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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壹(一)‘一九五九年四川省芳香油生产宣宾现场

会议会场。

罔版矗(二)t吕当扬县长代丧宜宾县人民委员会在会

议上领奖。



图版贰(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宜宾县普遍推行的

天地锅术甑蒸馏器。

图版忒(二)t_二㈠世纪八十年代宜宾县推广的铁制水封式

蒸馏器。



罔版丸‘二)：况殿毒林彖制古地

蛐小溪一Ⅱ占油棹妊j。

^fj樟树。



图版肆(一)t培育的七年生油樟

栩术。

图版肆(一)：隆兴

森林经行所选留的汕

樟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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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油樟赴哉县经济林的一火优势，樟jI|1年产量占全省的75％，全

Ⅲ(i．：j60％左右。从中捉炼的各类原料，用途广泛，是为国家创造出

”口；'l-iE的重点产品。目前，全县有三万亩以上的油樟林，计划到二

O 0 0年将建成十万亩油樟綦地。

寅宾县《油樟志》系统记述了油樟树的命名、特征、樟油的试

制、生产、加工、经济价值及基地建设过程，是一本专业志书，也

是发挥我县经济优势，促进油樟生产发展的一本科技书．

值此《宜宾县油樟志》付印成书之际，我谨向为编纂此书付出

过辛勤劳动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注：徐洪金系中共宜宾县委-ISig

徐 洪 金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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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 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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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樟树是四川特有的树种。油樟油是宜宾地区的独特天然芳香

油资源，从油樟油中精馏而得桉叶油，含8 5％以上的桉叶油素，

在国际贸易上称为“中国馈叶油”．具有清凉香气的无色或微黄色

的油状液体。分子式C．。H。。O，化学名称1．8桉叶油素。馏程174·177

℃，折光指数N笞1．4580--I．4700，比重d主550．9040--0．9200，比旋
度(25℃)+10一一10，残黄量不超过百万分之二十。桉叶油主要用于

医药和香料工业，国际和国内需要量极大，供不应求，是一个能创

外汇，在国际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区域性很强的优势产品。

从l 9 5 9年到l 9 8 5年，宜宾县生产樟油七千吨。樟油产

量原占全国同类品种的75％，占全省的90％．从1 9 8 4年有一部

分樟油主产区的乡村划给了宜宾市以后，宜宾县的樟油产量仍占全

国同类品种产量的60％，全省产量的75叻左右。

在全国某些天然香料资源日趋减少，甚至近于灭绝的情况下，

宜宾县的油樟却日益增加，而且樟油产量稳定上升。近t年来，每

年递增lo％左右。因此，宜宾县被誉为全国保存和发展最好的天然

香料油源基地之一。

本志就油樟的命名、特征、特性、分布、发展，樟油的试制、

生产、加工、经济价值及基地建设过程等方面进行记述。

本志断限，原则上从1 9 5 8年试制、生产樟油起，到l 9 8 5

年底止。但因l 9 8 6年油樟基地建设上，各级领导非常重视，基

地建设蓬勃发展，故大事记记述到1 9 8 6年6月．：，i

本志概述以罗树君同志《宜宾县油樟展望》一文代，不再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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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县油樟展望

宜宾县油樟发展历处悠久，rj然条Pt：f导天独厚，j“自}积已发展到35，130亩，乐叶油

樟3 6 9万余株。l 9 7 8年趸l 9 8 5年樟油年平均产量4 3 5吨，产ff!t304．5万元，

年产量占全省的7 5％，占会阿的6 0％左右，是汕樟生产氰，t_县，也是我同香料植物

资源丰甯地区之一。

它用j二医药和乔料上业。对吲l，f、j外的需要来说，正是供不应求，是一个能创外汇，

存f司际j}i场f。Fi响‘较强的竞争能／7J，区域性很强的优势产品。

火力发展}『}!樟生产，对予开发资源，繁荣经济，振兴商业，活跃市场，增2iitKl家税

收，改善人民生潘，均熊立见成效。首先，发展油樟，为翻家增加了税收。例如。198E

年令县油樟税金达42．7万j亡。按7f’I：兵金沙江乔料厂加工水平，可得桉叶油等3 4 8吨，

价纨4 0 3万元，闻家税收8 1 7了元。．je次，还为同家增涿’j’外贸出[j货源，创造外汇

上l 0 0万元，增拥了农民收入2 8 0万元，还安排了火闲劳力。

我县油僚分订j广，是特有的区域性资iD，：优势，是最理想条件的油樟基地。为了发睫

宜宾县汕樟生产的优势，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认真分析研究综合平衡的基础上，须

证到二OoO年将扩矬，■1 0万肃油樟林。共植油樟树2，3 6 8万余株，其中1，9 0 0-

力‘限叮挑乐叶，每亩产樟油3 0斤，伞县可产榜油l，5 0 0 I_I,ii，融每吨8，000元计，博油

产ff}可达1，200了j‘冗。目前!『lll樟生产巾存在一些问题，丈?基地建设彳『：了：利影响。如个别

地方资源破环严重，利用多习：培禽，致使油樟株数确所减少，加之强度采摘造成树势褒

退，延绥幂：阻6’j了汕}I；枝叶的油分彩j累，以致∥砒F--1．下降。还有燃半：t-fJ{：<需矛盾突出，蒸馏

设备溶后，出汕率低。生Jj‘jj经营脱j7，经?￥郎门扯皮、何利，影响农尺利益。此外，

生产科研，}支术指导跟彳：上，办¨I-。"氓1．。li，：’5，利润分配不合珲，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秽：极

性。为-J’使发甓碰州湍到实处，仃以F儿点值得÷#意；

～、必须尽快改二芝多头领导，分散经。f}的．，1：1,。Iti父，建立⋯分集，0I统一·的油樟专业公

id。这个公吲应该是一个』i。匀‘收哦性的行政箭理机沟。它负卉刘‘令具；fh樟的生产和经营

管删，实行人财物、广：供销、贵权利桕绡行的高度集中统一，克}j}2过去i；i；种“各自为

政、互卡}{抵泊，／J：最”柏班象。今j，’无i台JJI；-'i、部门，一‘定2挺l{f{据资源情况，门然条件和技

术力量，由油樟公t】．J统～艘刚，综合-、r衡，，1’艘1铘6，胁凋发眭。、L，前要尽快缝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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