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修回日期!!"!# $"% $!"

基金项目!湖南省高校农药无害化应用重点实验室项目)湖

南省研究生优质课程项目&!"#'%1" $!'''

作者简介!孟桂元&#'11'#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植物

生产及生理生态研究&LMNO-G'NR+//Z-0ZO+P#!2&*FN"

通信作者!周6静#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 &LMNO-G'

,-,-"#"!"2P#2%&*FN"

油料资源
!"#! #"&#''"!()&*+,-&./0.&#""% $1'2'&!"!#&"1&"#8

我国油茶产业分析与发展对策

孟桂元"韩杰铖"詹兴国"涂洲溢"周6静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湖南 娄底 3#1"""#

摘要!为更好地了解我国油茶生产现状"进一步促进油茶籽油产业持续发展"对近年来我国油茶产

业情况和湖南省油茶产业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对我国油茶产业发展趋势及发展对策进行了阐述)

我国油茶籽油消费量快速增长"种植面积与单产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油茶籽产量的大幅提高) 湖南

省油茶籽产量一直稳居全国各产区首位"湖南省油茶籽的稳产高产对于全国油茶产业发展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未来油茶籽油市场需求旺盛"消费量将呈不断增长态势"此外"油茶籽在其他领域

也有广阔的开发应用前景) 可通过发展基地综合生产模式"加强油茶新品种选育及配套栽培技术

研究"制定相关支持政策"加强油茶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深度合作促进油茶综合利用开发等措施

促进我国油茶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油茶&油茶籽油&产业分析&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45!!"D%"36666文献标识码!7 文章编号!#""% $1'2'#!"!#$"1 $"#"3 $"2

#2=H390D 1218D35312==7K786;4729390197JD 6<658R971 >148851 52A:521

L̂?WWZ-0ZO+# =@?I-R*TR+/# V=@?U-+//ZF# 4YVTFZ0-# V=AYI-+/

&7FGGR/RF[@/_-*ZG<Z_RO+] K-F<R*T+FGF/0# =Z+O+ Y+-̀R_\-<0F[=ZNO+-<-R\#

5*-R+*RO+] 4R*T+FGF/0# BFZ]-3#1"""# =Z+O+# 7T-+O'

B?3901>9(>+ F_]R_<FaR<<R_Z+]R_\<O+] <TR*Z__R+<\-<ZO<-F+ F[7T-+R\RF-G$<RO*ONRGG-Oc_F]Z*<-F+ O+]

[Z_<TR_c_FNF<R<TR\Z\<O-+OaGR]R̀RGFcNR+<F[<TRF-G$<RO*ONRGG-O\RR] F-G-+]Z\<_0# <TR\-<ZO<-F+ F[<TR

F-G$<RO*ONRGG-O-+]Z\<_0-+ 7T-+OO+] =Z+O+ c_F̀-+*RbR_RO+OG0.R]# O+] <TR]R̀RGFcNR+<<_R+] O+]

*FZ+<R_NRO\Z_R\F[<TRF-G$<RO*ONRGG-O-+]Z\<_0-+ 7T-+ObR_R]R\*_-aR]&4TR*F+\ZNc<-F+ F[F-G$<RO

*ONRGG-O\RR] F-G-+ 7T-+OTO\/_Fb+ _Oc-]G0# O+] <TR-+*_RO\R-+ cGO+<-+/O_ROO+] 0-RG] TO\c_FNF<R] O

\Za\<O+<-OG-+*_RO\R-+ <TRFZ<cZ<F[F-G$<RO*ONRGG-O\RR]&4TRFZ<cZ<F[F-G$<RO*ONRGG-O\RR]\-+

=Z+O+ c_F̀-+*RTO\OGbO0\_O+,R] [-_\<-+ OGGc_F]Z*<-F+ O_RO\-+ 7T-+O&4TR\<OaGRO+] T-/T 0-RG]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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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油茶&F+&<110+ ;1<04<"+'为山茶科&4TRO*ROR'山

茶属常绿乔木#是我国重要的食用油料作物#与油橄

榄!油棕!椰子并列为世界四大木本油料作物" 油茶

在我国栽培及利用已有 ! %"" 多年#目前我国是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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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油茶分布最广!品种最多的国家#油茶籽产量稳

居世界首位" 我国种植的茶树主要为3普通油茶,#

即俗称茶籽树!山茶果!油茶树#其栽培面积约占油

茶总栽培面积的 '8:#3越南油茶, 3博白大果油

茶,3小果油茶,等品种约占 !:

-#.

" 由3普通油茶,

成熟油茶籽中提取的油茶籽油为我国重要的高级优

质食用植物油#其脂肪酸主要由油酸!亚油酸!软脂

酸及硬脂酸等组成#其中油酸含量为 28&": g

81;":#脂肪酸组成比例类似于橄榄油#人体易于吸

收-! $%.

" 油茶籽油含有丰富的油酸及维生素 L!角

鲨烯等活性成分#对动脉硬化!高血压!冠心病等具

有较好抑制和预防功效-% $3.

" 联合国粮农组织已将

油茶籽油作为健康型高级食用植物油重点推广" 近

年来#在国家大力扶持下油茶籽油产业迅猛发展#行

业竞争力加剧#加之油茶种植盛果前期需要大量资

金投入#且原材料难以满足行业需求#造成原材料价

格上涨#油茶籽油企业利润受到严重影响#一定程度

上波及油茶种植及油茶籽油生产" 为更好地了解当

前我国油茶生产现状#进一步促进油茶籽油产业持续

发展#本文就 !"#"0!"#' 年我国油茶籽及油茶籽油

生产水平!国内及湖南省油茶籽产量分布及格局变化

进行了分析#并对今后发展趋势及对策进行了阐述"

&(我国油茶产业情况

#&#6我国油茶籽及油茶籽油产量情况

表 # 为 !"#"0!"#' 年我国油茶籽及油茶籽油

产量情况"

表 &($%&%+$%&' 我国油茶籽及油茶籽油产量情况

年份 油茶种植面积(万 TN

! 油茶籽单产水平(&,/(TN

!

'

油茶籽产量(万< 油茶籽油产量(万<油茶籽油需求量(万<

!"#' 32#&1 98"&! !21&' 19&9 1%&!

!"#8 338&% 982&1 !2%&" 2'&3 21&#

!"#1 3%%&% 92#&! !3%&! 23&% 2#&9

!"#2 3!2&1 9"1&! !#2&3 2"&3 91&3

!"#9 %8!&! 929&' !#2&% 92&" 93&9

!"#3 %29&" 993&! !"!&% 9#&8 9"&1

!"#% %9%&" 9"%&3 #11&1 39&" 3%&2

!"#! %9"&" 3'%&1 #1!&8 %%&9 %%&!

!"## %#'&% 32%&9 #38&" !8&8 !1&%

!"#" %"3&" %9'&! #"'&! !8&# !1&!

6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66由表 # 可知(我国油茶籽与油茶籽油产量近 #"

年&!"#"0!"#' 年'保持持续稳步增加#!"#' 年产

量分别是 !"#" 年的 !&9!!&1 倍)!"#' 年油茶种植

面积及油茶籽单产水平较 !"#" 年分别增加 9#&':

和 2#&9:)油茶籽油需求量从 !"#" 年的 !1&! 万 <

增加至 !"#' 年的 1%&! 万 <#增幅达 #2'&#:" 由此

表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油茶籽油消费

量快速增长#油茶种植面积与油茶籽单产水平的提

高促进了油茶籽产量的大幅提高#以致油茶籽油产

量相应增长"

#&!6我国油茶籽产量分布及占比

表 !!表 % 分别为 !"#"0!"#' 年我国油茶籽产

量分布及占比情况" 由表 ! 可知(我国油茶籽产量

保持持续稳步增加#由 !"#" 年的 #"'&! 万 <增长至

!"#' 年的 !21&' 万 <#其中以湖南!江西!广西!福

建!湖北及广东省油茶籽产量较高#!"#' 年分别是

!"#" 年的 !&8!!&%!#&8!#&3!!&' 倍和 !&" 倍)浙江!

安徽!贵州!河南省油茶籽产量较少#但同样保持稳

步增长态势#!"#' 年产量分别为 !"#" 年的 #&'!

%;2!%&2 倍和 !&2 倍"

表 $($%&%+$%&' 年我国油茶籽产量分布 万9

年份 总产 湖南 江西 广西 福建 湖北 广东 浙江 安徽 贵州 河南 其他

!"#' !21&' ##"&" 3!&! !2&9 #%&" !"&' #2&! 1&3 '&3 1&# 9&9 '&1

!"#8 !2%&" #"#&# 39&9 !1&% #1&3 #'&9 #3&' 2&' '&1 8&% 3&' 1&9

!"#1 !3%&! #""&8 39&3 !!&9 #9&9 #3&1 #!&9 2&# 8&2 1&9 %&! 2&3

!"#2 !#2&3 81&9 %2&2 #'&1 #%&8 #3&! #3&1 9&# 8&! 1&3 !&' 2&%

!"#9 !#2&% 8!&3 3!&9 #'&! #%&8 #3&! #3&' 2&3 1&8 1&! !&3 9&9

!"#3 !"!&% 8!&3 3%&9 #1&8 ##&% #!&1 "8&9 9&8 1&# 2&' #&8 3&9

!"#% #11&1 1!&9 3#&! #2&' "'&8 "8&1 "8&3 3&2 2&3 3&# #&1 %&3

!"#! #1!&8 28&# 33&8 #2&3 "8&' "8&9 "2&9 2&! 9&9 %&1 "&1 %&9

!"## #38&" 9#&1 3!&1 #9&! "8&! "8&% "2&" 3&' %&! %&% !&! !&%

!"#" #"'&! %'&" #8&" #3&3 "'&9 "1&# "8&! 3&" !&2 !&" !&# !&%

6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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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各省油茶籽产量占全国总产量比例 c

年份 湖南 江西 广西 福建 湖北 广东 浙江 安徽 贵州 河南 其他

!"#' 3#&# #9&8 '&' 3&' 1&8 2&" !&8 %&9 !&1 !&# %&2

!"#8 %8&3 #1&% #"&3 2&2 1&3 9&1 !&2 %&1 %&! #&' !&'

!"#1 3#&3 #8&1 '&% 2&3 2&" 9&# !&9 %&9 %&# #&% !&2

!"#2 3"&3 #2&' '&# 2&3 2&2 2&8 !&3 %&8 %&3 #&% !&'

!"#9 %8&# #'&2 8&' 2&3 2&2 2&' %&" %&2 %&% #&# !&9

!"#3 3"&1 !#&9 8&8 9&2 2&% 3&! !&' %&9 %&3 "&' !&!

!"#% 3"&8 !%&! '&9 9&9 3&' 3&1 !&2 %&2 !&% #&" #&'

!"#! %'&3 !9&' '&9 9&! 3&' %&8 %&2 %&! !&# "&3 !&"

!"## %3&' !8&' #"&% 9&9 9&2 3&# %&% !&! !&! #&9 #&2

!"#" %9&1 #2&9 #%&! 8&1 2&9 1&9 %&1 !&3 #&8 #&' !&#

6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66由表 % 可知(!"#"0!"#' 年#我国油茶籽产量

分布主要以湖南!江西!广西!福建!湖北及广东省为

主#占全国总产量的年均比例分别为 %'&#:!

!";3:!'&':!2&#:!2&%:和 9&9:#此 2 个省油

茶籽产量占全国总产量年均比例达 81&%:)浙江!

安徽!贵州!河南省油茶籽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年均

比例较低#分别为 !&':!%&%:!!&8:和 #&%:" 分

析发现#!"#"0!"#' 年#湖南省油茶籽产量占比保

持在 %3&': g3#&3:#!"#! 年起稳定在 %8&#:以

上" !"## 年起#江西省油茶籽产量占比总体呈下滑

趋势#而湖北!广东!安徽!河南省油茶籽产量占比总

体上均呈增长趋势" 由此说明#湖南!江西!广西省

油茶籽稳产!高产是确保国内油茶籽油原料安全供

应的重要因素#此外#需进一步稳定福建!湖北及广

东省的油茶籽产量#以确保全国油茶籽总产量持续

稳步增长"

$(湖南省油茶产业情况

!&#6湖南省油茶籽及油茶籽油产量情况

表 3 为 !"#%0!"#' 年湖南省油茶籽及油茶籽

油产量情况"

表 *($%&)+$%&' 年湖南省油茶籽及油茶籽油产量情况

年份 油茶种植面积(万 TN

! 油茶籽单产水平(&,/(TN

!

'

油茶籽产量(万< 油茶籽油产量(万< 油茶籽油产值(亿元

!"#' #33&1 12"&3 ##"&" !2&% 31!

!"#8 #3"&1 1#8&3 #"#&# !2&! 39"

!"#1 #%'&9 1!!&1 #""&8 !'&# %9"

!"#2 #!'&3 212&" "81&9 !%&3 !9'

!"#9 #%1&' 9'1&1 "8!&3 !!&" !%"

!"#3 #%3&! 2#3&" "8!&3 !"&1 !#%

!"#% #%!&9 931&" "1!&9 #2&# #9%

6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湖南省农业厅"

66由表 3 可知(!"#% 年以来#湖南省油茶籽及油

茶籽油产量总体上保持持续增长趋势#其中#!"#'

年油茶籽产量突破 ##"&" 万 <#达历史新高#较 !"#%

年增幅9#&1:#油茶籽油产量在!"#1年达!'&#万<#此

后有所下滑#但保持在 !2&! 万 <以上#较 !"#% 年增

长 2!&1:)油茶种植面积!油茶籽单产水平总体上

也保持增加趋势# !"#' 年分别较 !"#% 年增加

';!:!%'&":)近年来油茶籽油产值呈快速增长趋

势#!"#' 年达 31! 亿元#是 !"#% 年的 %&# 倍" 由此

说明#随着湖南省油茶栽培技术不断优化#油茶籽单

产水平大幅提高是当地油茶籽产量增长的主要原

因#油茶籽油产量提高及产值快速增加提升了农民

种植效益及企业加工效益"

!&!6湖南省油茶籽产量分布及占比

表 9!表 2分别为 !"#"0!"#'年湖南省油茶籽产

量分布及占比情况" 由表 9 可知(衡阳!株洲!永州!

郴州!长沙!怀化!常德!邵阳 8 个市区油茶籽产量较

高#年均&!"#"0!"#' 年'产量分别为 #8&%!##&3!

##&3!8&2!3&1!9&!!3&1!2&8 万<#!"#' 年油茶籽产量

分别为 !"#" 年的 %&3!!&8!!&%!!&1!#&8!!;9!#&3 倍

和 9&3倍" 岳阳!益阳!娄底!湘西等市区油茶籽产量

较低#年均产量在 #&3 万g!&9 万<" !"#"0!"#' 年#

湖南省油茶籽总产量在 %'&" 万g##"&" 万<#保持持

续增加趋势#!"#'年油茶籽产量为 !"#"年的 !&8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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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湖南省油茶籽产量分布 万9

年份 衡阳 株洲 永州 郴州 长沙 怀化 常德 邵阳 岳阳 益阳 娄底 湘西 其他

!"#' !!&8 #3&1 #2&" #%&8 2&3 2&" 3&1 #%&2 !&8 !&% !&3 !&9 !&"

!"#8 !#&# #%&8 #9&" ##&# 2&' 9&1 2&" '&' !&' !&3 !&! !&" !&!

!"#1 !#&3 #3&' #9&8 #"&! 2&! 2&! 9&% '&9 %&" !&! !&9 #&8 #&8

!"#2 #'&" #%&% #!&9 1&' 2&8 1&% %&3 8&2 %&" !&# #&" #&3 #&!

!"#9 #'&% #!&9 #"&1 #"&" %&3 1&# %&' 1&9 !&2 #&8 #&" #&! #&9

!"#3 #8&9 ##&# #!&9 8&% %&8 2&' 3&2 3&2 %&% #&8 #&' %&% #&8

!"#% !%&% #"&" 8&1 8&1 %&" %&2 3&! 9&% !&! #&3 #&" #&" "&!

!"#! #'&3 '&! 8&2 9&' %&1 %&3 2&2 %&9 %&3 #&% #&" "&8 #&3

!"## ##&" 8&8 1&2 3&2 %&3 %&" 9&! %&% #&# #&% "&1 "&8 #&#

!"#" 2&8 9&% 1&" 9&! %&2 !&3 %&3 !&9 #&" "&% "&! "&1 "&8

6注(数据来源于*湖南省统计年鉴+"

表 ,($%&%+$%&' 年湖南省各产区油茶籽产量占全省总产量比例 c

年份 衡阳 株洲 永州 郴州 长沙 怀化 常德 邵阳 岳阳 益阳 娄底 湘西 其他

!"#' !"&1 #%&% #3&2 #!&2 9&8 9&3 3&! #!&3 !&2 !&# !&! !&% #&8

!"#8 !"&8 #%&2 #3&' ##&" 2&8 9&2 9&' '&8 !&' !&% !&# !&" !&!

!"#1 !#&% #3&8 #9&1 #"&# 2&! 2&# 9&% '&3 !&' !&! !&9 #&8 #&8

!"#2 !#&1 #9&! #3&% '&# 1&8 8&% %&' '&8 %&3 !&3 #&! #&2 #&3

!"#9 !%&3 #9&# #%&" #!&# 3&! 8&2 3&8 '&" %&# !&! #&! #&9 #&'

!"#3 !!&9 #%&9 #9&! #"&# 3&2 8&% 9&9 9&2 3&" !&# !&% 3&" !&!

!"#% %!&! #%&1 #!&" #!&" 3&# 9&" 9&8 1&% %&# #&' #&3 #&3 "&!

!"#! !8&9 #%&9 #!&2 8&2 9&3 9&" '&1 9&! 3&' !&" #&3 #&# !&#

!"## !#&% #1&" #3&1 8&' 2&2 9&' #"&" 2&% !&# !&3 #&% #&9 !&#

!"#" #1&3 #%&9 #8&" #%&3 '&# 2&# 8&8 2&% !&9 "&8 "&3 #&1 !&#

6注(数据来源于*湖南省统计年鉴+"

66由表 2 可知(!"#"0!"#' 年#湖南省油茶籽产

量主要分布于衡阳!株洲!永州!郴州!长沙!怀化!常

德!邵阳 8 个市区#占全省总产量的年均比例分别为

!%&":! #3&%:! #3&9:! #"&8:! 2&#:! 2&3:!

2;3:!8&#:#此 8 个市区油茶籽产量占全省总产量

的年均比例为 8'&2:)岳阳!益阳!娄底!湘西等市

区油茶籽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年均比例为 #&2: g

%&!:" 分析发现(衡阳油茶籽产量在 !"#"0!"#%

年快速增长#!"#% 年达历史新高#占比达 %!&!:#此

后有所回落#但占比基本稳定在 !"&1: g!%&3:#

油茶籽产量居全省之首)株洲除 !"## 年油茶籽产量

占比较高外 & #1&":'#基本稳定在 #%&%: g

#9;!:)邵阳油茶籽产量占比总体保持波动中稳步

增长#!"#90!"#8 年占比均大于 '&":#!"#' 年甚

至达 #!&3:" 由此说明#近年来#衡阳!株洲!永州!

郴州!邵阳等市区油茶籽稳产!高产是确保湖南省油

茶籽产量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此外#长沙!怀化!常

德等市区油茶籽稳产对保持湖南省油茶籽产量增长

至关重要"

)(我国油茶产业发展前景及对策

%&#6发展前景

国家林业局发布的*全国油茶产业发展规划

&!""'0!"!"'+提出了我国油茶产业发展总体目

标#到 !"!" 年#油茶种植规模达 321 万 TN

!

#嫁接!

更新及新造油茶林油茶籽油达到 2"" ,/(TN

!

#油茶

籽油总产量达 !9" 万<" 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

!"#' 年我国油茶栽培面积达 32#&1 万 TN

!

#已基本

达到预期目标#但受品种!栽培及加工技术影响#全

国油茶籽及油茶籽油产量分别为 !21&' 万<和 19&9

万<#远未达发展规划目标" 为大力促进油茶产业稳

步发展#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将油茶

产业的发展作为扶贫脱贫工作的重点加以落实推

进" !"#' 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

目录+中#也明确包括油茶经济林的培育"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8 年#湖南

省油茶籽产量一直稳居全国各产区首位#占全国总

产量的 %3&': g3%&8:#年均占比 %'&':#可见湖

南省油茶籽稳产高产对于全国油茶产业发展起着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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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在政策倾斜和政府的支持

下#湖南省油茶产业保持稳步快速发展#国家油茶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油茶研究开发中心先后落户

湖南#依托两个国家$油茶中心%平台#湖南建成了

国家级油茶种质资源库和杂交种子园" 此外#通过

现代分子育种技术#选育出了一批高产优质多抗的

油茶新品种#形成配套良种良繁及栽培技术体系#油

茶籽油产量达 39" g99" ,/(TN

!

#产值突破 3&9

万元(TN

!

" 同时#湖南省重点打造三条百里油茶产

业带&衡阳!常德!怀化'及四大油茶产业集群&湘

中!湘南!湘东!湘西'" 在两个国家中心!三大产业

带!四大产业集群的推动下#湖南省油茶产业稳步持

续发展#逐渐形成了数家油茶龙头企业和几大知名

的油茶籽油品牌#如山润!金浩!中富等"

按照国家规划提出的年人均油茶籽油消费量

! ,/的目标计算#油茶籽油供需缺口将达 !"" 万 <

以上#因而可以预见未来油茶籽油市场需求非常旺

盛#消费量将呈不断增长态势" 油茶籽油除食用外#

在其他领域也有广阔的开发应用前景#如(在工业上

可作为优质原材料制取油酸和甘油及其副产物#制

成硬化油生产肥皂和凡士林)在医药行业作为原料

用于制作针剂及调制各类药膏!药丸等)在化妆品领

域可将油茶籽油制作成天然的高级美容护肤系列化

妆品及洗涤用品-9 $1.

"

油茶籽榨油后副产物具有较高的综合开发利用

价值" 如(用油茶籽粕可制作酒精!饲料!抛光粉及

提取多糖#制取的茶皂素可被广泛应用于渔业!乳化

剂!发泡剂!洗涤剂!医药等领域-8 $#!.

)油茶籽粕还

可被制成植物源农药#对福寿螺具有较好的毒杀功

效)用油茶籽粕制作成有机肥#具有肥药双效!壮苗

抗病等优点#可促进土壤有机质增加!微生物繁殖及

理化性质改善#除在传统作物应用领域可替代普通

有机肥外#在高产经济林栽培!草坪园林养护等方面

具有独特的功效优势-9###.

" 此外#油茶籽壳可被制

成糠醛!木糖醇!活性炭!栲胶!碳酸钾等-## $#!.

" 因

而#油茶籽副产物未来的应用市场前景和发展空间

十分广阔"

%&!6发展对策

&#'探索基地综合生产模式#确保油茶企业效

益" 油茶生长具有其独特性#通常栽植后 2 g#" 年

才逐渐进入盛果期#收获期达 3" g9" 年#但在盛果

期前的几年油茶籽产量极低#需要农户及企业投入

大量资金及人力来维护" 为此#油茶籽油企业可探

索采取$公司S基地S农户%的综合生产模式#即油

茶企业自建或与农户合作建设种植基地#或与农户

签订合同契约收购油茶果#并将好的生产模式在各

油茶主产区推广#并逐步向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

展" 这种生产模式虽在前期有较大投入#但随着油

茶盛果期的到来#油茶企业必将得到丰厚的产值

利润"

&!'加强油茶新品种选育及配套栽培技术研

究#提高油茶籽产量" 高产优质多抗新品种选育与

推广对油茶籽高产具有重要作用" 一些传统品种由

于种植时间太长#出现衰老退化及抗性降低现象#加

之部分油茶林经营管理粗放#种植中不中耕施肥#病

虫害加剧#造成油茶籽产量严重下降" 因此#利用油

茶杂交及分子育种!栽培技术调控!测土配方施肥!

科学合理灌溉等现代技术#选育一批高产优质多抗

的油茶新品种#形成配套良种良繁及栽培技术#并在

各油茶主产区种植推广应用#促进油茶籽稳产高产

及提升种植经济效益#增强农民种植积极性"

&%'制定相关政策#推动油茶产业快速发展"

加大各级财政投入力度#重点支持油茶基地建设!抚

育管护!科技技术攻关!深加工研发!种植及加工技

术培训等" 加强油茶生产示范园建设#大力培育油

茶特色品牌#引导现代标准化生产#加快建设油茶产

销平台#扩大品牌销售" 为防止油茶企业低水平重

复建设#避免加工无序发展及恶性竞争#油茶生产主

管部门应制定技术标准及审批制度#严格管控加工

企业准入" 大力扶持和鼓励产业发展良好的龙头企

业重组及优化资源配置#通过资本运作和技术联合

攻关#加快发展壮大一批竞争力强的优势企业#促进

集约化快速发展"

&3'加强油茶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深度合作#

促进油茶综合利用开发" 当前油茶企业的科研水平

偏低#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不深入" 以橄榄油企业

和科研机构深入合作#促进产业快速发展的成功案

例为例#七国膳食调查和DC@允许其标注可降低冠

心病的发病率两个标志性事件#促进了橄榄油产业

的快速发展" 因此#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在油

茶籽油营养!医学领域与精深加工!副产品综合开发

利用等方面技术攻关合作#相信随着研究开发利用

的深入#未来油茶籽油产业的发展后劲将得到大幅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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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值&>'较高#达 #'" /(#"" /以上#表明美藤果油不

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 不同产地美藤果油酸值!过

氧化值!碘值!皂化值均符合我国粮食行业标准

B5(4%!230!"#'*美藤果油+的规定"

&!'美藤果油主要脂肪酸为棕榈酸!硬脂酸!油

酸!亚油酸!亚麻酸" 不同产地美藤果油中亚麻酸含

量均最高#亚油酸含量次之#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达

'#:以上"

&%'不同产地美藤果油中 @G!7F!?-!@\! F̂!

@/!7]!5a!KO!=/!4G!ja 重金属元素含量极低" 不

同产地美藤果油中均含有对人体有益的 ?O! /̂!k!

7O! +̂!V+ 元素#其中产地为泰国的美藤果油上述

有益元素含量最高" 此外#产地为中国云南普洱的

美藤果油含有较高的对人体有益的DR元素"

&3'当美藤果油质量浓度为 !9 N/(NB时#3 个

产地美藤果油的 Cjj=自由基清除率均大于 8":#

显示出较强的抗氧化能力" 产地为中国云南普洱的

美藤果油表现出较其他产地更佳的抗氧化能力"

参考文献!

-#. 蔡志全# 杨清# 唐寿贤# 等&木本油料作物星油藤种子

营养价值的评价-I.&营养学报# !"### %%&!'(#'% $

#'9&

-!. 7@>Vn&5TO]R]RGO0R] [GFbR_-+/O+] ]R*_RO\R] cTF<F\0+<TR\-\#

/_Fb<T O+] 0-RG] F[5O*TO-+*T-&31/(<5<$0+ O;1/P0109'

cGO+<\-I.&>+] 7_Fc\j_F]# !"### %3&#'(#!%9 $#!%1&

-%. 刘玉兰# 安柯静# 胡爱鹏# 等&美藤果及其果油品质

-I.&食品科学# !"#8# %'&%'( #'% $#''&

-3. 蔡志全&特种木本油料作物星油藤的研究进展-I.&中

国油脂# !"### %2&#"'( # $2&

-9. 李伟# 王林元# 王景霞# 等&美藤果油对高脂血症大鼠

血脂的影响及对血管内皮细胞的保护作用-I.&世界中

医药# !"#9&8'(#!!1 $#!%"&

-2. 吴俏槿# 张嘉怡# 杜冰# 等&适宜提取方法提高美藤果

6 油提取率及油品质-I.&农业工程学报# !"#9# %#&!#'(

!11 $!83&

-1. 李慧# 金红# 王晔# 等&美藤果油增强免疫力的试验研

究-I.&现代食品#!"#2&#2'( '8 $#""&

-8. WA?V@BL@@W# KLBk=LBD@=# =@CC>AY>=B# R<

OG&5O*TO-+*T-F-G&31/(<5<$0+ O;1/P0109B&'# R[[R*<F+

O]TR_R+*RF[\<OcT0GF*F**Z\OZ_RZ\<FTZNO+ \,-+ RdcGO+<

O+] ,R_O<-+F*0<R\-+ -̀<_F-I.&IL<T+FcTO_NO*FG# !"#9#

#1#( %%" $%%3&

-'. 杨金# 李庆华# 李娟# 等&南美油藤油的脂肪酸组成分

析-I.&中国油脂# !"#%# %8&9'( 88 $'"&

-#". 张思佳# 黄璐# 熊周权# 等&美藤果油研究进展-I.&

粮食与油脂# !"#%&2'( 3 $2&

-##. 赵一懿# 郭洪祝# 傅欣彤# 等&基于 >7j$̂ 5 法分析

银杏叶系列品种中 !9 种无机元素-I.&中草药# !"#1#

38&#"'( #''# $#''1&

-#!. 易远红# 蒋东旭# 杜明胜&>7j$̂ 5 法同时测定不同

产地细辛药材中 2 种重金属及聚类分析-I.&西北药

学杂志# !"!"# %9&#'( %! $%1&

-#%. 张卫佳# 陈家树# 蒋其斌&川产道地药材的重金属含

量测定与分析 -I.&西北药学杂志# !"#"# !9 &!'(

#"3 $#"9&

-#3. 张平#马潇#张明童#等&>7j$̂ 5分析不同产地侧柏

叶中 #8 种重金属及微量元素-I.&中国实验方剂学杂

志# !"#8# !3&1'( 19 $8#&

-#9. 李孟秋#翟俊乐#田欢#等&黄秋葵提取物体外抗氧化

活性的研究-I.&中国食品添加剂# !"#9&#"'( 29 $

2'&

-#2. IA5L@B# 7A?7Lj4>?5 #̂ DYBWL?7>A5 7&L[[R*<

F[<RNcR_O<Z_RF+ <TR[_RR_O]-*OG\*ÒR+/-+/*OcO*-<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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