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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樂類飲料特有的香辛風味，出自於肉桂中的肉桂醛。

肉桂除了用作食品香料添加劑外，也常用於健胃及

做為驅寒藥劑。台灣原生土肉桂的葉部富含肉桂醛，

是值得開發及推廣的非木質林產物。

■ 楊政川．李世傑．何坤益．林敏宜

非木質林產物

把生態系統的觀念納入林業經營實務中，已成為近年林業科技

發展的新方向。任何一處或大或小的森林區，都可視為一個森林生

態系統，系統內除了生產木材的林木外，其餘的植物資源都可視同

「非木質林產物」。非木質林產物又稱為「森林特產物」或「森林

副產物」，種類甚多，用途也頗廣，可歸類為：食物類、草藥類、

工藝類、裝飾類等。

台灣特產的土肉桂呈叢狀生長，枝穗產量高。（圖片來源：陳正豐）

台灣森林特產物—
土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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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近年來的研究發展，創造了多種新興

產業而增加了社區經濟收益。據估計，美國非木質

林產物的經濟價值每年約數十億美元，美國林務署

還擬具了森林特產物開發的國家策略。在加拿大，

非木質林產物也是重要的開發項目，主因不僅可增

加原住民的經濟收益，更可做為現今生技產品開發

的素材。

除了美、加之外，非木質林產物的經濟、社會

與文化價值，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開發中國

家更具歷史傳統意義。從古到今，非木質林產物都

是人民生存與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資源，總部設在

印尼的「國際林業研究中心」就擬訂了一項「植基

於非木質林產物的發展潛勢解析」的計畫，協助開

發中國家有效保育及利用這些資源，也期盼能提供

研製保健、醫療等產品的原料。

台灣的森林面積占全島一半有餘，從低到高海

拔，橫跨不同氣候帶的森林生態系統，蘊含著多樣

又豐富的非木質林產物，從草本的金線連、八角

蓮，到藤本的愛玉子，到木本的土肉桂、苦油茶、

台灣黃 、喜樹、紅豆杉、香椿等，可供做美容、

保健、醫藥等多種生技產品的素材。工研院生物醫

學研究中心曾於數年前在全台國有林班地進行調

查，發現從草本到木本約有100種以上具有潛在應
用價值的藥用植物。

此外，台灣也有豐富的野生食藥用真菌資源，

概分為牛樟菇、台灣松茸、靈芝、血紅密孔菌和松

生擬層孔菌5種，都屬森林特產物。上述的非木質
林產物，多具有不同地理種原或品系的遺傳多樣

性。

土肉桂為何值得重視

在觸及土肉桂之前，先來談談大家熟知的傳統

中藥材肉桂。肉桂又稱玉桂，最早記載於《神農本

草經》，被列為上品。依《本草綱目》木部第34卷

在3公升氣舉式生物反應器中，建立細胞懸浮培養方法。

土肉桂又名假肉桂，是台灣特產的常綠木本植物，
大約在70年代，土肉桂就被認定是肉桂的代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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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用植物資源能否永續經營與利用，關鍵在於基因資料庫內的
遺傳基礎能否持續擴充，而基本方法就是種原調查和蒐集，
以及基原鑑定等工作的持續進行。

的描述，它的藥效甚為多樣。除了醫藥用途之

外，還廣泛用作食品飲料的調味香料、日常用

品的芳香劑等。

肉桂原產於中國福建、廣東、廣西、雲南

等省，現今為因應大量需求，多以人工栽培。

據了解，越南、印尼也有栽培，並出口桂皮至

美國，供作可樂飲料的添加劑。台灣每年自中

國大陸及印尼輸入肉桂約一千多公噸，用量不

少。

肉桂主要化學成分是揮發性的芳香精油，

俗稱肉桂油。肉桂油的活性成分頗為複雜，主

要是含量在80％以上的肉桂醛，其餘不到20％
的部分，包括肉桂醋、丁香酚、香豆素、水楊

醛、苯甲醛、肉桂酸、水楊酸等。肉桂之所以

用途廣泛，在於肉桂醛成分，它不僅可用於殺

菌，也可與其他芳香物質配製成香水、香皂和

除臭劑。但不同地理種原的肉桂，精油的活性

成分也有差異，可做為品系選擇育種的依據。

土肉桂又名假肉桂，是台灣特產的常綠木

本植物，生長於400至1,200公尺之中低海拔天
然闊葉林中。土肉桂的分布遍及台中縣境內的

松鶴、谷關、佳保台、白鹿、白冷、阿冷山、

裡冷、東卯山、李德溪，高雄縣境的扇平，

屏東縣境的大津，台東縣境內的歸田、達仁，

花蓮縣境內的玉里、三民、和平等地區，在南

投、苗栗、新竹等境內也有發現。

大約在70年代，土肉桂就被認定是肉桂的
代用品，商人曾採收其野生枝葉及樹皮外銷。

土肉桂根皮甘甜並略帶辛辣，甚受幼童喜愛，

民間也以它做為零食。80年代，國內學者研究
發現土肉桂的枝葉及樹皮富含精油，

尤其葉部的精油產量比樹皮還高出5
倍。經與中國大陸產的肉桂油比較，

兩者化學成分相似，都以肉桂醛及香

豆素為主要成分，土肉桂精油中的含

量在80％以上，更勝一籌。
以上說明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即

採收土肉桂葉片供提煉精油，除不必

砍伐樹木或剝皮外，還可連年收穫。

如能透過「混農林作業」或「平地造

林」政策確實推廣種植，使它成為一

種非木質林產物，不僅可提高林農經

洋菜膠上電泳分離的土肉桂核醣體內轉錄區間（ITS）DNA片段照片。這
些片段是使用特殊的引子組（primers），並經過聚合酶鏈鎖反應擴增土
肉桂ITS區域的DNA片段，標號2∼8的條帶分別代表不同化學型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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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收益，又可節省可觀的外匯支出，期盼政府當局

能予以重視並擬訂相關的行動計畫。

另外在組織培養技術方面，也在3公升氣舉式
生物反應器中，建立細胞懸浮培養方法而獲得優良

的細胞生長。這對於細胞大量繁殖及其二次代謝物

「精油」的增產，頗有助益。

肉桂醛含量的鑑定

土肉桂的葉部精油及其肉桂醛活性成分，無論

在種原間或種原內單株間都呈現顯著的差異。因此

在推廣種植之前，宜先經由選擇育種手段，選取高

精油及肉桂醛含量的單株，培育成優良品系，做為

推廣的材料。

筆者的研究團隊曾在國科會「農業生物技術國

家型科技計畫」的資助下，針對台灣原生土肉桂優

良品系的種原進行蒐集、基原及親緣鑑定、組織

培養、種苗培育、栽

植體系及食用／保健

產品的開發，至今已

有一些成果，可做為

往後產官學合作的基

礎。

在種原蒐集與保存

方面，針對肉桂醛高

含量的品系，已有33
營養系380單株種植在
嘉義大學社口林場的

種原及營養系綜合園，其生長狀況佳，株高1至2公
尺。另培育有引自福建、廣東、越南等地的肉桂種

原苗木計375單株，將栽植到綜合園，做為未來對
照研究試驗用。

藉由「核醣體DNA內轉錄間隔區」的技術，
簡稱ITS技術，可分析肉桂種類的親緣關係、鑑定
各品系的基原，以利建立種質資源的「基因資料

庫」，做為今後種苗生產時品系選擇的參考。測試

結果發現ITS技術不僅可用以鑑定土肉桂基原，也
可進行土肉桂營養系的化學分型。

藥用植物資源能否永續經營與利用，關鍵在於

基因資料庫內的遺傳基礎能否持續擴充，而基本方

法就是種原調查和蒐集，以及基原鑑定等工作宜持

續進行，不可中斷，土肉桂也是如此。

此外，針對多處單位曾建立的營養系園，如林

試所蓮葉池研究中心的「土肉桂營養系永久保存

台灣每年進口及消費肉桂產品的價值相當可觀，
若土肉桂得以開發，應可做為肉桂代用品，深具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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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文化大學華林林場與退輔會嘉義農場的

「土肉桂」營養系園等，可透過彼此的合作，

運用上述的分子標誌分析技術，建立基因資料

庫。如此一來，就可整合全台灣土肉桂基因資

源的資料，對土肉桂資源的保育及利用，會有

正面加分及累積的效果。

土肉桂的開發前景

台灣每年進口及消費肉桂產品的價值相當

可觀，若土肉桂得以開發，應可做為肉桂代用

品，深具發展潛力。英國牛津大學生化博士陳

耀寬曾提到，台灣原生種土肉桂質優量豐，整

株都是寶，尤以從葉片萃取出的精油，品質不

遜於進口精油。

生技公司曾舉一實例支持以上說法。在土

肉桂葉片精油的抗菌去頭皮屑研究中，實驗顯

示肉桂醛配方洗髮精具有快速的滲透性及強殺

菌力，因此可以有效抑制皮屑芽孢菌，去頭皮

屑效果比化學合成品好，即使天天使用也不會

產生抗藥性。

依據專家學者多年來對土肉桂機能性產品

的研究結果，其在相關產業的應用如下：

在食品上的應用　土肉桂葉片精油所含的

肉桂醛具有香、甜及辣的口味，甜度約為蔗糖

的50倍，可廣泛應用在食品產業中，如糖果、
糕點、冰淇淋、口香糖、冷熱飲料等的添加

劑，不僅增加風味，又是天然的防腐劑。目前

已開發出土肉桂茶包、土肉桂酒、土肉桂葉片

滷包等產品，並已上市，開了土肉桂食品產業

發展的先河。

此外，土肉桂葉片精油顯示有抗氧化能

力，因此可進一步分析其活性成分，以開發出

有益健康的複方保健食品。土肉桂並含有高量

的鐵、銅、鋅等微量元素，可比美蜆精、靈

芝、蟲草等產品。

在醫藥上的應用　肉桂是傳統中藥材，而

台灣原生土肉桂可做為肉桂代用品，惟目前產

量仍少，因此值得鼓勵商業性栽培。土肉桂精

油萃取物的生物活性機能包括：保護神經細

胞，降低老年失憶症發生機會；增加細胞對血

糖的敏感性，降低糖尿病發生機會；對神經腫

瘤、肝癌、淋巴癌細胞有抑制增生作用，但對

乳癌細胞反而有增生作用。因此加強開發含土

肉桂活性成分的相關藥品，也是今後努力的重

點。

在美容藥妝品上的應用　土肉桂適合開發

成藥妝品的一些特性包括：具抗氧化能力，可

降低細胞受傷機會；減少發炎基因表現，降低

皮膚受傷後的可能不適症；減少自發性基因突

變機會，降低皮膚癌發生機會；可吸收UVA及
UVB，避免陽光對皮膚的傷害或使皮膚變黑；

台灣原生種土肉桂質優量豐，整株都是寶，尤以從葉片
萃取出的精油，品質不遜於進口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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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生種土肉桂質優量豐，整株都是寶，尤以從葉片
萃取出的精油，品質不遜於進口精油。

選擇性細胞增生，減少坑洞，增加皮膚光滑。

肉桂類在藥妝品內的主要成分是「甲氧基肉桂

酸辛酯」，是目前美國及歐盟核准使用最廣泛的

UVB防曬劑。此外，肉桂醛高含量的品系也可用
來開發抗屑洗髮精、抗菌沐浴乳、美白淡斑面膜

等。

在環境衛生用品上的應用　台灣大學張上鎮教

授的研究團隊多年來進行土肉桂油的生物活性實

驗，發現土肉桂葉片精油及其若干成分具有：抗腐

朽菌活性；抗白蟻活性；抗細菌活性；抗蟎活性；

抗病媒蚊活性。因此土肉桂精油可以用來製作乾洗

手、溼紙巾、防蟎洗潔劑、防蚊液等產品。

綜上所述，台灣原生土肉桂是值得開發的非木

質林產物資源。根據海關的統計資料，每年進口肉

桂產品價值約1億2千萬元，而市值約等於進口金額

的3至5倍，因此土肉桂相關產品市場的潛力應可樂
觀期待。未來產品開發可朝向下列3個階段進行：
第1階段—一般食品，產品特點是單價低、接受度
高；第2階段—保健食品，產品特點是單價高、功
效明確；第3階段—環境衛生用品，產品特點是單
價低，用量大。

楊政川．林敏宜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李世傑
大葉大學生物產業科技學系

何坤益
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利用土肉桂葉開發的美容用品—美白淡斑面膜（土肉桂葉萃取液

含有促進生長因子成分）。

利用土肉桂葉開發的土肉桂

酒（圖片來源：柯文慶）

利用土肉桂葉開發的環境用產品—

防蚊液（滾輪小瓶裝及補充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