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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苣（Borago officinalis）又名紫花草、星星
花，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和小亚细亚，在美国、加

拿大、日本、台湾均有种植。研究表明，琉璃苣

籽油富含 酌-亚麻酸［ 1］，是目前已知的 酌-亚麻酸

含量最高的植物油［ 2］。酌-亚麻酸是人体无法合成

的一种重要脂肪酸，有很好的生理活性，具有降

血脂、杀菌、抗炎、抗高血压、抗动脉粥样硬化、

抗肿瘤、抗糖尿病及减肥、美容等一系列生物学

功能，是医药品、高级营养食品、化妆品等领域

的重要原料，备受国内外营养及临床医学界的广

泛关注，在国内外有广阔的市场需求［ 3］。国内已

有厦门、杭州、济南等地的多家公司生产琉璃苣

油，主要用作原料药或医药中间体。

目前，制约琉璃苣籽油生产的主要因素是种

河西走廊琉璃苣产业发展前景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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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甘肃河西走廊发展琉璃苣产业的优势、经济和生态效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试验研究和
技术示范与推广，提高抗旱栽培技术；提升灌溉系统的功能；建立沿祁连山北麓高寒高旱地区优质琉璃苣生产基地；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以确保产业链有序延伸和转型升级等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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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量较低。我国近几年在吉林、黑龙江、新疆

等多个省市引入栽培，但种子产量一直偏低，据

报道，东北嫩江农场平均产量仅 675 kg/hm2［ 4］，新

疆部分地市则将其作为以收获茎叶为主的药材［ 5］。

甘肃河西地区于 2007年引入后，通过近几年

的种植，籽粒产量明显高于国内其它种植区，栽

培面积逐年增加，2013年不完全统计面积已超过

3 333 hm2，平均产量达到 1 500 kg/hm2以上，最高

可达 2 700 kg/hm2［ 6］，平均效益 45 000元 /hm2左

右。作为一项新兴产业，琉璃苣产业的发展尚处

于一个初级阶段，存在生产和销售脱节、产业发

展和配套政策、技术服务脱节等问题。如何利用

河西走廊沿山冷凉区域优势，进一步扩大规模，

提升产业档次，促进农民增收，推进产业发展，

是目前需要破解的产业难题。

1 发展优势

1.1 琉璃苣对环境的要求和自然优势
琉璃苣为一年生草本植物，是一种适应性强、

具有一定野生性、耐脊薄土地的特种经济作物。

从出苗到收获，生育期 130～150 d。喜欢冷凉温

和的气候条件，种子发芽适温为 15～21℃，生长

适温为 16～25℃。具一定耐寒性，能忍受 -5℃

低温，耐干旱，不耐湿，不耐酷热，喜光照，无

论在山区或川区都能正常生长，尤其在光照强、

通风好、排灌便利、水肥适中的砂壤地中产量更

高，最适宜在海拔 1 700～2 300 m的区域内种植。

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省西端，东西长约 1 000

km，是西伯利亚气流南下的通道，属温带干旱荒

漠气候。境内沿祁连山北麓的大片绿洲，属典型

的高寒高旱传统农业区域。土壤有机质含量高、

肥力适中、耕性好。夏季冷凉，5～8月的平均温

度不高于 23℃，7 月均温为 20～26℃，降水稀

少，年平均降水量在 85 mm左右；光照充足，年

日照一般在 3 000 h以上，无霜期约 160～230 d左

右。海拔 1 200～2 500 m，昼夜温差大，非常有利

于籽用琉璃苣种子内油分的积累，与野生琉璃苣

的生长环境条件契合度高，增产潜力大，是目前

国内最适宜栽培琉璃苣的主产区域。

1.2 产品质量优良

河西走廊沿祁连山北麓高寒高旱区无化学污

染源，病虫害少，生产过程中不用或少用农药，

农药残留低。该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高，种植过

程主要以农家肥为主，且收获期降水稀少，种子

在地表自然干燥，粒大饱满、色泽度好。2015年

1月，酒泉职业技术学院生物工程系送检样本经江

苏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检测依据

GB/T1733-200 g）检测，河西走廊琉璃苣种子脂肪

酸中 酌-亚麻酸含量平均达 18.35%，在国内各地

所产琉璃苣种子中 酌-亚麻酸的含量领先。目前国

内外提取加工琉璃苣油并将其用于药品、化妆品、

营养保健品的企业与日俱增，产业链延伸空间巨

大。河西走廊生产的琉璃苣质量优良，是天然的

“绿色产品”，作为产品原材料的琉璃苣种子市场

需求前景广阔。

1.3 生产效益好

以酒泉市肃州区金佛寺镇为例，近 3 a来

（2012—2014）的统计数据表明，琉璃苣的平均投

入为 9 030元 /hm2，平均产量为 2 100 kg/hm2，平

均价格为 22元 /kg，收益 46 200元 /hm2，投入产

出比 1∶5。而该乡镇小麦的投入产出比仅为 1∶

2.4，制种玉米的投入产出比约为 1∶3.6，洋葱的

投入产出比约为 1∶3.2，普通制种花卉的投入产

出比约为 1∶4.5。同时，因琉璃苣有一定耐寒性、

耐旱性和耐瘠薄土壤的特性，种植过程中病虫害

极少，管理简单，农民种植积极性高。

1.4 生态效益好

河西走廊沿祁连山北麓的广大冷凉种植区，

适宜栽培的经济作物种类较少，主要为喜凉作物。

琉璃苣的广泛种植丰富了当地作物种类，对祁连

山北麓高寒高旱区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一定的推

动作用。引种表明，琉璃苣对当地气候、土壤等

环境条件具有较强的适应性，病虫害少，为优质

琉璃苣油的生产提供了原料基础。同时，琉璃苣

较耐旱，在覆盖黑色宽幅地膜栽培模式下，全生

育期仅需灌水 2～3次，与洋葱、玉米、冬小麦等

作物相比，节水效益明显。近几年，相关农业技

术部门相继进行了品种、播期、不同栽培模式的

试验示范，本着“试验、示范，推广”的原则，进

一步促进琉璃苣产业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取得

了良好的生态效益。

2 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2.1 水资源短缺，节水设施不配套

现在仅有的少量水资源无法充分利用，对大

面积种植琉璃苣带来很大的影响。南部祁连山区

冬季降雪逐年减少，导致在 6～7月份灌溉高峰期

水资源紧张，使得灌溉面积得不到保证，旱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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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生，严重制约着沿祁连山北麓地区的经济发

展，也制约着琉璃苣产业的发展。

2.2 管理粗放，种植水平低，产量不稳定

农户文化素质相对偏低，科学管理水平不高，

随意性强，对依靠科技发展种植琉璃苣的认识不

高，与科学生产管理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存在

高产者与低产者单产相差 2～3倍，而低产者居多

的现象。问题在于在种子选择、地膜覆盖、灌水

施肥、收获标准及收获方式等诸多技术环节缺乏

规范。

2.3 诚信经营意识差，区域优势发挥不够

无序竞争引起市场混乱。琉璃苣生产虽然走

的是订单农业产业化之路，但受市场价格波动和

农民合同意识差的影响，“订单生产”不能得到有效

落实，产销衔接不紧密。琉璃苣种子定价主要还

是由外地加工企业和中介代理收购商决定，当市

场行情较好时，各收购商相互飙价；当市场行情

较差时，收购商又不愿意承担市场风险，采取压

价收购，更有甚者签订了合同也不收购。此外一

些农户也缺乏诚信，不履行合同，价格好时违背

合同，私自高价销售；对产品质量认识不够，随

意掺杂、掺假，使产业品牌受到了损害，对优化

销售市场环境带来了不利影响。

农户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够，信息意识、市

场经营理念跟不上，经营效益不稳，跟不上发

展需求，没能充分发挥出独特的资源优势。同

时农户在生产上存在很大的盲目性，从众心理

严重，跟风种植现象突出，种植看上年行情，

引起了面积和种植结构上的剧烈变化，增大了

种植风险。

2.4 缺少龙头企业带动，机械化程度较低，产业

链延伸不够

目前，琉璃苣生产在河西地区乃至甘肃省内

缺乏龙头骨干企业，尤其没有深加工企业，就地

消化的渠道不畅通，只能依靠原料外运。只有

“农户 +产地”，没有“农户 +基地 +企业 +市场”，

造成“丰产不丰收”、“优质不优价”现象，产业链极

短，产业发展力量薄弱，抵御市场波动风险的能

力低。此外生产的各个环节机械化程度较低，尤

其是收获环节，由于琉璃苣野生性强，种子边成

熟边脱落，而目前国内还没有可以收集地面种子

的机械设备，主要靠人工清扫收集，给收获带来

难度，增加了劳动力成本。

3 琉璃苣产业发展对策

3.1 加强试验研究和技术示范与推广，提高抗旱栽

培技术

通过实践观察和相关试验表明，增施有机农

家肥和生物菌肥、实施地膜全覆盖、适度早播等

措施可提高琉璃苣的抗旱性，并使盛花期错过水

源紧缺期，达到提高结实率、延长结实期的目的。

通过选用优良品种可以确保丰产。农户自留种的

生长势和丰产性均不如国外引入和异地交换来的

种子，避免使用自留种、加强国内外琉璃苣种子

合理流通、积极引进新品种是保证丰产的得力措

施之一。

各级部门要坚持开展琉璃苣栽培技术的试验

研究和技术的示范推广，主推《琉璃苣高产栽培技

术规程》、《琉璃苣全覆膜节水增效高产栽培技术》

以及《琉璃苣人工辅助虫媒授粉技术》等，采取集

中培训、田间地头指导、组织农户参观交流、吸

引企业考察等多种措施，提高基层技术人员和广

大农户的科学管理水平，为产业的发展培养一批

懂技术、会管理的生产者，为琉璃苣规模化、产

业化发展奠定基础。应针对沿祁连山北麓高寒高

旱地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条件，因地制宜引进

琉璃苣新品种，坚持试验、示范、稳步推广的原

则，选择出适应在当地自然生态环境条件下栽培

的优质高产品种。

3.2 提升灌溉系统的功能

建议水电部门在种植区投入一定的资金，维

修渠道，修建水库蓄地表水，利用滴灌等先进节

水技术，提升河西走廊地区灌溉系统的供水功能，

保证琉璃苣水分临界期的需水要求。

3.3 建立沿祁连山北麓高寒高旱地区优质琉璃苣

生产基地

沿祁连山北麓高寒高旱地区无环境污染源，

应在该区域积极规划建立琉璃苣生产基地，使琉

璃苣生产向规模化方向发展，走产业化经营之路。

要按照各自不同的生产条件，适当集中连片种植，

形成区域化规模生产，使河西走廊琉璃苣生产基

地真正做大、做强、做精、做优，不断适应市场

需求，并全力打造区域内琉璃苣品牌。

3.4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确保产业链有序延伸和

转型升级

建议各级政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围绕琉璃

苣产业，通过招商引资，培育起点高、辐射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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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潜力大的龙头企业。一是加大对产业体系建

设的资金投入，进一步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引导

产业体系不断壮大。二是加大对基础设施的资金

投入，维护种植区渠道、修建蓄水库、利用滴灌

设施等改变生产条件，确保产业持续发展。三是

加大科研与试验示范的资金投入，进一步加大新

技术、新品种的引进、试验示范力度。四是引入

和建立大型琉璃苣油加工及原料药、医药中间体

生产企业，就地消化部分琉璃苣种子，延伸产业

链，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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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职院校实践教学体系探索起步较晚［ 1］，

相关理论也相对滞后，各高职院校进行的校企合

作模式也主要停留在形式上、低层次上，实践教

学并没有使学生的知识水平、技能水平等得到很

大提高。同时，由于企业对高职实践教学培养能

力依赖性不强，以及学校自身存在的问题，使得

构建科学的实践教学理论体系任重而道远。

目前有关高职院校实践教学的研究较多，而

对高职院校生物化工专业实践教学的探索较少，

生物化工专业独自的特点决定了实践教学各个环

节的特殊性，只有结合学校的地理位置、办学形

式、师资力量等方面，才能构建出有针对性、可

操作性的实践教学体系［ 2］。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自 2008年开设生物化工专

业以来，由于受到师资、实训等条件的限制，一

直都按 1个班招生，而且生物化工专业课程设置、

实训环节都主要以传统化工为主，没有体现个体

性差异。生物化工专业学科交叉广泛，为了体现

实践教学上的特色，我们根据现有的条件，按以

下模式探索实践教学，并作为今后生物化工专业

实践教学的方向。

1 以企业为主导的实践教学模式

企业是高职院校生物化工专业学生最终的就

业归属，因此让学生深入企业实习，较好的掌握

系统知识与实践的结合，可以实现与以后的就业

无缝对接。这种以企业为主的实践教学，不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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