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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油用牡丹产业发展前景及存在的问题研究
*1

冯桂明

（襄阳市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湖北 襄阳 441000）

【摘 要】:近年来，国家对食用油的需求量不断加大，国内食用油在供给层面上存在严重不足，对外依赖程度大。

就目前来说，国内主要以草本植物作为食用油的主要生产方式，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油用经济作物种植的面

积非常有限。分析了湖北省油用牡丹业的发展前景及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湖北省油用牡丹产业发展的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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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不断增长，我国粮油的需求量不断加大，国内食用油在整体供应能力上显得疲软。就

当前来说，我国的食用油依然以草本植物油为主要的供给方式，在土地矛盾日益严峻的今天，食用油木本植物的种植所占有的

空间日渐狭小。基于这样的情况，探讨全新的高产木本植物油料就显得非常必要。通过研究分析，牡丹籽含油量高达 40% 左右，

其他的脂肪酸和亚麻酸等含量也表现的十分丰富，所以，牡丹成为我国潜在特色木本油料植物的可能性是十分巨大的。

2 湖北省油用牡丹产业发展的前景

2.1 我国食用油整体供应疲软，探讨新的油料经济作物势在必行

从农业部门发布的我国食用油数据分析得知，当前国内食用油的供给还远远不能满足居民及社会生活的需要，当前食用油

对外进口的依赖性仍然十分突出。由数据分析可知，食用油对外依存度高达 60%，这种对外依存度早已突破的安全预警线。在这

种对外依存度严峻背景下，牡丹作为具有油用价值大的全新油用经济作物，对提高我国油料安全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2.2 牡丹籽油的营养价值和发展潜力

从食用油的组成部分分析可知，食用油脂肪酸所包括的主要部分为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酸以及多不饱和酸。在饱和脂肪

酸里面是不存在不饱和键的脂肪酸的，这种情况在猪油等动物油脂、以及棕榈油和椰子油等所占的比例较多，它们之间缺乏人

体所必须的脂肪酸，如果过量摄入有可能会引发高脂血症等疾病。然而，单不饱和脂肪酸是只含有一个不饱和键的脂肪酸，这

种情况在橄槛油和山茶油的表现十分突出，这种蕴含比例在人体的摄入上，能够有效的调节人体血脂，起到降低胆固醇等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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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作用，然而山茶油和橄榄油在人体所必须需要的脂肪酸的种类却非常的少。多不饱和酸指的是含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不饱

和键的脂肪酸，比如说亚油酸和亚麻酸等，多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不能够自行合成的，必须靠从外界摄入，因此多不饱和脂肪

酸具有很高的医学保健价值。经国际权威检测机构 PONY 检测和国家粮油中心检测分析：牡丹籽油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2%，

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达 70% 以上，其中α-亚麻酸含量达 40% 以上，是橄榄油的 140 倍。因此，国家卫生部于 2011 年 3 月发

布了关于批准牡丹籽油作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牡丹籽油的发展潜力逐渐显现。

2.3 油用牡丹的分布状况及其繁育技术

2.3.1 油用牡丹的分布状况。牡丹是我国特有的花卉品种，花朵个体大且色泽艳丽，具有特有的芳香，牡丹种类也非常的

繁多，素有“花中皇后”的美称。同时牡丹还具有极高的食用价值。伴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加，当前野生牡丹的种群已逐渐

稀少，个体数量不断降低，有的已经沦为濒危物种。湖北省油用牡丹的种类名目繁多，主要分布于襄阳市保康县的荆山山脉，

神龙架地区也有少量分布，其他地方如鄂西山区也有零星少量分布。襄阳市保康县是全国牡丹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被誉为“洛

阳牡丹的始祖”、素有“牡丹故乡”之称，在湖北省、乃至全国都占有一席之地。主要品种有紫斑牡丹、卵叶牡丹、杨山牡丹、

保康牡丹、红斑牡丹等 5 个种和林氏牡丹 1 个变种，占全世界野生牡丹种（9 个）的一半以上。保康地区的大片野生牡丹的发

现，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特别关注。

2.3.2 油用牡丹的繁育技术的分析。首先是要不断的分析和研究油用牡丹的生长规律及其生长特征，通过对油用牡丹的相

关特性的掌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牡丹繁育提供必要的参考价值。其次是要把握好油用牡丹的播种季节，强化幼苗的管理，

培育研究出的新的杂交品种，强化幼苗的成活率。最后是要加强病虫害的防治，对于油用牡丹易发的病虫害要做到及时处理。

3 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资源丰富、保护意识差

虽然湖北省野生牡丹的种质资源相对较为丰富，但是对于野生牡丹保护的意识依然很差，由于牡丹药用价值高，人们为了

一己利益，长期不断地对野生牡丹乱挖滥采，导致野生牡丹资源逐年减少，日渐枯竭。

3.2 培育栽植面积小，没有形成规模

湖北省现有的牡丹采种基地，每年采收的数量极其有限，同时牡丹种子结实率低。应不断培育新品种，提高牡丹籽的出油

率。所以，必须杂交培育出新的牡丹品种，提高牡丹的经济价值。

3.3 生产技术含量低

当前牡丹籽油深加工技术含量较低，创新牡丹籽油的深层次加工技术，不断填补湖北省的油料经济空缺，是当前油用牡丹

发展的一条出路，可以在借鉴参考其他国家的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实现自我的研究和改革。

4 湖北省油用牡丹产业发展对策

4.1 提高群众认识，注重种植效益

油用牡丹产业是一项新兴产业，因此在发展中必须把它放到促进林业生态文明、保障国家粮油安全的高度。同时相关部门

也必须加强对传统牡丹产业的重视力度， 通过必要的认知宣传手段，让生产企业和种植农户认识到发展油用牡丹产业的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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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4.2 科学规划种植，扎实推进种植规模

通过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油用牡丹生产方式，加强种植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从根本上保证原料的供给，完善生产销售各个

环节。首先做好发展区域规划，在全省范围内划分适宜发展区、试验区和不适宜发展区；其次是做好品种的改良处理，对种植

品种实行严格的引种试验，来确定牡丹的种植栽培范围；最后是高起点经营规划，在产业布局上也要考虑综合利用，在农民群

众自愿的前提下，综合考虑油用牡丹产业与传统观赏、药用牡丹产业等其他产业。

4.3 增加科技投入，克服技术难题

首先是要对种质资源及牡丹品种进行培育，可以通过在有代表性的区域内建立资源收集站，收集相邻等省份的野生牡丹资

源，然后通过杂交培育、筛选等方式，将常规育种与分子标记辅助育种、转基因育种等现代生物技术手段相结合，定向选育适

应性广、结实率高、出油率高的牡丹品种。其次是建立苗木培育技术基地，依据种植的实际情况和经营目标，采取与之相适应

的培育种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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