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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油橄榄具有速生、高产和果实含油率高等优点，在食品营养、医药健康和景观绿化中有着广泛

的应用。为明晰我国油橄榄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和发展方向，分析了油橄榄种质资源及我国油橄榄

种植与发展的现状，剖析了我国油橄榄产业面临的种质资源混杂、选育落后，品种特性认识不足，产

品开发有待提高等挑战，并提出应对挑战的对策，以期为我国油橄榄产业科学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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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橄榄（ＯｌｅａｅｕｒｏｐａｅａＬ．）作为起源于地中海
地区的木犀榄属（Ｏｌｅａ）常绿灌木或乔木树种，具有
速生、高产、果实含油率高等特点［１］，是世界四大木

本油料树种之一，分布在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美国、

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等非地中海地区近年来油橄榄

栽植面积激增［２］。油橄榄在食品保健、医药化工、

景观种植等多个方面均有广泛的应用，具有极高的

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３］。

油橄榄果直接榨取的橄榄油含有丰富的不饱和

脂肪酸、酚类化合物、角鲨烯、维生素等［４］，具有抗

氧化，抗肿瘤，降血糖、血压、血脂，预防或拮抗神经

退行性疾病等药理作用［５－６］，有“飘香的软黄金”

之称。

２１世纪以来，我国油橄榄产业发展迅速，区域
化布局、规模化经营和优质化生产等产业发展特征

越来越明显［７－８］。由于国家的重视和支持，甘肃、四

川、云南等成功引种区的油橄榄的科学研究与技术

开发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与突破［９］。但是我国

油橄榄产业起步较晚，部分地区油橄榄产业总体效

益远低于国际水平，产业发展信心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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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文深入分析国内外油橄榄产业发展

现状，剖析我国油橄榄产业面临的种质资源混杂、选

育落后、品种特性认识不足、产品开发有待提高等诸

多挑战，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为我国油橄榄产业的发

展提供参考。

１　油橄榄产业发展现状
１．１　油橄榄种质资源

油橄榄经过长期的进化、传播，不仅种植范围

广，且存在自由授粉、自交、种间杂交的现象［１０］，形

成了丰富的基因型种质，进而形成了各种生态型，迄

今为止全世界有２０００多份油橄榄种质信息被收集
在Ｏｌｅａ数据库中（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ｌｅａｄｂ．ｉｔ）［１］。油橄
榄种植技术在不断提升，但由于商品化种植园遵循

适地适树的原则，导致种植品种单一化的趋势愈发

严重。例如：西班牙９０％苗圃商品化种植的油橄榄
品种只有６个油用品种及４个直接食用的品种［１１］，

黎巴嫩的油橄榄多为油含量较高的基因型［１２］。

品种单一化的种植体系不但导致油橄榄抵御气

候变化及病虫害风险的能力弱于品种多样化的种植

园，而且种质资源受到侵蚀的风险也有所增加［１３］。

因此，通过收集并建立种质资源库的方式来达到种

质保护、保存及可持续利用的目的，已被众多油橄榄

种植国采用并实施。目前，世界油橄榄种植区已经

建立了近百个种质资源库或品种园［１４］。例如：西班

牙已建立了 Ｃｏｒｄｏｂａ世界油橄榄种质资源库
（ＷＯＧＢＣ）［１１］，土耳其建立了土耳其油橄榄基因资
源库（ＴＯＧＲ），美国农业部农业资源局建立了国家
无性系种质资源库（ＮＣＧＲ）［１５］。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共引进１７０
余个油橄榄种质，包括抗病品种、早实品种、耐高温

或低温品种、自交亲和性品种、丰产品种等，并先后

建立了４个品种园和２个油橄榄国家种质资源库，
引进的部分油橄榄品种已适应国内气候。经过多年

攻关，我国科研人员也选出了适宜当地气候的品种

以及属于我国的优良单株种质。

１．２　我国油橄榄的种植与发展
我国油橄榄的适生区分布在夏季降雨量适中的

亚热带西部地区，涵盖金江干热河谷区、白龙江低山

河谷区及长江中游三峡地带等一级适生区，以及大

巴山南坡四川盆地边缘区、秦岭南坡汉中区、滇中高

原昆明区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等二级适生区［１６］。

我国油橄榄产业化发展初级阶段的种植面积已

达８万ｈｍ２，栽植总量达３６００万棵以上，覆盖全国
１２个省份的多个市县及地区［８，１７］。１９９８年我国出

现在世界橄榄油分布图上［１８］。浙江、广西、山西、贵

州等次适生区也开始根据当地的立地条件引进适宜

的油橄榄品种，油橄榄种植面积在不断扩大，并已初

见成效。

我国对油橄榄产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

持。２０１６年全国政协会议中关于加快发展油橄榄
产业的提案被列为“一号提案”，另外我国将油橄榄

列为特色经济树种，而且制定了相关的区域发展政

策，并给予大量的资金支持，油橄榄产业投资规模显

著增长，促进了产业发展。２０１２年全国油橄榄鲜果
产量突破 １万 ｔ，２０１７年达到 ６．１９万 ｔ，年均增长
４３．７％［１９］。油橄榄深加工产业逐步完善，产业链不

断延伸，涵盖果、油、叶提取物等８大类５０多种产
品，加工企业达４０多家，已有初榨油生产线３４条，
仅甘肃省陇南市２０２０年油橄榄产业总产值已达到
６４亿元［２０］。

２　我国油橄榄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２．１　种质资源混杂且选育落后

良种良法是经济林生产所遵循的基本法则，产

业要发展，良种要先行，良种是提高经济林产品质量

的关键。油橄榄多样的繁殖方式及果用价值，使该

物种变异多样，适应性广，为各国广泛引种，而不同

地域间品种的频繁交换，使得油橄榄亲缘关系不明

确的现象十分普遍。此外，由于各国之间没有统一

的命名方式，且早期选种多依据农艺性状，因此同名

异物和同物异名的现象频繁出现。例如：Ｂａｒｔｏｌｉｎｉ
等［２１］从２４个国家收集的１２００个油橄榄栽培品种
中共统计出 ３０００个名字；ＥｌＢａｋｋａｌｉ等［２２］在

ＷＯＧＢＣ种质资源库中共发现了４２个同物异名和
３３个同名异物的现象；王楠楠［２３］研究发现，四川省

凉山州油橄榄实验园中部分同名品种与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ＦＡＯ）油橄榄种质资源库中的种质差
异较大，其中实验园中的‘皮削利’与种质资源库中

‘皮削利’和‘皮削利－马’均不相同。
我国已先后引种油橄榄１７０余个品种，但在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遭遇衰退低谷期，油橄榄树被大量砍伐
并改种，导致许多品种丢失和品种混杂。另外，栽植

区多为自选育实生苗，缺乏优质的油用及果用品种，

且多沿用老品种，多年未进行选育更新［２４］，部分地

区油橄榄园已呈现老化趋势，难以满足市场多样化

的需求。此外，我国油橄榄育种技术与原产地国家

差距较大，育种理论、种质资源创新、基因挖掘、品种

选育等方面均比较薄弱。

２．２　品种特性认识不足
油橄榄品种间具有差异化的特性，如‘莱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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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ｃｃｉｎｏ）、‘卡尼诺’（Ｃａｎｉｎｏ）和‘皮瓜尔’（Ｐｉｃｕａｌ）
被认为是耐寒品种，‘莫莱罗’（Ｍｏｒａｉｏｌｏ）和‘塔吉’
（Ｔａｇｇｉａｓｃａ）是不耐寒品种，‘佛奥’（Ｆｒａｎｔｏｉｏ）是半
耐寒品种［２５］；Ｃａｎｉｎｏ对干旱胁迫的耐受性较强［２６］，

而‘莫里斯卡’（Ｍｏｒｏｃｃａｎ）、‘皮削利’（Ｐｉｃｈｏｌｉｎｅ）对
水分胁迫的抗性更强［２７］；Ｌｅｃｃｉｎｏ和‘鄂植８号’具
有较强的抗盐能力，而 Ｆｒａｎｔｏｉｏ和 Ｐｉｃｈｏｌｉｎｅ较
差［２８］；‘皇家卡索拉’（ＲｏｙａｌｄｅＣａｚｏｒｌａ）和‘克罗莱
卡’（Ｋｏｒｏｎｅｉｋｉ）具有较强的耐盐胁迫抗性［２９］。部分

基因型的油橄榄在抗病、抗虫及各种胁迫条件下表

现良好。例如：青枯病和炭疽病在‘米扎’（Ｍｉｘａｊ）
品种中最少见，Ｆｒａｎｔｏｉｏ对炭疽病的抗性较强［３０］；

Ｆｒａｎｔｏｉｏ等基因型对由大丽轮枝菌引起的黄萎病具
有更高的耐受性［３１］，且部分抗病指标具有较高的遗

传力［３０］；‘汤达尼尔多金’（Ｔｏｎｄａｎｅｒａｄｏｌｃｅ）对真菌
达尔马提菌的感染敏感性最低，而‘贾法拉’

（Ｇｉａｒｒａｆｆａ）最为敏感；Ｔｏｎｄａｎｅｒａｄｏｌｃｅ及‘巴迪地拉
那’（ＢｈａｒｄｉＴｉｒａｎａ）对橄榄果蝇不太敏感［３２］。

然而，目前的油橄榄种植尚不能完全了解并合

理利用品种特性。有调查表明［３３］，局部新种植区在

建设油橄榄生产基地时存在着较大盲目性，表现在

片面追求种植规模，盲目引种，种植品种单一，品种

搭配不合理，对所种植的品种缺乏必要的生物胁迫

与非生物胁迫耐受性认识；科学管理水平不高，后期

管理粗放落后，导致树体生长不良，只开花不结果，

产量低且含油率达不到预期。

２．３　产品开发有待提高
我国每年产生上万吨油橄榄果渣、６０万 ｔ油橄

榄叶［２０］，油橄榄加工副产品开发利用效率低下，导

致资源浪费现象严重。例如：油橄榄果渣中可提取

果渣油［３４］，而我国对果渣的利用率较低；油橄榄叶

中含有较多的橄榄苦苷，具有抗氧化、抗肿瘤、降血

糖等药理作用［３５］，目前国外已开发了深受市场欢迎

的油橄榄茶等保健饮品［３６］，而我国的油橄榄茶开发

程度较低。此外，在产品开发领域，各企业所开发的

橄榄皂、橄榄面膜、橄榄护肤品和橄榄精油等产品同

质化情况较为突出，且市场上踪迹难寻，销售范围有

待扩大。

３　我国油橄榄产业发展的对策
３．１　重视种质鉴定评价，夯实油橄榄育种基础

油橄榄作为引进树种，在我国的育种基础远没

有地中海区域丰富，在此背景下，如何培育适应我国

的本土油橄榄良种，是油橄榄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种质的精准鉴定不仅可对混乱的品种体系进行

分类，也可选出具备高产、高质、高抗等优异性状的

种质资源，为良种培育提供有价值的数据；通过综合

集成表型与基因型鉴定技术，系统鉴定相关表型与

基因型，揭示遗传构成与综合性状间的协调表达，并

依据育种与生产需求，准确鉴别种质价值和有效性，

从而为破解种质资源丰富但育种亲本贫乏的问题和

矛盾提供支持，为加速油橄榄新种质创制提供新的

解决方案。当前，种质鉴定的方法丰富多样，例如，

形态学标记是一种特定的、遗传上稳定的、视觉可见

的外部特征，常用于品种鉴别，以其简便、快速、直观

的特点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３７］。但是就目前关于

种质鉴定的研究来看，相较于形态学标记，ＤＮＡ分
子标记更为理想，且在众多分子标记中，简单序列重

复（ＳＳＲ）标记常用于油橄榄种质的分析与鉴定，可
用于发现错误命名或同义的单株［３８－４０］，是目前最适

合用于亲本鉴定的共显性和高度多态性的标记［４１］。

目前国外已建立油橄榄的ＳＳＲ引物数据库［４２］，并建

立了基于 ＳＳＲ的世界油橄榄基因型数据库———油
橄榄遗传多样性数据库（ＯＧＤＤ），该数据库为油橄
榄的遗传、形态学及化学数据库，可以获取全球约

２００个品种的油橄榄 ＳＳＲ标记、树体及橄榄油的信
息，可用于品种的识别及橄榄油原产地的追溯［４３］。

哥伦比亚［４４］、西班牙［２２］、土耳其［４５］等用 ＳＳＲ标记
分析传统栽培品种间及品种内无性系、野生油橄榄，

各编号油橄榄种质。国内多个科研院所借鉴国外成

熟的分子标记技术开展油橄榄鉴定工作［４６－５０］，但随

着油橄榄杂交育种工作的不断深入，新种质的不断

创制，需要开发新的标记，对种质资源进行鉴定和评

价。因此，有必要针对未来林业发展需求和当前育

种需要，重点围绕品质提升、抗性增强、生产高效、环

境友好和宜机化等要求，系统开展种质资源表型与

基因型精准鉴定评价，提升油橄榄种质创制水平。

制定长、短期相结合的种质鉴定评价规划，利用重测

序和分子标记等技术建立区域品种、选育品种和特

异资源的分子身份证，构建高效、准确的分子指纹数

据库；并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信息技术建立表型

精准鉴定平台，开展长期观测，形成多点鉴定网络，

持续开展生物学性状调查和特征特性鉴定评价，构

建表型特征评价数据库；强化现代生物技术和信息

技术的交叉应用，实现优异种质资源鉴定、发掘和利

用的规模化、精准化和高效化，从而加快优异资源向

优良品种的转化进程，培育适应我国土壤和气候的

突破性新品种。

３．２　加强适地适树理念，健全品种筛选种植体系
我国引种区域气候条件、土壤质地有别于原产

区，为了避免盲目栽种造成的资源浪费，有必要对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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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种质在当地的适配性进行研究。

不同品种对不同环境的耐受能力存在差异，油

橄榄在不同环境下的表型、生理等具有一定的可塑

性，且基因型与抗性胁迫相关［５１］。因此，引种时除

了考察果实产量、含油率以及油的品质外，还应综合

考量当地的自然条件及引进品种的可塑性和抗性能

力，并需开展多年多点试验，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合当

地环境的品种进行种植，达到适地适树的要求。相

较于费时费力的传统方法，遥感技术为通过测定生

长及生理指标筛选抗性品种提供了便捷方式，已被

广泛用于多种作物的植物病害［５２－５４］及非生物胁

迫［５５－５６］诊断。此外，遥感技术还可以实时快速地提

供整个种植园的图像信息，通过图像处理即可实时

监测园内植株的生理变化，有利于作物的精确管理

和生产力的估计，可应用于油橄榄种植生产中。

品种筛选是油橄榄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当前

品种筛选评价多以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为理论基础，

以田间试验和统计方法为技术支撑，它的应用是建

立在试验规模较小且环境变量能够有效控制的前提

下，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需要适应多样性环境。因

此，为深入挖掘试验数据的有效信息，更加科学地评

价品种，有必要在传统评价基础上，引入物联网技术

和计算机算法模型等新理论，通过采集品种树体表

型、气象、土壤等数据，加速实现品种评价、适应性拟

合、病虫害预测等功能，建立起科学的品种评价和分

析系统。

３．３　产学研相结合，提高产业适生力
我国油橄榄产业需要着力实施以产学研深度融

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和创

新能力；在目标导向上从规模数量型转为质量效益

型。采取以产学研机制建设为引领，完善形成以企

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高校及科研院所为依托的技

术创新体系，持续加快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转

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通过加强油橄榄

的深加工研究，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提高油橄榄的

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不断完善油橄榄产业链，将

种植、加工、销售等环节有机结合，实现产业链的延

伸和增值。同时，不断加强市场拓展与品牌建设，了

解消费者需求和市场趋势，开展市场推广和品牌建

设，提高国产油橄榄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

４　结　语
长期的油橄榄引种工作表明，采取合理的种植

管理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但受产地土壤和气候

环境的影响，低产量和品种适应力差等成为我国油

橄榄产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在后期发展

中亟须厘清种质资源来源和品系，针对性培育适应

我国环境的品种，从而构建相匹配的“良种 ＋良法”
的高效栽培技术体系，做到适地适树；积极通过科技

创新、政策保障等措施，重点突破建立油橄榄绿色高

效高产的生产技术体系，有效降低生产成本；结合表

型组学技术，积极拓展分子育种，缩短品种评价周

期，增加品种的持续供给能力；同时，需要优化油橄

榄产业链的广度和深度，充分开发油橄榄的果实油

用、果用价值以及叶片药用价值等，从而协调好供给

侧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关系。因此，未来

油橄榄产业的发展，需要充分考虑我国多样化的气

候和土壤条件，有计划地逐步推进，可利用嫁接等传

统技术措施提升种苗的适应能力，也可以通过分子

育种、表型组学等前沿技术手段，开展早期选择，缩

短研发周期，加快良种选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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