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1 20162016 年 第 1 期甘肃农业科技

兰州百合是全国唯一食用甜百合，也是兰州

市乃至甘肃省的特色产业［ 1］。兰州市七里河区是

兰州百合的主要生产基地，其生产的兰州百合味

道甘甜鲜美，有“兰州百合甲天下”的美誉，是产

区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和七里河区后山农民

摆脱贫困、增加收入的支柱产业。兰州百合主要

分布在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果园镇、阿干镇、魏岭

乡、黄峪乡等4个乡（镇），2014年七里河区百合留

床面积稳定在 0.35万 hm2，百合产量达到 2.79万

t，实现百合纯收入达 5.2亿元，农民人均百合纯

收入达 4 960元，占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 12 297

元的 40%。百合出口量达到 300 t，出口创汇超过

376万美元。

1 兰州百合产业发展现状

1.1 凭借地理优势，形成兰州百合的核心产区

兰州百合已有 400多年的种植历史，对生态

环境条件要求较高，适宜于旱作栽培，一般要求

海拔达到 1 800～2 400 m，土层深厚，质地松软，

有一定坡度，排水良好，有机质丰富；要求气候

冷凉湿润，昼夜温差大等种植条件，且生长期长

达 6 a，而且这些条件是综合性的，缺一不可［ 2］，

否则，种植出来的百合质量、品质、外形、色泽、

产量都大为逊色［ 3］。七里河区后山地区属兰州市

南郊二阴地区，海拔 1 800～2 400 m，这里气候凉

爽，空气湿润，植被覆盖较好，年平均气温

5.8℃，生长期平均 232 d，无霜期平均 135 d，年

平均降水量 460 mm，正好适合兰州百合的喜温

凉、喜光照、好湿润、忌酷热的生理特征。凭借

独特地理资源优势，七里河区百合面积得到稳步

发展，成为兰州百合的核心生产区。

1.2 生产技术逐步成熟，生产水平稳步提高

兰州百合生产周期长，从种球繁育到成品百

合的采收需 6 a时间，各生长季节的科学管理是成

功栽培并获得高产优质百合的关键。近年来，兰

州市区农业部门通过推行“兰州百合种植标准化示

范区操作规程”，举办各类培训班，向广大种植户

和百合贮藏、加工企业宣传普及实用、配套、规

范的无公害标准化生产管理技术，培训了一大批

技术骨干和农民技术员，使百合种植户、加工企

业熟练地掌握了百合栽培、管理、采挖及加工、

储藏、保鲜等技术。同时联合科研院校，组织科

技人员从百合生产基地选择、优质母籽繁育、丰

产栽培、病虫害防治、深加工和贮藏保鲜等方面

开展科研攻关和新技术引进示范，从而使百合生

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1.3 加工转化能力逐步提高，产业格局初步形成

充分利用优越的百合资源优势，按照“布局合

理化、生产基地化、经营一体化、管理规范化、

服务社会化、产品名牌化、品质无公害化”的发展

思路，形成了以西果园镇兰州百合城为中心，辐

射带动阿干镇、魏岭乡、黄峪乡等地区百合产业

的发展局面。目前，七里河区现有百合冷藏库 39

座，容量达 1.064万 t，完全能够满足兰州百合常

年加工贮藏的需要。百合加工企业 93家，这些企

业全部使用了“兰州百合”商标。科技含量较高的

无硫百合干、百合粉、百合营养麦片、百合调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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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等产品已研发成功。现全区百合产业发展基本

形成了种植、储藏、加工、销售、研发一条龙的

产业格局［ 4］。

1.4 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网店销售蓬勃兴起

在北京、上海等国内大中城市开展建立了联

营或销售代理业务，在淘宝、阿里巴巴和三维商

城等电子商务平台进行网络销售，2014年网上销

售兰州百合系列产品的兰州店铺达到 130多家，

具有一定规模的 10家［ 5］。兰州百合形成了以电商

和代销为主，联营、网点直销和超市直销为辅的

多元化销售格局，销售网络遍布东北、华北和东

南沿海地区，在澳大利亚及中国台湾建有直营店。

产品远销中国港澳台、日本、韩国、美国、法国

及东南亚等地区。

1.5 品牌建设取得成效，知名度稳步提高

兰州百合于 2001年成功获得国家工商总局商

标局颁发的“兰州百合”商标。2004年 9月获得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的“原产地域产品专

用标志”。2013年 11月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

授予兰州市“中国百合之都”称号，认证七里河区

为“中国优势生态区域”。2013年 12月兰州百合获

得中国驰名商标。目前七里河区正在积极创建兰

州百合全国知名品牌示范区，进一步将兰州百合

打造成为名优特精品，树立起了“兰州百合”的品

牌形象。

2 存在的问题

2.1 种球繁育滞后，品种退化，影响了百合质量

和产量

一是兰州百合多年来靠对自然生长的母籽进

行选育，种球自然退化，导致兰州百合产量下降，

产品的独头率降低；二是兰州百合生长年限较长

（3～6 a），倒茬期至少也需 3 a，由于优质种球繁

育跟不上百合产业发展需求，极大地限制了百合

产业的发展，降低了土地使用效率。三是在原产

地保护以外的区域盲目种植兰州百合，其产品回

流到百合产区和市场，由于这些百合品质不佳，

由此给消费者造成兰州百合质量下降的负面映像，

对兰州百合的声誉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2.2 缺乏大型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

兰州百合产业目前还没有涌现出具有较强带

动作用的龙头企业。现有的百合加工企业大多数

都是由种植大户或贩运大户在资金积累到一定程

度后自发产生的，受自身文化程度或营销理念限

制，管理理念落后，主要表现在产品包装不规范、

品牌意识薄弱、市场开发能力不足、经营多凭经

验而缺乏创新，加之资金筹措困难，融资渠道狭

窄，流动资金不足，致使百合加工、销售龙头企

业不能够真正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2.3 企业和农户的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抵抗市

场风险的能力薄弱

目前全区 93家百合加工企业和上万家农户参

与兰州百合产业，彼此之间没有规范的合作协商

机制。兰州百合协会受经费限制没有充分发挥出

行业协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企业和农户没有真

正形成利益共同体，各自单打独斗，不仅增大了

生产和经营风险，而且引发恶性竞争，影响了整

个产业的健康发展，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极其薄

弱。

2.4 百合深加工产品研发滞后，难以形成高附加

值的产业链条

目前百合主要是以真空包装鲜百合、百合干

等初级产品上市销售，科技含量较低。而科技含

量较高的百合营养粉、百合营养麦片、百合枣粉、

百合果酥、百合醋、百合花、百合芽菜、百合鸡

等新产品虽已研发成功，逐步投放市场，但由于

缺乏资金，始终无法规模生产，形成高附加值的

百合延伸产品。

2.5 宣传力度不够，市场信息不畅

对兰州百合的营养价值、保健价值、食用方

法及文化内涵等方面挖掘和宣传不够，影响了消

费者对兰州百合的认识和了解。还没有充分搭建

起一个让生产、加工、销售、消费等各方面相互

了解、互通信息的平台，使百合在各环节之间信

息不畅。没有形成均衡上市，对兰州百合外埠市

场的销售区域及供货需求动态不能及时掌握，导

致个别市场出现缺货或积压现象，引起市场价格

波动。

3 发展对策

3.1 健全良种繁育体系，培育优良种球

一是联合科研院所，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

选育新品种，建立兰州百合组培脱毒中心，采用

高效脱毒技术，提纯复壮百合品种，解决品种退

化问题；二是制定完善规范的兰州百合组培技术

规程和标准，建设工厂化的兰州百合组培快繁中

心，对已脱毒的兰州百合良种，进行规模化的快

速繁殖，为种球标准化、规模化繁育提供优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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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三是每年按照繁育质量和数量，对企业进行

适当的补贴支持，监督企业严格按照《兰州百合鳞

片繁育技术规程》繁育兰州百合母籽，提高繁育质

量，实现兰州百合优质籽球规模化低成本繁殖，

为全市兰州百合生产提供优良种球。

3.2 加强行业自律，实现企业优化整合

推进“统一包装、统一品牌、统一质量、统一

监管”的“四统一”模式，管理好兰州百合证明商

标，全面推广兰州百合驰名商标、兰州百合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标志，保护兰州百合形象，彻底改

变兰州百合包装使用中企业品牌多而杂乱，商标

冒用，地理标志、绿色食品等标识使用不规范行

为。开展兰州百合全国知名品牌创建工作，对兰

州百合市场进行专项整治，进一步打造兰州百合

的品牌形象。对现有的兰州百合生产加工企业进

行整合，扶持发展培育出几家实力雄厚、竞争力

强的龙头企业，使其完全按照市场化运作，建立

营销网络、发布销售信息，提升包装档次，创立

品牌，研发销售精深加工产品，带动周边农户发

展，同时稳定百合收购价格，稳定促进种植户增

收。

3.3 发展精深加工，延伸百合产业链

通过支持加工企业与科研机构对接，建立产

品研发工程中心，开发符合大众消费的功能性食

品、生物制品和保健类食品。推动兰州百合加工

产品升级，提高兰州百合商品档次，提升产品附

加值。改进兰州百合加工技术和工艺，建设百合

冻干产品生产线等先进生产线，推动加工产品的

标准化生产。积极协调向省市申请新改扩建兰州

百合保鲜库项目，推动兰州百合保鲜贮藏的现代

化，按照市场需求，建设设备先进、规模合理的

兰州百合保鲜贮藏设施，全面提升兰州百合保鲜

贮藏能力。

3.4 拓展销售渠道，提升市场覆盖率

打造现代化、标准化、国际化的兰州百合产

品专业交易平台，在兰州百合种植集中区域重点

发展兰州百合大型产地交易市场，形成具有现代

化管理和服务功能的兰州百合产业商贸城。引导

百合企业、合作社和经销商加快应用电子商务，

开设网络旗舰店、专卖店等零售终端，增加网店

注册数量，实现“店商”与“电商”有机融合。扶持

兰州百合协会、百合生产加工销售企业和农民专

业合作社，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百合主

要销售地建立批发配送中心和直销网点，辐射带

动周边市场兰州百合销售。

3.5 发展创意产业，延伸休闲旅游

一是依托兰州百合种植基地，打造以兰州百

合景观、文化、产品等为主题的兰州百合旅游观

光休闲走廊，沿兰州百合旅游观光休闲走廊，建

设兰州百合产业集中体验区景群。二是建设兰州

百合展览馆，全方位展示百合文化历史及产品，

让游客全面深度了解兰州百合，体验兰州百合的

魅力，从而带动游客消费达到宣传的目的。三是

依托旅游村和新农村建设，在百合主产区建设百

合美丽乡村，打造独具魅力的“兰州百合美丽乡村

一日游”，带动兰州百合产业发展和村落经营致

富。

3.6 加强宣传力度，提升兰州百合知名度

一是通过利用新闻媒介以及在飞机场、火车

站、高速路口、繁华地带、醒目位置制作广告牌、

宣传牌、灯箱等方式，对兰州百合进行形式多样

的宣传，让广大消费者真正的了解兰州百合，拓

宽市场和增加消费量。二是政府牵头重点到北京、

上海、广州等主要消费城市利用当地新闻媒介对

兰州百合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三是由政府给予

适当补贴，带动百合协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

社通过参加绿色食品博览会、农产品展销会、洽

谈会及知名商标产品展示会等各类节会，对外宣

传推介兰州百合及其系列产品。

4 结语

兰州百合产业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机

遇和风险共存，这就要求我们因地制宜，结合实

际，按市场规律办事，把着眼点放在“质”的提高

上，以质取胜，出精品、做名牌，把兰州百合产

业做强做大。

参考文献：
［1］ 王生林，王明霞. 兰州百合产业发展的思考与对策

［J］. 甘肃农业大学学报， 2002，37（1）：82-87.
［2］ 石有太，林玉红，崔文娟. 兰州百合高效配方施肥技

术［J］. 甘肃农业科技，2013（7）：61-62.
［3］ 徐学军，梁玉文，刘 凯，等. 百合新品种兰州百合

2号的选育［J］. 中国蔬菜，2010（20）：91-92.
［4］冯红霞. 兰州百合的产业现代化之路［J］. 科技信息

（学术研究），2007（35）：317.
［5］ 俞成乾. 兰州百合加工业发展的现状与对策［J］. 甘肃

农业，2004（4）：41.
（本文责编：陈 珩）

66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