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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育香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宇

走进中国热科院展览馆，可以看到
这里展示着沉香面膜、沉香香薰、沉香贴
等多种沉香深加工产品。

这些产品大多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戴好富团
队的科研成果转化而来，其中不少产品
已在市场初具名气。

2004年，戴好富从德国留学回国，
选择到海南“闯海”，准备发挥自己的专
长投身海洋生物研究。在戴好富的心
中，海南是海洋大省，海洋资源丰富，他
将在广袤的海洋中大展拳脚。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
感”。“项目研究经费紧张，租船出海没几
次就花完了，只能‘改行’。”戴好富说，当
时他和爱人梅文莉入职中国热科院后，
所里研究资金紧张，窘迫的现实让他不
得不改换“赛道”。“我想着，既然下不了
海，那就上山吧。上山做植物研究，能省
去很多不必要的开支。”戴好富说。

最初戴好富选定的主题是黎族医药
研究，沉香作为黎药的重要代表也是研
究课题之一。不过他还是以挖掘黎药资
源为主。那时，戴好富和妻子组成“夫妻
档”，加上所里配的一个助手，组成了最
初的创业团队，后来队伍越来越壮大。

戴好富和团队一头扎进海南的深山
老林，一市一县一村一寨，用脚步丈量海
南的山河，收集的标本和文字资料，把一
间实验室塞得满满当当，关于以沉香为
代表的重要黎药的药用价值以及经济价
值的研究如火如荼地进行。

潜心研究的戴好富团队很快收获满
满，其中戴好富研究发现通过真菌发酵
能提高沉香油的产量。

“最初很多人否定我的观点，认为沉
香的产生和微生物的关联不大。”戴好富
介绍，然而团队经过实际研究证明了观
点。通过对照实验，筛选发现有一株真
菌与沉香经过发酵后，能够提高沉香油
的产量和品质。后来技术进一步改进，
发酵时间进一步缩短，该技术应用于实
践后，沉香精油提取效率提升了33%，经
济效益大幅提高。2008年，该技术获得
海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中国用香历史悠久，然而
种类繁多的香料之中，海南沉
香以其“天国之香”扬名四海。

北宋丁谓著作《天香传》中
写道“琼管之地，黎母山酋之，
四部境域，皆枕山麓，香多出此
山，甲于天下”。明代医学家李
时珍也在《本草纲目》中盛赞：

“占城（越南）不若真腊（柬埔
寨），真腊不若海南黎峒。黎峒
又以万安黎母山东峒者，冠绝
天下，谓之海南沉，一片万钱。”

据记载，在宋、明、清等朝
代，源源不断的海南沉香通过
各种途径运往内地，作为贡品
或供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使用。

正因寸香寸金，海南沉香
历经宋、明、清等朝代开采，天
然沉香愈发珍稀，在今天已难
以寻到。

“我们特别希望重现历史
上海南沉香的荣光。”戴好富透
露，团队正立足海南本土资源
选育第四代沉香品种，通过在
全岛搜寻古树名木等资源，选
育更加优质的沉香种苗，助力
海南沉香产业发展壮大。

事实上，海南高度重视沉
香产业发展。2019 年，海南
将沉香树列为重点发展的“六
棵树”之一，整体研发打造沉
香大健康产业，探索将沉香产
业与健康产业、扶贫助农等领
域融合。

“通过沉香繁育技术的突
破，加强品种选育和良种苗
木繁育，破解沉香存量少这
一痛点，将推动海南沉香产
业飞速发展。”戴好富团队成
员、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
带生物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曾军表示，当前海南沉香产业
规模约30亿元，2023年世界
沉香产品贸易额近 2000 亿
元，“海南正大力建设自由贸
易港，对未来沉香出海将提供
极大助力。”

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和居民消费
力的增长，沉香产业迅猛发展。

选育出更优质的沉香种苗，也愈发
受到科学家们的重视。

作为省内最早研究沉香的科学家
团队，戴好富及其团队也是省内最早开
启沉香良种选育工作的团队之一。“海
南沉香品种的发展大致已走过3代历
程。”戴好富透露，“早期（第一代）品种
的研究还比较初级，选育出的品种特点
就是能结香，但对结香的品质无法保
证，就像抽奖一样，是随机的。”

到第二代品种选育时，科学家们已
经注意到结香品质的问题，开始有意识
地在高产能品种中进一步优化母本，择
优培育。

“团队当时推出了‘热科1号白木
香’，是一种能结俗称‘黄油格’的沉香，
结香面积大，香味好，但它结出的是黄
色的油脂。”梅文莉介绍，由于结香面积
大，“热科1号”沉香可以做雕件和摆件，
也可以制成手串，其产量比较高。

到2017年，戴好富团队经过13年
研究后推出了“热科2号”白木香，该品
种具有“易结香、产量高、品质优”的特
点，生长3～4年即可结香，具有“奇楠”
沉香品质特性。

“过去沉香结香树龄通常要六七年
以上，如今这一周期已经大大缩短，更
加利好种植户。”戴好富一边介绍一边
算起了账，“一亩地通常种植300棵以
上沉香，‘热科2号’结香后一棵平均产
出1000元，一亩地的经济效益高达30
余万元。”

除了积极推进沉香种苗选育工作，
各地也积极将前沿科学技术成果转化
应用到各项标准之中。例如海南先后
公布了沉香鉴定、沉香质量等级、人工
栽培奇楠沉香、土沉香整树结香技术规
程等地方标准，进一步助力沉香生产，
这也离不开科研人员的重要贡献。

“由于沉香种植周期长，相较于水
稻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它对研究人员更
具考验。就像是一场马拉松，只有咬牙
坚持到终点，你才能知道最终的成绩。”
戴好富说，“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能做的
就是埋头走好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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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梦初回理旧琴，竹炉
重炷海南沉。”这是北宋著名
诗人陆游在《夏日杂题》中写
下的诗句。诗中的海南沉，
指的就是海南沉香。宋代以
后，海南沉香享誉中原，备受
喜爱与推崇，乃至“琼脂天
香，一片万钱”。所谓一两黄
金一两沉，海南多年来大力
支持沉香科研工作，科研人
员围绕新品种选育、市场标
准规范、沉香产品研发等，不
断保护和利用沉香这一海南
特色资源，推动沉香产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

梅文莉在实验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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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白木香树园。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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