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香料香精~展具

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 编

中国标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香料香精发展史/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

编.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1 

tSBN 7-5066-2447-8 

1 .中… II .中… m. ①香料一历史一中国②香

精一历史一中国 N. TQ65-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第 036141 号

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三里河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045

电话:685523946 68517548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晤

开本 787X1092 1/ 16 印张 32 .Y.Î 字数 770 千字

2001 年 11 月第→版 2001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4略

印数 1一2000 定价 75. 00 元

网址 www.bzcbs.com 

'峰

科目 584-473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8533533



棍
、
功
爷
久
将
快

在
2
问
怎
、
怠
。

患
儿
玩
，+
4
4
也

唰
翩
翩
圈



5 

《中国香料奋精发展义》编委令名单

名誉主编赵勋敏王玉全

总主编 张殿义金其璋

主 编 陈煌强

常务副主编 刘树茎

副主编唐增幸

编委委员兼作者

张殿义 陈煌强 刘树茎唐增幸 陆生椿李凯

夏延秋幸德华 |顾中患| 汪清泉 嘟云临 曾令畅

肖作兵杜世祥 陈世雄王德、峰李恙兰 张纯义

贾彦秋陆建新左荣举朱履德、 刘菊英 梁日宫

邱荣芳王佼英伊德和 薛群成唐舜庆邵珉

王良才 刘彩成杨建宇伍树凯霍善强 沈纯德

林绍生唐人陆洪都钟贤永周恒寅杨辉文

王力洁 沈瑞娟徐春棠王志芬闰鸿建陈彤

陈玉书 李槟梆张秉泽陈德新 山西农科院香料室

编委委员

赵勋敏王玉全金其璋黄致喜吴湘华舒宏福

杨德秋郭振艺 虞荣年卫舒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国

毒

香气物质具有挥发性和扩散性，让人嗅到后，感到十

分愉悦舒适。香味是由嗅觉和味觉器官共同产生感觉的。

香料是能被嗅出香气和/或品尝出香味的物质。香精是为

了适应人们的喜好，根据不同加香产品的要求，把几种、

十几种乃至几十种香料调配成具有一定香型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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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用香味物质源远流长，在《天香传》中称"香之

为用从上古矣"。在距今 5000 余年的炎黄时代，已将芳香

植物用于日常生活。夏商周时期有记载"纣烧铅锡作

粉"、"朋脂起于纣"春秋时代左丘明著《国语》中载有

"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的名句;自汉朝以后外域

输入(进贡)香料;唐明皇君臣多用沉檀、屠乳建亭阁;宋

元时期从南海输入香药中，香料占有较大的比重。据记

载，北宋熙宁十年(公元 1077 年)"于阑国进奉使罗阿斯、

南萨温等从西域一次运来乳香 31000 余斤与宋王朝进行

香药贸易... ...。

一个世纪前，我国仍拘泥于植物本身取香，用鲜花睿

制花茶、以檀木制作檀香扇、桂花作桂花糕等等。解放前

中国的香料香精及其应用范围很小，量也有限。虽然如

此，但具中国特色的香料如磨香、八角苗香、肉桂、薄荷油

(脑)、棒脑等仍有出口。解放后，以上海、天津、广州等城

市为主要基地，相继建立了一批工厂，生产有了一定的发

展，因受国民经济综合因素的制约，其发展仍很缓慢。真

正的发展时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年.全国香料产量

达 7.5 万吨，香精产量突破 7.5 万吨，全国香料香精厂有

600 余家，年工业产值 100 亿元，出口创汇近 5 亿美元，

中国已成为出口和生产香料香精的重要国家之一。目前

中国的香料香精工业正处于持续稳步的发展时期，并已

由上古时期原始的采用"香气息"发展到今天应用现代

科学技术来生产香料香精。其加香产品已成为工农业生

产和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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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香料香精悠久的发展史，总结近代的进步和发展，弘

扬中华民族香料香精工业的开拓精神，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的香料香精的发展经验，是出版本书的根本目的。它为世人和后人

展现了中国香料香精工业的发展历程，包含了香料香精发展中的

重大事件、重点企业和重点省市;以及中国香料香精工业发展的曲

折与平直、辛酸与喜悦、教训与经验，是几代从事香料香精行业人

们的辛勤劳作和勤奋耕耘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第一部香料香精的

发展史，是指导行业今后发展的镜子，也是为后人发展中国香料工

业而铺设的基石。

1989 年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开始组织专家编写本

书，并有了轮廓框架，后因一些因素停编。经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

工业协会研究于 1999 年 10 月又重新起动编写工作。在各编委辛

勤而忘我的工作和各方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才完成。

担任本书主编的陈煌强、常务副主编刘树茎、副主编唐增辛同志，

不顾年事已高，日夜"操戈"奋笔疾书，四处查找资料，为编写工

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负责各幸节的编委，亦以认真负责的、科学

的、尊重历史的精神进行撰写。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广 ~'1'1 百

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孔雀香精香料有限公司、滕州悟通香料

有限责任公司等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得到了上海香料研究所以

金其璋所长为首的领导和员工的技术支持和后勤保障。

值此出版之际，我代表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代表编

委会向为本书的成功出版、为行业做出贡献的所有参与和支持者

表示哀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资料及水平所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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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代雷(料)文化与诸多文化兼容并蓄的发展

第-节 囊汉前香(料)文化的萌芽时期…... ... ... •..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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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庸束时期灿烂的香文化... •.• ..• ... ••. ... ... ... •.• ... •.. ... ..…. 10 

一、外来香药(料〉的交融与《海药本草》………………………… 10

(一〉周边国家往来 …………………………………………… m 
(二)鉴真和尚东渡日本 ……………………………………… 11 

(三) ((海药本草》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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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香文化发展的兴旺时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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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代杏(牵制文化

与诸多文化朱容并蓄的发展

香与香料这个富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古老名词家喻户晓，自古以来烹饪常用的花椒、桂

皮、葱、蒜等更是为人通晓。因为他们都具有香味，故泛指为芳香物质。我国人民对芳香

物质的应用有着悠久的历史。据《丁晋公本集一一天香传》记载..香之为用从上古矣"。亘

古以来，花草树木以及芳香悦人的气味都融合于朝夕诸多必备，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

面。婴幼少青、更蕾毫童乃至眉寿期颐，终生相而须奥不可能离开，食为其生，以至求其

乐。更何况酒中趣、茶中情、菜中昧，以至人们饮食乐趣、富贵美食追求、饮宴超值享受

等等都离不开香味。多种古籍记载说明:食、医、农、林以及与其相关科学的发展，孕育、

滋润、培育和促进了香文化的发展。

香料香精是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料曾经是我国最早沟通中外贸易的重要物资之

一。香料香精通常泛指具有香气香味的一类物质。这类物质除部分品种来自化学合成和从

天然香料单离外，其余都由天然的芳香动植物加工而成。其制成的各种类型产品为现在人

们所称的天然香料(包括辛香料)。因此芳香动植物是天然香料的物质基础。几千年来，虽

然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社会从

对香物质的启蒙、探索、应用以及在内外交流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演绎变化、充实与丰富

了香文化的内容。

这里指的香文化，泛指在中华民族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

的点滴部分。不同年代的发展既有史籍记载，也有香物质文化遗址、出土文物。虚实昭然，

"吸吮"与"咀嚼"起来颇具我国独特的香文化"气味"

现在提及的香料香精，是以香物质为中心，谈及发展史，其目的就是回眸与前瞻，寻

找与弘扬我国香文化史，发扬与繁衍我国香文化，加强与国外合作，促进我国香料香精工

业在未来新世纪中香飘万里，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一节秦汉前香(料)文化的萌芽时期

一、传说、岁时、典籍蕴藏着丰硕的香文化内涵

(-)传说与民俗

1. 神农尝百草，华夏万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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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代杏(料)文化与诸多文化..容并蓄的发展

自古以来"华夏"神州的"炎黄故土"繁衍着强大的国家和民族。我国是一个以农立

国的文明古国。相传神农(炎帝)教民耕作栽种桑麻、烧制陶器，倡行日中为市，首辟市

场... ...为民治病、始尝百草"古老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

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神农尝百草发现梅，教导子民食梅

以治病养生，从此梅成为古代人的食物之一。

《帝王世纪)) ((史记补三皇本记)) ((通鉴外记》

2. 孟春岁首，椒柏五辛

自夏代历法建寅以孟春为岁首开始，虽几经变化。至汉武帝建太初历至今、民间习俗

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初以庭前爆竹、燃草、以辟山牒恶鬼……进椒柏酒，饮桃汤，进

屠苏酒，胶牙癌，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却老，柏是仙药尊

卑次列，以年少者为先，各进此酒于尊长，称筋举寿欣欣如也" (五辛荤菜:大蒜、小蒜、

韭菜、胡要、云台); (敷于散、柏子仁、麻仁、细辛、干姜、附子等制成散)前者可发五

脏之气以辟赌气，后者辟邪制鬼以取吉祥。

《荆楚岁时记)) ((风土记)) ((崔辜月令)) ((问礼俗》

3. 端午习俗，艾蒲苍香

端午时节，民间喝雄黄酒，用角泰(棕子)， "烧苍术雄黄艾叶驱虫蚁" "五色草浸水

沐踏"，搏"蒲剑"悬"艾虎"，"儿童五日佩香囊以争奇斗巧、董香囊制自闺中以五色丝或

绸布编缀成禽兽瓜果等形，中实香料，悬衣襟上，……可爱且行动时清香洋溢.香重霞穰，

僻邪辟秽，情趣盎然。

《续齐谐记)) ((采风录)) ((大戴札记》

4. 九九芳辰，人寿花香

九九重阳，日月并应，登高舒啸，清心悦神，怀古助情，食糕搏菊、赏菊、制作蜂囊，

佩莱黄，摔莱英，赐莱黄，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

上述百草香辛香，缅怀圣贤，返始报本、慎终追远。又从时年的生活习俗中祈求香蘸

美好，四季安乐的环境，这里面都蕴藏着香与昧的文化内涵。

《西京杂记)) ((艺苑雌黄》

(二) ((诗经》寻香"文化"又翔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载西周至春秋中叶 500 年间的诗歌 305 篇(公元前

770---前 476 年) ，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小雅谷风》中已有"植物"、"百

卉"、"百谷"、"百蔬"、"百药"等的名称出现。《幽风-七月》中有"四月秀莲、六月食郁及

蓝、七月烹葵及寂、八月断壶、九月叔直、采茶薪零(音 yú 于)、十月获稻"。说明当时对

这些植物的栽培、成熟采集利用方法等已能掌握、共栽有植物 178 种，动物 160 种，如:

薇(白薇) 苓(甘草) 莞(白芷) 鞠(菊)

蔷(青菌) 蒲(草蒲) 兰(佩兰) 革(山葡萄)

椒(秦椒) (花椒) 扭(女贞子) 台(香附子) 骂(寄生)

茹革(茜草) 祀(拘祀) 菲(萝卡) 拷(山槽)

药(芜菁) 搏(臭椿) 在(荆葵) 长莹(羊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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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桃、柏、桑‘枣、艾、韭、芹、霞(芦)、荠、菜、捺、栗、扶苏、荷花、苟药以

至笃(为懈树寄生;女萝为松树上寄生的地衣类植物)等等。诗中内容运用赋感比兴的手

法，语言朴素、优美，音律自然和谐，描写生动真挚， 338 种动植物中香料调味料、油料、

草药染料、纤维料都偶于其中。《诗经》对中国二千多年来的文学发展有着深广的影响，而

且对于香文化的萌芽记载也是一份珍贵的古代资料。

(三)古文献中的鹏与类

靡香与灵猫香为靡与灵猫性腺的泌香物质，香气浓烈略带!JI杂气，自上古至今，因其

在香料和医药中具有特殊的用途而早已为人们所熟悉，早在 2800 多年前西周宣王(公元前

827 年~前 782 年)时《诗经·小雅·吉日》载"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兽之所同，唐(音

优)鹿虞(音吴)鹰，潦沮之从，天子之所"。大意为周宣王选好骏马，择庚午这一良好吉

日，驱车从潦沮赶了众多的唐至天子之所"。又从《山海经-西山经》卷二中载"由西

二百里日翠山其上多樱非冉......其阴多跪牛，膺膺，靡(音玲)似羊而大角细食在山崖间，靡

似璋而小有香。"靡脚似庸(音军)有香，也作醺(音军)即唐(音章)"。大意为招

摇山西二百里有一叫翠山，山上生长着许多棕楠树……在阴坡处多有把牛、玲羊和麟，势

似羊而大角觅食于山崖间，靡似猿而小有香。"又据《尔雅·释兽》庸父足字林云:小

鹿有香其足似靡，故云圃足俗呼为香鹰"。又谓"靡父"字书谓之糊。周书、武王(公元前

十一世纪)持禽膺五十，冬食柏叶，夏食诸虫，尤瞰蛇至寒则香满入春急痛，自爪剔去之

……"。又从《尔雅注疏》中"辨鹰(音军)类说文云"鹰唐(音章)也，庸其总名也牡

名虞(音吴) ，驰名理(音栗) ，其子名鹰(音助)……" "靡父膺，脚似属有香……音射

云如小鹿有香……父兽名父(音甫)下同属......小鹿有香其足似靡故云庸足"。再而从《尔

雅翼》的卷二十载"庸之性怯又谓之靡，章者张望也俗谓之白肉，言其自腊易费怯……其

饮水见影黯奔……靡乃极能走然未及鹿……" "其毛可以为笔郑虔云膺毛笔一管写书直行

40 张、狸毛笔一管界行写书八百张。又"有水膺脐中唯水沥一滴于斗水中用洒衣、衣至弊

而香不歇" "唐天宝初养于圄中靡兽之香者故物之香者比之……'。

再有《野有死鹰))，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

世，犹恶无礼足。……野有死踵，白茅包之。……《绩人·注》云"齐人谓菌为猿"则圈

是撞也。必以白茅包之者，由取其絮清也。

从靡之源辨靡香，用史之渊摞靡香之高尚醉人心牌。

灵猫《尔雅翼》卷二十也有载"灵猫似麟、生南海山谷如狸、自为牲牡亦云岭狸异物

志云灵猫其气如靡"。这里我们又追溯至上古《山海经·南山经》载"……由东四百里曰，

直爱之山，多水无草木不可以上，有兽焉，其状如雪里而有髦，其名日类……自为牧牡(雌

雄外形相似)食者不妒" ((楚辞》中也有所谓"乘赤豹兮载文狸"。类 (Lèi) 和狸(li) 字

音相近。古书的类为现在的灵猫 (Viverra zibetha) 。它与靡一样古人已知他们都有泌香，其

香可用于避秽驱邪，或用其芳香作为佩带饰品，直至现在仍然作为高级香料之用。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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