

点带面作为发展方向，通过人工种植核心示范基地建

设来带动周边林农进行种植，通过加工企业对周边林农

进行山苍子收购加工，并且设定一定的收购保护价格，

保证企业和林农的收入稳定，才能有效开展山苍子人工

培育基地建设。山苍子人工培育基地通常都是在丘陵和

低山山地之间，也就是比较偏远的农村。在这种大环境

下，林农的知识水平都不高，因为自身基本素质导致很

多人都没有固定工作，规模化企业发展的模式能够有效

帮助这些林农稳定经济收入，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工资收

入，从而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

一定要通过企业化发展的模式来加强对山苍子资源

的统一管理和利用，山苍子资源比较分散，采收存在着

一定问题，因此应当完善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制度，提高

林农的采收积极性，充分利用现有的培育环境，加大人

工山苍子林的开发力度，还可以采取股份合作或者是承

包经营的方法连通企业和林农的关系，形成一定的企业

流通系统，十分符合规模化企业发展的模式。

（五）开展集约化经营

现阶段应当改变原有的种植和经营模式，从采集野

外种实为主向更加高效稳定的栽培种植方向发展，不但

可以大幅提高山苍子产量和质量，还能避免山苍子树木

因采收方法不当而产生的损害，大大改善和避免了山苍

子果实的大小年结果现象。

五、结束语

山苍子经济价值很大，市场发展前景广阔，但是因

为资源稀缺、工艺落后、管理混乱等问题遏制了山苍子

的产业发展，随着各种技术引进和政策支持，可以利用

企业+林农进行人工培育和野外收取双管齐下的方式进

行产量质量提升，一方面推动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

提高了我国山苍子系列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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