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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更好地为大丽花的研究和开发提供参考， 对大丽花的种质资源及食用价值、 药用价值方面的研究
进行了综述， 指出了大丽花开发利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需要加强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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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丽花种质资源及食用和药用价值研究综述

大丽花（Dahlia）又名大丽菊、 天竺牡丹等， 为
菊科（Compositae）大丽花属植物， 全属约 27 个属，
3 万余个品种［1�-�2�］。 大丽花是集观赏、 食用、 药用
于一身的植物， 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
大丽花品种丰富， 花型多样， 花色鲜艳， 株型优
美， 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 大丽花也可作切花和
盆花， 其花期可从初夏持续到第 1 次霜降前， 花
期长， 被大量用于园林绿化和休闲农业， 具有可
观的经济价值。 有研究发现， 大丽花块根中含有
丰富的菊粉， 菊粉是一种新型的膳食纤维， 作为
新资源食品基料， 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3�］。 目前
关于大丽花种质资源、 栽培技术、 株型调控等研
究较多， 关于大丽花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以及块
根开发利用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少。 我们对大丽花
的种质资源、 食用价值、 药用价值和药理作用的
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并提出了有待加强研究的
问题和今后产业发展的方向。
1���大丽花种质资源

大丽花原产于墨西哥、 危地马拉及哥伦比亚
一带， 是墨西哥的国花。 原种分布于海拔 1�500�m�
以上的山地， 后被逐渐引种到包括欧洲、 非洲和
亚洲等世界各地， 栽培范围极广。

大丽花株型差异巨大， 从不足 30�cm 到高达 9�
m。 自从 1789 年人们进行有意识的引种、 选育工
作开始， 经过两个多世纪努力， 产生了花色和花
型丰富多样的大丽花品种， 到本世纪初， 大丽花

种类多达 30�000 余种［2�］。 目前， 大丽花分类方法
有以下几种， 分别是按照花型、 首花高度、 花色
和花径进行分类（表1）［2�-�6�］。 从分类上来看， 目前
国内外的大丽花品种分类方法尚未统一， 例如有
研究者分别以大于 20.3�cm、 25.0�cm 和大于 30.0�
cm 作为大花型的分类标准。 由于各地研究人员按
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 分类依据多且复杂， 这
给大丽花的育种和开发带来较大的阻碍。

我国的大丽花栽培始于 19 世纪末， 尤其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 受日本的影响， 大丽花在东北
栽培较多， 1949 年后由东北逐渐向北京、 张家口、
包头、 甘肃等地广泛栽培， 成为当地重要的花卉。
据不完全统计， 国内收集和培育的品种约 700 多
个， 栽培中心以东北地区、 西北地区的甘肃、 北
京市为主。 特别在甘肃省， 当地大丽花优良品种
达到 400 余个， 从种苗繁育、 栽培技术、 良种选
育、 到销售环节， 大丽花产业已经初具规模［7�］。
2���大丽花食用价值

大丽花花瓣可以生食， 用于制作沙拉。 从块
根中提取的一种称作“dacopa”的甜味物质可以作为
饮料原料， 也可以加入到奶油和起司等［8�-�10�］。 在
国内外， 均有大丽花的块根食用的历史［11�］， 早在
18 世纪末， 大丽花作为一种蔬菜甚至被引进到欧
洲西班牙， 只是后来随着马铃薯和甘薯在全球的
普及， 才让大丽花块根慢慢的淡出了人们的餐桌。

研究表明， 大丽花的块根富含多聚果糖和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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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类型 标准 标准提出人

花色 6 个色系 粉色、 红色、 黄色、 白色、 紫色、 复色 杨永花， 李正平，
李万祥， 等（1996）

7 个色系 粉色、 红色、 黄色、 白色、 紫色、 黑色、 复色 师向东（2005）

首花高度 4 种 高型（首花高度 ＞ 60�cm）、 中型（50�cm�＜ 首花高度＜60�cm）、 矮型（40�cm�＜首
花高度 ＜ 50�cm） 和极矮型（首花高度 ＜ 40�cm)

杨 群 力 、 李 思 锋
（2009）

3 种 高型（＜100�cm以上）、 中型（70�cm～100�cm）和矮型（＜70�cm） 杨永花， 李正平，
李万祥， 等 （1996）

花径 3 种 大型花（＞20.3�cm）、 中型花（10.1～20.3�cm）、 小型花（＜10.1�cm） 陈少萍 ， 沈 汉 国
（2006）

4 种 大型花（≥30�cm）、 中型花（20～30�cm）、 小型花（10～20�cm） 、 迷你品种
（＜10�cm）

杨 群 力 、 李 思 锋
（2009）

花型 27 个类型 白头翁型； 仙人掌型； 山茶型； 领饰型； 球型； 单瓣型； 星型； 小花装饰
型； 小花牡丹型； 装饰型； 矮仙人掌型； 矮装饰型； 矮牡丹型； 牡丹型；
小球型； 矮单瓣型； 开展典型垫状大丽花； 开展矮生杂种大丽花； 庆祝复
活节大丽花； 兰花型大丽花； 小轮型大丽花； 大臣型大丽花； 矮小型大丽
花； 杂种仙人掌型大丽花； 黑叶型大丽花； 小球仙人掌型； 莲座型

英国皇家园艺协会
（R.H.S）

10 个类型 单瓣型、 环领型、 复瓣型、 圆球型、 绣球型、 装饰型、 睡莲型、 仙人掌型、
菊花型、 毛毡型

姚梅国等（1995）

12 个类型
单瓣型、 托桂型或称银莲花型、 环领型或称领饰型、 装饰型、 莲座型、 球
型、 绣球型或小球型、 菊花型、 牡丹型、 仙人掌型、 披发型或称什锦型、
盘型

师向东（2005）

食品
种类

菊粉用量
/% 作用

饮料 2~5 提高营养价值， 改善风味， 增加植物纤维素， 作为增稠剂等
色拉调料 3~6 具有双歧杆菌因子作用， 提升营养价值
冰淇淋 6~9 代替脂肪， 低热量， 提升风味和品质
肉制品 3~6 改善肉制品的组织结构， 提升口感
巧克力 10~25 降低含糖量， 改善风味， 提升巧克力保健和营养功能
干酪 2~9 改善干酪的涂抹型和口感
酸奶 1～3 改善风味
面包 5~10 改善面的质感和流动性
糕点 10~15 替代糖， 热量低

粉。 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 人们种植大丽花
用以提取菊粉。 菊粉是由 D- 果糖经β（2→1）糖苷
键链接而成的链状多糖， 末端常含有一个葡萄糖
基。 在食品工业中， 菊粉能够改善食品质构、 提
高流变学性质和营养特性， 属于功能性食品。 由
于菊粉所具有的物理化学性质， 加之无毒且基本
无副作用和上消化道不被人体酶消化的优势， 使
得菊粉作为一种绝佳塑型剂被广泛的应用于食品
加工领域（表2）， 在面包、 蛋糕、 饼干、 冰激凌、
豆腐、 土豆泥、 巧克力、 酸奶、 香肠、 肉丸、 意

大利面等的相关应用研究层出不穷［12�-�13�］。 如果说
20 世纪 60～70 年代， 人们只是通过食用大丽花解
决温饱问题， 那么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 研究者
对其具有的食用价值及科学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菊粉作为一种天然功能性食品配料， 已在欧美国
家得到了广泛应用， 我国卫生部也于 2009 年批准
将菊粉、 多聚果糖列为新资源食品。
3��大丽花药用价值及药理作用

大丽花药用部位主要是块根部分。 大丽花块
根又称大丽菊根， 呈长纺锤状， 表面灰白色， 质

�表 1 大丽花的不同分类标准

表 2 菊粉在食品中的应用及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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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 不易折断。 断面类白色至浅棕色， 角质化，
臭微、 味淡， 嚼之粘牙， 有清热解毒的功效［14�］。
由于形似红薯， 故而又被称为红苕花。 另外由于
与天麻外形相似， 常被不法商贩冒充天麻销售。

对大丽花块根的药用价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其富含菊粉的药用价值上， 近年来对菊粉的食用
价值和药用价值研究逐渐成为热点。 菊粉是一种
非消化性的碳水化合物， 能够选择性地促进结肠
细菌的生长， 提升宿主的键康状况， 还能降低血
糖浓度、 维持脂类代谢平衡、 提高矿质元素的吸
收、 增强免疫力等。
3.1 控制血脂

研究表明， 菊粉作为一种膳食纤维可通过吸
收肠内脂肪， 形成脂肪—纤维复合物随粪便排出，
有助于血脂水平的降低。 白鼠在食用菊苣根（富含
菊粉）一段时间后， 血液和肝脏中的甘油三酯含量
显著降低［15�］。 Brighenti 等［16�］的人体营养试验结果
也表明， 菊粉能显著降低血清总胆固醇和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 提高高密度脂蛋白 / 低密度脂蛋白
比率， 从而改善血脂状况。
3.2 降低血糖

早在 1905 年， 菊粉被推荐给糖尿病人。 菊粉
通过上消化道不被人体酶分解、 吸收， 因而不会
提高血液中血糖水平和胰岛素含量。 迄今， 学者
对菊粉降低血糖水平的机理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Coudray�C 等［17�］认为， 菊粉产生的丙酸盐能抑制糖
异生， 减少血浆游离脂肪酸水平， 进而促使胰岛
素抗性增强。 Kim 等［18�］ 则认为菊粉能够降低血糖
含量， 是由于其粘度高， 影响了肠粘膜对葡萄糖
的吸收。 也有研究者认为， 菊粉发酵产生的短链
脂肪酸促进肝糖元的合成是血糖降低的原因之
一［19�］。
3.3 促进矿物质吸收

菊粉能够促进肠道对钙、 镁、 锌等矿物质的
吸收［20�-�22�］。 这一方面是因为菊粉在肠道菌群的发
酵被降解的过程中会产生短链脂肪酸， 短链脂肪
酸降低了结肠的 pH�1.0～2.0， 从而大大提高了许
多矿物质的溶解度和生物有效性。 另一方面， 短
链脂肪酸还可刺激结肠粘膜的生长， 增大吸收面
积， 进而促进了各种矿物质的吸收［23�］。
3.4 防治便秘和肥胖症

菊粉在治疗便秘方面疗效显著， 这是由于菊
粉中的长链聚合物不被消化， 保持肠道内水分不

被过分吸收， 增加排便次数和质量， 从而对便秘
有显著的改善作用［24�］。 另外也有研究者认为， 菊
粉增加了肠道的蠕动能力， 使得排便变得轻松［25�］。
菊粉可以显著提高结肠中的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
等肠道内益生菌的数量， 并抑制大肠杆菌等有害
菌的生长， 从而改善肠道健康［26�］。 菊粉利于减肥
的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因为短链菊粉
的甜度大约相当于蔗糖的 30%~50%， 甜味纯正，
用菊粉替代食品中的蔗糖， 产生的热量远小于蔗
糖， 并很少转化为脂肪， 因此利于减肥。 另一方
面， 菊粉在胃中吸水膨胀形成高黏度胶体， 使人
不易产生饥饿感并能延长胃的排空时间， 从而减
少食物摄入量， 同时在小肠内还可与蛋白质、 脂
肪等物质形成复合物， 抑制此类物质的吸收， 达
到减肥目的。
3.5 大丽花块根中菊粉的提取方法

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周永国等人［11�］的试验表
明， 在干燥的大丽花块根中富含 64%的果糖， 主
要步骤为原料→粉碎→第 1 次水解→压榨过滤→
滤液→氧化钙处理→二氧化硫中和→过滤→滤
液→第 2 次水解→脱色→除无机离子→浓缩→成
品。 Anan’ina�等［27�］对大丽花块根中菊粉标准化提
取方法进行了试验探讨， 结果也表明在大丽花块
根的干粉物质中含有高达 95.72%的菊粉。 目前，
菊粉的实验室制备流程是： 菊芋粉称重→热水浸
提→溶液抽滤去杂→加石灰乳、 磷酸除杂离心取
上清液→阳离子树脂脱灰阴离子树脂脱色→真空
浓缩→喷雾干燥→纯菊粉［28�］。 微薄和超声波等新
技术、 新方法应用于菊粉的提取中极大的推进了
菊粉产业的发展［29�］。 现在食品工业上主要是利用
菊芋生产菊粉， 但随着工艺技术手段的进步， 大
丽花块根也会成为提取菊粉物质的重要原料之一。
4���存在问题及需要加强的研究方向

大丽花产业化高速发展的同时， 也表现出较
多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
品种混乱， 新品种选育缓慢。 大丽花适应性较广，
各地在育种和栽培上自成体系。 加之分类标准多
样， 没有统一标准， 品种混乱， 同名异种或同种
异名的现象严重。 因此， 为使大丽花育种工作具
有科学性和系统性， 应该组织相关单位对大丽花
的分类、 资源、 命名等实施统一的标准。 在种质
方面， 我国的大丽花新品种研发存在缺乏创新性，
对优良大丽花的育种工作投入的科技人员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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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均无法与国外相比。 为了从根本上使我国大
丽花产业得到良性发展， 大丽花的新品种研发需
要加大重视力度， 育种目标也应该根据市场需求
进行相应调整， 如花型花色独特、 抗性强， 适应
性广和赏、 食、 药兼具的新品种。 另一方面是用
途单一， 应用范围窄。 大丽花生长条件和种植成
本较低， 除了被众所周知的观赏作用外， 块根的
折合产量能达到约 22�500�kg/hm2， 从花到根， 兼
具观赏、 食用、 药用等功能， 还可以作为家畜的
饲料。 但目前大丽花主要以观赏为目被应用于各
种休闲旅游园区， 每年生产的大丽花块根除择其
优者留种以外， 基本不能产生其他价值， 造成严
重浪费。 如果能将休闲园区剩余的大丽花块根加
以利用， 则能为种植者带来额外的收益。 这就要
求研究人员在品种选择、 种植技术、 块根的加工
工艺等方面有所突破。
5���展望

作为一种重要的赏食兼用植物， 开展对大丽
花的相关研究极具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在现有
的研究基础上， 国家和企业都应加大投入力度，
不断开发大丽花的观赏、 食用、 药用新用途， 调
整大丽花的利用结构， 进一步促进大丽花的开发
利用以及大丽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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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总结了夏河县王格尔塘镇推动农业生态文明、 建设藏区美丽乡村的经验， 在分析建设藏区美丽乡村存
在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了提高思想认识； 立足整体优化， 加强顶层设计； 形成工作合力， 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强大
的科技和人才支撑； 抓住关键环节， 积极推动现代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 综合整治推动发展等建设藏区美丽乡村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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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 将生态文明建
设融入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
设各方面和全过程［1］。 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背景下，
美丽乡村建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 但又不
仅仅是“生产发展、 生活宽裕、 乡风文明、 村容整
洁、 管理民主” 理念的简单复制［2］。 在“生产”、
“生活”、“生态”和谐发展的思路中，“美丽乡村”包
含的是对整个“三农”发展新起点、 新高度、 新平
台的新期待， 即以多功能产业为支撑的农村更具
有可持续发展的活力， 以优良生态环境为依托的
农村重新凝聚起新时代农民守护宜居乡村生活的
愿望， 以耕读文化传家的农村实现现代文明的更
新并融入现代化的进程。 美丽乡村， 一个承载城
市人亿万“乡愁”的现实家园，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而农村让城市更向往。

推进农业生态文明建设， 努力建设美丽乡村，
是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的需要； 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实现永续发
展的需要； 是强化农业基础、 推进农业现代化的
需要； 是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
化的需要。 近年来，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推
进， 涌现出了浙江安吉、 福建长泰、 贵州余庆等
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典型， 形成了中国“美丽乡村”
十大创建模式［3］， 即产业发展型、 生态保护型、
城郊集约型、 社会综治型、 文化传承型、 渔业开
发型、 草原牧场型、 环境整治型、 休闲旅游型和
高效农业型等美丽乡村“创建模式”。 每种模式分
别代表了某一类型乡村在各自的自然资源禀赋、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发展特点以及民俗文化
传承等条件下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成功路径和有
益启示。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指南》 国家标准于
2015 年正式发布实施［4］， 甘南藏族自治州因地制
宜出台了《甘南州创建生态文明示范村行动方
案》［5］， 使藏区美丽乡村建设有规可依， 走上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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