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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香时间对林麝麝香产量和麝香酮含量的影响 

程建国 ，蔡永华 ，罗燕 ，贺国华 ，王洪永 
(1．四川养麝研究所，四川都江堰 611830；2．四川农业大学都江堰校区，四川都江堰 611830) 

摘要 [目的]探讨取香时间时林麝麝香产量和麝香酮含量的影响。[方法]通过设定5次不同的取香时间(10、11、12、1和2月底)，分 

别对收取麝香的平均产香量和麝香酮含量进行了测定。[结果]取香时间对平均产香量的影响不显著(P>0．05)；12月底收取的麝香其 

麝香酮含量最高，达到2．2％。综合2项分析评价，最佳取香时间段为10—12月底。[结论]为麝香的规范化生产和产业化提供了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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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M usk．extraeted Time on M usk Yield and Muscone Ratio 

CHENG Jian—guo et al (Siehuan Institute of Musk Deer Breeding，Dujiangyan，Sichuan 611830) 

Abstract l 0bjective l rhe aim was to explore effects of musk—extracted time on musk yield and muscone ratio．I Method I Musk yield and 

muscone ratio of musk which were extracted at the end of October．November，Deeember，January and February were determined．1 Resuh l 

Musk—extracted time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average musk yield；muscone ratio of the musk extracted at the end of December reached the 

highest vaule(2．一2％ )．So the optimal musk。extracted time was from the end of October to the end of December．1 Conclusion f The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musk． 

Key words Forest musk deer：Musk—extracted time：Musk yield：Muscone 

麝(Moschus sp．)，亦称香獐(Musk deer)，为国家一类保 

护野生动物” 。麝香是成年雄麝香囊腺的分泌物，麝香以 

其芳香开窍、通经活络、活血化淤、消肿止痛等奇特功效，有 

中药材第一瑰宝美誉，排在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广泛应 

用于中医药；麝香具有独特、持久、柔和而幽雅的香气，具有 

良好的提香和定香能力，是最适于调制各类高级化妆品的动 

物性香料。麝香价格长期保持在黄金的3倍以上，为5～8 

万美元／kg。麝香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 

人工养麝始于 1958年，至今已有50余年的历史。随着 

人工养麝种群数量的发展和产业化的逐渐深入，对繁殖育 

种、疾病防治、提高麝香产量三大要素提出了从粗放、经验模 

式向规范化、标准化转变以及效益最大化的要求 ]。基于 

此，笔者利用四川养麝研究所种群规模大的优势，研究了不 

同取香时间对麝香产量和麝香酮含量的影响，以确定最佳取 

香时间，旨在为麝香的规范化生产和产业化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选自四川养麝研究所都江堰养麝场同一个饲养 

员人工饲养的53头林麝公麝。 

1．2 方法 将53头林麝公麝按照生产经历相似、年龄结构 

相似性的原则分组，按照设定时间(月份)取香 “ 。按月取 

香后，将各组收取麝香抽样送四川省药检所用气象色谱仪测 

定麝香酮含量。 

1．3 数据处理 采用 F检验法和多重比较法(LSR．q值法) 

进行年龄和平均产香量的差异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经 ，检验，I～V组间年龄差异不显著(P>0．05)，不再 

进行多重比较。经F检验，I～V组间平均产香量差异不显著 

(P>0．05)，表明取香时间对产香量影响不显著。而麝香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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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的变化是以 l2月底所取麝香为峰值，呈现出稳定上升 

和逐渐下降的趋势(表 1)。由于取香时间在月份跨度上的 

局限性，可近似认为麝香酮含量的变化区间为 1．5％ ～ 

2．2％。这说明，l0—12月底为麝香酮含量较高的阶段。因 

此，可以认为每年 10～12月底为最佳取香时间段。 

表1 不同取香时间的平均产香量和麝香酮含量 

Table 1 Average musk yield and muscone content at different musk· 

extracted time 

3 讨论 

(1)由于获取具有可比较性的大量样本较为困难，导致 

各分组样本的数据量有限，实际存在的产香量水平大幅度 

高于常规值或低于常规值的部分个体对自身分组的产香量 

平均水平产生了较大影响，尽管各分组间产香量平均水平 

差异不显著，但偏离度较大，I与V组平均产香量的差值达 

到了4．6 g。 

(2)麝香酮是麝香的主要成分之一，国标规定麝香质量 

评价与麝香酮含量相关，因此该研究在测定不同取香时问麝 

香产量的同时，选取了麝香酮含量作为检测指标。因麝香的 

价值太高，在进行麝香酮含量测定时，逐头抽取麝香样本测 

量麝香酮含量的费用过高，所以以组为单位抽取麝香检测样 

本。由于麝香颗粒具有一定的粘滞性，不可能完全混匀，可 

能对抽取的麝香检测样本代表性造成影响，所以对麝香酮含 

量的准确分析有必要采用更好的其他方法。另外，逐头抽取 

麝香样本测量麝香酮含量可为麝香酮含量的变化提供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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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具有较高的裂解能力，裂解率达到93．8％，而对 15株弧 

菌、4株沙门氏菌和剩余 l3株革兰氏阴性菌却表现出不同的 

裂解率，说明蛭弧菌对宿主的裂解能力存在个体差异性 ， 

可能与不同的宿主细胞表面结构存在差异有关” 。消除 

试验表明，蛭弧菌低、高浓度组在3～36 h都能明显控制大肠 

杆菌的生长，但3 h以前和12 h后控制力较弱，这可能是由 

于0～3 h内蛭弧菌需要适应新环境，而 12 h后鱼片湿润度 

下降，从而导致蛭弧菌的活力不高因而裂解能力有所下降。 

同组内比较，蛭弧菌低浓度组在 9～12 h对大肠杆菌的控制 

效果最好，蛭弧菌高浓度组在 3～12 h一直有较好的控制效 

果，说明蛭弧菌高浓度组对大肠杆菌的有效控制速度较快； 

不同组间比较，蛭弧菌低、高浓度组之间0—36 h对大肠杆菌 

的控制能力无显著差异，说明高浓度蛭弧菌对致病菌不一定 

具有更好的控制力，这与 Fratamico等 的研究结果较为一 

致：蛭弧菌：宿主分别为5：1和 10：1的两试验组对不锈钢表 

面 E．coli 0157：H7的清除效果无显著差异，而 Lu等 在对 

罗非鱼沙门氏菌的消除试验中却发现，蛭弧菌低浓度组较蛭 

弧菌高浓度组更有效。 

(3)研究提供了一种能有效控制新鲜草鱼片大肠杆菌的 

新方法。据了解，目前国内还未发现相关报道，作为一种新 

型生物消毒方法，蛭弧菌有着很大优势，笔者认为，在人们对 

食物质量安全越来越重视的今天，蛭弧菌在食物消毒方面为 

人们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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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分析手段。 

(3)麝香酮含量的测定结果与麝的生理变化规律和麝香 

的分泌、熟化等周期变化规律相吻合 。随着天气季节性 

转暖，部分个体在3月初开始进入泌香状态，在 5月大部分 

个体开始泌香，泌香盛期持续2～10 d后开始2～3个月的麝 

香成熟过程，至9月底所有个体生成的初香都基本成熟，麝 

香酮含量逐月升高，12月达到峰值。而 10～12月正是麝的 

发情配种季节，麝香的作用被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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