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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山茶科许多种类既是重要的食用油脂原料，也是重要的工业用油脂以及化妆品或医药原料。 通过野外考察、文献

查阅以及山茶科种子含油量的实际测定，结果表明：江西省山茶科植物有 １０ 属 ７５ 种；其中含油率在 ５０％ 以上的有 ９ 种，如油

茶、浙江红山茶、短柱茶、细叶短柱茶、钝叶短柱茶、糙果茶、全缘红山茶、粗毛石笔木和石笔木；含油率为 ３０％ ～ ５０％ 的有 １３
种，含油率为 １０％ ～３０％的约 １６ 种。 本文对江西省山茶科含油植物及其生态习性、潜在的开发利用价值进行了研究，并对富

油种进行了重点评价，认为油茶、浙江红山茶、粗毛石笔木、全缘红山茶、短柱茶可作为重点开发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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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危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１］。 我

国是一个资源总量丰富且人口众多的国家，正面临

着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人均资源严重不足等多重压

力，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对我国发展清洁能源具有深

远的战略意义［２］。 能源植物因其资源的丰富性、可
再生性和一氧化碳零排放等优势必将成为一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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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替代能源。
山茶科（Ｔｈｅａｃｅａｅ）是我国热带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的优势科，许多种类具有很高的油脂价值，如油茶

组和红山茶组 ６０ 余种的种子含油量很高，是著名的

木本油料植物［３］，具有开发生物质能源的潜力。 此

外，山茶科植物具有材用、园林观赏、药用、经济原料

等多种用途。 本文对山茶科富油植物及用途、生态

价值进行综合评价，以期促进其科学合理地开发

利用。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

实验材料为山茶科植物的成熟果实，系于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期间在江西省主要山地进行野外考察时

所采集。 采集地点包括江西武夷山、井冈山、南风

面、七溪岭、高天岩、三清山、武功山、齐云山、官山、
九岭山、铜拔山、庐山等。
１ ２　 种子处理方法

对果实、种子进行适当后期处理，包括去壳、破

碎、研磨、干燥处理等。 含油量测定采用索氏抽提法

对山茶科种子进行油脂提取并测定，每种植物种子

含油量重复测定 ３ 次［４］。
１ ３　 评价方法

参考相关研究标准，依据文献资料记载和实地

考察情况，确定其各项评分指标和标准。 本研究认

为应从油脂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资源潜力等

４ 个方面制定评分标准，进行综合评价。 油脂价值

最为重要，确定其权重 ６０％ ，而经济价值、生态价

值、资源潜力也缺一不可，共占 ４０％ 权重。 其中，油
脂价值的评分方法为：首先，根据文献资料、野外考

察及实际测定，确定山茶科含油植物含油量及油脂

成分含量。 由于含油量和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对油脂

价值评价起着正效应作用，为增分指标，在总分 ６０
分中占了 ８０％ 的权重；碘值和皂化值是减分指标，
在 ６０ 分中占了 ２０％ 的权重；油脂价值得分计算公

式为：（含油量 ＋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 × ０ ６ × ０ ８ －
（碘值 ＋皂化值） × ０ ６ × ０ ２。 各项评分标准具体

见表 １。

表 １　 山茶科富油植物综合开发利用价值评分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ａｃｅｏｕｓ ｏｉｌ⁃ｒｉｃ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价值类型（权重）
Ｔｙｐｅ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ｗｅｉｇｈｔ）

价值项

Ｖａｌｕｅ ｉｔｅｍｓ
４ 分 ３ 分 ２ 分 １ 分

油脂价值（６０％ ） 根据上述油脂价值得分计算公式进行计算

经济价值（１６％ ） 材用价值 珍贵木材 重要木材 价值一般 价值较小

药用价值 药材价值高 一般药材 价值较低 很小或无

工业价值 重要 比较重要 一般 很小

其他价值 很多 较多 一般 很小

生态价值（１２％ ） 水保能力 强 较强 一般 较小

背景林 好 较好 中等 较差

观赏价值 高 较高 一般 很小

资源潜力（１２％ ） 单株产量 高 较高 低 较低

资源蕴藏量 丰富 比较丰富 少 很少

繁殖难易 容易 较容易 较难 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江西省山茶科富油植物及其含油量

根据《中国植物志》记载［５］，世界山茶科植物约

有 ３６ 属 ７００ 种，中国有 １５ 属 ４８０ 余种，广泛分布于

热带与亚热带地区。 江西省山茶科富油植物，在江

西省的分布如图 １ 所示［６］。 江西省有 １０ 属 ７５
种［７］；其中，含油量在 ５０％ 以上的 ９ 种，含油量在

３０％以上的共 ２２ 种（表 ２）。 除此以外，山茶科还有

其他一些含油植物，比如心叶毛蕊茶 ［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Ｍｅｔｃ． ）Ｎａｋａｉ］，杯萼毛蕊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ｃｒａ⁃
ｔｅｒａ Ｃｈａｎｇ ）、 柃 叶 连 蕊 茶 （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ｅｕｒｙｏｉｄｅｓ
Ｌｉｎｄｌ． ）、毛花连蕊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ｆｒａｔｅｒｎａ Ｈａｎｃｅ）、小果

石笔木 （ Ｔｕｔｃｈｅｒｉａ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Ｄｕｎｎ）、长柄石笔木

（Ｔｕｔｃｈｅｒｉａ ｇｒｅｅｎｉａｅ Ｃｈｕｎ）、闪光红山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ｌｕ⁃
ｃｉｄｉｓｓｉｍａ Ｃｈａｎｇ）、细叶连蕊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ｐａｒｖｉｌｉｍｂａ
Ｍｅｒｒ． ｅｔ Ｍｅｔｃ． ）、短柄细叶连蕊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ｐａｒｖｉｌｉｍ⁃
ｂａ ｖａｒ． ｂｒｅｖｉｐｅｓ Ｃｈａｎｇ）、亮叶厚皮香 （ Ｔｅｒｎ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ｎｉｔｉｄａ Ｍｅｒｒ． ） 等，其含油率低于 ２０％ ，未在表中

列出。

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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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山茶科重要富油植物在江西省的分布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ｏｉｌ⁃ｒｉｃ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 ２　 开发利用价值综合评价

目前，山茶科油脂价值和经济价值较高的有油

茶，其提取的植物油是茶油，已得到广泛认可和应

用，主要含油酸、亚油酸和少量饱和脂肪酸，具有易

吸收、抗氧化、降低胆固醇和预防肿瘤等功效［９］。
茶油也是很好的化妆品用油、工业用油和医药用油。
观赏价值较高的山茶科植物，如浙江红山茶、细叶短

柱茶和红皮糙果茶等，花大而颜色艳丽，可作为观花

观果类园林植物栽培［１０］。 厚皮香为优良木材植物，
是各类器具的加工原材料。

根据本文制定的山茶科富油植物综合开发利用

价值评分标准，对油茶等 １９ 个山茶科植物的油脂价

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资源潜力进行评分及综合

评价，结果见表 ３。

３　 讨论

表 ２、表 ３ 以及图 １，分别体现了山茶科富油能

源植物在油脂价值、生态价值、贮藏量、繁殖难易等

方面的价值，在此再做一综合分析评价。
（１）油脂价值：山茶科富油植物主要有油茶、浙

江红山茶、粗毛石笔木、全缘红山茶、短柱茶、石笔

木、越南油茶、糙果茶、细叶短柱茶、红皮糙果茶等。
它们的特点是含油率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而碘

值和皂化值相对低。
（２）经济价值：从工业价值、药用价值等方面

看，以茶、油茶、普洱茶、石笔木、厚叶厚皮香、糙果

茶、红皮糙果茶、微毛柃、越南油茶、多齿红山茶等为

优良树种。
（３）生态价值：从水土保持能力、背景林价值、

观赏价值看，以油茶、浙江红山茶、越南油茶、红皮糙

果茶、粗毛石笔木、厚叶厚皮香、石笔木、多齿红山

茶、茶梅、贵州连蕊茶等为优选。 油茶分枝多，根系

发达，具有水土保持能力。 浙江红山茶、越南油茶、
红皮糙果茶，枝繁叶茂，花大美丽，极具观赏价值。

（４）繁殖能力：从资源蕴藏量、单株产量、繁殖

难易程度看，以油茶、浙江红山茶、越南油茶、红皮糙

果茶、粗毛石笔木、厚叶厚皮香、石笔木、多齿红山

茶、茶梅、贵州连蕊茶为优，尤以油茶为首选。 在生

物学特性上，油茶单株产量大，分布广，株高适中，属
于小乔木，采摘果实种子方便，其保持水土和抗污染

能力强。 油茶的栽培生产技术也比较成熟［１０］，通常

有种子繁殖、扦插繁殖、嫁接繁殖等几种方式。
除油茶以外，浙江红山茶也具有良好的开发利

用潜能。 它是中国南方山区的特有树种，含油率和

脂肪酸组成均优于普通油茶。 育苗过程中，浙江红

山茶主要以扦插进行繁殖［１１］。 此外，短柱茶、糙果

茶、红皮糙果茶、全缘红山茶，它们的含油率及结果

率也较高，对种植条件要求比较低，株高适合采集果

实，分布区广，花大漂亮，具有良好的观赏价值，在江

西省多个地区都有分布，宜规划种植。
（５）综合价值：以油茶得分最高，为 ７２ ５ 分，其

他依次为浙江红山茶、粗毛石笔木、全缘红山茶、短
柱茶、石笔木、越南油茶、糙果茶、细叶短柱茶、红皮

糙果茶等，可做为山茶科重点开发对象。 它们不仅

具有较高的油脂价值，而且在经济价值、生态价值、
资源潜力等方面均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 特别是油

茶，其含油率高，李秀芹等［１２］研究结果表明，油茶不

饱和脂肪酸含量在 ８０％ 以上，是一种理想的食用

油；茶籽饼粕中含约 １０％ 的溶血性皂苷，经提取分

离可用于生产高级天然洗涤剂；余下的粗蛋白 １５％
左右，淀粉 ４４％左右，可作饲料；果壳可用于生产制

造活性炭［１３］。

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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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山茶科油脂植物的开发前景

江西省山茶科富油植物资源丰富，适于开发茶

油资源，多为灌丛状，多分枝，生长于荒坡灌木林、疏
林中，是改善生态环境、防治水土流失、促进山区经

济发展的优良树种。 目前对山茶科种质资源的利用

还较低，除油茶等几种外，人工驯化栽培的种还很

少，像短柱茶、钝叶短柱茶、厚皮香等，分布较广，适
应性较强，有待开发。 山茶科也有部分种类，如披针

萼连蕊茶、长管连蕊茶、七瓣连蕊茶等［１４］，分布区局

限，数量较少，对生长环境要求比较苛刻，适应性不

强，有些可能会成为珍稀濒危种。
总体看，江西省山茶科富油植物种类较多，作

为生物质能源的潜力大。 利用和发展富油山茶科

植物，途径有两个：一是利用现代生物技术选育良

种，促进茶资源的规模化、产业化种植；二是从保

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出发，发展山区循环经济［１５］ ，利
用山区广泛的荒芜土地种植茶资源，加强自然种

群的就地保护力度，维护种群的更新［１６］ ，既扩大各

种油茶资源的面积，又能促进山区农户的收入，一
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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