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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掌握山西省野生木本油脂植物资源现状，采用实地踏查、试验分析和资料收集相结合的方

法，对山西省内主要山地、自然保护区不同野生木本油脂植物资源的种类、分布及含油率进行全面

调查统计，并用索氏提取法测定３３种木本油脂植物的含油率。结果表明：山西省野生木本油脂植
物共４３科８４属１６８种。目前开发利用较多的种类有翅果油树、中国沙棘、文冠果等，具有较大开
发潜力的有榛属、朴属、山胡椒属、盐肤木属、卫矛属、南蛇藤属、

"

木属、槭属、栾树属、野茉莉属、连

翘属等。对山西省野生油脂植物的种类组成、取用部位、用途以及利用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保

护与利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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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脂是人类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食品、生
物能源、医药、纺织、化妆、油漆等工业的重要原料。

世界油脂总产量的７０％左右为植物油脂，其中食用
油占８０％左右，非食用油约占２０％［１］。木本植物具

有适应性强、分布广、用途多、再生性强等优点，是野

生油脂植物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主体。发展新型木本

油料，生产木本植物食用油、生物柴油、医疗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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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化产品，其副产品可以生产有机食品、肥料、饲料

等，可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食用油、生物燃

油的需求，还可以为当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其产业

链长，深度开发潜力大，可以成为创新发展的新兴产

业。实践证明，发展木本油料使当地人获得了较大

的经济效益，随着人们对木本油料认识的进一步加

深，其栽培种类和面积必将会持续增长。

山西作为我国温带内陆省份，蕴含着特有的木

本油脂植物资源，但目前对木本油脂植物资源的种

类和分布缺乏系统了解，对其利用价值认识不足，在

木本油脂植物开发利用中存在较大的盲目性、单一

性，未能对木本油脂植物进行综合研究和开发利用。

鉴于此，本文采用实地踏查、试验分析和资料收集相

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山西野生木本油脂植物资源进

行全面调查，摸清其资源状况，为加快山西省油脂植

物在食用油、生物能源等方面的综合开发利用提供

科学依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调查地区自然概况

山西省位于我国黄河中游北干流东岸，黄土

高原东部，地处北纬３４°３４′４８＂～４０°４３′２４＂，东经
１１０°１４′３６＂～１１４°３３′２４＂。全省总面积 １５６７万
ｈｍ２，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日照时数
２２００～３０００ｈ，年平均气温４～１４℃，无霜期８５～
２０５ｄ，年平均降雨量４００～６５０ｍｍ，境内山地、丘陵
起伏，山丘面积广阔，河流纵横，黄土广泛沉积。山

西省自然植被稀少，主要分布于山区、黄土丘陵区和

一些荒坡上，占全省面积６０％的盆地和黄土丘陵主
要为农耕区。全省土壤是以褐土为主要的地带土

壤。淋溶褐土亚类是主要的山地森林土壤，其次为

棕壤，石质土和粗骨土也是山地的两个重要土类，分

布面积占全省面积的１５％以上［２］。

１．２　试验方法
采用实地踏查、试验分析和资料收集相结合的

方法，进行山西省野生木本油脂植物资源的调查，对

山西省内主要山地、自然保护区不同野生木本油脂

植物资源的种类、分布、含油率、取用部位、保护和利

用现状进行全面调查统计，并用索氏提取法测定其

中３３种木本油脂植物的含油率。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山西野生木本油脂植物的资源种类与分布

山西省野生木本油脂植物的资源概况见表１。
表１　山西省野生木本油脂植物的资源概况

分类

山西木本

油脂植物

数量

全国木本

油脂植物

数量［３］

比例

／％
山西林

木数量［２］
比例／
％

科数 ０４３ ０８７ ４９．４３ ０８９ ４８．３１

属数 ０８４ ２７０ ３１．１１ ２４４ ３４．４３

种数 １６８ ６１３ ２７．４１ ７６９ ２１．８５

　　从表１可看出，山西省野生木本油脂植物共４３
科８４属１６８种，分别占全国木本油脂植物数量的
４９４３％、３１．１１％和 ２７．４１％，占山西林木数量的
４８．３１％、３４．４３％和２１．８５％。

山西野生木本油脂植物的资源种类与地理分布

见表２。由表２可以看出，山西野生木本油脂植物
中裸子植物３科５属８种，被子植物４０科７９属１６０
种，主要集中在蔷薇科（２５种）、卫矛科（１２种）、豆
科（１２种）、忍冬科（９种）、榆科（９种）、芸香科（６
种）、鼠李科（７种）、木犀科（７种）。其中蔷薇科的
种数最多，占山西省野生木本油脂植物总种数的

１４．８８％。此外，种仁、核仁或种子含油率４０％以上
的有２１科３１属５５种，其中种数最多的是卫矛科
（１２种），较多的是蔷薇科（７种）、樟科（４种）、松科
（３种）、桦木科（３种）和野茉莉科（３种）。

表２　山西野生木本油脂植物的种类与地理分布

科名 序号 种名 含油部位；含油率／％ 分布地区

松科 １ 青
$

Ｋ；２５．８ 管涔山、关帝山、恒山、五台山、太岳山、中条山

２ 华北落叶松 Ｋ；１０．０～３０．０［２－３］
中北部地区恒山、草垛山、五台山、太岳山、太行山、吕梁山、

中条山

３ 油松 Ｋ；４３．７ 吕梁山系、太行山区

４ 白皮松 Ｋ；４５．５ 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及中南部吕梁林区

５ 华山松 Ｋ；４２．７６～５５．１［４－５］ 中条山南段、安泽、永济、霍州

柏科 ６ 侧柏 Ｋ；８．２～２８．２［２，３，６］ 内长城以南的吕梁山、管涔山、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

红豆杉科 ７ 红豆杉 Ｓ；３２．１～３４．７［３］ 沁水

８ 南方红豆杉 Ｋ；６９．１，２８．５５［３，７］ 垣曲、沁水、阳城

胡桃科 ９ 核桃楸 Ｋ；３５．６～６８．２［２－３］ 关帝山、中条山、太行山、吕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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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科名 序号 种名 含油部位；含油率／％ 分布地区

１０ 野核桃 Ｋ；４４．６～７０．７［２－３，６］ 太行山、中条山、太岳山、吕梁山

桦木科 １１ 榛 Ｋ；５２．７ 五台山、关帝山、管涔山、黑茶山、南部山区、太原等

１２ 毛榛 Ｋ；６３．７７，５５．９６［２，８］ 浑源、五台、太岳山、吕梁山、太原、雁北、晋西北

１３ 虎榛子 Ｋ；１０．００［８］ 五台、夏县、浑源、灵丘、太原、吕梁山、关帝山

１４ 千金榆 Ｋ；４６．６［２］ 吕梁山、太岳山、中条山

１５ 鹅耳枥 Ｎ；２１．０［２］ 吕梁山、关帝山、太岳山、太行山、中条山

１６ 白桦 Ｓ；１１．４３，２２．２［８，６］ 北部和南部山区、关帝山、吕梁山、管涔山

榆科 １７ 青檀 Ｆ；１２．９［３］ 中条山、太行山、灵丘

１８ 白榆 Ｓ；１８．０［２］ 全省各地

１９ 旱榆 ＳＡ；２０．２０［３］ 翼城、沁水、吉县、兴县、恒山、保德、交城、灵丘

２０ 大果榆 ＳＡ；３９．１［３］ 全省各地

２１ 春榆 ＳＡ；３４．０［３］ 全省各地山区

２２ 榔榆 ＳＡ；２３．７［３］ 沁水、介休

２３ 榆树 ＳＡ；２１．２ 全省各地

２４ 大叶朴 Ｋ；５１．２［２］ 中条山、绛县、阳城、陵川、霍州、蒲县

２５ 朴树 Ｋ；４３．０［３］ 闻喜、垣曲、沁水、

桑科 ２６ 构树 Ｓ；３１．７［３］ 中条山、吕梁山、太岳山

木通科 ２７ 三叶木通 Ｓ；２６．４～４３．０［２，６］ 中条山、阳城、陵川

２８ 白木通 Ｓ；３１．０～４２．３［３，６，９］ 中条山

小檗科 ２９ 黄芦木 Ｓ；１６．２３［３］ 全省山区

防己科 ３０ 蝙蝠葛 Ｓ；１６．９［３］ 吉县、方山、忻定盆地、中条山、五台山、黑茶山

木兰科 ３１ 五味子 Ｓ；３３．０［８］ 中条山、吕梁山的骨脊山、古县、五台山

３２ 华中五味子 Ｓ；２０．６～２８．０［６］ 中条山、阳城、稷山

樟科 ３３ 木姜子 Ｓ；３８．８～５５．４［２－３，６］ 中条山、运城

３４ 木鉼 Ｓ；５８．０～６９．０［２－３］ 阳城、夏县

３５ 山胡椒 Ｓ；２２．３～５２．９［２－３，６］ 阳城、垣曲、沁水

３６ 三桠乌药 Ｓ；４０．６～６４．０［２，６］ 阳城、垣曲、芮城、沁水

虎耳草科 ３７ 山梅花 Ｓ；６６．９［６］ 阳城、吕梁山、紫金山、中阳、白龙山、五台山

３８ 挂苦绣球 Ｓ；３４．６［６］ 沁水、翼城

蔷薇科 ３９ 绣线菊 Ｓ；２６．０［２］ 恒山、五台山

４０ 水子 Ｋ；４０．３２［８］ 全省各地山区

４１ 石灰花楸 Ｓ；１９．１［６］ 阳城

４２ 花楸树 Ｓ；２１．１～４４．１［６］ 吕梁山、太岳山、芦芽山、五台山、恒山、白龙山

４３ 北京花楸 Ｓ；２１．６［６］ 中条山、太行山南段、太岳山、五台山、关帝山、管涔山

４４ 木瓜 Ｓ；２２．１～３０．０［２，６］ 古县、晋城

４５ 白鹃梅 Ｓ；２５．２［６］ 灵石

４６ 秋子梨 Ｓ；２４．２［３］ 吕梁山北段、五台山、恒山、白龙山、山西东南部

４７ 木梨 Ｓ；２４．３［３］ 中条山、太岳山、关帝山、五台县

４８ 玫瑰 Ｓ；１４．０［２］ 方山、娄烦、沁源

４９ 山刺玫 Ｓ；１１．３ 管涔山、五台山、恒山

５０ 复盆子 Ｓ；１０～２０［２］ 吕梁山、太行山

５１ 扁核木 Ｋ；２３．４～３７．５［３］ 垣曲、霍州、灵石、太原、平遥、吉县等地

５２ 蕤核 Ｋ；２４．８～４９．５［２－３，８］ 垣曲、霍州、灵石、太原、平遥、吉县等地

５３ 山杏 Ｋ；４２．８ 全省各山地

５４ 山桃 Ｋ；４０．２ 全省各山地

５５ 榆叶梅 Ｋ；２５．４～３９．５［６］ 太行山、恒山、阳曲

５６ 重瓣榆叶梅 Ｋ；４３．４［３］ 太行山、恒山、阳曲

５７ 毛樱桃 Ｋ；４１．５ 全省各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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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科名 序号 种名 含油部位；含油率／％ 分布地区

５８ 欧李 Ｋ；３９．９［６］ 中条山、太行山、吕梁山、代县、浑源

５９ 郁李 Ｋ；６０．０，４３．３［２，６］ 蒲县、大宁、翼城

６０ 微毛樱桃 Ｋ；１２．１［３］ 中条山、阳城、介休、灵石、左权

６１ 稠李 Ｋ；２０．０，３８．９［２，６］ 中条山、芦芽山、五台山、紫金山、太岳山

６２ 多毛稠李 Ｋ；３８．７９［２］ 五台山、中条山

６３ 山荆子 Ｓ；２６．１ 全省各地山区

豆科 ６４ 合欢 Ｓ；２２．８～３５．５［６］ 阳城、蟒河

６５ 苦参 Ｓ；１１．３ 中条山、太岳山、伏牛山、人祖山、太行山

６６ 葛藤 Ｓ；２７．５［６］ 垣曲、芮城、夏县、阳城、陵川、黎城

６７ 花木蓝 Ｓ；１８．６［３］ 闻喜、阳城、太岳山南部

６８ 藤萝 Ｓ；２３．６［６］ 夏县

６９ 树锦鸡儿 Ｓ；１３．５ 垣曲、方山、五台山

７０ 小叶锦鸡儿 Ｓ；１５．７ 全省各地山区

７１ 柠条锦鸡儿 Ｓ；２４．７ 西北部和西部

７２ 中间锦鸡儿 Ｓ；３２．１ 北部

７３ 胡枝子 Ｓ；２１．８［６］ 全省各地山区

７４ 美丽胡枝子 Ｓ；２０．６～３４．５［６］ 闻喜、阳城、介休、太原、原平、应县

７５ 截叶铁扫帚 Ｓ；２０．４［６］ 太岳山、吕梁山、黑茶山、和顺、古交、娄烦、闻喜

蒺藜科 ７６ 白刺 Ｓ；１３．９ 中北部地区

芸香科 ７７ 野花椒 Ｓ；２３．２～３６．１［３，６］ 中条山、太岳山、太行山、定襄

７８ 竹叶花椒 Ｓ；１１．９～３９．４［３，６］ 中条山、太岳山

７９ 青椒子 Ｓ；３０．６～３０．９［２，６］ 太行山区

８０ 臭檀 Ｓ；２４．２～３９．７［２－３，６］ 沁水、翼城

８１ 吴茱萸 Ｓ；１９．４～３５．５［２－４，６］ 中条山、阳城

８２ 枸橘 Ｓ；１９．５［２］ 垣曲、平陆、永济、太原、

苦木科 ８３ 臭椿 Ｓ；４６．３ 全省各地

８４ 苦木 Ｓ；２４．３，５０．９［３，６］ 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灵丘

楝科 ８５ 楝树 Ｋ；１６．３～５０．５［３，６］ 垣曲、芮城、阳城

８６ 香椿 Ｓ；４３．５ 闻喜、夏县、垣曲、芮城

马桑科 ８７ 马桑 Ｓ；１９．６～２８．８［２，４，６］ 中条山

漆树科 ８８ 漆树 Ｆ；２９．４［３］ 中条山、历山、太岳山、太行山、关帝山、吕梁山、沁水、翼城

８９ 盐肤木 Ｓ；３５．７ 翼城、阳城、夏县、太岳山

９０ 青麸杨 Ｓ；２３．５１，１９．８［２，６］ 翼城、沁水、垣曲、太岳山、太行山

９１ 红麸杨 Ｓ；１９．７，２４．６［３，６］ 闻喜、夏县、翼城

９２ 黄连木 Ｋ；２９．０～５６．５［２－４，６］ 阳城、垣曲、太岳山

卫矛科 ９３ 卫矛 Ｓ；３６．７～４８．０［２－３］ 全省各地山区

９４ 黄瓤子 Ｓ；３９．０，４７．５［３，６］ 五台山及太行山区

９５ 石枣子 Ｓ；２４．９～４１．６［６］ 太岳山

９６ 桃叶卫矛 Ｓ；４３．１ 山西西南部，霍州、沁源、吕梁山

９７ 华北卫矛 Ｓ；４５．６ 阳城、夏县、闻喜、翼城

９８ 扶芳藤 Ｓ；２５．６～４５．４［３，６］ 垣曲、夏县、闻喜

９９ 疏花卫矛 Ｓ；４６．３［３］ 中条山、吕梁山区南段

１００ 大果卫矛 Ｓ；３８．２～５８．３［３，１０］ 垣曲、夏县、翼城

１０１ 苦皮藤 Ｓ；４４．０［３］ 阳城、垣曲、夏县、沁水

１０２ 南蛇藤 Ｓ；２０．７～５１．３［３，６］ 全省各地山区

１０３ 大芽南蛇藤 Ｓ；２２．５～４０．０［６］ 翼城

１０４ 刺苞南蛇藤 Ｓ；５０．０［２］ 阳城

省沽油科 １０５ 省沽油 Ｓ；１７．６［３］ 太岳山、中条山和吕梁山区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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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序号 种名 含油部位；含油率／％ 分布地区

１０６ 膀胱果 Ｓ；２３．６［６］ 垣曲、沁水、芮城、运城

槭树科 １０７ 元宝槭 Ｓ；３３．６ 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五台山、中条山

１０８ 五角枫 Ｓ；２８．５ 太岳山、吕梁山、五台山、垣曲、沁水、翼城

１０９ 青榨槭 Ｓ；２１．８～３６．４［６］ 沁水、翼城、芮城、五台山

１１０ 茶条槭 Ｓ；２３．３［６］ 垣曲、沁水、吕梁山、太岳山、管涔山

１１１ 五尖槭 Ｓ；１４．７１［１１］ 吕梁地区

无患子科 １１２ 栾树 Ｓ；３９．７ 太行山、中条山、吕梁山、关帝山

１１３ 文冠果 Ｋ；５６．９ 山西中部和北部

鼠李科 １１４ 酸枣 Ｋ；３０．５ 内长城以南

１１５ 冻绿 Ｓ；２２．２～３８．６［３，６，１０］ 太行山、太岳山、关帝山

１１６ 圆叶鼠李 Ｓ；２６．６［６］ 闻喜、翼城、沁水、五台

１１７ 锐齿鼠李 Ｓ；２６．００［８］ 中条山、太行山、太岳山

１１８ 鼠李 Ｓ；２６．００［８］ 五台山、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关帝山

１１９ 皱叶鼠李 Ｓ；２４．４［６］ 翼城、沁水

１２０ 朝鲜鼠李 Ｓ；４３．４９［８］ 垣曲

葡萄科 １２１ 山葡萄 Ｓ；１７．１［３］ 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五台山、吕梁山

椴树科 １２２ 紫椴 Ｆ；２３．５［３］ 五台山及太行山山区

猕猴桃科 １２３ 猕猴桃 Ｓ；３５．０［３］ 中条山阳城、垣曲、翼城

１２４ 软枣猕猴桃 Ｓ；２７．９［３］ 中条山、太岳山、太行山、吕梁山

大风子科 １２５ 山桐子 Ｓ；２０．０～３９．９［３，６，１０］ 垣曲、沁水、阳城

胡颓子科 １２６ 中国沙棘 Ｓ；５６．５［６］ 全省丘陵山地

１２７ 翅果油树 Ｋ；５１［２］ 翼城、乡宁、蒲县

１２８ 沙枣 Ｓ；２４．０［３］ 沁水

１２９ 毛褶子 Ｓ；１１．９［３］ 翼城

１３０ 牛奶子 Ｓ；２３．５ 吕梁山、太行山、中条山

八角枫科 １３１ 八角枫 Ｋ；５１．８［３］ 垣曲、芮城

五加科 １３２ 刺五加 Ｓ；１２．４［３］ 中条山、太岳山

１３３ 刺楸 Ｓ；２２．０～３８．０［２－３，６］ 中条山、阳城、永济

１３４
%

木 Ｓ；２１．０～３２．６［１，３，６，１０］ 中条山、夏县

１３５ 辽东
%

木 Ｓ；１０．１［３］ 历山、五台山

山茱萸科 １３６ 红瑞木 Ｓ；３２．８ 五台山、太岳山

１３７ 沙
& Ｆ；２２．０［２］ 中条山、太岳山、太行山

１３８ 椋木 Ｆ；２０．０～３０．０［２］ 沁水

１３９ 毛
& Ｆ；２４．０～４１．０［２－３］ 阳城、沁水、翼城、古县、陵川

１４０ 山茱萸 Ｓ；３０．４～３３．５［６］ 阳城

柿树科 １４１ 柿 Ｓ；３１．６［６］ 中条山

１４２ 君迁子 Ｓ；３４．３［６］ 中条山区

山矾科 １４３ 白檀 Ｓ；１０．０～４１．３［３，６］ 垣曲

野茉莉科 １４４ 郁香野茉莉 Ｓ；２４．２～５０．９［６］ 阳城

１４５ 野茉莉 Ｓ；１６．０［３］ 垣曲、夏县

１４６ 赛山梅 Ｓ；２１．３～４３．２［６］ 阳城

１４７ 白花龙 Ｓ；２１．１～５９．３［６］ 阳城

木犀科 １４８ 大叶腀 Ｓ；１５．８［２］ 太行山区

１４９ 小叶腀 Ｓ；１５．０［２］ 阳泉、太原、中条山、太岳山、五台山

１５０ 白蜡树 Ｆ；１２．９ 中条山翼城、垣曲、沁水

１５１ 水曲柳 Ｓ；１３．１，２４．３８［３，８］ 灵石、古县

１５２ 暴马丁香 Ｓ；２３．１～２８．６０［３，６，８］ 内长城以南山区

１５３ 连翘 Ｓ；３０．６ 中条山、太行山、太岳山、长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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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４ 流苏树 Ｓ；５２．０，１２．９［２－３］ 中条山、太行山、太岳山

萝雐科 １５５ 杠柳 Ｓ；１０．０［８］ 全省各地

马鞭草科 １５６ 牡荆 Ｓ；１８．７ 太行及吕梁山区

１５７ 荆条 Ｓ；１１．４ 全省山地

茄科 １５８ 枸杞 Ｓ；１９．１～３３．７［３，６］ 全省各地

紫葳科 １５９ 楸树 Ｓ；２８．１２［１２］ 内长城以南盆地及低山丘陵区

忍冬科 １６０ 忍冬 Ｓ；３４．６［６］ 中条山、太行山、太岳山

１６１ 华西忍冬 Ｓ；２９．６［６］ 五台山

１６２ 葱皮忍冬 Ｓ；１７．６［６］ 中条山、太岳山、吕梁山、太行山中段、五台山

１６３ 金银忍冬 Ｓ；４０．３［６］ 全省各地山区

１６４ 金花忍冬 Ｓ；２３．７ 全省各地山区

１６５ 接骨木 Ｓ；２２．２～３０．５［６］ 山西南部地区、太原、中阳、兴县、五台山

１６６ 修枝荚
' Ｓ；１７．０［２］ 关帝山等西部山地

１６７ 荚
' Ｓ；１０．０～１３．２［２－３］ 沁水、翼城、垣曲

１６８ 鸡树条荚
' Ｋ；１９．６～２８．０［２－３，６］ 中条山、五台山、阳城、交城、太原、左权、中阳

　注：含油部位Ｋ表示种仁、果仁，Ｓ表示种子，Ｎ表示小坚果，Ｆ表示果实，ＳＡ表示翅果。带为本试验测定。

２．２　区系分布
山西野生木本油脂植物属的分布类型可分为

１４个类型［１３］，无中亚分布类型，以温带成分占优势

（温带属３７属，占总属数的４４．０５％），其次为热带
成分（热带属２２属，占总属数的２６．１９％），具有典
型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特点。本区域分布的野生

木本油脂植物中，中国特有属 ４个，分别为虎榛子
属、青檀属、枸橘属和文冠果属。山西富含油脂的木

本植物科的分布类型可分为８个类型［１４－１５］，包括世

界广布、泛热带、东亚（热带、亚热带）及热带南美间

断、旧世界热带、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北温带、东

亚及北美间断和东亚成分，以热带成分占优势（热

带分布２２科，占总科数的５１．１６％），其次为温带成
分（温带分布１１科，占总科数的２５．５８％），具有暖
温带夏绿阔叶林的性质。

２．３　取用部位和用途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山西省木本油脂植物的种

子、果实、种仁等器官中均含有油脂，以种仁含油量

最为丰富。相同树种取用不同部位的产油率不同

（见表３）。因此，要根据油脂植物的特征，明确油脂
植物的主要产油部位，再结合种子和果实的成熟期，

及时采收，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山西省野生木本油脂植物所产油脂主要用于食

用、工业用、医药保健三大类用途（见表３）。如油
松、黄连木、元宝槭油传统上均可作为食用油。山西

省特有的翅果油树、山桐子、毛
&

、白檀、流苏树，其

果实和种子含油率和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均较高，当

地人过去曾生榨毛油作食用油，现可提炼为精制食

用油和高级润滑油。工业上的用途主要用于制备润

滑油和皂类（千金榆、大叶朴、黄连木、苦皮藤等）、

油漆（毛
&

、白檀）、油墨（赛山梅）、生物柴油（黄连

木、山桐子、文冠果、流苏树）等。多数植物的油脂

具有药用价值或保健功效，如侧柏籽油富含亚麻酸，

有清热解毒、祛腐敛疡的功效，用于治疗鞽、疥、疮、

丹毒等皮肤疾病［１６］。黄连木种子油可治牛皮癣［２］。

沙棘油含脂肪酸、烃类、萜类、维生素 Ｅ、甾类、黄酮
类等有效组分和药用成分，能治疗初期胃癌、肠胃溃

疡及某些妇女病等［１７－１８］。翅果种子油含油酸、亚油

酸、亚麻酸、维生素 Ｅ、植物甾醇、皂苷、黄酮及钙、
铁、锌、锶、镁、硒等微量元素，具有调节血脂、提高免

疫力、恢复人体器官功能、抗氧化、调节内分泌等作

用，是生产调节血脂的保健胶囊的主要原料。山桐

子种子油含丰富的亚油酸，对心血管有明显的保健

作用，对高血压、冠心病等疗效好，是生产多种动脉

硬化治疗药物的主要原料［１９］。

表３　山西省部分野生木本油脂植物不同部位含油率及主要用途

种名 部位 含油率／％ 主要用途 种名 部位 含油率／％ 主要用途

油松 种仁 ４３．７ 食用［２］ 冻绿 种子 ２２．２～３８．６［３，６，１０］ 工业用、药用［２，２１］

种子 ３２．４～３４．３［３］ 果实 １６．０，１６．７［３］

华山松 种仁 ２０．２～５５．１［４－６］ 食用、药用［３］ 紫椴 种仁 ２５．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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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种名 部位 含油率／％ 主要用途 种名 部位 含油率／％ 主要用途

种子 ２０．９［３］ 果实 ２３．５，２３．９［３，６］

侧柏 种仁 ２０．１～２８．２［２，６］ 医药、香料工业［２］ 山桐子 种子 ２０．０～３９．９［３，６，１０］ 食用、药用［２］

种子 １３．９５～１４．３６［２０］ 果实 ２０．９～３２．１［３］

千金榆 果仁 ４６．６［２］ 制皂、润滑油［２］ 果肉 ３９．２［３］

小坚果 １９．３［３］ 中国沙棘 种子 ５６．５［６］ 食用、保健药用［１７－１８］

大叶朴 核仁 ５１．２［２］ 制皂、润滑油［２］ 果实 ８．４［３］

种子 １３．９［３］ 八角枫 种仁 ５１．８［３］

朴树 核仁 ４３［３］ 制皂、润滑油［２］ 种子 １４．３～２５．４［３，６］

种子 １１．６～１７．１［３］ 红瑞木 种子 ３２．８ 食用、润滑油［２］

黄连木 种仁 ３３．３～５６．５［２－３］
制皂、润滑油、生物

柴油、食用、药用［２］
果实 ２６．８［３］

种子 ３５．０５［２］ 毛
&

果肉 ５７．４［３］ 食用、制皂、油漆［２］

卫矛 种子 ３６．７～４８．０［２－３］ 制皂、润滑油［２］ 种子 １２．４～３５．７［２－３］

假种皮 ４１．９［３］ 果实 ２４．０～４１．０［２－３］

苦皮藤 果皮 ２４．６～４６．２［６］ 制皂、润滑油［２］ 白檀 种子 １０．０～４１．３［３，６］
食用，制 皂、油 漆、润

滑油［２］

种子 ４４．０［３］ 果实 ３８．４［３］

元宝槭 种仁 ３１．２［３］ 食用、保健药用［３，１１］ 赛山梅 种仁 ５２．８［３］ 制油墨［２］

种子 ３３．６ 种子 ２１．３～４３．２［６］

翅果 １６．０，２１．４［３］ 大叶腀 种仁 ２５．３［３］ 制皂［２］

五角枫 种仁 ３６．３［３］ 食用、工业用［２］ 种子 １５．８［２］

种子 ２８．５ 流苏树 种仁 ３４．６，３６．５［３］ 食用、润滑油［２］

翅果 ２２．２～２９．３［３］ 种子 １２．９，５２［２－３］

　注：带为本试验测定。

２．４　开发利用现状
山西省蕴含着丰富的木本油料树种资源，常见

乡土树种资源总面积和年产量均较大，含油量高，且

易于繁殖栽培，但除山桐子、文冠果外，多数野生木

本油脂植物尚未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山西省野生

木本油料树种资源根据开发利用现状可分为五

大类。

第一类是已经在人工种植方面取得成功经验，

良种繁育、栽培推广、产品加工等研究和应用也在展

开，以翅果油树、文冠果、山桐子为代表，还包括玫

瑰、黄连木、盐肤木、山杏、白檀、流苏树等树种。近

二十年来山西省乡宁县采用“公司 ＋基地 ＋农户”
的模式，开展翅果油树科技研发、新品种选育、经济

林建设、产品研发生产，至今发展翅果油树生态经济

林基地６６６７ｈｍ２，２０１１年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认证；该县的翅果油产业化开发项目为国家级农产

品深加工食品工业专项工程项目，用翅果油树种子

油生产软胶囊、化妆品、健身茶、复合饮料、滋补蜜五

大类产品，翅果油树种子油软胶囊于２００３年获得国
家保健食品批准证书。

目前，我国文冠果引种和栽培技术已成熟，从

采种、育苗到栽植、造林都有成套技术指导；我国

已培育出文冠１号、２号、３号、４号等优良品种，并
且已推广应用［２２］。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在内蒙古文
冠果大发展形势的带动下，山西省也曾建立过一

些文冠果基地，但保留至今的很少。沁县、太原等

县市均制定了“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发展文

冠果生物能源林基地的发展战略，大同、阳泉、原

平、绛县、方山、天镇等地均开展了示范造林和规

模化种植，但目前尚未形成科技研发、经济林建

设、产品生产系列产业。山西省作为文冠果资源

大省，还应做好种质资源普查、种质资源收集整

理、良种选育、生态经济林基地建设、系列产品研

发和生产、销售等工作［２３］。

近年来，我国四川、湖北、陕西等地的山桐子人

工培育技术日趋成熟，以其作为原料的化工产品开

发取得了快速进展［１９］。但在山西，仅南部阳城等地

民间少量种植，尚未出现种植基地及相关产业。需

要加快山桐子种植基地建设、良种引种、食用油的制

备工艺研究、建立相应的加工技术体系，为其规模化

生产做准备，使其真正产业化、市场化。

第二类是处于野生状态，但已作为木本油脂

植物进行开发利用或综合开发利用，以沙棘为代

表。沙棘在我国西北和东北有规模种植［２４］，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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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以野生为主，主要分布在吕梁山北段山区、五

台山山区以及恒山山区。当地知名厂家及企业就

地收购原料，生产的产品有沙棘饮料、沙棘罐头、

沙棘膏、沙棘籽、沙棘果油、沙棘原汁等，其沙棘果

油、浓缩汁、罐头以及沙棘原汁等销往太原、北京

等城市，部分已经出口到周边国家，产品在华北地

区占据了９０％以上的市场份额。此外，尚有部分
沙棘叶茶、沙棘叶黄酮胶囊、沙棘果醋产品，但知

名度不高，销售范围不广。其他种包括木姜子、扁

核木等，市场上偶见其油脂产品，但受原料供应限

制，品种单一，产量有限，销售范围小。因此，从产

品研发的角度来看，目前山西野生木本油脂植物

资源的利用大多仍处于原料加工和原料的简单再

利用阶段，应按细分市场研发产品，加快良种培

育、引种和基地建设、油脂价值和制备工艺研究、

建立相应的加工技术体系和地方标准，带动当地

龙头企业发展。

第三类是已有人工栽培，作为其他用途生态

经济树种，但未作为木本油脂植物进行大规模开

发利用的树种，包括青
$

、核桃楸、榛、大叶朴、大

果榆、黄芦木、白鹃梅、花楸、山梅花、白木通、三叶

木通、五味子、苦参、葛藤、中间锦鸡儿、青椒子、吴

茱萸、臭椿、苦木、楝树、香椿、盐肤木、红麸杨、省

沽油、膀胱果、卫矛、桃叶卫矛、扶芳藤、栾树、酸

枣、鼠李、猕猴桃、沙枣、红瑞木、山茱萸、柿、君迁

子、连翘、暴马丁香、楸树、忍冬、金银忍冬、接骨木

等。这些种多作为园林绿化、药用调料、经济用材

或特种水果树种栽培，对其种子油脂研究较少，尚

无规模化开发利用。由于具备人工栽培经验和苗

木资源，有的已形成规模化种植，能够保障原料供

应，因此有待对这类油脂植物资源进行深度地综

合开发利用。

第四类是处于野生状态，作为其他用途生态

经济树种，未作为木本油脂植物进行开发利用的

树种，包括漆树、冻绿、榆叶梅、牛奶子、椋木、牡

荆、黄瓤子、石枣子、华北卫矛等。如漆树经济价

值很高，但目前山西省对漆树资源的开发利用简

单，仅限于用材、割漆及种子用作饲料的简单利

用，未作为木本油脂植物进行开发。对这类油脂

植物资源应进行资源清查，对有价值的种进行引

种驯化和保护性开发。

第五类是完全野生，尚未进行资源清查和开发

利用研究的树种，包括朝鲜鼠李、沙
&

、郁香野茉莉、

华西忍冬等，对这类油脂植物资源应进行资源清查，

对有价值的种进行保护、研究和开发。

２．５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山西野生

木本油脂植物中受国家保护的共有１０种（见表４）。
此外，青檀、木姜子、山胡椒、木鉼、竹叶花椒、漆树、

省沽油、膀胱果、文冠果、软枣猕猴桃、山桐子、刺楸、

山茱萸、郁香野茉莉、野茉莉、流苏树还被列入２００４
年公布的《山西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

批）》。

表４　山西省野生木本油脂植物中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中文名 批次 保护等级

红豆杉 一 Ｉ
南方红豆杉 一 Ｉ
紫椴 一 ＩＩ
翅果油树 一 ＩＩ
水曲柳 一 ＩＩ
青檀 一 ＩＩＩ
玫瑰 二 ＩＩ
猕猴桃 二 ＩＩ
软枣猕猴桃 二 ＩＩ
刺五加 二 ＩＩ

　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由国家林业局
和农业部于１９９９年发布，第二批的名录为讨论稿，还未正式
发布，供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植物主题数据库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ｐｌａｎｔ．ｃｓｄｂ．ｃｎ）

３　结论与展望
山西野生木本油脂植物资源丰富，含油率高的

树种较多，目前除少数树种，多数尚未得到合理地开

发利用。从发展方向上看，我国近年来对小桐子、黄

连木、绿玉树、光皮树、乌柏等生物能源油料树种的

资源类型、分布特性与开发前景进行了系统研究，并

在良种选育、油脂转化方面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

果。除文冠果外，生物柴油原料林基地多建于川、

滇、黔、湘、赣等南方省份。目前我国食用油中约

６０％依靠进口，远远高于国际安全警戒线，而高档木
本食用油中９０％以上的更是依靠进口。因此，建议
今后山西在木本油脂植物的开发利用中，根据自身

的资源优势和地理条件，向安全、营养、健康的高级

食用油生产方向发展。应充分利用山西面积广大的

边际性土地，结合生态扶贫工程，种植翅果油树、文

冠果、核桃、流苏树等特有乡土油料树种，创建地理

标志品牌，研发精、专、特、优的油脂产品。同时，寻

求新的木本油脂资源和利用途径，在药用保健、工业

用、芳香油提取等方面深入探索。山西野生榛属、朴

属、山胡椒属、盐肤木属、卫矛属、南蛇藤属、
&

木属、

槭属、栾树属、野茉莉属、连翘属资源丰富，多数植物

种子含油，是重要的油脂资源，但当前尚未受到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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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视。另外，建议发展木本油脂植物副产品加工

业，充分开发其多种用途和价值。目前市场上可见

的木本油脂植物系列产品有核桃系列、沙棘系列、翅

果油树系列等包含食品饮料、药用保健、日化、饲料

饵料等几大类产品，其他木本油脂植物系列产品尚

不多见，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领域。

山西省木本油料种植地理和气候条件多样，机

械化程度低、采摘困难等问题亟待解决。今后应着

力研究适宜该省林地条件的丰产栽培模式，研发改

造相应的种植、采集、加工机械，建立技术推广体系，

提高种植水平和产业机械化程度。此外，本区域野

生木本油脂植物资源目前仍缺乏良好的管护，因此

还要注意开展资源调查，在资源学、遗传学等领域深

入研究，保护濒危珍稀树种，维护其多样性。同时，

可结合实际开展部分合理利用、开发等应用性研究。

例如，木姜子、山胡椒、木鉼、郁香野茉莉、流苏树种

子或果实含油率均在４０％以上，可成为驯化栽培、
良种繁育、开发利用的对象。建议把保护与开发利

用相结合，栽培学、植物化学、药理学、农产品加工、

生物技术等多学科紧密结合，相互交叉，发展良种培

育和人工种植，开展资源复壮，进行基地建设，强化

产品研发和营销，以取得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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