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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四川省凉山州是中国苦荞麦分布最集中
,

种植面积最大的产区 ; 凉山苦荞麦含有丰富的营养

和保健功能成分
,

其药用价值
、

营养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

是开发生产保健食品
、

医药制品
、

化妆品的优

良原料
。

凉山苦荞麦产业在西 昌学院近十年持续不断的科研推动下
,

现在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基础
,

但还存

在一定的问题
,

如果能从多个方面开展工作
,

凉山苦荞麦产业必将有更大的发展
。

【关键词】四川省凉山州 ; 苦荞麦 ;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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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苦荞麦生产与营养价值简述

荞麦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重要作物
,

如中国
、

俄罗斯
、

乌克兰
、

哈萨克
、

美国
、

法国
、

加拿大
、

日本

等
。

中国是荞麦生产大国
,

苦荞麦是中国西部特有

的产物
,

总产量 22 万吨
。

凉山州是中国最大的种植

和研究基地
,

总产量 14 万吨
,

占中国的一半以上
,

而且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

是中国苦荞麦分布最集

中
,

种植面积最大的产区
。

苦荞也称鞋靶荞
,

是荞麦

的一种
,

是我国独有的古老作物
,

产于我国高寒山

区
。

苦荞唯独在中国北方黄土高源高寒山区和西南

云贵川高原山地栽培和利用
。

荞麦在我国栽培历史

很久远
,

在我国历代的古农书
、

古医书中都有记载
,

如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 《神农书》
、

《齐 民要术
·

杂

说 》 中都有栽培荞麦的记载
,

唐代著名医圣孙思邀

所著《备急千金要方 》中记载
“

荞麦味酸微寒无毒
。 ”

在以后的宋
、

元
、

明
、

清各代的著名医书中都有荞麦

疗疾的记载
。

《中药大辞典》 中记载了苦荞治噎食
、

痈肿
,

并能止血
、

蚀恶肉
。

苦荞味甘寒
,

可健胃益气
,

清势滋阴
,

益气生津
,

消烦止渴
。

它具有清
、

调
、

补益

三效合一
。

故而用于脾胃虚弱
,

气阴两虚
,

烦势消

渴
,

体胖乏力之高血糖
、

高血脂的日常保健
。

中国科学家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
,

对苦荞的营

养和保健价值有了新 的发现
。

苦荞麦具有很高的营

养价值
,

其蛋 白质含量高
,

八种人体必需氨基酸的

种类齐全
,

配比合理 ; 含有人体正常发育必需的脂

肪酸 (亚油酸
、

亚麻酸
、

花生四烯酸 ) ; 维生素
、

矿物

元系含量丰富
,

并含有一般谷物所没有的芦丁
、

维

生素 E
、

叶绿素等
,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

值
。

苦荞是我国独特的药食两用的粮食作物
,

其药

用价值
、

营养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

近年来
,

苦

荞的开发应用在我国医药界
、

食品科技界兴起了新

的高潮
。

第五
、

第六届国际荞麦学术交流会结束以

后
,

引起了世界上营养学专家的兴趣
,

俄罗斯
、

乌克

兰
、

意大利
、

日本
、

美国
、

韩国
、

斯洛文尼亚
、

波兰和

瑞典等国科学家也纷纷参与了苦荞麦的研究
。

我国

苦荞麦的研究 已应用用于 医药
、

保健食品
、

化妆

口
口口 。

2 凉山苦荞麦产业的形成

2
.

1 凉山苦荞麦开发的研究简史

凉山苦荞麦开发 的研究最早应当从 19 84 年

起
,

19 84 年
,

凉山州在体检时发现
,

世居苦荞麦产区

并主食苦荞麦的彝族人群
,

患高血压
、

高血脂
,

以及

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极低
,

糖尿病几乎没有
。

凉山

州政府责成凉山州科协开发研究
。

凉山州科协于

19 8 5 年邀请北京粮食科学技术研究所
、

北京中医

院
、

北京同仁医院
、

中日友好医院等八家单位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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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研究
。

并于 1 7 9 8年由四川省科协在北京组织召

开成果鉴定会
,

确认苦荞麦内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

质和十八种氨基酸
,

其中粗蛋白
、

叶绿素
、

芦丁
、

硒
、

锌
、

镁
、

铬
、

钙
、

生物类黄酮
、

多种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极高
,

而且含有二氢氧顺式肉桂酸美容成分
。

是集

营养
、

保健
、

医疗为一体的天然绿色健康食品
。

该研

究成果在凉山州内促成了两个苦荞麦加工厂
,

分别

是建于西昌的凉山州苦荞粉厂
,

和建于凉山州昭觉

县的格萝蒙荞粉厂
,

生产的产品主要有苦荞麦营养

粉
、

疗效粉
。

19 9 6 年原西 昌农专向四川省教育厅立题进行
“

苦荞麦方便食品生产工艺的改良研究
” ,

该研究成

果于 19 99 经查新
、

鉴定达国内领先水平
,

于 2 0 0 0 年

成果获凉山州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
,

该成果促成了

西昌农专食品厂和喜德县 田园食品有限公司产生
,

生产的产品主要有苦荞麦快餐粉
、

苦荞羹
、

荞麦羹
。

19 9 9 年原西 昌农专向四川省教育厅立题进行
“

苦荞麦方便食品生产工艺的中试研究
” ,

该研究成

果 2 0 04 年经查新
、

鉴定达国内领先水平
,

该成果在

西昌农专食品厂应用
,

生产开发苦荞南瓜羹
、

苦荞芝

麻羹
。

2 00 1 年原西 昌农专向四川省教育厅立题进行
“

苦荞麦系列饮料的研制
” ,

该研究系统研究 了苦荞

麦数制茶
、

苦荞麦浸提汁制复合饮料
、

苦荞麦植株制

茶的相关内容
,

项 目的立题研究
、

相关报道
,

促成了

凉山苦荞麦茶产品市场的形成
。

现今
,

西昌学院是从事苦荞麦开发研究近十年
,

研究开发了系列苦荞麦食品
,

在国内各级学术刊物

发表研究论文有 20 多篇
。

2
.

2 凉山苦荞麦产品开发的历史

凉山苦荞麦产品开发在 19 8 5 年至 1 9 95 年的十

年间
,

市场上销售的苦荞麦产品只有苦荞麦的初加

工产品— 苦荞麦粉
。

在 19 9 5 年至 2 0 05 年的十年

是凉山苦荞麦产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

由于对

苦荞麦的研究不断深人
,

关于苦荞麦丰富的营养和

明显的保健功能被大众所认识
,

人们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
,

苦荞麦产品受到人们更多的亲昧
,

而西昌学

院食品科学系 (原西昌农专食品科学系 ) 从 19 9 5 年

开始至今
,

近十年对苦荞麦开发的深人研究对凉山

苦荞麦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推进作用
。

从表

1
、

表 2 可见
,

从 19 9 6 年原西昌农专在四川省教育厅

立题进行苦荞麦食品的研究
,

并采取产学研结合
,

创

办了校办企业— 西 昌农业高等专科学校食品厂
,

运用研究成果开发了
“

航飞
”

牌系列苦荞麦食品开

始
,

凉山苦荞麦产品开发进人发展期
。

现在
,

在州内

从事苦荞麦产品开发生产的企业已有六家
,

生产的

苦荞麦产品有苦荞麦生粉系列
、

苦荞麦快餐粉系列
、

苦荞麦方便食品系列
、

苦荞麦茶饮料系列等
,

形成了

初具规模的凉山苦荞麦产业
。

表 1 : 1 9 9 6一 2 0 0 0 年凉山州苦荞麦食品种类

生产企业 1 9 9 6 19 9 7 1 9 9 8 19 9 9 2 0() O

西昌航飞苦荞麦开 苦荞羹

发中心 (原西昌农

专食品厂 )

苦荞羹 荞麦羹

快餐苦荞粉

西昌邓都苦荞食品

有限公司 (原凉山

州苦荞粉厂 )

喜德田园食品有限

公司

苦荞粉

苦荞馒头粉

苦荞粉

苦荞馒头粉

苦荞粉

苦荞馒头粉

苦荞羹

苦荞芝麻羹

苦荞南瓜羹

快餐苦荞粉

苦荞粉

苦荞馒头粉

荞麦羹

荞麦酥

荞麦羹

荞麦酥

荞麦羹

荞麦酥

荞麦羹

荞麦酥

苦荞羹

苦荞芝麻羹

苦荞南瓜羹

快餐苦荞粉

苦荞粉

苦荞馒头粉

苦荞粉丝

荞麦羹

荞麦酥

西昌晨亨食品有限

公司

苦荞粉 苦荞粉

苦荞面条

苦荞粉

苦荞面条

苦荞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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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0 0 1—
2 0 0 5年凉山州苦荞麦食品种类

生产企业 2 0 0 1

西昌航飞苦荞麦开 苦荞羹

发中心 (原西昌农 苦荞芝麻羹

专食品厂 )苦荞南瓜羹

快餐苦荞粉

2 0 0 2

苦荞粉

苦荞馒头粉

快餐苦荞粉

苦荞羹

清心苦荞茶

浓香苦荞茶

2 0 0 3

苦荞粉

苦荞馒头粉

快餐苦荞粉

苦荞羹

清心苦荞茶

浓香苦荞茶

2 0( )4

苦荞粉

苦荞馒头粉

快餐苦荞粉

苦荞羹

清心苦荞茶

浓香苦荞茶

西昌邓都苦荞食品 苦荞粉

有限公司 (原凉山 苦荞馒头粉

州苦荞粉厂 )苦荞粉丝

苦荞粉

苦荞馒头粉

苦荞粉丝

苦荞茶

苦荞粉

苦荞馒头粉

苦荞粉丝

苦荞茶

苦荞粉

苦荞馒头粉

苦荞粉丝

苦荞茶

2 0 0 5

苦荞粉

苦荞馒头粉

快餐苦荞粉

苦荞羹

清心苦荞茶

浓香苦荞茶

节节苦荞茶

苦荞粉

苦荞馒头粉

苦荞粉丝

苦荞茶

西昌晨亨食品有限 苦荞粉

公司 苦荞面条

苦荞茶

西昌安喜苦荞制品

厂

苦荞粉

苦荞面条

快餐苦荞粥

苦荞茶

苦荞粉

苦荞面条

快餐苦荞粥

苦荞茶

苦荞粉

苦荞面条

快餐苦荞粥

苦荞茶

苦荞粉

苦荞面条

快餐苦荞粥

苦荞茶

西昌正中食品厂 苦荞洒奇玛 苦荞洒奇玛 苦荞洒奇玛

苦荞

西 昌和顺食品厂 苦荞麦花茶 苦荞麦花茶

3
.

凉山苦荞麦产业的现状

3
.

1凉 山州苦荞麦开发 的理论研究已有一定的基

础
,

但与国内同行差距大

凉山苦荞麦开发研究起步早
,

虽然在苦荞麦的

营养
、

保健成分
,

苦荞麦制粉工艺
,

苦荞麦快餐
,

苦荞

麦方便食品
,

苦荞麦茶饮料等产品开发研究方面具

有一定的基础
,

但由于研究经费投人不足
,

目前
,

与

国内同行研究相 比
,

已存在差距
。

国内同行已进行 了

苦荞麦保健功能食品
、

苦荞麦蛋白复合物的营养和

保健
、

苦荞麦提取物的营养和保健等研究
,

如山西省

农业科学院的林汝法等进行了
“

苦荞蛋 白复合物的

营养成分
、

及其抗衰老作用的研究
” , “

苦荞提取物的

毒理学安全性
” , “

苦荞提取物对大小鼠血糖
、

血脂

的调节
” , “

苦荞叶提取物对小鼠体内抗氧化酶系的

调节
”

等研究
。

3
.

2 凉山苦荞麦食品已形成系列化
,

但还应进一步

完善

凉山苦荞麦食品在苦荞麦的生面粉类产品系

列有苦荞麦麦心粉
、

苦荞麦麦皮粉
、

苦荞麦馒头粉
、

苦荞米
、

苦荞麦面条
、

苦荞麦粉丝
,

苦荞麦快餐粉类

产品系列有快餐苦荞麦粉
、

快餐苦荞麦粥
,

苦荞麦

方便食品类系列有苦荞麦羹 (苦荞麦芝麻羹
、

苦荞

麦南瓜羹 )
、

苦荞麦洒奇玛
,

苦荞麦茶饮料类产品系

列有苦荞麦袋泡茶
、

苦荞麦节节 茶
、

苦荞麦颗粒

茶
。

凉山苦荞麦食品在初加工和深加工方面虽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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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系列化
,

但还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

同时在精加

工方面还尚属空白
。

3
.

3 凉山苦荞麦食品已具有一定的市场
,

但还应大

力拓展市场

凉山苦荞麦产品目前仍属地方产品
,

还没有真

正的走出凉山
。

虽然西 昌市航飞苦荞麦开发 中心

(原西昌农专食品厂 ) 早在 19 97 年已将产品市场拓

展到成都
、

重庆
、

上海等大中城市
,

并已在成都等城

市站稳
,

实现一定的销售
,

但由于产品推广费用大
,

销售成本高
,

未能形成真正的市场需求
。

其它生产

企业在拓展外地市场方面也进行了一定的努力
,

终

因市场推广
、

消费引导不力也未能建成外地销售市

场
。

随着人们对苦荞麦的深人认识
,

以凉山苦荞麦

的优良品质
,

凉山苦荞麦食品在全国大中城市必将

有很大的市场需求
,

苦荞麦开发企业应在外地市场

加大投人
、

营销方法上的创新
,

使凉山苦荞麦走出

凉山
,

为凉山苦荞麦产业上台阶做出贡献
。

4
.

凉山苦荞麦产业的未来

4
.

1 大力开发苦荞麦食品
,

形成苦荞麦食品的系列

化

在现有苦荞麦食品的基础上
,

进一步开发生产

苦荞麦面条和方便面
、

苦荞麦饼干等烘焙食品
,

使

凉山苦荞麦食品形成系列化
。

4
.

2 开发特殊形态的苦荞麦食品
,

提高苦荞麦粉的

价值

根据苦荞麦粉的特性
,

借鉴现有食品的流行新

产品形式
,

开发生产特殊形态的苦荞麦食品
,

更进

一步提高苦荞麦粉的价值
。

例如
,

开发生产食用方

便
、

营养丰富
、

有一定保健作用的苦荞麦干吃片
。

4
.

3 开展苦荞麦的综合开发利用
,

提高苦荞麦的价

值

苦荞麦的叶
、

茎
、

花和籽粒都有很高的开发价

值
,

现在的开发主要是开发苦荞麦的籽粒
,

对其副

产物的开发利用不很重视
,

可采用苦荞麦的叶
、

茎
、

花开发生产苦荞袋泡茶等产品
,

采用苦荞麦制粉的

副产物开发生产苦荞茶
、

苦荞麦饮料等产品
,

从而

可进一步提高苦荞麦的价值
。

4
.

4 注重苦荞麦保健功能成分和机理的研究
,

缩小

与国内外研究水平的差距

目前
,

凉山苦荞麦的研究与国内的研究水平有

较大的差距
,

应发挥凉山苦荞麦的资源优势
,

加大研

究经费的投人
,

依托西昌学院的科研优势
,

在苦荞麦

保健功能成分与机理研究方面缩小与国内外研究的

差距
。

4
.

5 开展苦荞麦食品的保健食品认证
,

提高苦荞麦

的市场竞争力

苦荞麦和苦荞麦食品在降血脂
、

降血糖等方面

的保健作用已被学者和广大的消费者所认可
,

但州

内苦荞麦开发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一个得到国家食

品药品管理局认证的保健食品批准号
,

反而在北京
、

天津
、

山西等地生产企业
,

采用凉山苦荞麦为原料生

产的产品
,

已有多个获得了保健食品证
。

凉山苦荞麦

产业要健康持续发展
,

凉山苦荞麦产品要在全国市

场具有竞争力
,

必须加快苦荞麦食品的保健功能申

请认证
。

4
.

6 以苦荞麦为主要原料
,

开发苦荞麦医药制品
、

苦

荞化妆品

苦荞麦除具有丰富的营养以外
,

其明显的保健

功能
、

药疗作用
、

护肤美容作用也被认可
,

从苦荞麦

精深开发利用考虑
,

可以开发苦荞麦医药制品
、

化妆

品
,

其可开发的潜力是巨大的
。

4
.

7 对凉山苦荞麦进行原产地保护

凉山苦荞麦以其种植集中
、

产量大
、

品质优异
,

保健药疗成分高
,

已被公认
。

目前国内
,

凉山州外的

一些企业开发生产的苦荞麦食品
,

在其产品说明中

都强调使用了凉山苦荞麦为原料
,

可见凉山苦荞麦

在业内的认可度
,

但同时也令人担忧
,

如果不进行凉

山苦荞麦的原产地保护
,

如果受不诚信企业的影响
,

可能将凉山苦荞麦的品牌破坏
,

凉山苦荞麦产业的

健康发展将受到影响
。

4
.

8 注意苦荞麦研究
、

产品开发的知识产权保护

从州内
“

一种苦荞茶的生产方法
”

发明专利的发

明人申述州内的部分苦荞麦茶生产企业侵犯其专利

权的纠纷案
,

州内的苦荞麦开发企业和苦荞麦开发

研究者深刻的感受到专利保护的威力
,

深刻的认识

到专利保护的重要性
。

但是经过该案
,

作为专利申请

人员应该清楚的认识到
,

专利保护的精髓是以技术

的公开
,

促进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
,

专利的保护是以

其专利的权利要求为保护范围
,

同时专利的申请者

应 当具有该领域广博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对市场未来

发展的准确预见性
,

否则
,

因为专利的权利要求不科

学的一个专利
,

非但不能保护自己
,

还可能因此破坏

一个产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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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发展
,

商品市场的竞争日益剧烈
,

产

品市场的竞争实质上就是知识
、

科技的竞争
,

作为苦

荞麦开发生产企业和苦荞麦的开发研究者
,

在苦荞

麦的研究
、

产品开发中必须注意知识产权的保护
。

知

识产权的保护除进行商标品牌的保护
、

科研成果的

专有技术的保密外
,

更为重要的是专利权的保护
。

5
.

结语

凉山苦荞麦是凉山州人民的宝贵资源
,

凉山苦

荞麦的开发
,

凉山苦荞麦产业的发展
,

对凉山州经济

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

从事苦荞麦的开发不是一

个人的生意
,

而是一个事业
,

作为凉山苦荞麦开发

的企业和个人
,

不能以一个人
、

一个企业的生意
,

赚多少钱
、

满足个人的某种需求为 目标来从事其

经营过程
,

而应以推动凉山苦荞麦产业的发展
,

维

护凉山苦荞麦产业的健康发展为已任 ; 作为凉山

苦荞麦的开发研究单位和个人
,

应向国内
、

外的研

究者学习
,

对凉山苦荞麦进行系统的
、

深入的研

究
,

为凉山苦荞麦产业的发展提供科学技术的保

证 ; 作为相关的政府管理部门
,

应为凉山苦荞麦产

业发展提供有力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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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期 戴红燕等
:对冕宁县发展优质双低油菜的思考

还要研究推广多用途利用双低油菜如
”

双低
”

油菜

叶喂猪
、

采摘菜苔作蔬菜等 ;加速农田基本建设
,

修

缮沟渠
,

改善冬春干旱缺水的状况
,

为优质高产奠

定坚实基础
。

3
.

4 扶持和引人农产品加工及其商贸企业充当
“

龙头企业
”

的角色
,

加强
“

产前
”

和
“

产后
”

服务
,

而
“

产中
”

由农技部门来服务
,

走
“

企业 + 农技部门
+

农户
”

的产业化发展道路
。

3
.

5 创名优品牌
。

利用成功申报双低油菜无公害

生产基地和双低油菜无公害农产品的优势
,

大力宣

传
,

提高油菜籽知名度
,

拓宽销路和提高经济效益
。

3
.

6 适度发展农产品深加工
。

冕宁县耕地面积

不大且不集中
,

这与平原和盆地有着明显的差别
,

这

也决定了产业发展规模不同于其它地区
。

全县以每

年种植面积 4 0 00 h m ,

(解放后的年种植最大面积为

3 s o o h m ,

)
,

单产 2 7 0 0 k g / h m ,

计
,

年总产油菜籽不过

10 8 0 0t
,

冕宁县有 33 万人 口
,

按我国人均年消费植

物油 10 k g 折合油菜籽 2 5 k g 计
,

全县自消量就达

7 5 0 0t
,

只有 3 3 0 0t 油菜籽进人市场
。

因此在当地建

设一中型加工厂辐射周围县市进行油菜籽深加工
,

减少运输成本就近占领凉山州的植物油市场是比较

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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