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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深秋，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三万亩杜仲
基地内，大多数杜仲叶子已经泛黄，长条状的果
实挂在枝头随风飘荡。《中国科学报》记者掰开一
个杜仲翅果，可以看到剔透的、紧密的丝丝白色
胶状物和果粒。

“别小看这个杜仲果，这白色的物质可是珍贵
的杜仲胶。如果产量足够多的话，用来生产轮胎等
橡胶制品都不成问题。”看出记者的诧异，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经济林研究开发中心（国家林业局泡桐
研究开发中心）副主任杜红岩连忙上前介绍。

在这三万亩的杜仲基地内，蕴藏了杜红岩数
十年在杜仲育种和成果研发领域的滴滴心血。在
他看来，目前国内杜仲种植面积过小、传统的杜
仲产果量不高，直接影响了杜仲产业的加速发
展，“如果我国的杜仲产业能够加速，对于当下的
精准扶贫是一大助力”。

被忽视的战略资源

杜仲，是在第四纪冰期来临后，在欧洲和其
他地区相继消失、仅在中国中部存活至今的地质
史上残留下来的孑遗植物，也是我国二级保护野
生植物。

根据 2015 年由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林业局杜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发布的《杜
仲产业绿皮书》介绍，杜仲是我国特有的“化石
级”树种，其产业开发前景不可限量。杜仲寿命
长、生长快、材质好。在我国广东韶关以北、吉林
通化以南的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可种植，
为理想的生态建设和城乡绿化树种。

除传统药材杜仲皮外，杜仲叶、花、果等也具有
很高的食用和药用价值。目前，杜仲雄花、杜仲籽油
已被列入国家新食品原料（新资源食品）目录。

“大众的传统认知一般是把杜仲的树皮当作
一种中药材，可以补益肝肾、强筋壮骨。而杜仲的
战略意义却被极大地忽视。”杜红岩说。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杜仲的果实、叶子、树皮
中都含有大量胶。杜仲胶和产于三叶橡胶树的天
然橡胶化学成分相同，但分子结构不同。杜仲胶
具有“橡胶—塑料二重性”，开发出的新功能材料
具有热塑性、热弹性和橡胶弹性等特性，以及低
温可塑、抗撕裂、透雷达波、形状记忆等功能，可
广泛应用于军工、航空航天、汽车工业、高铁、医
疗、体育、农林和生态建设等领域，具有很高的战
略价值。

“长期以来，我国天然橡胶材料依赖进口的

局面日趋严重，已成为影响中国橡胶工业健康发
展的瓶颈。由于气候原因，我们在海南岛、广东等
少数地区能够种植橡胶，产量仅 60 万吨左右，因
此每年 80%的橡胶得依靠进口。”杜红岩介绍，经
过科学家的研究攻关，如果杜仲的种植面积得
当，我们能够用杜仲胶来替代进口橡胶。

正在开发的产业

“可以说，杜仲全身都是宝，从果实到树叶、
树皮都可以用来开发做成产品。可惜在杜仲产
品的产业化方面，外国人又走在了我们的前
面。”河南大学药学院院长李钦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

目前，杜仲产业中最成熟的，除了用于现代
中药，当属保健品、功能食品领域。李钦从事杜仲
的药理与毒理分析多年，对于杜仲的药用价值和
开发十分熟悉。

“在药理活性方面，杜仲具备降血脂、降血
压、降血糖的作用，具有补肾、增强机体免疫、抗
衰老的作用。因此，杜仲的现代中药产业发展潜
力巨大。”李钦介绍，目前日本在杜仲化妆品、保

健品开发等方面的技术很成熟，有很多利用杜仲
叶做原料的产品销售，“还有杜仲饮料问世，销量
不俗”。

此外，对于杜仲胶的开发，美、日等国也在稳
步进行。日本经济产业省新能源产业部已瞄准了
我国杜仲胶资源，并在河南灵宝和陕西杨凌等地
建立了杜仲胶生产基地。

“事实上，对于杜仲的产品开发，我们有很多
选择。”在郑州的这个基地内，杜红岩和他的团队
也进行了很多探索。比如，他们养殖了一大群鸡
鸭，将杜仲树叶打碎后掺入饲料中进行喂食。

“为了预防和治疗动物疫病，现在很多养殖
业大量使用抗生素。事实上只要加入 5%左右的
杜仲，就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杜红岩说，将杜
仲叶用于养殖业，不仅能够显著提高畜禽肉质，
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无抗养殖，对我国肉蛋奶食
用安全意义重大，前景十分可观。

目前，国内一些民企也瞄准了杜仲的产业前
景，投入力量进行研发。比如，湖南的九九慢城杜
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就已规模化培育杜仲良种
基地，并开始着手开发杜仲雄花茶、杜仲亚麻酸
软胶囊等系列产品。

亟待扩大的种植规模

在杜红岩等人看来，杜仲产业的良种与高效
培育技术难题已经破解，亟待国家大规模扶持和
企业等社会力量介入，以推动杜仲产业的发展。

“在国家林业局的计划中，杜仲产业已经被
列入精准扶贫的内容。可以说，如果杜仲能够实
现规模化种植，我们选育的杜仲良种能广泛种
植、替代传统杜仲，就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杜红岩介绍，传统的杜仲存在单位面积产量低、
雄花产量不足、品种良莠不齐等问题，需要进行
杜仲良种的选育培育。20 多年来，“杜红岩们”已
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多突破。

杜红岩通过良种选育和果园化栽培，使每公
顷杜仲胶产量可达 400~600 千克。他们选育出的
10 多个高产杜仲胶、亚麻酸和高产雄花等良种，
推动了杜仲产业发展方式由粗放、单一、低产、低
效向精细、综合、高产、高效的转化。

“与传统栽培模式相比较，利用我们的果园化
栽培技术，可以将杜仲结果期提前 3~5 年，产胶量
提高 3~4 倍，使得杜仲胶工业化生产成为可能。同
时，提高雄花高效栽培也能大幅度提高杜仲雄花产
量。”杜红岩认为，如果将杜仲栽种面积扩大到 300
万公顷，杜仲胶年产量可达 120 万吨以上，可使我
国天然橡胶资源匮乏问题得到根本缓解。

“可以说，当前杜仲产业的一个主要问题，是
符合现代产业发展的杜仲资源严重不足。根据统
计，目前杜仲总面积仅在 35 万公顷左右，且这些
传统资源产量低、效益差，急需国家的政策支持
和引导，规模化推广杜仲良种。”杜红岩说。

杜仲产业也缺乏资本雄厚的标杆性大企业
入场参与。目前还是以分散的民企为主，后续产
品开发力量不足。杜仲胶生产也没有国企介入。

“以杜仲饮料为例，如果有汇源这样的企业真
正介入并形成杜仲功能饮料的品牌效应，那么就
能迅速带动其产业发展，解决种植户的后顾之
忧，不至于宝贵的杜仲资源卖不出去。”杜红岩指
出，未来杜仲的栽种面积一旦铺开，就必须慎重
考虑产品的市场问题。

但无论如何，杜仲产业前景值得憧憬。一份统计
资料显示，如果以杜仲树为资源，发展工农业复合循
环经济，在 10 年内可培育年产出 2000 亿~2500 亿
元的大型绿色循环经济产业集群，解决就业超百万。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拟定 2016—2030 年的
《全国杜仲产业发展规划》。一旦出台，相信能够加速
推进新型杜仲胶资源培育与产业开发。”杜红岩说。

大用途，世人谁敢“小”杜仲
姻本报记者 彭科峰

杜红岩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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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亚洲食品装备论坛召开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
工业协会、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以
下简称中国农机院） 主办的第六届亚洲食
品装备论坛在浙江杭州召开。论坛以“筑梦
中国—跨界、融合、创新”为主题，对食品装
备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信息技术与食
品装备深度融合、高端技术交流合作三大
议题进行了探讨。

当前，随着“中国制造 2025”战略的稳步
推进，中国食品装备行业发展进入新常态，智
能装备、工业物联网、大数据等正深刻改变着
食品装备行业的未来发展格局和方向。

中国农机院院长王博表示，食品装备承
担着为食品工业提供技术支撑和装备支持的
重要任务，在保障食品安全、促进食品工业转
型升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农机院将继
续以促进食品装备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为使命，以农业工程和食品工程为抓手，带动
多元关联产业共同“走出去”，以广大企业一
道，携手开拓国际市场。 （秦志伟）

OIE亚洲猪病防控项目培训班
在京举办

本报讯 11 月 28 日—12 月 2 日，由农业
部兽医局、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OIE）联合举办的 OIE 亚洲
猪病培训班在北京举办，来自农业部兽医局、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和 OIE 亚太区
代表处、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 11 个国家和
地区的代表参加了本次培训。

据悉，2014 年在农业部兽医局倡议下，
OIE 以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兽医诊断
室为依托，启动了“亚洲猪病防控项目”。本次
培训是该项目框架下的一项重要活动，旨在
通过培训提升亚洲地区兽医实验室动物疫病
诊断能力，提高区域生猪疫病防控水平。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陈伟生
指出，本次培训不仅提升了猪病常用实验室
诊断技术的应用能力，更加深化了各国兽医
实验室彼此的了解与交流，而且进一步加强
了与区域内成员和实验室的深度合作。他强
调，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将一如既往
地积极参与 OIE 工作，兽医诊断室作为 OIE
参考实验室要通过持续推动本项目，进一步
发挥技术支撑作用，逐步搭建起区域内猪病
防控和诊断信息交流平台，提高地区内各成
员猪病诊断能力，与周边成员携手共进，共同
提升区域生猪疫病防控水平。 （秦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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