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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中国广西、云南肉桂资源及其不同产地、品种、树龄生长发育习性、出油率的调查，认为海拔100～

500m的湿热区，肉桂生长最好，桂皮出油率及主成分肉桂醛含量稳定，是适于发展肉桂种植的地区；4～

10龄树桂皮出油率及肉桂醛含量随树龄增加而增加，而11～19龄树随树龄增长而出油率较低，但肉桂醛

含量较高；肉桂种植后 4～5年即可疏伐采收，8～10龄树可采收桂皮，10～15龄树为最佳的采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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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肉桂（Cinnamumum cassia Pres）[1-2]系樟科

常绿乔木。肉桂原产中国，种植主要分布在广西、广

东、福建、云南的湿热地区；在越南、老挝、印度、

印尼亦有人工栽培。其商品以产地而分为广西肉桂

（中国肉桂）、清化肉桂（越南肉桂）[3-4]，在一定的

种植环境中形成品种，或生理类型（化学类型）。采

收的桂皮、桂枝、桂叶、桂子（幼果），均用于医药

及化工原料。清化肉桂为我国进口的南药。

桂皮有补肝肾助阳，通血脉，散寒止痛；桂枝

利肺气，调和气血，温中发汗；桂子温中治痛[5]。此

外，桂皮（油）、桂枝油、叶油、桂子油等，可用于

食品调味香料、日用香精和化妆品中。

为了合理开发我国的肉桂资源，我们对我国肉

桂主产区广西和云南栽培的肉桂进行了生长发育习

性调查，及精油出油率及成分分析，现将结果报道

于下：

1　肉桂的品种和分布

广西是我国肉桂的主产区，生产种植主要分布

于桂东南的大容山、大瑶山一带和十万大山南麓，

东至贺县，西至百色，南至防城，北至三江，东经

106°20＇～111°30＇，北纬21°32＇  ～25°

32＇，有 40多个县（市）引种栽培，肉桂产量占

全国 50%。

广西肉桂按产地分为防城桂（东兴桂）、西江桂

两大类型：

防城桂主产于广西西南部防城、上思、龙州、大

新等地，肉桂香料经济林基地布局于防城区的那良

镇、那垌乡。该区肉桂主要品种有：油桂、糠桂、芒

罗桂（越南）。其中油桂约占 60%，因其生长及产

品质量较好，种植较普遍；糠桂次之；而芒罗桂在

上世纪60年代由越南胡志明主席赠送少量种子，在

那良镇敦迈林场种植，现保存面积约0.24hm2[6]。

西江桂，主要产于广西西江流域的平南、桂平、

容县、岑溪、藤县、苍梧等地。

云南河口，1959年由越南引进清化桂种植，现

有 30多年生的第二代母树 20余棵，至今河口已发

展种植肉桂 133余 hm2，20万株以上。在金平、屏

边低地湿热河谷有种植。富宁1971年从河口引种，

1972年定植，现有60余株，可发展种植133余hm2。

广南县的八宝有少量种植。近年来德宏、西双版纳

从河口引种种植。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从上世纪60

年代至1972年先后从越南和我国广西、海南、云南

河囗引种广西肉桂、清化肉桂种植。

2　不同植区肉桂的生长发育习性

肉桂生长发育要求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肉桂

植区年平均温度19～23℃，绝对最高气温40.9～42

℃，绝对最低气温 -5.6～4℃，年降雨量 1 190～

3 059mm，土壤为赤红壤土、红色壤土和黄色砖红

壤性土（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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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生长和物候

防城区种植的防城桂，10龄树高7.5～9m，胸

径12～15cm，年平均生长0.75～0.9m，增粗1.2～

1.5cm；5龄树高3～4.5m，胸径4～5.5cm，年平均

生长0.6～0.9m，增粗0.8～1.1cm；8龄树高4.5～

6.5m，胸径5～8cm，年平均生长0.56～0.81m，增

粗0.63～1cm。 4～5龄生树即可开花结实。开花期

4 ～5 月，4 月的月均温为 2 2 . 7 ℃，月降雨量

122.9mm，5月的月均温26.2℃，月降雨量270mm。

果熟期为当年的10～11月份，10月的月均温23.6

℃，月降雨量179.4mm，11月的均温为19.3℃，月

降雨量 63.1mm。

平南、容县、苍梧等县的西江桂，4龄树高3～

4m，胸径3.5～5.5cm，年平均生长0.75～1m，增粗

0.88～1.38cm；8龄树高4～5m，胸径6～7.5cm，年

平均生长0.5～0.63m，增粗0.75～0.94cm；10龄的

树高 7～9m，胸径 10～12cm，年平均生长0.7～

0.9m，增粗1～1.2cm。 5龄树即可开花结实。开花

期 7～8月份，月均温 24～26℃。果熟期为翌年的

3～4月份，月均温为 21～24℃。

河口种植的清化桂，30龄树高16～18m，胸径

20～28cm，年平均生长 0.5～0.6m，增粗 0.69～

0.94cm。7龄树高 6～11m，胸径 10～15cm，年平

均生长0.8～1.5m，年增粗1.4～2.15cm；4～5龄树

即可开花结实。开花期4月（下旬）至5月，月均

温 23.9～26.7℃，月降雨量 117～198mm。果熟期

为翌年的 2月（中旬）至3月，月均温16.8～20.5

℃，月降雨量 39～59.7mm。

富宁种植的清化肉桂，16龄树高6～8m，胸径

11.14～15.35cm，平均年生长0.38～0.5m，年增粗

0.69～0.96cm。5～6龄树即可开花，少量结实。开

花期6～7月（上旬），月均温25.1～25.3℃，月降

雨量为 189～205mm。果熟期为翌年的 4～5月（上

旬），月均温21.7～24.2℃，月降雨量67～140mm。

西双版纳勐仑从广西引种的肉桂，5 龄树高

2.28m，1m高处茎粗 2.99cm，年平均生长 0.47m，

年增粗 0.59cm；15 龄树高 8～10m，胸径 10.9～

21.02cm，年平均生长0.53～0.67m，年增粗0.73～

1.40cm。 4～5年生肉桂，有少量能开花结果，正常

开花结果约需8～10年，通常有大小年之分。河口

（清化桂）及勐仑（广西肉桂）两个品种的物侯期基

本一致，停长期为12月～次年3月，月均温15.5～

20.3℃，月降雨量为26.6～33.2mm；生长期为4～

11月，月均温为23.1～25.5～19.4℃，月降雨量为

64.5～225.8～184.1mm；开花期为5月下旬至6月，

月均温25.2～25.5℃，月降雨量为162～198.03mm；

果熟期为翌年的2月中旬至4月上旬，月均温17.3～

32.1℃，月降雨量33.6～64.5mm。

上述资料表明，肉桂的生长发育与气温、雨量

密切相关，其生长发育规律分两种类型：①广西防

城的气温高，雨量特多，肉桂生长快，花期早（4～

5月），幼果生长期短（5～7个月），当年10～11月

份即能果熟；②其他各植区的开花结果的节律基本

一致；如广西的西江、云南的河口、西双版纳勐仑、

富宁，开花期为4～7月，果熟期为翌年的2～4月。

由于河口气温高，雨量多，肉桂生长较快，花果期

略早；勐仑气温、雨量略低，生长速度次于河口，但

花果期与河口基本一致；西江及富宁气温和雨量

表 1   肉桂种植地气候条件比较 

温度（℃） 
种植地 纬度 经度 海拔（m） 

年均温 绝对高温 绝对低温 

年降雨量 

（mm） 

年均相对湿度 

（%） 
土壤及 pH 值 

广西防城 21.37° 107.50° 150 22 37.8 -1.5 3 059 85 赤红壤 

广西西江 23.40° 109.30° 150 21.8 37.2 -2 2 040 83 赤红壤 

越南清化 18～19° 105～10°6  23 以上 42 4.0 1 790 85 黄色砖红壤性土 

云南河口 22.30° 103.57° 136.7 22.6 40.9 1.9 1 780 85 黄色砖红壤性土 

富宁 23.39° 105.38° 685.8 19.6 38.6 -5.6 1 190 79 红色壤土，4.5～5.5 

景洪 21.52° 101.04° 552.8 21.8 41.0 2.7 1 197 83 红色壤土，4.5～5.5 

勐仑(本园) 21.44° 105.25° 580 21.5 38～40 3～5 1 500 85 同上 

德宏州芒市 24.25° 98.35° 913.8 19.5 36 -0.6 1 650 7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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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植株生长速度慢，花果期延后。

2.2　对低温的忍受力

在广西及云南的种植区，种植海拔50～980m，

年绝对最低气温为-5.6℃～5℃（表1）。根据我们

调查和国内外肉桂种植地区的气象资料可以看出，

肉桂对低温具有较强的忍受力，1～3年生树能忍耐

≤0℃的低温及短暂0.6～-5.6℃的极端最低温度。

因此，广西、云南的热带和亚热带海拔1 000m以下

的地区，可以种植肉桂。

我们认为海拔 100～500m，年均温在 22℃以

上，年降雨量1 700mm左右，土壤较肥沃的广西防

城、西江及云南的河口、屏边、金平等的湿热河谷

低地，为理想的肉桂宜林地；其次为海拔500～

700m，年均温在 21℃以上，年降雨量 1 200～

1 500mm，土质较肥的地区；第三为海拔1 000m以

下，年均温19～20℃，年降雨量为1 000mm以上，

土质较肥的地区。

3　不同种植地、桂皮出油率及主成分分析

根据我国“药典”标准，干桂皮出油率为1～

2％，主成分肉桂醛含量为 75％～95％，含少量乙

酸桂酯，不含丁香酚。

对不同植地、不同树龄的肉桂桂皮出油率、肉

桂醛含量的分析结果（表2）：4～6龄树7个点的桂

皮出油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河口、勐仑、苍梧、容县、

扶隆乡、板八乡、垌中镇，其中广西容县、扶隆乡、

板八乡、垌中镇等地的样品出油率未达药典标准；

主成分肉桂醛含量由高到低为板八乡、扶隆乡、河

口、容县、垌中镇，苍梧、勐仑，其中广西苍梧、云

南勐仑两地样品肉桂醛含量未达药典标准。4～6龄

树在不同种植地的桂皮出油率差异较大，为 0.52

％～1.4％，并有57％的植株未达到药典标准；肉桂

醛含量差异也大，为49％～90.61％，有29％的植

株未达药典标准。

8龄树 7个点的桂皮出油率由高到低依次为那

梭乡、大录镇、河口、平南县、垌中镇、扶隆乡、板

八乡，其中广西扶隆乡、板八乡两地样品出油率未

达到药典标准；主成分肉桂醛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

板八乡、河口、大录镇、扶隆乡、垌中镇、南平县、

那梭乡，均达到药典标准。8年生树在不同种植地

的肉桂桂皮出油率差异大，为0.58％～1.88％，有

29％的植株未达到药典标准；肉桂醛含量都较高，

差异较小，为78％～89.59％，均达到药典标准。

4 个点 10 龄树的桂皮出油率由高到低为大录

镇、高峰林场、板八乡、垌中镇，均达药典标准。主

成分肉桂醛含量由高到低为大录镇、高峰林场、板

八乡、垌中镇，均达到药典标准。10龄树在不同种

植地的肉桂桂皮出油差异较大，为1.38％～2.27％；

主成分肉桂醛差异较小，为87.77％～93.94％。它

们的出油率及肉桂醛含量均达到药典标准，并且含

量较高。

1 1～1 9 年生树共 3 个样分别为河口（海拔

80m）；勐仑海拔 570m；普文（海拔 970m），桂皮

出油率由高到低为河口、勐仑、普文，其中普文样

品出油率未达药典标准。肉桂醛含量由高到低为普

文、河口、勐仑，均达药典标准。11～19龄树在不

同种植地（不同海拔）的肉桂桂皮出油率差异较大，

为0.5％～2％，桂皮出油率一般随着海拔的升高而

表 2 不同种植地肉桂桂皮出油率、肉桂醛含量比较 

编号 种植地 
海拔 

（m） 

树龄 

（年） 

肉桂皮 

出油率 

（%） 

肉桂醛 

含量 

（%） 

1 广西防城扶隆乡 250 5 0.86 87.44 

2 广西防城垌中镇 450 5 0.52 74.85 

3 广西防城板八乡 130 5 0.66 90.61 

4 广西苍梧 120 4 1.33 69.00 

5 广西容县 170 6 0.88 76.00 

6 云南河口 80 5～6 1.40 86.00 

7 云南勐仑 570 4 1.33 49.00 

8 广西防城扶隆乡 250 8 0.69 85.31 

9 广西防城大录镇 98 8 1.54 87.80 

10 广西防城垌中镇 300 8 1.02 85.04 

11 广西防城板八乡 130 8 0.58 89.59 

12 广西防城那梭乡 100 8 1.88 78.00 

13 广西平南县 150 8 1.18 83.00 

14 云南河口 80 8 0.8～1.28 87～91 

15 广西防城大录镇 98 10 2.27 93.94 

16 广西防城垌中镇 300 10 1.38 87.77 

17 广西防城板八乡 130 10 1.54 89.39 

18 广西南宁市高峰林场 315 10 2.25 90.00 

19 云南河口 80 17～18 2.00 90.00 

20 云南勐仑 570 9～15 0.83～2.15 80～90 

21 云南普文 970 19 0.52 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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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下降，但肉桂醛含量差异较小，为 85％～93

％，并且含量都较高，达90％左右。

从调查资料还看出（表3）：肉桂4～10龄树桂

皮出油率变化较大，10龄树的桂皮出油率约为5龄

的两倍。出油率随着树龄的增大而明显提高；10～

20龄树桂皮出油率变幅较小。4～10龄树肉桂醛含

量亦随着树龄的增大而有明显提高，10～19龄树肉

桂醛含量则基本稳定在90％左右。

4　小结

（1）根据我国樟科分类学专家鉴定，肉桂为一

个种，由于在不同产地长期对环境适应形成不同的

产地品种。不同的产地（品种）其桂皮含挥发油及

主成分肉桂醛含量有所差异，桂皮含挥发油及肉桂

醛的含量由高到低为越南的清化桂、广西的防城

桂、广西的西江桂。

（2）肉桂分布于热带及亚热带地区海拔 50～

1 000m，在垂直分布区以海拔 100m～500m的范围

内，分布较为集中，生长较好。海拔超过500m时，

肉桂分布明显减少。种植在海拔 50～500（600）m

内的肉桂，随着海拔的升高，其桂皮出油率及肉桂

醛含量变化不明显。而海拔在500（600）～1 000m

内，随着海拔的升高，桂皮出油率有明显的大幅度

下降，而主成分肉桂醛含量较高，变化较小。可以

认为，肉桂宜在海拔 50～500m 的热带、亚热带地

区发展种植。

（3）肉桂树龄与桂皮出油率及肉桂醛含量有明

显的正相关关系，4～10龄的树，随着树龄的增加，

桂皮的出油率及肉桂醛的含量增长率较大；11～19

龄树，随着树龄的增长，桂皮出油率增长较低，而

总的肉桂醛含量较高，变化较小。肉桂种植后4～

5年即可进行疏伐采收，8～9年可为采收期，10～

15年为理想采收期，可根据具体的栽培方式及产品

的要求进行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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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树龄的肉桂醛含量及出油率的比较 

树龄 

（年） 

样品数 

（个） 

平均出油率 

（%） 

平均肉桂醛含量 

（%） 

4～6 7 0.99 76.13 

8 7 1.17 85.39 

10 4 1.86 90.21 

11～19 3 1.55 89.33 

 

西 双 版 纳 橡 胶 树 蚧 壳 虫 的 基 本 情 况

该橡胶树蚧壳虫经初步鉴定属同翅目，蚧科，盔蚧属或副盔蚧属（P ara sa issetia  Tak ah ashi）的一个种。目前观

察到的寄主有扶桑(灯笼花)、玉米(包谷)、臭菜树。以刺吸式口器吸食橡胶树幼嫩部位汁液，造成橡胶树梢枯和落叶，

推迟开割时间，严重的整株死亡;造成开割林地严重减产, 严重的停割，并导致煤烟病大发生和病毒病的传播。橡胶树蚧

壳虫的分散传播主要是靠第一龄的若虫，借助爬行、风和他物（其它昆虫）的携带传播。雌成虫结构高度特化，椭圆形，被

有特殊的蚧壳以保护自己。该虫为孤雌生殖,单雌产卵在 200 粒以上，呈几何级数增长。据初步观察, 该虫每年有三个繁

殖高峰期, 橡胶蚧壳虫的为害程度跟橡胶树的物候有一定的关系，3 月初、6～7 月的抽叶时期，是该害虫的两个繁高峰

期，9～10 月是其越冬代繁殖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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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Cinnamon Resource, Growth

and Yield of Oil in Guangxi and Yunnan
XU Yong1, CHENG Bi-qiang1, DING Jing-kai,2, YU Zhen2, CHEN Zhu-hong3, ZENG Ji-ning4

(1.Xishaungbanna Tropical Arboretum, CAS, Mengla 666303, China; 2.Kunming Botanic Research Institute,

CAS, Kunming 650204, China; 3.Forestry and Chemistry Industry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xi Forestry Science

Academe, Nanning 530001, China; 4.Fangcheng Port Forestry Office, Fangcheng Port 538021, China)

Abstract: The investigation of cinnamon resourece,producing area,varieties,age,growth and yield of oil in Guangxi

and Yunnan show that the wet-hot area of 100~500m altitude is fit to develop planting cinnamon because the growth is

the best, the yield of oil and the content of cinnamaldehyde are stable .The yield and content of trees from 4 year to 10

year increase year by yearThe oil yield of trees from 11 year to 19 year reduces year after year, the content is higher.The

trees are scattered felling after 4 or 5 years.The cassia bark are harvested after 8~10 years.The trees from 10 to 15 year

are ideal to harvest the cassia bark.

Key words: cinnamon; variety; yield of oil; Guangxi; Yunn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