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芳香植物上下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芳香植物上下册>>

13位ISBN编号：9787030218476

10位ISBN编号：7030218477

出版时间：2008-9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王羽梅 编

页数：1069

字数：1584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芳香植物上下册>>

前言

　　芳香植物是一类种类多、利用价值高、用途十分广泛的植物。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很少把它单独作为一类植物加以研究或著述，关于芳香植物的介绍散见于有关香
料植物、药用植物、园艺植物等书籍中。
事实上，由于芳香植物具有独特的香气而成为浩如烟海的植物中的佼佼者，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与关注。
　　芳香植物的利用历史与民族和文明的历史紧密相连，贯穿于整个人类文明史中。
人类早期就观察和感知到芳香植物能够驱虫、清新空气，并对人类大脑的高级神经活动产生影响。
我国是芳香植物利用历史最长的国家之一。
早在5000多年前，中国就已将香料用于敬天祭神、调味和治病祛瘟等日常生活中。
我国古代文献中有不少关于芳香植物的加工和利用的记载，人们把芳香植物用于调味、医疗保健、制
酒、熏茶、化妆品、防蛀驱虫、提神醒脑、避邪逐秽、净化空气等。
我国使用芳香植物的历史悠久，也是最早进行芳香植物贸易的国家之一。
芳香植物中的香料是我国最早的对外贸易的重要物资之　　一，它对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
　　我国有丰富的芳香植物资源，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芳香植物资源大国之一。
我国许多芳香植物被用来提取精油，是芳香植物制品的生产大国之一，精油的出口量在国际市场上占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迄今为止，除了一本科普类的芳香植物书籍和一本介绍部分芳香植物化学成分的书籍外，尚没
有关于我国芳香植物整体概述的专着问世，这与我国的芳香植物资源大国和生产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符
。
邻国日本，仅近10年来就有几十种芳香植物的书籍相继问世，内容涉及品种介绍、栽培技术、利用方
法等，使有关芳香植物的知识家喻户晓，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芳香植物的种植热、利用热和研究热。
欧美是芳香植物及其产品利用最普遍的地区，芳香植物的书籍也出版了不少。
由英国园艺协会出版的《芳香植物大百科》，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了芳香植物的经典读物或代表性
著作。
　　芳香植物的发现与利用，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生活，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对天然产物的需求将越来越多。
因此，芳香植物的开发利用有着非常广阔的空间，芳香植物相关产业的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也将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加强对芳香植物的研究、重视芳香植物的开发与合理利用、拓展芳香植物的
利用途径、延长芳香植物的产业链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
芳香植物的生产与加工涉及农业、加工业、医药业、食品工业、日化工业、化妆品工业等诸多行业，
是一个多学科互相渗透、互相交叉的朝阳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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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系统、全面地介绍我国芳香植物资源及其利用现状的书籍。
内容分总论和各论两大部分。
总论部分除介绍了有关芳香植物的基本知识外，还综述了芳香植物的种类与分布、生产与贸易、利用
及研究现状。
各论部分，在对我国芳香植物资源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分科分属对我国所有的上千种芳香植物一一进
行了介绍。
内容包括种名、别名、拉丁学名、英文名、原产地与分布、生物学特性、栽培技术要点、主要精油成
分、利用状况等。
本书是对我国芳香植物资源的全面总结与概括，书中融入了课题组多年来对我国芳香植物进行调查研
究的结果，参阅了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内容丰富而全面。
书中还附上了632幅芳香植物的彩色图片，可供调查、识别所用。
本书具有很强的本土性和实用性，可作为工具书使用。
    本书可供从事芳香植物种植、加工、销售、利用的企业技术人员，从事有关芳香植物研究的单位和
个人，大专院校生物学、园艺学等相关专业的教师和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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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3精油的单离　　精油单离是用物理的方法从精油中提取某一成分。
早在一百多年前人们就从精油中分离出单体，称为单离香料。
我国生产的单离精油主要有：香茅油系统，单离成分主要是香茅醇和香茅醛；山苍子油系统，主要单
离成分是α-柠檬醛和β-柠檬醛，还有甲基庚烯酮和芳樟醇等；樟油系统，主要成分是樟脑、黄樟素
和蓝油烃和倍半萜类以及沥青等；柏油系统，主要单离成分是柏油脑和柏油烯；柠檬桉叶油，主要单
离成分是香茅醛；薄荷油系统，用冷冻结晶法析出单离薄荷脑；松节油系统，主要单离成分是α-蒎烯
和β-蒎烯。
　　芳香植物精油组分的分离技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获得了飞速发展。
经进一步深加工，从混合的精油中去除有毒副作用的组分，分离成单质，可以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
。
以单离产品为起始原料可加工制造天然级香料，这类产品在香料工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从几十种组分混合而成的天然精油中分离出单组分的难度较大。
混合精油的分离方法是选择合适的极性溶剂与非极性溶剂，应用萃取原理进行初步分离，然后应用吸
附工程原理进行吸附分离。
分离精油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冷冻法：将精油置于0℃以下析出结晶，如无结晶可将温度降至-20℃，继续放置。
取出结晶再重结晶可得纯品。
　　2.化学法。
　　酚、酸成分的分离：将精油溶于等量乙醚中，分别用3％～5 9／6的碳酸钠溶液或氢氧化钠溶液振
摇萃取，所得碱性溶液分别酸化后用乙醚萃取，前者可得酸类化合物，后者可得酚类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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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芳香植物种类繁多，内容涉及面广，本书是在参阅了大量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完成的。
本书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我国芳香植物的资源及其利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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