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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胡麻生产的传统优势区，
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历年来重视
胡麻产业的发展。据会宁县副县长
李进军介绍，会宁县为此提出了

“科研单位 + 基地 + 农户 + 企业”
的经营模式。经过多年发展，会宁
县胡麻产业初步形成了收购、加
工、储存、销售、餐饮“五位一体”的
格局。

诸多利好政策也给胡麻油生
产加工企业带来了机遇。资料显
示，会宁县已建成规模较大的胡麻
籽加工企业 10 多家，各类油料作
坊 100 多家，其中就包括会宁建伟
食用油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
伟食用油公司）。

建伟食用油公司副总经理殷
振雄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公
司成立于 2011 年，是一家以食用
胡麻油深加工为主的民营企业，现
有国内先进的 5000 吨精炼胡麻油
生产线一条，年加工成品油 5000
吨以上，是目前会宁县规模以上生
产企业。

2016 年，会宁县政府推荐建
伟食用油公司申报立项市级科技
项目“脱脂亚麻籽饼粕中亚麻胶
的研究及产业化”，旨在通过项目
的实施，加快优质胡麻的推广速
度，探索出一条胡麻产业化生产
的新途径。

今年年初，国家胡麻产业技术
体系调研座谈会在建伟食用油公
司召开。殷振雄介绍，在该体系的
指导下，公司建立了标准化种植基
地，提高产品质量、改进工艺流程，
并多次邀请专家教授来公司指导
科研工作和科研讲座，对胡麻油种
植进行技术指导和对产品研发技术咨询服务，公
司研发能力在专家的指导下有了很大的提升，并
申请发明专利一项。

据了解，建伟食用油公司目前拥有“香泰乐”牌
胡麻油、菜籽油等系列产品，2014 年生产销售“香泰
乐”牌胡麻油 5000 吨，产品远销新疆、青海、宁夏、
山东等省区及兰州、西安、上海、北京等城市。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今年我们投资 300 多万
元，新建食用油储存库三座，增加存量能力 2000
吨，为食用油市场提供存量保障。”殷振雄说。今后
公司的生产保持“全天化”不停歇的状态，每天的
销售达到 15 吨左右。

据殷振雄介绍，建伟食用油公司是甘肃省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并在第六届 IEOE 中国国际
食用油产业博览会获得特种油类金奖。目前，公司正
在申报中国驰名商标和胡麻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公司正在借力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依托地
方资源优势，依靠科技进步，推进高亚麻酸亚麻油
新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开发亚麻油‘脑黄金’益智
产品，有意将公司打造成西部地区最大的亚麻油
品深加工生产企业。”殷振雄说。

胡麻：“高冷”的油料作物产业
姻本报记者 秦志伟

胡麻籽富含人体必需的 亚麻酸，含量在 以上。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我们这里都种植胡麻，吃的油也都是胡
麻油。”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的一位农户站在
自家的两亩地里，向记者讲述当地“自种自
吃”的传统。近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在白银
市调研时了解到，作为我国特色油料作物之
一，胡麻主要分布在甘肃、内蒙古、宁夏、河
北、新疆、青海等地，其中甘肃的播种面积和
总产量居全国首位。

相比于玉米、小麦、水稻、马铃薯等产业，胡
麻仍是小宗作物，国家胡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科学家、甘肃农科院研究员党占海对此有清醒
的认识。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胡麻耐寒、耐旱、耐瘠薄，是西北、华北高寒
干旱的镰刀弯地区的主要油料作物。

干旱是影响胡麻生产的主要气候因素，加
工落后、产品附加值不高制约着胡麻产业的发
展。“国家胡麻产业技术体系启动以来，在胡麻
杂交新品种选育、高效栽培与轻简化技术研发
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为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发挥了支撑或引领作用。”在党占海看来，继续
选育丰产抗逆新品种、高值化技术研发、病虫草
害无公害防控新技术研究、木酚素功能性基础
研究等方面仍是“十三五”时期胡麻产业发展的
重要方向。

新品种新增产值 17.5 亿元

会宁县位于甘肃省中部、白银市南端，耕
地面积 226 万亩，平均海拔 2025 米，年平均降
水量 370 毫米，年平均蒸发量 800 毫米。胡麻是
会宁的传统油料作物，也几乎是唯一的油料作
物，独特的自然条件造就了优良的胡麻品质，
这里被誉为中国最好的胡麻产地，是全省乃至
全国的种植大县。

近年来，会宁县充分利用国家胡麻产业技
术体系建设重点县的机遇，先后建立了柴门乡
康河村、二十铺村、党岘等胡麻高产高效栽培
示范点，带动全县胡麻生产的发展。目前，会宁
县已形成沿黄灌区、库井灌区、旱作区三大胡
麻主栽培区，2013 年种植面积已达 3215 公顷。

《中国科学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示范点
试验出的一膜多年用胡麻穴播栽培、旱地留膜免
耕穴播栽培等技术，较露天种植增产 19%，相关
技术已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会宁县只是国家胡麻产业技术体系发挥
作用的一个缩影。党占海向《中国科学报》记者
介绍，“十二五”期间，体系选育、筛选出抗旱
新品种 10 个，抗旱栽培技术 3 项，轻简化技

术 2 项，综合技术应用较常规技术增产幅度
达到 20%以上，“基本解决了胡麻产业面临的
抗旱品种缺乏、栽培技术落后、病虫草害严重等
问题”。

其间，新品种在甘肃、内蒙古、河北、山西、
宁夏、新疆等胡麻主产区累计推广面积达到
2089.7 万亩，新增产值 17.5 亿元。

事实上，在甘肃等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作物
地膜的利用面积较大，旧膜如何重复再利用以
提高农作物产量是面临的现实问题，“旧膜重复
利用胡麻免耕穴播栽培技术具有示范意义。”党
占海告诉记者。

2012 年甘肃定西试验站现场测产结果显示，
陇亚杂 1 号 96.5 公斤、陇亚杂 2 号 117.5 公斤、定
亚 22 号 92.32 公斤，较露地种植的定亚 22 号均
增产一倍以上，增收 175.22 元 / 亩以上。

“刚开始吃胡麻油，有点苦，很不习惯。”在
白银市调研中，随行人员提到了这个问题。党占
海介绍，在产品加工方面，体系专家开发了胡麻
油萃取脱苦技术，并在多家加工企业获得推广
应用。此外，还研发出胡麻籽调质压榨、压榨胡

麻油吸附精炼、提取亚麻籽胶粉生产等技术。

“胡麻全身是宝”

记者了解到，胡麻作为我国的特色油料作
物，具有很高的商品价值，其中最重要的指标是
胡麻籽中 α- 亚麻酸的含量。胡麻中对人体极
具营养价值的亚麻酸含量为 51%以上。

“胡麻全身是宝，极具开发价值。”党占海
表示，胡麻籽一般含 45%~60%的 α- 亚麻酸，
为人体必需脂肪酸，是体内各组织生物膜的结
构物质，也是合成人体一系列前列腺素的前体。
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联农组织(FAO)
联合发表声明：鉴于人类普遍缺乏 α- 亚麻酸
的现状，决定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推广 α- 亚麻
酸及其代谢物。截至目前已有多个国家立法规
定∶在指定的食品中必须添加 α- 亚麻酸及
其衍生物。

除此之外，胡麻籽粒中木酚素含量在所有
作物中含量最高，是其它作物和蔬菜的 75~800
倍，木酚素对人体前列腺癌、乳腺癌有显著的疗

效，是极具保健功能的抗氧化成分，有很高的食
用、保健、医药价值。

党占海介绍，体系针对企业技术需求，加强
加工技术研发，取得一些成果。正与加工企业合
作，以胡麻油为原料或配方原料，形成中油牌爱
星软胶囊、完美营养配方油、亚麻油甾醇酯高附
加值产品生产技术的开发应用。

国家胡麻产业技术体系办公室提供的数据
显示，目前胡麻体系在产品深加工领域获批国
家发明专利 7 项，实用新型专利 3 项，成果目前
主要在国内十几家企业推广应用。自 2009 年至
2015 年，技术示范应用企业新增产值 14.93 亿
元，新增利润 1.74 亿元，新增税收 5472 万元，获
得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中华农业科技
奖一等奖 1 项。

怡嘉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是胡麻体系
技术的应用者，在董事长杨洲看来，要想提高产
品的附加值必须靠科学研究。杨洲告诉《中国科
学报》记者，该公司在技术方面多次咨询胡麻体
系，目前联合世界顶级生物、食品、营养领域权
威机构共同研发，已攻克了“亚麻籽油”口味苦、
鱼腥味重，营养结构易破坏、易氧化酸败等多项
科研难题。

产业发展任重道远

目前，胡麻产品消费迅速增长，消费区域由
产区扩展到全国，由农村扩展到城市，由低消费
群体扩展到高消费群体；产品由小作坊散装油
向小型精品包装发展，由单一的食用油向多种
功能食品、保健食品等并举发展；由单一的油品
加工向分门别类综合开发加工发展。总需求连
年增长，进口量成倍增加，国内自给量已降至
60%以下。如何应对国际挑战、适应国内市场、
提高产业效益是胡麻体系面临的紧迫任务。

党占海认为，胡麻体系的研究重点必须适
应产业发展的需求，随着消费的变化，育种研究
在重视丰产性、抗逆性的基础上，必须重视品质
的优化，同时要重视多样化消费的需求。栽培技
术在重视保证产量的同时，必须降低成本、减少
污染、降低强度，提高效率。产品开发既要关注
高附加值，又要关注百姓消费水平。

体系专家表示，干旱贫瘠今后依然是胡麻
生产主要限制因素，另外胡麻相关生产用品种
与开发高值化产品差距明显。为此，“十三五”胡
麻体系提出了“环境友好、节本增效胡麻生产技
术研发及集成”和“胡麻高值化技术研发”两项
重点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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