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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是我国重要的优质啤酒大麦生产基地
之一， 大麦产量占全国总量的 1/3。 由于我国啤酒
大麦市场的二元结构（国产+进口）和国产大麦市场
的多元化（冬麦、 春麦、 主产区、 小产区、 时间差
等）导致麦芽 - 大麦的供需关系难以与啤酒 - 麦芽
的供需关系相对应， 大麦价格在年际间甚至一年
内的不同时段剧烈波动， 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和国产啤酒大麦生产的稳定发展， 使国产啤酒
大麦面临生存与发展的严重挑战［1�］。 面临政策对
常规作物扶持力度相对减小、 农民种植积极性逐
年下降、 大麦生产面积逐年减少的现状， 为了扭
转甘肃大麦发展的被动局面， 将研究方向转向大
麦的苗期产品—麦绿素的研究和开发将是一个比
较有前景的方向。
1���大麦麦绿素的生理功能

麦苗生长迅速， 茎叶繁茂， 柔嫩多汁， 气味
芬芳。 新鲜的麦苗是富活性矿物质、 维生素、 酶
及人体必需的营养均衡的食物。 麦苗汁成分与健
康人体中血液成分相似， 叶绿素的化学结构和血
红素相似， 唯一的区别是血红素含铁， 叶绿素含
镁。 麦苗的叶绿素是一种最好的造血食物和活力
恢复剂， 可增强心脏功能， 影响血管系统， 具有
平衡血糖及清肝的作用， 因此， 麦苗汁又被称为
“绿色的血液”。 麦苗中含有丰富的叶绿素， 20�d
龄二倍体大麦叶（鲜）含叶绿素 0.8�mg/g。 大麦叶汁

干粉中叶绿素含量为 9.8�mg/g。 麦苗中矿物质丰
富， 是碱性食品之王， 其碱性度是理想碱性食品
菠菜的两倍， 达 66.4�mg/g。 矿物质的平衡是维护
健康的关键， 正因为人体内平衡地含有各种矿物
质、 酶， 才使人体维持了调和的新陈代谢。 糖尿
病患者的根本治疗是体液的碱性化， 而鲜嫩麦苗
（尤其是大麦苗） 提取的麦绿素对糖尿病有良好的
疗效［2�］。 近几十年对大麦嫩叶中有效成分的药理
作用研究表明， 大麦汁液具有多种生理功能， 包
括抗氧化作用， 可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防止人体
受活性氧基损伤， 延缓人体细胞衰老［3�-�5�］； 消炎
抑制和治疗胃溃疡作用［6�-�7�］； 降胆固醇、 降血压和
降血糖作用［8�-� 11�］； 增强免疫， 抑制艾滋病毒活
性， 防止病毒对细胞的感染作用［12�-�13�］； 刺激脑下
垂体前叶， 促进乳腺和精腺发育密切相关的乳类
激素分泌等作用［14�］。
2���大麦麦绿素的开发前景

大麦麦绿素是大麦嫩苗汁的精华， 是纯天然
的健康食品， 富含蛋白质、 矿物质、 叶绿素、 氨
基酸等活性有效成分， 可称为天然食品之王。 麦
绿素的研究和生产， 为拓宽大麦用途、 调整产业
结构和发展效益， 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大麦嫩苗
汁液是世界上单项资源中营养物质最丰富、 最均
衡、 最适合人体细胞的保健品资源。 国外已经生
产麦叶系列产品， 如小麦纤维食品， 大麦叶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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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麦草叶饮料、 麦绿素可乐、 青麦酶营养品等。
我国麦叶资源丰富， 但麦叶食品开发较晚， 开发、
生产麦绿素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大麦鲜叶产量
7�500�kg/hm2， 产值在 15�000 元 /hm2 以上， 收入比
生产常规产品高出一倍以上［15�］。 近年来， 黑龙江、
山东等地相继建成麦绿素厂。 麦绿素产品的开发，
可拓宽大麦用途， 提高大麦的经济效益， 市场前
景广阔。
3���甘肃开发大麦麦绿素的优势
3.1 可以解决大麦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 大麦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
大麦在我们粮食品种中的地位不高。 大麦属于小
宗谷物， 我国对大麦生产缺乏政策支持和保护，
农户种植收益缺乏保障， 极大的影响了农户种植
大麦的积极性。 我国的啤酒产业较为分散， 在进
口大麦时缺乏定价权， 导致我国成为大麦进口价
格的被动接受者， 大麦产业容易受国际市场影响，
特别是国产大麦价格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
增加了国内大麦市场风险， 不利于我国大麦产业
的平稳发展。 二是大麦的产量与品质均难以满足
市场需求。 主要是品种混杂， 优良品种缺乏， 技
术水平落后， 种植管理粗放。 啤酒大麦行业属于
农业领域范畴， 起步较晚， 底子较薄， 资金又短
缺， 再加上近几年大量进口大麦的冲击， 使原来
就基础薄弱的啤酒大麦生产基地进一步萎缩［16�］。
从源头上看， 大麦科研育种工作举步维艰， 困难
重重。 从大麦品质上看， 啤酒大麦是因其用途而
得名的， 是一种比种子生产要求还要严格的特殊
商品， 不仅要有优异的农艺性状， 而且还要有
95%以上的发芽率和优良的麦芽品质以及酿造品
质［17�］。 加上长期以来大麦产业发展规划不明晰、
重点不明确， 满足啤酒生产要求的高品质麦芽少，
导致国产啤酒大麦的用量降低［18�］。 同时我国啤酒
大麦产业发展中， 存在着技术相对落后和管理经
验不足诸多问题， 包括品种育、 繁、 销脱节以及
集约化程度低、 市场竞争力较弱、 原料收购市场
混乱、 信息网络不健全、 协会组织约束力比较弱
等［19�］。 突出表现为品种技术支撑不到位、 收储环
节协调不适应、 产销衔接不紧密等一系列问题，
严重制约了产业的发展速度［20�］。 需要特别指出的

是， 我国啤酒大麦种植区域分布不甚科学， 缺乏
一定力度的扶植导向政策， 组织生产管理体制不
尽合理， 也是制约大麦产业发展十分重要的因
素［21�］。 面临啤酒大麦产业的不景气， 加大对大麦
品种相关产品的研发是扭转大麦产业被动局面的
举措之一， 因此， 大麦麦绿素的开发是甘肃大麦
产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方向。
3.2 开发麦绿素的品种优势

优良品种是产业发展的基础， 也是生产优质
麦绿素的基础。 甘肃在新品种的选育方面已经做
了大量的工作， 育成了优质高产啤酒大麦新品种
甘啤 4 号、 甘啤 5 号、 甘啤 6 号等。 这些品种不
但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均表现出产量水平高、 增
产潜力大， 适应性广， 而且多年多点试验酿造品
质分析各项酿造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国家优级标
准［22�-�25�］。
3.3 开发麦绿素的气候优势

甘肃省是我国日照最长的地区之一。 甘肃河
西走廊年日照时数为 3�000～3�400�h， 年总辐照量
140～180�kJ/cm2， 而大麦生育期间需要日照仅为
1�200～1�400�h， 太阳辐射仅占年总辐射量的 46%～
50%。 一般无霜期为 160～200�d 左右， 绝对无霜
期为 120～170� d。 ≥0�℃有效积温为 2� 000～
4�500�℃， 完全能满足大麦生育期间需要≥0�℃有
效积温 1�500～1�800�℃的要求。 日照长、 日较差
大、 太阳辐射强等各种条件的匹配， 为啤酒大麦
的生长发育和光合产物的积累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
3.4 开发麦绿素的土地及水资源优势

丰富的土地资源是甘肃发展啤酒大麦生产的
重要保证。 河西走廊耕地面积约 466 万 hm2， 人均
耕地 0.27�hm2 左右， 有效灌溉面积约占耕地面积
的 88%以上。 区内有 2�047.13 万 hm2 宜农荒地有
待开垦， 占全国宜农荒地资源的 47.9%。 这些农荒
地多数地势平坦， 集中连片， 适合机械化耕垦，
是我国今后重点垦区之一。 其中有 333.5 万 hm2 属
绿洲沿边， 山麓平原， 土质戈壁的易垦荒地， 有
一定水源， 更便于因地制宜， 有计划的进行耕垦。

甘肃是一个水资源紧缺的省份。 从经济效益
上讲， 大麦种植可能不如玉米杂交制种， 但是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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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大麦的资源消耗远低于玉米， 在水资源比较缺
乏的地区， 种植大麦有明显的优势。 另外， 甘肃
省是国内 4 个超百万亩啤酒大麦主产区中产量最
大、 大麦品质最好的地区。 甘肃省政府调研室和
甘肃省农业节水与土肥管理总站完成的一份调研
显示， 甘肃省盐碱地总面积较大， 主要分布在敦
煌市、 民勤县、 金塔县、 甘州区、 苏北区、 玉门
市、 阿克塞县、 景泰县、 永昌县、 古浪县、 民乐
县、 永靖县、 肃州区、 瓜州区、 凉州区、 高台县
等 16 个县 （市、 区）及甘肃农垦所属农场。 甘肃耕
地中有盐碱土壤 10.67 万 hm2， 其中盐碱化土（全盐
含量0.3%～0.6%）占 64%， 中盐化土（全盐含量
0.6%～1.0%）占 25%， 重盐化土（全盐含量 1.5%～
2.0%） 占 11%［26�-�28�］。 其他作物很难生长， 这些盐
碱地正面临着荒漠化的危险， 而大麦是耐盐碱的
作物， 在上述这些地区生长良好。 种植大麦对充
分利用土地资源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途径。
4���小结

大麦麦绿素的研究与开发， 为大麦优良品种
的选育开辟了一个新方向， 也为对带动农民增收
和充分利用资源找到一条新路子， 对促进大麦综
合利用和产业的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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鲑鳟鱼是鲑鱼和鳟鱼的统称， 属冷水鱼类，
因肉质细嫩、 味道鲜美、 营养价值高而被誉为

“水中人参”， 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向世界各国推广
的优质养殖品种。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 青藏高原
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处， 冷水资源丰富且类型多
样， 泉水、 山涧溪水及以刘家峡为代表的水库为
鲑鳟鱼养殖提供了理想场所［1�-�2�］。 甘肃省是国内
养殖鲑鳟鱼较早的省份之一， 1977 年首次引进虹
鳟试养， 历时 40 多年， 养殖业逐渐发展壮大， 目
前已初步形成永登、 永昌、 张掖、 敦煌、 临夏、
甘南等高寒冷水鱼养殖基地， 养殖品种有虹鳟鱼、
金鳟鱼、 七彩鲑、 三文鱼、 大西洋鲑、 哲罗鲑等，
养殖面积和产量均位居全国前列。
1���发展现状
1.1 科研育种能力提升

一是建立了鲑鳟鱼家系选育体系。 甘肃省水
产研究所建设了鲑鳟鱼家系选育车间 1 座， 安装
了相应的选育设施 65 套， 建立了 5 个基础繁育种
群， 确立了家系选育的技术路线。 选育出 2～3 个

高效交配组合， 初步实现了规模化繁育。 二是鲑
鳟鱼工程制种技术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已经探
索出了三倍体虹鳟诱导制种的关键技术参数和三
倍体虹鳟倍性鉴定技术， 具备了进行规模化生产
的技术条件。 如甘肃临夏国家级鲑鳟良种场 2009
年鲑鳟鱼发眼卵年繁育能力达到 600 万粒， 规模
化繁育品种 3 个， 三倍体虹鳟规模化制种诱导率
达 80%以上； 同时还进行了四倍体虹鳟诱导试
验， 四倍体诱导发生率达到 40%， 为实现三倍体
虹鳟生物制种奠定了基础。 三是鲑鳟鱼光控早繁
技术推广成效显著。 自 2006 年起， 经过连续试
验， 实现通过调节光照周期控制鲑鳟鱼繁殖时
间， 并将该成果在生产中转化应用。 四是新品种
引进培育扩繁进展顺利。 引进七彩鲑、 美国金
鳟、 挪威品系虹鳟、 哲罗鲑等新品种进行培育，
解决了七彩鲑人工繁育关键技术， 七彩鲑发眼卵
实现了规模化生产， 其他品种也培育了一定数量
的繁育基础种群， 为规模化扩繁推广奠定了坚实
基础［3�-�4�］。

甘肃省鲑鳟鱼产业现状及优化升级对策
张邦林， 王建连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分析了甘肃鲑鳟鱼产业发展现状， 指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完善养殖技术体系， 提高养殖效
益； 优化产业布局， 提升产业规模； 建立质量安全保障体系， 推进健康养殖体系建设； 延伸产业链条， 提升产品
附加值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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