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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涎之香与日月共存”，人工复制几无可能



龙涎香是香料还是药材？
王光志表示，龙涎香既是高级
香料，更是名贵中药。“因极为
难得，自古以来它就是名贵中
药，也是高级香料。”

《本草纲目》中，就有龙涎
香可以“活血、益精髓、助阳道、
通利血脉”的记载。传统中医认
为，龙涎香具有行气活血、散结
止痛、利水通淋的功效。

哪些成分让它如此“神
奇”？现代化学分析证明，龙涎
香主要含龙涎香醇(约25%)、龙
涎香醛等化合物，还含粪甾醇、
表粪甾醇、胆甾醇等甾醇类化
合物；此外还有钙、镁、磷、铜等

金属元素。
龙涎香的药理作用与麝香

相似，小量对动物中枢神经系统
有兴奋作用，大量则表现抑制。因
其不易获取，价格素来昂贵，差不
多与黄金相当。不过，根据《濒危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不少国家已
禁止了龙涎香贸易。

龙涎香具有花香和植物油脂
香味，其主要成分龙涎甾，可溶于
乙醇，将它加入香水之后，会在皮
肤上形成一层薄膜，这层薄膜能
使香水气味不会迅速扩散。

可以说，龙涎香是留香最
持久的香料，世界上任何一种
香料都不能与之媲美，曾有“龙

涎之香与日月共存”的说法。美
国小说家赫尔曼·麦尔维尔在
小说《白鲸》的题外话中，用了
整整一章来介绍龙涎香。他将
其描述为“柔软，蜡状，香味和
辛辣味浓郁，主要用于香水”，

他写道：“谁会想到，如此优
雅的女士和先生们，会用在生病
鲸鱼肠子里发现的东西来装饰自
己呢！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多年来，科学家想方设法制
造闻起来像龙涎香的合成化合
物，目前其全部成分都已能人工
合成，许多香水商开始采用龙涎
香替代产品，但想完全复制龙涎
香的气味几乎是不可能的。


真有人撞大运
海边捡到“宝”

最近，北京网友王女士
发帖表示，自己到山东威海
旅游时，在海边捡到一块约2
斤重的物体，怀疑是龙涎香。
在网络上鉴宝时，被认为很
可能是真品，1克8000元，价
值超过800万元。

从王女士提供的视频和图
片可以看到，这个神秘物体宽
约20厘米，表面粗糙，外表大部
分是白色，间杂着灰褐色。

王女士介绍：“看上去挺
重，但只有大约2斤，放水里能
漂起来，有油脂、能点燃，刚捡
的时候还有点臭。”这是否是真
的龙涎香？王女士表示正在寻
求线下鉴定。厦门一家专业鉴
定机构的人士表示，从图片看
很 像 龙 涎 香 ，但 价 格 没 有
8000元1克那么夸张。

虽然王女士捡到的物体
是否龙涎香尚待鉴定，但在
全球范围内，捡到龙涎香的
报道并不罕见。

2023年7月，一名男子在
日本冲绳县附近海岸发现一
块268克重的“石头”，被鉴定
为中等品质的“龙涎香”，价
值最高可达442万日元(约合
20 . 8万人民币)。

2023年6月，一头搁浅的
抹香鲸出现在西班牙一海
滩，动物学家怀疑抹香鲸消
化系统出了问题，后来在鲸
鱼结肠里发现一块直径约
50—60厘米的“石头”，重达
9 . 5公斤。经鉴定，这是一块
价值50万欧元的龙涎香。

2018年，一位泰国渔民
在泰国南部苏梅岛的海滩上
散步时，发现一块重达6公斤
的龙涎香，通体呈黄色，经鉴
定，龙涎香含量超过80%，价值
约1000万泰铢。2021年6月，也
门一位渔民意外捕获了280磅
龙涎香，价值150万美元。

2019年4月，厦门的陶先生
在海边散步时，拾到一块味道
腥臭的东西，经专家鉴定，这竟
是一块200多克的龙涎香，价值
50万-70万元。2014年6月，厦门
的陈先生一家在观音山海边沙
滩游玩时，也捡到一块220克的
龙涎香。

不过，现实生活中，不少
人也曾表示自己捡到了“龙
涎香”，最终却被鉴定为鲸
蜡。与龙涎香不同，鲸蜡是从
抹香鲸头部提取出来的，一
般用作唇膏的原料，只有当
数量达几百公斤时才会有人
收购，否则价值不高。

这这是是22002200年年77月月2244日日在在南南海海某某海海

域域拍拍摄摄的的抹抹香香鲸鲸((视视频频截截图图))。。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 张张丽丽芸芸 摄摄

近近日日，，有有网网友友发发帖帖称称，，自自己己在在海海边边捡捡
到到一一块块神神秘秘物物体体，，怀怀疑疑是是龙龙涎涎香香。。虽虽然然只只
是是““疑疑似似龙龙涎涎香香””，，但但这这种种神神秘秘东东西西仍仍十十分分
吸吸睛睛。。那那么么，，龙龙涎涎香香是是怎怎么么形形成成的的？？为为啥啥这这
么么金金贵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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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涎香，古称阿末香、俺八
儿香，在西方又称灰琥珀，是一
种外貌阴灰或黑色的固态腊状
可燃物质。有关龙涎香的记载，
最早出现在唐代典籍中，古人
认为龙涎香并非凡品，而是龙
涎凝结而成，价比黄金。

南宋周去非所著的《岭外代
答》，描写了龙涎香的由来：“大食
西海(阿拉伯海和索马里海域)多
龙，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积而能
坚，鲛采之以为至宝。新者色白，
稍久则紫，甚久则黑。”

古人认为龙涎香是“龙”的

产物，现代则认为它是鲸鱼的
粪便结石。

英国海洋生物学家罗伯
特·克拉克在《龙涎香的起源》
中提到，当鱿鱼的喙卡在鲸鱼
肠道中时，粪便会堆积在堵塞
物周围，直至“直肠扩张最后破
裂，导致鲸鱼死亡，龙涎香也由
此流入大海。”鱿鱼喙的存在，
也被认为是真正龙涎香的一个
可靠指标。

不同鲸鱼的饮食偏好有所
不同，抹香鲸比较“重口”，爱吃
乌贼、章鱼这种大型的头足类

动物，所以它们时常会被搞得
“消化不良”，导致粪便里混合
了一些半固体半液体的结块。

久而久之，这个粪块越积
越大，如果排出去，这些“粪结
石”就会和抹香鲸的便便一起
漂浮在海面，或者偶尔被冲上
岸，让幸运者捡到，成为“龙涎
香”；如果一直没能排出体外，
抹香鲸的生命就会因“便秘”受
到威胁……

人们经常通过查看是否有
头足类动物的残肢，来鉴别龙
涎香的真假。

 龙涎香：生于污浊，成于艰辛

王女士捡到疑似龙涎香。

龙涎香有独特的香味。

南南海海某某海海域域的的抹抹香香鲸鲸。。

海海上上““黄黄金金””龙龙涎涎香香
————鲸鲸鱼鱼的的便便便便，，咋咋就就成成了了香香饽饽饽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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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七次南海
深潜 /远海鲸类科考航
次”完成全部科考任务，
顺利返回三亚。科研人
员 通 过 调 查 进 一 步 证
实：南海部分海域拥有
丰 富 的 鲸 类 物 种 多 样
性，包括抹香鲸、短肢领
航鲸等大量深潜和远海
型鲸豚动物，栖息于南
海的深远海区。

一种是育幼群体
另一种是雄性群体

在海上，想遇上抹香
鲸不容易，但一眼认出抹
香鲸却不太难，它们那像
大箱子一样的方形脑袋，
在大型鲸类里非常具有辨
识度。但令它们闻名于世
的并非外表，而是它们“生
产”的贵如黄金的龙涎香。

这种深海动物的可贵
之处，还在于它们是二氧
化碳的重要储存库，在调
节全球气候变化和碳循环
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具有
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

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连续在我国南海开展了多个深潜/远
海鲸类科考航次，发现南海相关海域
极有可能是抹香鲸重要的繁育场。

抹香鲸通常生活在500—1000米深
的水域，一般会形成两种群体，一种是
育幼群体，另一种是雄性群体。在母系
主导的育幼群里，年轻雄性个体会在10
岁左右陆续离开，组成一个具有高度流
动性的雄性“单身汉”群体。

成年之后，雄性抹香鲸不仅要到
处寻找食物资源，还要在其他母系群
之中寻找雌性求偶。为了获取食物，
有些雄性甚至远渡重洋，从热带海域
前往不结冰的极地获取食物，其移动
范围可达数千至上万公里。

发现南海抹香鲸繁育场证据

近几十年来，我国沿海从南到北均
有零星的抹香鲸搁浅或误捕事件。“这
些碎片信息只能说明抹香鲸偶然会在
南海出现，并不足以证明我国海域拥有
定居型的抹香鲸群体。”李松海说。

近年来，深海所研究团队在海南
岛以南的南海海域开展了多个深潜/
远海鲸类调查航次，航次执行的不同
季节(3—8月份)，都能在南海考察海
域(中部和北部)目击到抹香鲸群体，
共观察到100多群鲸豚动物，其中包
含9群抹香鲸(平均集群规模为5头)。

在这9群抹香鲸里，科研人员记
录到了7群育幼群体，每群包含幼年
/亚成年个体1至2头。通过辨识身体
特征(如背鳍/尾鳍形状、纹路、隆起、
伤疤等)，共识别了22头成年个体。

“抹香鲸育幼群体通常不会进行
大范围迁徙或移动，所以我们认为南
海的深海海域，存在抹香鲸繁殖育幼
群体，而且这些抹香鲸很有可能定居
在南海。”李松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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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知多一点

龙涎香十分难得，100头抹
香鲸中，大约只有4头体内可能
存在龙涎香。龙涎香排出后，会
漂浮在海面上，经过阳光暴晒
与海水浸泡，粪味会消失，反而
散发出醇香，这是只有抹香鲸
消化系统才能孕育出的特殊香
气。这种香气挥发缓慢、气味又柔
和，所以成为高端香水的定香剂
和主基调。由于其利用价值，以及
形成条件苛刻，因此有“海洋之
宝”和“漂浮黄金”的美誉。

龙涎香刚从抹香鲸体内排

出时是黑色，经过暴晒与浸泡，
杂质会逐渐排出来，颜色逐渐由
灰到白。灰白色的龙涎香经过几
十上百年的海水浸泡，更为稀
有，每公斤高达5万美元。

有记载的龙涎香大小不
一，小的只有鹅卵石那么大，大
的有成人那般大小。有人曾发
现过近半吨重的原始龙涎香。
不过，只有在龙涎香醇达到25%
以上的才能称为龙涎香，含量
在25%以下则不能称为龙涎香。

经常有人表示自己捡到了

龙涎香，该如何识别？
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中

药资源与鉴定系教授王光志
称，刚排出的龙涎香，有腥臭
味，为浅黑色；在海水作用下，
会渐渐变为灰色、浅灰色，最后
成为白色。“其干燥品烧之有香
气，而商品以白色的为最优。”
王光志说，“要识别龙涎香，必
须具备相关的生物学、生态学
和化学知识，特别是熟悉海洋
生物与海洋生态的专业从业
者，才能进行准确鉴定。”

100头抹香鲸中，只有4头可能存在龙涎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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