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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亚麻荠作为一种环保、抗逆、高效、营养丰富而独特的油料作物在我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对亚麻荠的栽培历史、生物学性状、栽培特性、品种特性、亚麻荠籽（油）的主要成分和功能、亚麻荠

籽制油工艺和在食品、动物饲料、日化品和工业领域的应用情况进行了综述，对亚麻荠未来发展提

出了一些思路，为亚麻荠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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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麻荠（ＣａｍｅｌｉｎａｓａｔｉｖａＬ．）属木兰纲，五桠果
亚纲，山柑目，十字花科，亚麻荠属，该属有１０种，我
国有５个种和１个变种，为一年生草本植物，是一种
古老的油料作物，生于农田或草地［１－２］。

亚麻荠原产于欧洲东南部和亚洲西南部，现被

广泛种植于北美、欧洲、大洋洲及亚洲等地区［３］。

《中国植物志》记载亚麻荠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内蒙

古、新疆、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南、甘肃、陕西、云

南、宁夏等地区［４－７］。亚麻荠种植历史可追溯到青

铜器时代（公元前４０００年）。１９世纪５０年代至第
二次世界大战，亚麻荠主要作为农作物种植于欧洲；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有少量种
植，前苏联利用野亚麻荠油作为航天员、飞行员的食

品［１，８］。孙思邈在《千金食治》和李时珍在《本草纲

目》（２７卷）对亚麻荠均有详细记载［９］。１９５９年新
疆农四师谊群农场从前苏联引进了亚麻荠，试种获

得成功［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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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麻荠籽营养成分丰富且独特，亚麻荠籽出油

率高，主要用于榨油。亚麻荠籽油富含亚麻酸、维生

素Ｅ，还含有花生四烯酸、神经酸、总黄酮等［１１－１２］。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规定一岁以上人群

亚油酸与α－亚麻酸参考摄入量为６．７∶１［１３］，我国
市场上常见的花生油、大豆油、菜籽油、葵花籽油等

食用植物油 α－亚麻酸含量都较低［１４］。在我国食

用植物油供应偏紧、α－亚麻酸缺乏的背景下，种植
亚麻荠作为我国油料作物短缺的补充和增加食用油

中α－亚麻酸含量意义重大［１５－１６］。亚麻荠籽（油）

以其独特的栽培特性和成分，在食品、饲料、日化品、

工业等领域也逐渐受到重视［１］。本文对亚麻荠的

主要特性及应用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供参考。

１　亚麻荠的主要特性
１．１　亚麻荠的生物学性状

亚麻荠由根、茎、叶、花、角果和籽６部分组成。
根系发达，主根长达９０～１５０ｃｍ。植株高７０～１３０
ｃｍ，茎直立，多在中部以上分枝，在短缩茎和伸长茎
上可生出多个分枝，并发育为总状花序，浅绿色，成

熟时呈黄色，表面光滑并带有蜡质，能起到抗旱作

用。叶披针形，具有蜡质。疏松伞状总状花序，多为

自花授粉，花序的分枝能力与品种和栽培条件有关，

一般花序多、分枝紧凑的植株类型，其产量会比较

高。单株角果 ５００～９００个，大多生长在植株中上
部，角果呈倒卵形至倒梨形，有纵肋，内分两室，每室

有籽６～８粒。籽为广椭圆形或近圆形，呈棕褐色，
籽粒较小，单个角果籽粒数一般为１５～２０粒，长约
１．２ｍｍ，宽０．８～１ｍｍ，千粒重一般为０．９～１．３ｇ，
最高可达１．９ｇ，每棵植株果实总数达１．２万粒，产
量约１９９５ｋｇ／ｈｍ２［３－４］。
１．２　亚麻荠的栽培特性

（１）出苗快。亚麻荠一般在播种后５～７ｄ就可
出苗，比大多一年生杂草生长速度快［１］。

（２）抗寒、耐旱、耐贫瘠、耐盐碱。亚麻荠能在
干旱、寒冷（－１５℃）的条件下生长良好；对肥料的
需求量低于小麦、油菜等作物，根据土壤情况一般对

钾肥的需求量为３．０～７．５ｋｇ／ｈｍ２，磷肥的用量为
１．５～３．０ｋｇ／ｈｍ２；在不适宜常规粮食作物生长的地
区基本上都可种植［２－３，８］。

（３）抗倒伏力强。亚麻荠根系发达，茎秆质地
坚硬，一般种植密度和肥力条件下抗倒伏力强；但在

种植密度大、播种期早和氮肥用量过大时会降低茎

秆硬度，在不利环境下可能出现倒伏现象［１］。

（４）抗草害、病虫害力强。亚麻荠籽小，出苗
快，植株密度较大，抗逆性强，群体优势明显，一般杂

草难以生长。研究表明，少量的病原物感染即会诱

导叶组织迅速产生并积累抗毒素，抗毒素对大多细

菌和真菌性病害具有良好抗性，文献中仅记载有灰

霉病、霜霉病和菌核病能对亚麻荠造成严重的减

产［１］。亚麻荠对虫害抗性好，很少观察到害虫在植

株上活动，如观察到在加拿大有萝卜菜跳甲在亚麻

荠植株上活动但并不大量采食［１］。

（５）成熟后的亚麻荠角果不易开裂，可在适宜
条件下收获，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亚麻荠有较大的

丰产潜力，其产量最高达３９６０ｋｇ／ｈｍ２［８］。
１．３　亚麻荠的品种特性

据《中国植物志》记载，亚麻荠属在我国有５个
种和１个变种，即小果亚麻荠、亚麻荠、小叶亚麻荠、
云南亚麻荠、野生亚麻荠（森林亚麻荠）和长柄亚麻

荠［２］。亚麻荠品种主要朝着高蛋白、低芥子甙、广

适性和高产量目标选育，我国科研人员对亚麻荠选

育进行了探索，例如张永泰等［１７］建立了原生质体培

养及植株再生的技术体系，北京康福多生物技术发

展有限公司和中国农业大学利用国外引进的亚麻荠

和长柄亚麻荠杂交育成了荠蓝，并进行了示范

种植［８］。

２　亚麻荠籽（油）的主要成分和功能
亚麻荠籽粗蛋白质含量为２５％～４５％，含有１８

种氨基酸，其中精氨酸含量高达８％，亮氨酸、甘氨
酸、缬氨酸、脯氨酸含量均大于５％，缬氨酸含量高
于大豆蛋白；谷氨酸含量高达１６％［３］。亚麻荠籽含

油量３８％～４５％，油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达９０％以
上，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约占５７％，单不饱和脂肪
酸含量约占３４％，富含维生素 Ｅ，还含有神经酸、花
生四烯酸、酚类和甾醇等多种成分，低芥酸含量，不

同产地成分略有差异［１，８，１７］。我公司制备的冷榨亚

麻荠籽油的主要成分及含量见表１。
表１　冷榨亚麻荠籽油的主要成分及含量

成分 含量 成分 含量

饱和脂肪酸／％ ７．０～８．０ 花生一烯酸／％ １４．３
α－亚麻酸／％ ３５．０～４３．２神经酸／％ ０．７
花生四烯酸／％ １．８ 维生素Ｅ／（ｇ／ｋｇ）０．４５～０．７
芥酸／％ ２．５ 甾醇／（ｇ／ｋｇ） １～５
油酸／％ １５．５～１９．３总酚／（ｇ／ｋｇ） ０．４
亚油酸／％ １６．０～１８．３

　　α－亚麻酸在体内可转化为 ＤＨＡ、ＤＰＡ、ＥＰＡ，
ω－３多不饱和脂肪酸（主要指 α－亚麻酸）被称为
“血管的清道夫”，具有降低血液中三酰甘油、胆固

醇，抗炎、抗血栓，抗血凝，降低血液黏稠度，改善血

管弹性，有效防治心脑血管疾病，提高记忆力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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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部疾病等作用。甾醇是天然的降胆固醇活性成

分，其中谷甾醇的活性较强。酚类有较强的抗氧化

活性，具有抗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和抗炎等多种生

物活性。维生素Ｅ有助于提高油脂氧化稳定性，冷
榨亚麻荠籽油维生素 Ｅ含量为０．４５～０．７ｇ／ｋｇ，远
高于大豆（０．０５４～０．２４ｇ／ｋｇ）。神经酸是各国科学
家公认的唯一一个能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通

路———神经纤维，并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双效神奇

物质。花生四烯酸可衍化生成前列腺素和白三烯，

在炎症反应中起重要防卫作用。

３　亚麻荠籽制油工艺
食用植物油制取方法有浸出法和压榨法，压榨

法又分为热榨法和冷榨法。浸出法出油率高，成本

低，粕质量高；但存在破坏营养成分，溶剂残留，毛油

质量稍差等缺点。热榨法可提高油的口感，香味比

较浓郁；但高温炒制易造成氧化聚合、分解产生过氧

化物等有害物质，破坏营养成分。冷榨法可避免高

温压榨产生的有害物质，避免油颜色变深，出现糊味

现象，降低高温对油中多不饱和脂肪酸（α－亚麻
酸）的破坏，有效保留天然的营养成分；缺点是出油

率较低，成本相对较高。

亚麻荠籽油多采取压榨法制取。陈利涛等［１８］对

亚麻荠籽热榨法制油进行了研究，其工艺流程为：原

料—清理—润湿—蒸炒—压榨（产生饼）—静置—过

滤—毛油—脱胶—碱炼脱酸—脱色—脱臭—精制油。

确定了最佳条件下（蒸炒温度１１０℃，蒸炒时间２０ｍｉｎ，
加水量５％，压榨２次）亚麻荠籽的出油率为３１７％。
黄庆德等［１２］以冷榨技术获得占热榨法制油８８％ ～
９２％的冷榨荠蓝（亚麻荠新品种）籽油，采用磷酸水
化脱胶—真空干燥—废白土干法脱胶—白土脱色—

真空脱酸、脱臭实现了物理精炼荠蓝籽油，α－亚麻
酸含量达到３４．５％，亚油酸、花生四烯酸和α－亚麻
酸３种脂肪酸含量达到５３．９％，总不饱和脂肪酸含
量达９１％。我公司也采用冷榨法制取亚麻荠籽油，
采用的工艺为：原料清洗—磁选—双螺旋冷榨—过

滤—物理脱酸—水化脱胶—吸附脱色—高温脱臭—

低温脱蜡—成品油；经测定，亚麻荠籽毛油出油率约

为３３％，α－亚麻酸含量达３６．５％，不饱和脂肪酸含
量约９１．５％。
４　应用研究进展

由于绿色、健康、环保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亚麻

荠（籽）在食品、日化品、饲料、工业等方面的应用受

到了重视。近年来，在欧美许多国家开始了亚麻荠

新一轮的种植及研究热潮，我国一些高校科研机构

和企业对亚麻荠的研究也逐步深入［１９－２５］。

４．１　食品中的应用
亚麻荠籽应用主要集中在食用油方面，以冷榨

制油为主，在沙拉调料、涂抹酱和人造黄油中也有使

用［１２，１９］。加拿大、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已批准亚麻

荠籽（油）可用于食品领域［１３］。亚麻荠籽（油）在我

国尚未列入食品目录，主要停留在科研方面，严重阻

碍了亚麻荠的开发利用。国内外大量研究证明亚麻

荠籽（油）在食品领域应用无毒副作用［１３，２１］。我公

司对亚麻荠进行了产业化开发，冷榨法制取的亚麻

荠籽油经检测，营养价值含量高且未发现有毒有害

成分，目前已申请发明专利２项。
４．２　动物饲料中的应用

亚麻荠植株茎叶营养丰富，利用价值高，是畜牧

业良好的饲料来源。亚麻荠籽饼粕是优质的饲料产

品，亚麻荠籽榨油后的饼粕中含粗蛋白质约４９％，
微量元素约５％，纤维素约１３％，脂肪酸、氨基酸组
成合理，抗营养因子含量低，因此其种子及其饼粕在

动物饲料中有着较为广泛的应用，是蛋白饲料、水产

饲料和其他饲料的补充品，能显著提高动物产品营

养价值［２２－２３］，美国 ＦＤＡ已批准将亚麻荠作为牲畜
饲料的部分口粮，其可增加肉类和奶制品的 ω－３
脂肪酸含量［２４］。

４．３　日化品中的应用
亚麻荠籽油中含有的大量不饱和脂肪酸，对人

的皮肤具有极好的保健作用，可增强皮肤的防御功

能，减少水分散失，提高弹性。亚麻荠籽油作为新型

的护肤产品被化妆品行业挖掘开发，已成为日化品

业重要的新兴原料［１，８］。亚麻荠籽油被我国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列入已使用化妆品原料名称目录

（２０１５版）。
４．４　工业中的应用

亚麻荠籽油甲酯热值高、燃料经济性能好、碳排

放低，环保效益高，可作为一种替代性环保燃料，与

石油喷气燃料相比，该燃料可减少超过８０％的碳排
放量［２５］。一般植物油或动物油经过酯化处理后，即

可达到Ⅱ号矿物油标准。试验研究表明经过处理的
亚麻荠籽油的最大输出功率高于Ⅱ号矿物油，报道
称日本一家航空公司以主要成分为亚麻荠籽油为燃

料进行飞机试飞获得成功［２４］。

５　展　望
亚麻荠作为一种“节能、环保、高抗逆”的优良

油料作物，在食品、动物饲料、日化品、工业燃料等领

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当前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

关键时期，亚麻荠适合在环境条件恶劣的贫困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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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种植亚麻荠助力贫困山区脱贫具有重要意义。

亚麻荠产业化开发可以促进农民增收，优化植物油

营养成分结构，缓解食用植物油供给不足，促进农牧

循环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亚麻荠籽（油）虽然在食品领域营养作用独特，

是当今的珍稀植物油品种，但亚麻荠籽（油）尚未列

入食品原料目录，在我国未批准用于食品领域，严重

影响亚麻荠籽（油）营养价值的发挥。为更好发挥

亚麻荠籽（油）的作用，建议从以下几面入手：一是

对国内现有对亚麻荠进行产业化开发的企业给予政

策支持，解决企业在亚麻荠综合开发中的实际困难。

二是组织专家对亚麻荠籽（油）在食品、动物饲料、

工业燃料领域开展理化性质、生产工艺、质量标准、

检测方法、稳定性试验、环境影响、毒理学安全评价

及应用试验综合评估，形成权威、系统的可行性研究

报告，促成亚麻荠籽（油）列入食品目录、饲料原料

目录和在工业应用的官方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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