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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nt pythoncidere is a kind of gaseous organic matter that is released by plants in the natural 
state and beneficial to the human bod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iscovery of plant pythoncidere 
and the biological and abiotic factors (tree age, leaf age, differences among tree species, tempera-
ture, humidity, soil fertility, water stress, CO2 concentration, etc.) affecting the release of plant py-
thoncidere. At the same time, the methods of detecting and collecting plant essence and the ad-
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se methods are introduced.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is also aimed 
at how to reasonably detect plant pythoncidere, screen out efficient and healthy plants and com-
bine with air negative oxygen ions to build a micro-ecological system to achieve the goal of “mov-
ing the forest home” 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human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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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植物精气是植物在自然状态下释放的有益于人体的气态有机物。本文介绍了植物精气的发现以及影响植

物精气释放的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树龄、叶龄、树种间的差异性、温度、湿度、土壤肥力、水胁迫、

CO2浓度等)，同时介绍了检测和收集植物精气的方法及这些方法的利弊。此外，本文还就如何合理的检

测植物精气，筛选出高效健康植物并与空气负氧离子相结合，构建微生态系统从而实现“将森林搬回家”

的目标，为人类健康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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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植物精气是指植物在新陈代谢过程中其花、叶、芽、根以及木材等组织会不断地分泌出的一类浓香

挥发性有机物。这种有机物能够杀死真菌和细菌，防止杂草丛生和病虫等的危害。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

的杜金博士(B. P. TOKN)将这类有机物命名为植物的芬多精(pythoncidere)，而我国学者多习惯将其称为植

物精气[1]。随着对植物精气的深入研究发现，植物精气除了能够杀菌、驱虫、抑制杂草丛生，维持生态

系统平衡外，还对人体起到很好的医疗保健功效[2]。植物精气是一类成分十分复杂的有机物，其主要成

分是萜烯类化合物(C10H16)n。萜烯类化合物又含有单萜烯、倍半萜烯和双萜烯等。其中单萜烯和倍半萜烯

类物质的生理保健功能最为显著，具有麻痹、镇痛、抗肿瘤、利尿、降血压、祛痰等生理学特性[1] [3]。
有研究表明萜烯类化合物所包含的成分通过人类皮肤的速率是盐的 1000 倍，水的 100 倍，因此能够对人

体起到高效的保健作用[4]。由于植物精气具有特殊的保健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筛选出一些能够高效的

释放精气的植物(我们称为高效健康植物)构建一个微生态系统，这种微生态系统可以达到森林中精气的浓

度，实现将“森林搬回家”的目的，足不出户也可以享受到“森林浴”。 

2. 植物精气的成分与检测方法 

2.1. 植物精气的成分 

植物精气在化学领域一般被称之为植物挥发性有机物或植物挥发物。其主要成分是芳香性碳水化合

萜烯类物质，其碳架结构为异戊二烯聚合而成，是一群不饱和的碳氢化合物。目前已经检测过植物精气

的植物有 51 科 156 种。从被试植物中已经检测出 442 种化学成分，其中单萜烯类和倍半萜烯类共有 187
种，其他成分 255 种。此外，还对 18 个纯林树种进行了精气研究。结果表明：单萜烯和倍半萜烯类化合

物的总和约占 40%~90% [5]。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单萜烯类化合物具有较高的医用价值，已有真实案例

表明崖柏能够对老年痴呆，过敏性皮炎，脱发，神经衰弱等疾病起到治病的效果[3] [6] [7]。精气成分中

单萜烯类和倍半萜烯的含量占了很高的比例，在松科植物中最低的占到了 33%左右，最高达到 90%以上；

樟科植物中最低 35%左右，最高 90%以上。植物精气是在不断地释放的，同科不同种的植物，同一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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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部位释放精气略有不同，但单萜烯和倍半萜烯总量所占比例差异并不大[8]。 

2.2. 植物精气的检测方法 

对于植物精气的研究分为野外采集和室内分析两个方面。常用的分析方法有动态顶空气体循环采集

法和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TDS-GC/MS)，ATD-GC/MS，GC/MS 等[9]。精气的收集方法有

溶剂提取法，蒸馏提取法，超临界流体提取法，动态顶空和静态顶空分析法，电子鼻采样分析法，固相

萃取法，吸附剂吸附法，利用不锈钢罐收集法等[10] [11]。对于上述收集方法溶剂提取和蒸馏提取法破坏

了植物的组织，不能反映出植物在自然状态下的精气释放状态，而超临界流体提取法不适宜在野外环境

下进行检测，固相萃取法萃取头昂贵不宜广泛应用，利用不锈钢罐收集在野外不适宜操作，吸附剂吸附

法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吸附剂进行吸附。目前用于实践最多的是顶空分析和电子鼻分析法，但此

类方法干扰因素较多，应用时要尽量将其他干扰因素排除以减小实验误差，真实反映出植物在自然状态

下的精气释放含量和释放规律。上述每种采样方法都有利有弊，因此在进行收集植物精气时要因地制宜，

将几种方法有效的结合改善再用于实践应用，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3. 环境因素对植物精气的影响 

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会受到包括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等很多因素影响。而植物精气是植物生长过程

中的产物，因此环境因素对植物精气的释放必然产生影响[12]。对植物释放精气影响较大的生物因子包括：

树龄、叶龄、树种间的差异性等，非生物因子包括：温度、湿度、土壤肥力、CO2 浓度等。 

3.1. 树龄、叶龄对植物精气释放的影响 

一些学者发现，一般情况下，树龄、叶龄较小的植物在释放精气时速率明显高于树龄较高，叶龄较

大的植物。例如：在同一生长环境下湿地松(Pinus elliottii)，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 Lamb)，扁柏

(Platycladus orientalis (Linn.) Franco)等的萜类化合物释放速率是随着树龄的增加而减少的[13] [14] [15]。
除树龄影响外，植物的叶龄也能够影响到精气的释放，Guenther [16]的研究表明，15 天以下的幼叶比 40
天以上的老叶释放的萜类化合物更多。但并不是所有的植物释放精气的速率和含量都与其树龄和叶龄成

负相关，有的植物是成正相关关系的。如：银杏(Ginkgo biloba L)的幼叶中萜烯类化合物含量就是最低的，

山茶(Camellia japonica L)和红松(Pinus koraiensis Sieb. et Zucc)的萜烯类化合物释放总量与树龄是正相关

的[15] [17]。此外，植物精气在不同树种间的差异也比较明显。同一属中不同树种和不同属间的树种在释

放植物精气时的速率和含量都有着明显的差异[18]。 

3.2. 温度、湿度对植物精气的影响 

温度对植物精气释放的影响最为重要，植物精气与温度呈现正相关关系，在植物适生范围内，温度

越高精气释放速率越快。 ( ) ( )ln ER a b T= + 是 Tingey 等[19]总结的萜类化合物的释放速率与温度之间的

关系，公式中 ER 为萜类化合物的释放速率；T 为外界环境的温度；a 和 b 为特征常数。在进行精气研究

时温度是考虑的主要因素。空气相对湿度与温度的关系为负相关关系，在同一环境下温度越高则湿度会

越低。湿度对植物精气的影响与温度有所不同，有的树种会随着湿度的增大而升高，有的会降低，还有

一些则影响不明显。例如：美国黄松(Pinus ponderosa)，欧洲赤松(Pinus sylvestris)和挪威云杉(Picea abies)
以及草本植物薄荷(Mentha haplocalyx Briq)等精气释放与空气相对湿度的关系即呈现正相关，在周围环境

是空气相对湿度达到 40%~60%时，单萜类物质的释放速率远高于 40%时，在升高薄荷附近湿度后 20 min
内萜类物质释放速率在几个小时内都会升高。而湿地松(Pinus elliottii)的萜烯类化合物与湿度的关系则为

负相关，桉树(Eucalyptus robusta Smith)的精气释放速率则与空气相对湿度相关性不大[20]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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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CO2浓度对植物精气释放的影响 

影响植物精气释放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环境中的 CO2 浓度。在研究薄荷叶片的萜类化合物时发现，

在CO2浓度成倍增加时会使单萜烯类化合物含量增加。而欧洲赤松(Pinus sylvestris)的α-蒎烯含量会随CO2

浓度增加而明显增加[24] [25] [26]。 

3.4. 水分胁迫对植物精气释放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植物在受到水分胁迫时，光合产物的浓度会升高从而导致单萜类物质释放速率升高。火

炬松(Pinus taeda L)，茶树(Camellia japonica L)，地中海松(Pinus halepensis Mill)，白岩蔷薇(Cistus ladanifer)
在受到水分胁迫时单萜烯类化合物含量有明显增高趋势[27]-[32]。但水分胁迫对植物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长时间进行水分胁迫，对植物的生长发育会出现危害。 

3.5. 土壤肥力对植物精气的影响 

植物萜类化合物的生成会受到碳源的影响，而土壤肥力是直接影响碳源的因素[33]。在研究巨冷杉

(Abies grandis)时发现增加土壤中的 N 含量时，单萜类化合物会降低。这是因为在土壤中追加 N 肥会促进

植物的光合作用，使非结构碳水化合物含量下降，从而导致单萜类化合物含量下降，而单萜类化合物是

萜类化合物也就是精气的主要成分，从而使精气含量降低[34] [35]。因此，在检测植物精气的时候要注意

土壤肥力情况，减小非生物因素带来的影响。 

4. 植物精气在生态健康领域的应用 

4.1. 植物精气的应用历史 

人们对植物精气的关注来自于对森林的敬畏和由此所带来的森林健康崇拜。利用森领环境治疗一些

疾病的森林疗法起源于 1840 年德国人创造的“气候疗法”，最初是用来治疗一些文明病，现已广泛被世

界各国加以利用。在我国古代就有应用花木治病的尝试，如在香囊中加入麝香治疗呼吸道疾病、止吐、

止泻；焚烧艾蒿驱虫；柏叶煮水祛风湿等。至少在上世纪，许多工业化国家为了应对环境特别是空气污

染而兴起了“森林医院”，“森林浴”，“花木医院”等利用植物精气治疗疾病的疗养场所，国内称之

为“森林康养”。在这种没有药品，没有病房的环境下通过休憩、散步和简单的运动来吸收植物精气从

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36] [37] [38]。 

4.2. 植物精气与空气负氧离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严重的环境问题特别是空气污染、微尘污染、细菌浓度超标等在一些地

区越发严重。许多城市人很难呼吸到一口清新的空气，更加愿意走进森林，去体验森林提供的舒适静僻

的环境，丰富的负氧离子和植物精气带来的保健作用。森林环境提供的主要健康成分是植物精气和负氧

离子。负氧离子是空气中带负电荷的氧气离子，被称为“空气维生素”，就像食物中的维生素一样，对

生物体的生命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因其能调节人体生理机能、消除疲劳、改善睡眠、预防感冒和

呼吸道疾病、改善心脑血管疾病、降压、促进新陈代谢，甚至可以预防、治疗癌症，所以又称为“生命

长寿素”。此外，负氧离子还可以去除 PM2.5 以及甲醛等有害物质，净化空气，又被称为“环境清洁素”。 
植物精气与负氧离子二者为伴生关系，空气负氧离子越多植物精气的浓度就越高，二者相辅相成。

空气负氧离子是反映空气清洁程度的重要指标[39]。在很多森林旅游区将负离子的浓度进行了实时监控，

让游客一目了然，成为了旅游区的一大卖点。植物精气同样具有杀菌、抗菌、降血压、镇静等医疗保健

作用，较空气负氧离子有更加广泛的作用，且空气负氧离子只有在浓度达到每立方米 2 万个以上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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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的功能。但植物精气尚未被森林旅游和森林康养界所关注，目前的研究只知道植物精气有医疗

保健作用，但究竟要达到多大的浓度才能对人类健康起保健作用尚不明确。 

4.3. 植物精气的应用设想 

在对众多植物释放精气情况检测的基础上，筛选出部分能够高效释放植物精气的植物，即高效健康

植物。利用这些高效健康植物和适宜环境构建成微生态系统，提供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和植物精气，用来

调节亚健康人群的多种生理指标，以此达到健康保健的作用。这比起国外已有的森林浴，花木医院，香

花诊室等保健理念又进一步，能够实现城市人“把森林搬回家”的愿望。此外，在微生态系统中将植物

精气收集并保存，将其作为一种康养保健产品进行推广，此类产品对尤其对人体呼吸系统有着特殊功效，

能够达到即使没有处在微生态系统中也可以进行保健作用。 

5. 结语 

21 世纪进入森林休闲旅游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因为森林给人提供了舒适静僻的环境，提

供了丰富的植物精气和负氧离子，并且展示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容易引起人的好奇心，增加旅游的乐

趣。但人们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在森林这种环境中。通过对植物精气的研究筛选出高效健康植物，将植物

精气和负氧离子相结合能够打破这种环境局限性，实现“将森林搬进家庭”的愿望。给人们提供一个健

康的生活、学习，休闲甚至工作的良好环境，同时对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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