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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我国第一本关于檀香的专著 ，详细考证了我国应用檀香的历史

和引种檀香的过程 。 全面介绍了世界各檀香出产国的生产情况和国际市场

概况 。 作者根据 ３０ 余年的引种栽培研究和区域性推广试验 ，论述了檀香生

长发育的特点 、对外界环境条件的要求 ，以及檀香在我国各试种点的生长情

况和将来的发展前景 ，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总结出了从种子贮藏 、发芽 、

育苗 、寄主配置 、病虫害防治到宜林地选择 ，从造林到采伐加工等一整套切

实可行的栽培繁殖和营林技术 ，同时对人工促成心材的形成做了前瞻性的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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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０世纪 ６０ 年代兴起的“绿色革命” ，通过引进 、选育良种 ，使粮食增
产获得重大突破 ，在许多国家取得成功 。 事实证明 ，“一个物种可以左右
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一个基因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兴衰”并不夸张 。最
近中国科学院下属各植物园在制订“创新工程”方案时 ，也从国家战略储
备的高度 ，规划重要经济植物的引种驯化和种质资源保存工作 。 华南植
物园自 １９５９ 年建园伊始 ，即以热带 、亚热带重要经济植物的引种驯化为
主要研究方向 ，檀香即为其中较为成功的一种 。

檀香木是贵重的香料 ，又供药用 ，价值极高 ，素有“绿色金子”之称 。
我国应用檀香已有１ ５００年以上的历史 ，但一直依赖进口 。 据史料记载 ，
各檀香产地的檀香木大部分出口至我国（包括香港 、台湾） 。 据不完全统
计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０ 年仅澳大利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 、斐济 、美国夏威夷输入
我国的檀香木每年达３ １００ t ，按香港市价计算 ，价值近 １０ 亿港元 。 印度
一直是檀香的主要出口国 ，但由于过度砍伐和受病害影响 ，产量逐年下
降 。至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后期 ，印度政府下令禁止直接出口檀香木 ，只出口
经过深加工的产品 ，致使檀香木在国际市场上更为紧俏 ，同时也引起了学
术界和生产部门的重视 。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８ 年先后在美国夏威夷和印度班加
罗尔召开檀香国际学术讨论会 ３ 次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印度 、澳大利
亚 、美国夏威夷 ，以及大洋洲和太平洋诸岛国均在大力开展檀香的人工栽
培研究 ，扩大檀香的种植面积 ，提高檀香心材的产量和质量 。

华南植物园于 １９６２年首次引种檀香 ，通过试验研究 ，解决了种子贮
藏 、发芽 、育苗和寄主选择等技术问题 ，随后又在广东 、海南 、广西 、云南 、
四川 、福建 、浙江等省区共 ６０多个点进行区域性试种 。试验证明 ，檀香在
我国南方部分地区生长良好 ，并已获得具有商品价值的心材 ，很有发展前
途 。作者主要根据自己的研究资料和工作经验 ，并参考有关文献 ，将有关
我国应用和引种檀香的历史 、檀香的种类 、伪品的鉴别 、国际市场动态 ，特
别是从种子采收到育苗 、宜林地选择 、造林 、抚育 、采伐 、加工一系列完整
的技术措施汇集成书 ，供有关部门参考 ，期望能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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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种植事业的发展 。
华南植物园檀香引种工作始于何椿年先生 ，他首先用长春花做寄主

育苗成功 ，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先后参加过檀香栽培
试验和管理工作的主要人员还有胡远金 、陈福莲 、袁有尧 、陈锦荣 、王文汉
等同志 ；董祖林 、伍有声和苏耀平先生指导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在编写过
程中承蒙广东省湛江南药场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资源开发研究所
云南分所 、四川省凉山彝族自治州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等协作单位和试种
点提供观测资料 ，华南植物研究所郭俊彦教授提供部分国外资料 ，吴七根
教授指导和协助木材解剖工作 ，胡启明教授审阅了全文 。 本项研究是在
华南植物研究所和华南植物园各级领导关怀下进行的 ，在工作过程中 ，国
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 、广东省药品公司和湛江地区药品公司都
曾给予了大力支持 。对上述专家 、教授 、有关单位和个人及未能述及的对
本项研究给予过帮助的有关人员 ，在此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

木本植物的引种 ，特别是像檀香这样需 ３０ 年以上始能收获的树种 ，
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尚有不少问题须进一步深入研究 。 由于檀香引
种至我国时间还不长 ，加之作者水平有限 ，错误与不当之处 ，切望同行和
读者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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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论

第一节 　檀香的用途和经济价值

　 　檀香（ Santalum album L ．）是一种常绿半寄生小乔木 ，属檀香科 ，在
我国古籍中 ，也称作“旃檀” 、“真檀” 、“震檀” ，系直接自梵文“Chandana”音
译而来 。

檀香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树木（彩图 １） ，其有用部分主要是具有芳香
的心材和从心材中提取的精油 。 檀香油主要用于香料工业 ，它不仅具有
独特的香味 ，温馨持久 ，而且可与各种香料混合 。加入檀香油后可使其他
易于挥发的精油的香味更为稳定和持久 ，因此 ，它又是一种良好的定香
剂 ，是配制高级香水 、香精不可缺少的基本原料（Sen唱Sarma 　 １９８２） 。 檀
香制品从香皂到各种化妆品不下数百种 。

檀香心材质地坚实 ，纹理致密均匀 ，可抗白蚁危害 ，是制作精细工艺
品和木刻的优良材料 ，其质量仅次于象牙 ，多用于雕刻佛像 、人物和大象
等动物造型 ，制作檀香扇 、珠宝箱 、首饰盒 、相框 、台灯 、棋子 、棋盘 、拐杖等
精细工艺品及各种纪念品（彩图 ２） 。锯木屑可制成香囊佩戴或置于衣箱 、
橱柜中熏香衣物 。檀香木粉末大量用于制作线香和盘香 ，除用于寺庙焚
香 、敬神等宗教仪式外 ，也用于日常家居生活 ，使室内空气馨香 ，清除异味 。

檀香油和檀香木供药用在印度 、马来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地区已有悠
久的历史 。 我国自南北朝梁代（公元 ５０２ ～ ５４９）以后 ，历代本草均有记
载 。在印度 ，檀香被用做清凉消炎 、发汗 、利尿 、祛痰剂 ，用于治疗烧伤 、头
痛发热 、丹毒 、淋病和多种皮肤病 。 我国中医认为檀香木有理气温中 、和
胃止痛的功效 ，主治脘腹疼痛 、噎嗝呕吐 、胸闷不适 。 檀香油有清凉 、收
敛 、强心作用 ，主要用于治疗胆汁病 、膀胱炎 ，并用做尿道消毒剂 ，治疗淋
病 。现代医学实验证明 ，檀香油对大肠杆菌（ Escherichia coli）和伤寒埃氏
杆菌（ Eberthella typhora）有明显抑制作用 ；在磺胺类和青霉素等药物未
发现之前 ，檀香油是医治淋病的要药 ，曾被载入许多国家的药典（Nadkarn
１９５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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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印度学者还从檀香树皮中分离出保幼激素 （ juvenile hor唱
mone） ，可用于干扰昆虫发育 。

檀香的边材虽无香气 ，但纹理均匀 ，容易旋磨加工 ，也是制作玩具和
小工艺品的优良材料 。

檀香种子含油量高达 ６０ ％ ，出油率可达 ５０ ％ ～ ５５ ％ ，其碘值为 １５３ ，
皂价 １７６ ，含硬脂炔酸（stearolic acid）和山梅炔酸（santalbic acid） ，是一种
干性油 ，可用做油漆原料 ，有光泽而且绝缘性良好 。

由于它的特殊用途 ，檀香木的价值极高 。一般木材都是以体积（m３）
论价的 ，惟独檀香以重量论值 。更由于国际市场需求不断提高 ，檀香木的
价格也不断飞涨 。 据印度出口资料 （Rai S N 　 １９９０ ， Prabhu H N
　 １９９８） ，每吨檀香木的平均价格由 １９００ 年的 ２１畅５ 美元增至 １９９６ 年的
２０ ０００美元（表 １ １） 。

表 1 1 　印度檀香木 1900 ～ 1996年出口平均价格表
年份 价格／美元· t － １ 年份 价格／美元· t － １

１９００ ２１畅４７ 　 　 　 １９９０ ９ ４１１畅７６ 　 　 　

１９３３ ５８畅８２ 　 　 　 １９９２ １１ ２９４畅１０ 　 　 　

１９６５ ３５２畅９４ 　 　 　 １９９３ １４ １１７畅６０ 　 　 　

１９７０ ５８８畅２３ 　 　 　 １９９４ １８ ２３５畅２９ 　 　 　

１９８０ １ ８２３畅５２ 　 　 　 １９９５ １９ １７６畅４７ 　 　 　

１９８７ ４ ５８８畅２３ 　 　 　 １９９６ ２０ ０００畅００ 　 　 　

又据作者 １９９８年底在中国香港市场上的调查 ，印度产直径 １cm 以
上檀香木的零售价每公斤 ３２０港元 ，檀香木碎片每公斤 ２３６港元 ，檀香木
粉末每公斤 ２２４ 港元 ，每吨分别折合 ４ 万美元 、３ 万美元和 ２畅８ 万美元 。
澳大利亚所产檀香木价值较低 ，每公斤约 １６０港元 。

檀香木的出油率平均为 ４畅５ ％ ～ ６畅２５ ％ ，即 １t 优质木材仅可提取精
油 ４５ ～ ６２畅５kg ，因此檀香油也是众多芳香油中价格最昂贵者（表 １ ２） 。

表 1 2 　美国 Elemi Oils & Herbs公司 1999年春季精油报价单
精油名 英文名 植物学名 　 　 　 　 产 　 地 价格／美元·oz － １

香柠檬油 bergamot oil Cit r us bergam ia 意大利 ２１畅８３

胡椒油 black pepper oil Piper nigrum 马达加斯加 ３８畅７０

香柏油 cedar w ood oil Ced rus at lantica 摩洛哥 １５畅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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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精油名 英文名 植物学名 　 　 　 　 产 　 地 价格／美元·oz － １

香紫苏油 clary sage oil Salv ia sclarea 法国 ３９畅５１

丁子香花油 clove bud oil Eugenia caryophyllata 马达加斯加 １８畅６３

柏木油 cypress oil Cup ressus sem per v irens 法国 ２３畅０９

桉树油 eucalyptus oil Eucalyp tus globulus 西班牙 １５畅５７

茴香油 fennel oil Foeniculum v ulgare 法国 １８畅７７

乳香油 frankincense oil Boswellia car ter ii 阿曼 ２５畅７０

天竺葵油 geranium oil Pelargonium graveolens 埃及 ２９畅３９

姜油 ginger oil Z ingiber o f f icinale 马达加斯加 ２３畅５４

葡萄柚油 grapefruit oil Cit r us paradisii 美国 １１畅９３

薰衣草油 lavender oil Lavandula o f f icinale 法国 ２１畅７８

柠檬油 lemon oil Cit r us limon 美国 １１畅１６

莱姆油 lime oil Cit r us lati f olia 巴西 １３畅８６

橙皮油 orange oil Cit r us sinensis 美国 ９畅５９

香茅油 palmarosa oil Cymbopogon mar tini 尼泊尔 １５畅０３

印度薄荷油 patchouli oil Pogostemon cablin 印度尼西亚 ２６畅６４

胡椒薄荷油 peppermint oil Mentha piperi ta 美国 １８畅８６

迷迭香油 rosemary oil Rosmar inus o f f icinalis 摩洛哥 ２０畅６１

花梨木油 rosew ood oil A niba rosaeodora 巴西 ２５畅１１

檀香油 sandalw ood oil Santalum album 印度 １２１畅７３

橘皮油 tangerine oil Cit r us palustos 美国 １３畅０５

白树油 tea tree oil Melaleuca alterni f olia 澳大利亚 １９畅６２

依兰依兰油 ylang ylang oil Cananga odorata 马达加斯加 ２２畅８２

　 　 注 ：１oz ＝ ２８畅３５g（盎司为非许用单位） 。

第二节 　我国利用檀香的历史

檀香作为商品输入我国已有１ ５００年以上的历史 。 “旃檀”一名最早
的文字记载见于俞益期“与韩康伯笺” ，时间约在公元 ３６１ ～ ３７１年 。俞益
期是东晋（公元 ３１９ ～ ４２０）豫章（今江西南昌）人 ，曾到交州（今越南）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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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当地的见闻写信告知豫章太守韩康伯 ，其中一节提到 ：“外国老胡说 ：
众香共是一木 ，木华为鸡舌香也 ，木胶为薰陆 ，木节是青木 ，木根为旃檀 ，
木叶为藿香 ，木心为沉香 。”（缪启愉 ，丘泽奇 　 １９９０）“众香共是一木”之说
虽属谬误 ，但从这段文字也可看出 ，当时这些外国出产的名贵香料 ① 已

开始输入我国 ，人们对它还不了解 ，只能任由外国商人故弄玄虚 。至南北
朝梁代（公元 ５０２ ～ ５４９） ，檀香已载入陶弘景的枟名医别录枠（夏纬瑛 　
１９９０） ，应用于医药 。据枟证类本草枠引证 ：“陶隐居云 ：白檀 ，清热肿 。”到了
唐朝 ，檀香的应用已相当普遍 。 在苏敬等编撰的枟唐·新修本草枠（公元
６５９）紫真檀木条目下 ，作者明确指出 ：“此物出昆仑 ② 盘盘国 ，惟不生中
华 ，人间遍有之 。”除了做香料和药物外 ，野史中还有杨国忠等贵族以沉香
为阁 、檀香为栏的记载 。

“旃檀”一名虽然自梵文音译而来 ，但因借用了“檀”字 ，很自然地与我
国早在枟诗经枠中已有记载的树木“檀”联系起来 。 南朝宋末（公元 ４２４ ～
４５３）竺法真枟登罗浮山疏枠载 ：“旃檀 ，出外国 。元嘉末 ，僧成藤于山中见一
大树 ，圆荫数亩 ，三丈余围 ，辛芳酷烈 。 其间枯条数尺 ，援而刃之 ，白旃檀
也 。”误认为我国南部也产檀香 。 苏颂在枟本草图经枠（公元 １０６２）中肯定
了枟唐·新修本草枠关于檀香“出昆仑盘盘国 ，惟不生中华 ，人间遍有之”的
观点 ，更进一步指出 ：“檀木生江淮及河朔山中 ，其木作斧柯者 ，亦檀香类 ，
但不香耳 。”明确地把国产的檀木与产于昆仑盘盘国的檀香区分开来 ，这
是很有见地的 。 到了明代 ，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 ，檀香的来源也更为复
杂 。李时珍在枟本草纲目枠（公元 １５９６）中引用枟大明统一志枠云 ：“檀香出
广东 、云南及占城 、真腊 、爪哇 、渤泥 、暹罗 、三佛齐 ③ 、回回等国 ，今岭南诸
地亦皆有之 。”从现在的观点分析 ，其中爪哇 、三佛齐即今印度尼西亚一
带 ，是檀香的原产地 ，其他地点则可能是檀香的集散地或转销地 。

我国应用檀香已有悠久的历史 。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 ，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唐
代地宫出土的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 ４枚指骨舍利和数千件稀世珍宝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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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三佛齐 ，７ ～ １３ 世纪印度尼西亚 、苏门答腊古国 。

昆仑 ，古地名 ，泛指今中印半岛南部及南太平洋诸岛 。

现已知鸡舌香是桃金娘科植物丁香（ Sy z ygium aromaticum）的花蕾 ，薰陆香是橄榄科植

物乳香（ Boswellia sacra）的树脂 ，青木香是菊科植物云木香（ Aucklandia lap pa）的木质根 ，藿香是

唇形科植物广藿香（ Pogostemon coblin）的叶 ，沉香是瑞香科植物沉香（ Aquilaria malaccensis）经
真菌感染后产生香脂的木材 。



世界 。据发掘报道 ，第一枚舍利即珍藏在唐懿宗供奉的八重宝函之中 。
八重宝函的最外层即为银棱盝顶檀香木宝函 。第三枚舍利藏于三重宝函
之中 ，其第二层也为檀香木函 。另外还有银棱檀香木函子 １ 枚 ，檀香山 ２
枚（重 ２畅６kg） ，这在同时出土的“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
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碑文中有明文记载 。据史家考证 ，
唐咸通十四 、十五年（公元 ８７３ ～ ８７４） ，唐懿宗 、僖宗父子迎送佛指舍利于
法门寺至长安宫 ，为供奉事 ，最后在法门寺完成礼佛仪式 ，距今已１ １００余
年 。这些宝函和檀香山木无疑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檀香木制品了 ，现均保
存于法门寺博物馆（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 　 １９８８） 。另据江苏省淮安县博
物馆报道 ，１９８７ 年江苏淮安县发掘了明代王镇夫妇合葬墓 。男墓主葬于
弘治九年（公元 １４９６） ，椁 、棺均为檀香木制作 ；女墓主葬于弘治十六年
（公元 １５０３） ，椁 、棺为杉木制作 。出土时 ，男椁 、棺完整无损 ，棺内尸体也
保存完好 ，毛发均未脱落 ，肌肉有弹性 ，关节能活动 ，而女椁 、棺和尸体均
已腐朽 ，只存骸骨 。 能用檀香制棺 、椁 ，说明当时檀香输入我国的数量已
相当可观了 。

我国历来是檀香的主要进口国 ，虽然具体的数量已无法考证 ，现根据
有关出产国家和地区的不完全统计 （Hamilton and Conrad 　 １９９０ ，Ra唱
maswamy 　 １９７２） ，仍可得到一些粗略的了解（表 １ ３ 、表 １ ４ 、表 １ ５） 。

表 1 3 　 1989 ～ 1990年檀香木国际市场销售统计
出口国家和地区 　 檀香种类 　 　 数量／ t·a － １ 进口国家和地区 　 　

印度 Santalum album 少量（禁止大量出口） 尼泊尔

印度尼西亚 S ．album ？ 中国（香港 、台湾）

澳大利亚 S ．lanceolatum ５００ 中国（台湾）

S ．sp icatum ＞ １ ８００ 中国（台湾 、香港）

新加坡

美国夏威夷 S ．el lip t icum ＞ ３００ 中国（香港 、台湾）

斐济 S ．yasi ； S ．album ２５０ 中国（香港）

瓦努阿图 S ．aust rocaledonicum ？ 中国（香港 、台湾）

巴布亚新几内亚 S ．macgregorii ＞ ２５０ 中国（香港 、台湾）
新加坡

汤加 S ．yasi ４０ 中国（香港 、台湾）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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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 　 1965 ～ 1970年印度檀香木碎片及木屑出口数量（单位 ：t）
进口国 　 　 １９６５ ～ １９６６ １９６６ ～ １９６７ １９６７ ～ １９６８ １９６８ ～ １９６９ １９６９ ～ １９７０

日本 １１０畅８０ １３９畅００ １４４畅１５ １４８畅０５ １３８畅５３

中国（香港） ４６畅００ ６０畅３６ ６９畅００ ８９畅２５ １０２畅００

美国 ２１３畅３５ ５２畅０２ ５０畅００ ０畅３０ １２畅４４

新加坡 — ４畅２５ ７畅２６ ４畅２３ １５畅６７

沙特阿拉伯 ２畅９６ ０畅９６ ２畅５６ ２畅４５ ９畅６０

斯里兰卡 １６畅６４ ７畅８２ ８畅９５ １８畅０８ ５畅５０

意大利 ３畅３ ４畅５ ３畅０ ８畅５ ５畅０

苏丹 ２５畅４ ６畅５ １６畅０ ３３畅９ ４畅７

马来西亚 ２８畅９６ １４畅１０ １２畅４３ ４畅９１ １畅３９

尼日利亚 ２畅９７ ９畅００ ９畅００ ６畅００ ２０畅００

其他 ２８畅４２ １２畅４１ ２８畅８０ ２３畅１１ ２１畅２３

合计 ４７８畅８６ ３１０畅９２ ３５１畅１３ ３３８畅７８ ３３６畅０６

表 1 5 　 1965 ～ 1970年印度檀香精油出口数量（单位 ：kg）
进口国 　 　 １９６５ ～ １９６６ １９６６ ～ １９６７ １９６７ ～ １９６８ １９６８ ～ １９６９ １９６９ ～ １９７０

前苏联 １１ ３７６ 　 　 １３ ６８０ 　 　 ８ ４８０ 　 　 １２ ９６４ 　 　 １７ ８６６ 　 　

法国 １１ ９３２ 　 　 １８ ８７９ 　 　 １９ ０２０ 　 　 ２４ ５００ 　 　 １７ ７５０ 　 　

荷兰 ４ ０６９ 　 　 ５ ２００ 　 　 ８ ４５１ 　 　 ２０ ０７８ 　 　 １４ １００ 　 　

南斯拉夫 ３ ３００ 　 　 ５ ８００ 　 　 ８ ５２５ 　 　 ６ ７９３ 　 　 １０ ５００ 　 　

英国 １１ ０１８ 　 　 １１ ８７０ 　 　 １１ ８８６ 　 　 ９ ６００ 　 　 ９ １００ 　 　

美国 ２０ ４７７ 　 　 １６ ０８０ 　 　 １２ １５７ 　 　 １６ ２８４ 　 　 ８ ７４０ 　 　

瑞士 ３ ２５０ 　 　 ４ ５０４ 　 　 ６ １００ 　 　 ６ ７００ 　 　 ７ ４０９ 　 　

日本 ５ ８４７ 　 　 ５ ４２１ 　 　 ６ ００２ 　 　 ８ ０００ 　 　 ５ ６６０ 　 　

苏丹 ３ ８７８ 　 　 ２ ６２７ 　 　 ３ ６９９ 　 　 ５ ００４ 　 　 ５ ０６０ 　 　

匈牙利 １ ９００ 　 　 １ ３４５ 　 　 ５ ３６８ 　 　 １ ２４０ 　 　 １ ８４０ 　 　

德国（东部） ２ ３７０ 　 　 ３００ 　 　 １ １８５ 　 　 ４３５ 　 　 １ ０９０ 　 　

德国（西部） １ ５８２ 　 　 １ １４１ 　 　 １ ７１１ 　 　 １ ６９５ 　 　 １ ５９０ 　 　

其他 ５ ３９５ 　 　 ３ ６６６ 　 　 ６ ３６７ 　 　 ９ ７５１ 　 　 ７ ４０７ 　 　

合计 ８６ ３９４ 　 　 ９０ ５１３ 　 　 ９８ ９５１ 　 　 １２３ ０４４ 　 　 １０８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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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表格可以看出 ，我国进口的主要是檀香木材 ，其次是碎木和木
屑 。檀香油未被列入名单 ，可能进口量较少 ，与我国当时香料工业尚不发
达有关 。据表 １ ３ 统计 ，我国进口檀香木居世界首位 ，每年进口量高达
３ ０００t左右 ，按香港市价计算 ，共价值人民币 １０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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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檀香的种类

第一节 　檀香属植物的分类

　 　在国内市场 ，檀香木的商品材根据其来源和品质的不同可分为若干
种 。早期自印度尼西亚和印度输入我国的无疑是真正的檀香（ S ．album
L ．） ，因为仅此一种分布于上述二地 。 但自 １８ 世纪后 ，随着航海和探险
事业的发展 ，欧洲人先后在澳大利亚和太平洋诸岛发现了檀香属的其他
种类 ，并大量采伐投入市场 ，“檀香”也逐渐成为檀香属植物的统称 。 因
此 ，在进一步讨论檀香时 ，有必要对檀香属植物的全部种类和分布有一较
全面的了解 。

在植物分类上 ，檀香属是一个难度较大的类群 。此属 １７５３年由林奈
创立 ，迄今发表的种名已多达 ５３ 个 ，如包括变种则近 ７０ 个 ，其中许多种
类生长于隔离的岛屿上 ，互相之间又常呈现连续的梯度变异（cline）现象 ，
即在分布区两端的个体差异可能十分明显 ，但有一系列的中间类型把它
们联系起来 ，当标本资料不足时 ，给分类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经过不断的
研究 ，现在为多数学者所承认的有 １６ 种 ，１５ 变种 ，其余均作异名处理
（George A S 　 １９８４ ，Fosberg F R and Sachet M H 　 １９８５ ，Wagner W L et
al ．　 １９９０）（表 ２ １） 。

表 2 1 　檀香属植物种类及分布
学 　 名 分 　 布

San talum acuminatum（R ．Br ．）A ．DC ． 澳大利亚南部

S ．album L ． 印度尼西亚 、印度
S ．aust rocaledonicum Vieillard 新喀里多尼亚 、瓦努阿图
S ．boninense（Nakai） Tuyama 小笠原群岛
S ．el lip ticum Gaudichaud 夏威夷群岛
S ．fer nandez ianum F ． Philippi 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已绝灭）
S ．f reycinetianum Gaudichaud 夏威夷群岛
S ．haleakalae Hillebrand 夏威夷（毛伊岛）
S ．insu lare Bertero 塔希提岛 、库克群岛 、马克萨斯群岛 、社会群岛
S ．lanceolatum R ．Br ． 澳大利亚
S ．macgregorii F ．V ．Mueller 巴布亚新几内亚
S ．mur rayanum（Mitchell）C ．Gardn ． 澳大利亚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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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 　 名 分 　 布
S ．obtusi folium R ．Br ． 澳大利亚
S ．paniculatum A ．Gray 夏威夷群岛
S ．sp icatum（R ．Br ．）A ．DC ． 澳大利亚
S ．yasi Seeman 斐济 、汤加

檀香属 Santalum L ．
常绿小乔木或灌木 。叶对生或轮生 ，薄革质 ，具羽状脉 。 花两性 ，排

成顶生或腋生的圆锥花序或总状花序 ，极少呈伞形花序状 ；花被片４（ ～ ５）
枚 ，镊合状排列 ，内面基部常有毛丛 ；雄蕊 ４（ ～ ５）个 ，与花被片对生 ；子房
下位或半下位 ，花柱短 ，柱头小 ，３ ～ ４ 裂 。核果球形 ，中果皮薄 ，带肉质 ，
内果皮坚硬 ，木质 ，具种子 １枚 。

本属共有 １６种 ，分布于印度尼西亚 、澳大利亚 ，以及夏威夷群岛和太
平洋诸岛屿 。

分 种 检 索 表

１畅 花的长度明显大于宽度 ，长 ８ ～ １７mm ，花被筒窄钟状至筒状 。
　 ２畅 花序顶生或偶有 １ ～ ２腋生花蔟 ，花极密 ；叶柄宽扁 ，长 ２ ～ ７mm ；花被
　 　 外面暗红色 ，筒部白色后转为暗红色 １６ ．榄绿夏威夷檀香 S ．haleakalae… …
　 ２畅花序顶生或腋生 ，花较稀疏 ；叶柄纤细 ，上面有沟槽 ，长 ５ ～ １８mm ；
　 　 花被外面暗红色或黄绿色 ，筒部黄白色或白色 ，后渐变为红色

１５ ．垂枝夏威夷檀香 S ．freycinetianum
… … … … … …

… … … … … … … … … … … … … … …
１畅花的长度与宽度约相等 ，长不超过 ８mm ；花被筒钟状或陀螺状 。
　 ３畅花有香气 ；子房下位 。
　 　 ４畅叶椭圆形至卵形或倒卵形 ，两面均为灰绿色 ，无光泽 ；灌木或小乔木 ，
　 　 　 高 １ ～ ５m １４ ．滨海夏威夷檀香 S ．ellipticum… … … … … … … … … … … …
　 　 ４畅叶卵形或倒卵形 ，上面绿色 ，有光泽 ，下面淡绿色 ；通常为乔木 ，
　 　 　 高 ３ ～ １０（ ～ ２０）m １３ ．亮叶夏威夷檀香 S ． paniculatum… … … … … … …
３畅 花无香气 ；子房半下位 。
　 ５畅 花长 ２ ～ ３畅５mm ；花盘分裂不明显 ；核果直径 １５ ～ ２５mm 。
　 　 ６畅内果皮平滑 ；叶灰绿色 ，先端钝 １２ ．大果澳洲檀香 S ．spicatum… … … … …
　 　 ６畅内果皮粗糙 ；叶通常黄绿色 ，先端锐尖 。
　 　 　 ７畅叶长 １畅５ ～ ３畅５cm ，先端钩状 ，常 ３片轮生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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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钩叶澳洲檀香 S ．murrayanum… … … … … … … … … … … … … …
　 　 　 ７畅叶长 ３ ～ ９cm ，先端非钩状 ，对生 １０ ．密花澳洲檀香 S ．acuminatum… … …
　 ５畅花长 ４ ～ ８mm ，花盘明显分裂 ；核果直径 ７ ～ １０（ ～ １２）mm 。
　 　 ８畅花序顶生 ；子房上部渐狭成一中空的喙状体 ；花柱不明显 。
　 　 　 ９畅花被裂片内面被柔毛 ；柱头 ２裂 ９ ．智利檀香 S ．fernandezianum… … … …
　 　 　 ９畅 花被裂片内面无毛 ；柱头 ３裂 。
　 　 　 　 １０畅叶阔卵形至椭圆形 ；叶柄长超过 ５mm ８ ．塔希提檀香 S ．insulare… …
　 　 　 　 １０畅叶倒披针形至倒卵状长圆形 ；叶柄长 ３mm … … … … … … … … … … …

７ ．小笠原檀香 S ．boninense… … … … … … … … … … … … … … …
　 ８畅 花序顶生或腋生 ；子房上部不成中空喙状 ；花柱明显 。
　 　 １１畅叶片上下两面颜色明显不同 ，边缘略有背卷 。
　 　 　 １２畅小枝具棱 ；叶披针形至线形 ６ ．伞花澳洲檀香 S ．obtusifolium… … … …
　 　 　 １２畅小枝圆柱形 ；叶阔椭圆状披针形 ５ ．巴布亚檀香 S ．macgregorii… … … …
　 　 １１畅叶片上下两面颜色相同 ，边缘不背卷 。
　 　 　 １３畅花 ５基数 ４ ．斐济檀香 S ．yasi… … … … … … … … … … … … … … …
　 　 　 １３畅花 ４基数 。
　 　 　 　 １４畅花长 ５ ～ ７（ ～ ８）mm 。
　 　 　 　 　 １５畅叶阔披针形至狭椭圆形 ；花药较小 ，长与宽近相等 … … … … … … …

３ ．大花澳洲檀香 S ．lanceolatum… … … … … … … … … … … … …
　 　 　 　 　 １５畅叶卵形至椭圆形 ；花药较大 ，长大于宽 １倍 … … … … … … … … … …

２ ．新喀里多尼亚檀香 S ．austrocaledonicum… … … … … … … … …
　 　 　 　 １４畅花长约 ４mm ；叶卵形或狭椭圆形 １ ．檀香 S ．album… … … … … … …

1畅 檀香（彩图 1 、彩图 3）

Santalum album Linn畅 ，Sp畅 Pl畅 １ ：３４９（１７５３） — S ．ovatum R畅 Br畅
常绿小乔木 。高 ８ ～ １５m 。 叶卵状椭圆形至卵状披针形 ，长 ２畅５ ～

７cm ，宽 １畅５ ～ ３畅５cm ，先端锐尖 ，基部楔形至近圆形 ；叶柄长 ６ ～ ８mm 。 圆
锥花序顶生或腋生 ；花梗长不及 １mm ；花被筒钟状 ，长约 ２mm ，裂片卵形 ，
长约 ２mm ，初开时草黄绿色 ，后变为血红色 ；子房半下位 。 核果球形 ，直
径约 ７ ～ ８mm ，成熟时黑色 。

原产于印度尼西亚的松巴岛 、佛罗勒斯岛 、小巽他群岛 ，现爪哇 、苏拉
威西岛 、印度 、澳大利亚 、夏威夷及我国均有栽培 。

2畅 新喀里多尼亚檀香（图版 1）

Santalum austrocaledonicum Vieillard in Ann畅 Sc畅 Nat畅 ，１６ ：６１（１８６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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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１ 　新喀里多尼亚檀香 Santalum austrocaledonicum ：
１畅 花枝 ；２畅 花纵切面 × １０ ；３畅 果 × ２畅５ 。

S ．homei Seem ．
常绿小乔木 。 叶片卵形 、椭圆形或倒卵圆形 ，长 ３ ～ ５（ ～ ７）cm ，宽

１ ～ ４（ ～ ４畅５）cm ，先端钝 ，基部楔形 ；叶柄长约 ６ ～ １６mm 。圆锥花序顶生
或腋生 ，长通常不超过叶片中部 ；花梗长 １畅５ ～ ２mm ；花被长 ６ ～ ７（ ～ ８）
mm ，裂片卵状披针形 ，顶端钩状内弯 ；花药长圆形 ，长 １畅５ ～ ２畅７mm ，宽
０畅８ ～ １mm 。核果近球形 ，长 ７ ～ １３mm ，宽 １０ ～ １５mm 。

产于新喀里多尼亚 。本种有 ２变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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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a ． Santalum austrocaledonicum var畅 minutum Halle ，Fl畅 Nouvelle唱Cale唱
donie ，１１０（１９８８）
叶较小 ，通常长 １ ～ ２畅７cm ，宽 ０畅６ ～ １畅２（ ～ １畅８）cm ，先端圆形 。
产于新喀里多尼亚 。

２b ． Santalum austrocaledonicum var ． pilosulum Halle ， Fl畅 Nouvelle唱
Caledonie ，１１０（１９８８）
花被外面被小柔毛 。
产于新喀里多尼亚 。

3畅 大花澳洲檀香（图版 2 ：1 ～ 3）

Santalum lanceolatum R ． Br ．， Prodr ． ３５６ （１８１０） — S ．oblongum ， R ．
Br ．— S ．venosum R ．Br ．— S ．leptocladium Gand ．— S ．megacarpum
Gand ．— S ．lanceolatum var ． angusti folium Benth畅
灌木或小乔木 ，高可达 ７m 。 叶阔披针形至狭椭圆形 ，长 ２ ～ ９cm ，宽

０畅５ ～ ２畅５cm ，先端锐尖 ，基部楔形 ；叶柄长 ２ ～ １０mm 。花排成顶生或腋生
的圆锥花序或总状花序 ；花梗长约 １mm ；花被筒钟状 ，长 ２ ～ ３mm ，裂片三
角形 ，长 ３ ～ ５mm ，乳黄色至淡绿色 ；子房半下位 。核果直径 ７ ～ １０mm 。

产于澳大利亚 ，广布于热带地区并向南分布至南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
士和维多利亚 。

4畅 斐济檀香（图版 3）

Santalum yasi Seeman ，Fl畅 Viti畅 ，２１０（１８６７）
常绿小乔木 。 叶卵状披针形至狭披针形 ，长 ４ ～ ５畅５cm ，宽 ０畅８ ～

１畅５cm ，先端锐尖 ，基部楔形 ；叶柄长 ５ ～ ８mm 。聚伞状圆锥花序腋生或顶
生 ，长 １ ～ ２畅５cm ；花被长 ５ ～ ７（ ～ ８）mm ，筒部钟状 ，裂片卵形 ，锐尖 。 核
果近球形 ，直径约 １２mm 。

产于斐济 。

5畅 巴布亚檀香（图版 2 ：4 ～ 6）

Santalum macgregorii F畅 V畅 Muell畅 ，Bot畅 Centralbl畅 ９ ：２２７（１８９１） — S ．
papuanum Summerh畅
常绿多枝小乔木 。 叶阔或狭椭圆状披针形 ，长 ５ ～ ８cm ，宽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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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２ 　 １ ～ ３畅 大花澳洲檀香 Santalum lanceolatum ：１畅 花枝 ；
２畅 花纵切面 × ６ ；３畅 果 × ３ 。

４ ～ ６畅 巴布亚檀香 Santalum macgregorii ：４畅 花 ；
５畅 花纵切面 × １０ ；６畅 雄蕊 × １５ 。

２畅７５cm ，先端稍锐尖 ，基部楔形 ，边缘稍外卷 ；叶柄长 ７ ～ １０mm 。 圆锥花
序生于上部叶腋 ，长 １畅５ ～ ２畅５cm ；花被长 ４ ～ ４畅５mm ，筒部钟状 ，长约
２mm ，裂片卵形 ，长 ２ ～ ２畅５mm 。

产于巴布亚新几内亚 。华南植物园 １９６５年从新赫布里底群岛引种 ，
生长良好 。 １９７２年繁育出第二代苗 ，３０年生高约 １０m ，胸径 １８畅５cm 。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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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３ 　斐济檀香 Santalum yasi ：１畅 花枝 ；
２畅 花冠展开示雌雄蕊 × ４ ；３畅 果 。

测定 ２０年生植株的心材 ，含油量为 ２畅４ ％ ，油的含醇量为 ５１畅７ ％ ，稍低于
同龄檀香（ S ．album） ，香味也稍有差异 。

6畅 伞花澳洲檀香（图版 4 ：1）

Santalum obtusifolium R畅 Br畅 ，Prodr畅 ３５６（１８１０） — S ． crassi folium（R畅
Br畅） A畅 DC畅 — Fusanus crassi folius R畅 Br畅
常绿灌木 ，高达 ２畅６m 。叶披针形至线形 ，长 ３ ～ ６畅５cm ，先端钝或锐

尖 ，基部楔形 ，边缘反卷 ；叶柄长 １ ～ ５mm 。 花序腋生 ，伞形花序状 ，２ ～ ５
花 ；花梗长约 １mm ；花被筒钟状 ，长 ２ ～ ３mm ，裂片卵状三角形 ，长 １畅５ ～
２mm ，白色 。核果阔椭圆体状 ，长约 ８ ～ １０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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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于澳大利亚 ，分布于昆士兰东南端沿新南威尔士东部至维多利亚
东部 。

图版 ４ 　 １畅伞花澳洲檀香 Santalum obtusifolium ：１畅花枝 。２畅小笠原檀香 San唱
talum boninense ：果枝 × ０畅８ 。３ ～ ５畅 塔希提檀香 Santalum insulare ：３畅 花

枝 ；４畅 花纵切面 ；５畅 果 × ２畅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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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畅 小笠原檀香（图版 4 ：2）

Santalum boninense（Nakai）Tuyama ，Bot畅 Mag畅 Tokyo ５２ ：４６７（１９３８） —
Exocarpos boninensis Nakai畅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 ，通常高达 ４m 。 叶倒披针形至倒卵状长圆形 ，长

３ ～ ５（ ～ ９畅７）cm ，宽 １畅３ ～ ２畅２（ ～ ３畅７）cm ，先端钝圆 ，基部楔形 ；叶柄长约
３mm 。花序顶生 ，为三歧聚伞花序 ；花梗长约 １mm ；花被筒长约 ２mm ，裂
片三角形 ，长约 ３mm ，淡绿色或带黄色 ，外面密被小柔毛 。 核果窄卵圆形
或梨形 ，长约 １６mm 。

产于小笠原群岛 。

8畅 塔希提檀香（图版 4 ：3 ～ 5）

Santalum insulare Bertero ex A畅 DC畅 ，Prodr畅 １４（２） ：６８５（１８５７）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 。叶卵圆形 、椭圆形或近圆形 ，长 ３ ～ ８（ ～ １２）cm ，

宽 １畅５ ～ ３（ ～ ４畅５）cm ，先端钝或稍锐尖 ，基部楔形或钝 ；叶柄 ５ ～ １２mm 。
圆锥花序顶生 ，多花 ；花梗极短或近于无 ；花被长约 ３mm ，筒部钟状或陀
螺状 ，裂片卵形 ，初时绿白色 ，渐变为带红色至暗红色 ；子房半下位 。核果
近球形 ，直径 １７ ～ ２０mm 。

产于法属波利尼西亚和库棵岛 、亨德森岛 。 本种分散生长于许多岛
屿上 ，变异较大 。 F畅 R畅 Fosberg和 M畅 H畅 Sachet 根据花序的大小 ，分枝
的多少 ，叶片的形状 、大小及叶脉的数目将本种分为 ９个变种 。现将变种
名称分列于下 ，但因各变种间的区分甚细微 ，故不再做详细描述 。
８a畅 Santalum insulare Bertero ex A畅 DC畅 var畅 insulare

产于塔希提 。
８b畅 Santalum insulare var畅 alticola Fosberg & Sachet ，Candollea ４０ ：４６３

（１９８５）
产于塔希提 。

８c畅 Santalum insulare var畅 raiateense（J畅W畅 Moore）Forsberg & Sachet畅
Candollea ４０ ：４６５（１９８５） — S ． raiateense J畅 W畅 Moore畅 — S ．multi唱
f lorum J畅 W畅 Moore畅
产于赖阿特岛 。

８d畅 Santalum insulare var畅 marchionense （ Skottsb畅） Skottsb畅 ， Bi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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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畅 Occ畅 Pap畅 １４（１） ：３３（１９３８）
产于马克萨斯岛 、努库希瓦岛 、希瓦瓦岛 、塔胡阿塔岛 。

８e畅 Santalum insulare var畅 deckeri Fosberg畅& Sachet ，Candollea ４０ ：４６７
（１９８５）
产于马克萨斯岛 、努库希瓦岛 、希瓦瓦岛 、塔胡阿塔岛 。

８f畅 Santalum insulare var畅 mitiaro Sykes ，Pac畅 Sci畅 ３４ ：７９（１９８０）
美蒂亚罗岛特有 。

８g畅 Santalum insulare var畅 margaretae（F畅 Briwn） Skottsb ， Occ畅 Pap畅
Bishop Mus １４（４） ：３４ ～ ３６（１９３８） — S ．margaretae F畅 Brown畅
拉帕岛特有 。

８h畅 Santalum insulare var畅 raivvvvavvvvense F畅 Brown ， Bishop Mus畅 Bull畅
１３０ ：６２（１９３５）
产于土布艾群岛之赖瓦瓦埃岛 。

８i畅 Santalum insulare var畅 hendersonense（F畅 Brown）Fosberg & Sachet ，
Candollea ４０ ：４７０（１９８５） — S ．hendersonense F畅 Brown畅
产于亨德森岛 。

9畅 智利檀香（图版 5）

Santalum fernandezianum F畅 Philippi ， Bot畅 Abhandl畅 Leipzig ， ３ ， t畅 I
（１８９３）
常绿乔木 。 叶椭圆形至卵状椭圆形 ，长 ３ ～ ５cm ，宽 １畅５ ～ ２畅１cm ，先

端宽 ，锐尖或稍钝 ，基部楔状渐狭 ；叶柄长 ３ ～ ５mm 。 圆锥花序顶生 ，长
１畅２ ～ ２cm ；花被长 ３ ～ ４mm ，筒部陀螺状 ，裂片 ４ ，阔卵形 ，内面被小糙毛 。

产于智利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 。现已绝灭 。

10畅 密花澳洲檀香（图版 6 ：1 ～ 2）

Santalum acuminatum（R畅 Br畅）A畅 DC畅 ， Prodr畅 １４ ：６８５ （１８５７） — Fu唱
sanus acuminatus R畅 Br畅 — Santalum preissianum Miq畅 — S ．cogna唱
tum Miq畅 — S ．densi f lorum Gand畅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 ，高达 ６m 。 叶披针形 ，常稍呈镰状 ，黄绿色 ，长

３ ～ ９cm ，宽 ３ ～ １５mm ，先端锐尖 ，基部楔形 ；叶柄长 ３ ～ ８mm 。 圆锥花序
顶生 ，多花 ；花梗长１ ～ ２mm ；花被筒钟状 ，长约 １mm ，裂片卵状三角形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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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５ 　智利檀香 Santalum fernandezianum ：１畅 花枝 ；２畅 花 ；３畅 花冠展开 ；
４畅 雄蕊正 、反面 ；５畅 雌蕊纵切面（全部放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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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２mm ，绿色或橙黄色 ；子房半下位 。核果球形 ，直径 １畅５ ～ ２畅５cm ，成熟
时鲜红色 ，稀为黄色 。

产于澳大利亚 ，广布于南部地区 。

11畅 钩叶澳洲檀香（图版 6 ：3）

Santalum murrayanum（Mitchell）C畅 Gardn畅 ，Enum畅 Pl畅 Austral畅 Occid畅
３５（１９３０） — Eucarya murrayana Mitchell畅 — Santalum angusti foli唱
um A畅 DC畅 — S ．persicarium F畅 Muell畅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 ，高达 ４m 。叶对生或有时 ３枚轮生 ，狭披针形 ，长

１畅５ ～ ３畅５（ ～ ５）cm ，宽 １畅５ ～ ４mm ，先端具钩状尖头 ，基部渐狭窄 ；叶柄长
０ ～ ４mm 。 圆锥花序顶生 ，多花 ；花梗长 １ ～ ２mm ；花被筒钟状 ，长约
１mm ，裂片卵形或三角形 ，长约 ２mm 。核果球形 ，直径 １畅５ ～ ２畅３cm 。

产于澳大利亚的西澳大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南部 ，新南威尔士西
南部和维多利亚西北部 。

12畅 大果澳洲檀香

Santalum spicatum（R畅 Br畅）A畅 DC畅 ， Prodr畅 １４ ： ６８５（１８５７） — Fusanus
spicatus R畅 Br畅 — Santalum cygnorum Miq畅 — S ． diversi folium
（Miq畅）A畅 DC畅 — Fusanus diversi folius Miq畅 — Fusanus spicatus var畅
f rutescens Hochr畅
常绿灌木 ，高可达 ４m 。叶披针形至狭椭圆形 ，灰绿色 ，长 ２ ～ ７cm ，宽

３ ～ １５mm ，先端钝 ，基部楔形 ；叶柄长 ３ ～ ５mm 。花排成顶生圆锥花序 ，具
芳香 ；花梗长约 １mm ；花被筒钟状 ，长 １ ～ １畅５mm ，裂片三角状卵形 ，长
１畅５ ～ ２mm ，带红色 ；子房半下位 。核果球形 ，直径 １畅５ ～ ２cm 。

产于澳大利亚 ，广布于西澳大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 ，曾大量砍伐作
檀香出口 。

13畅 亮叶夏威夷檀香

Santalum paniculatum Hook畅 & Arn畅 ， Bot畅 Beech畅 ９４（１８３２） — S ． f r唱
eycinetianum Gaud畅 var畅 lati folium Gray畅 — S ．ellipticum Gand畅 —
S ．annectens Degener畅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 ，高 ３ ～ １０m 。 叶卵形或倒卵形 ，长（２畅５ ～ ）５畅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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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６ 　 １ ～ ２畅 密花澳洲檀香 Santalum acuminatum ：１畅 花枝 ；２畅 花（除去
一花被片） × ６ ；３畅 钩叶澳洲檀香 Santalum murrayanum ：枝 、叶 × １畅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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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cm ，宽（２ ～ ）２畅５ ～ ４畅５cm ，先端圆形 ，基部渐窄 ，草质 ，上面蓝绿色或橙黄
色 ，有光泽 ，下面常呈粉绿色 ，明显较淡 ；叶柄长 ２ ～ １５mm 。 花排成顶生
或腋生的复聚伞花序 ，有香气 ；花梗长 ０ ～ １mm ；花被长 ５ ～ ７mm ，筒部钟
状或圆锥体状 ，裂片带绿色 ，开放后转褐色或橙红色 ；子房下位 。 核果倒
卵球形 ，长 １０ ～ １２mm 。

产于夏威夷岛 。本种还有一变种 。
１３a畅 Santalum paniculatum var畅 pilgeri （Rock） Stem畅 ， Pacific Sci畅 ３４

（１） ：５２ （１９８０） — S ．pilgeri Rock畅
通常为乔木 ，高可达 ２０m 。 叶椭圆形至卵形 ，榄绿色 ，两面颜色无明

显差异 ，坚纸质 ，与原变种不同 。
产于夏威夷岛 。

14畅 滨海夏威夷檀香（图版 7 ：1 ～ 3）

Santalum ellipticum Gaud畅 ，Bot畅 Voy畅 Freyc畅 ４４２（１８３０） — S ．f reycina唱
tianum Gaud畅 var畅 cuneatum Hillebr畅 — S ． f reycinetianum Gaud畅
var畅 littorale Hillebr畅 — S ． cuneatum （Hellebr畅） Rock畅 — S ． cunea唱
tum var畅 gracilius Skottsb畅 — S ． cuneatum var畅 laysanicum
Rock畅 — S ．album var畅 ellipticum（Gaud畅）Meurisse畅
常绿灌木或乔木 ，高 １ ～ ５m 。 叶椭圆形至卵形或倒卵形 ，长 ２畅５ ～

６畅１cm ，宽 １畅７ ～ ４cm ，革质或带肉质 ，两面均为灰绿色 ；叶柄长 ０ ～ １５mm 。
花排成顶生或腋生复聚伞花序 ，有香气 ；花梗长 ０ ～ １mm ；花被长 ４ ～
７mm ，筒部钟状或圆锥体状 ，裂片绿色 ，开放后转褐色或橙黄色 ；子房下
位 。核果卵圆形 ，长 ９ ～ １２mm 。

产于夏威夷群岛的瓦胡岛 、考爱岛 、莫洛凯岛 、拉奈岛 、毛伊岛和夏威
夷岛 。

15畅 垂枝夏威夷檀香（图版 7 ：4 ～ 5）

Santalum freycinetianum Gaud畅 ，Bot畅 Voy畅 Freyc畅 ４４２ ， t畅 ４５（１８３０） —
S ． longi folium Meurisse畅 — S ． f reycinetianum var畅 auwahiense
Stemm畅
常绿灌木或乔木 ，高 １ ～ １３m 。 叶椭圆形 、卵圆形或圆形 ，长 ４ ～ ９

（ ～ １２）cm ，宽（１畅３ ～ ）１畅８ ～ ４cm ，先端锐尖至近钝圆 ，纸质或革质 ，绿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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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７ 　 １ ～ ３畅滨海夏威夷檀香 Santalum ellipticum ：１畅 花枝 × ０畅５ ；２畅 花
（正面观） × ４ ；３畅 果 × １畅５ 。

４ ～ ５畅 垂枝夏威夷檀香 Santalum f reycinetianum ：４畅 花枝 × ０畅５ ；５畅 果 。
６ ～ ７畅 榄绿夏威夷檀香 Santalum haleakalae ：６畅 枝 × ０畅５ ；７畅 果 × ２ 。

有时稍带粉绿色 ，幼时常染紫晕 ；叶柄长 ５ ～ １８（ ～ ２５）mm 。 花排成顶生
或腋生复聚伞花序 ，微具芳香 ；花梗长 １ ～ ４（ ～ ６）mm ；花被长 ８ ～ １７mm ，
筒部钟状或筒状 ，黄白色或白色 ，后转为红色 ，裂片外面暗红色或带绿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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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内面暗红色 ；子房半下位 。核果卵圆形 ，长 ８ ～ １７（ ～ ２４）mm 。
产于夏威夷群岛的瓦胡岛 、毛伊岛 、拉奈岛 、莫洛凯岛 。
本种有下列两变种 ：

１５a ． Santalum freycinetianum var ． lanaiense Rock ，Indigen ．Trees Hawaii ，
１９１３ — S ．lanaiense Rock ．— S ．f reycinetianumvar ．auwahienseStemm ．
叶卵形至阔椭圆形或圆形 ，常呈萎蔫状 。花被喉部不收缩 。 内果皮

平滑 。
产于毛伊岛和拉奈岛 。

１５b ． Santalum freycinetianum var ． pyrularium（Gray） Stemm ．， Pacific
Sci ．３４ （１） ：４８ （１９８０） — S ．pyrularium Gray ， Proc ．Amer ．Acad ．
Arts ４ ： ３２６ ～ ３２７ （ １９６０ ） — S ． pyrularium var ． sphaerolithos
Skotts ．— S ．involutum St ． John ．— S ．majus St ． John ．
叶长圆状椭圆形至狭椭圆形或椭圆形 ，略有对折 ，不呈萎蔫状 。花被

筒喉部常收缩 。内果皮粗糙 。
产于考爱岛 。

16畅 榄绿夏威夷檀香（图版 7 ：6 ～ 7）

Santalum haleakalae Hillebr畅 ，Fl畅 Hawai畅 Isl畅 ３９０（１８８８） — S ．f reycine唱
tianum var畅 lati folium Wawra畅
常绿小乔木 ，高 ２ ～ ４m 。 叶椭圆形至阔椭圆形或倒卵形 ，长 ２畅５ ～

７畅５cm ，宽 ２ ～ ６cm ，先端锐尖或钝 ，基部阔楔形 ，硬革质 ，榄绿色 ，常染紫
晕 ；叶柄长 ２ ～ ７mm 。花密聚成顶生复聚伞花序 ，极少簇生于叶腋 ，稍有
香气 ；花梗长 ２ ～ ４mm ；花被长 ８ ～ １７mm ，筒部钟状或筒状 ，白色 ，后转为
深红色 ，裂片约与筒部等长 ，暗红色 ；子房半下位 。 核果卵球形 ，长 １０ ～
１５mm 。

产于夏威夷群岛中的毛伊岛 。

第二节 　檀香属植物的地理分布

就地理分布而言 ，檀香属基本上是一个热带属 ，分布区自印度尼西亚
爪哇岛的东端 （E１１０°）沿赤道两侧直达智利的胡安 ·费尔南德斯岛
（W７８°５０′） ，北缘为小笠原岛 （N２８°） ，南端为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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