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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芝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油料作物之一，也是我国重要的优质特色油料作物，其在国际油料产

业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我国既是芝麻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综述了世界芝麻生产与贸易现

状、主产国及其芝麻种植区域分布，栽培品种现状，分析了世界芝麻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和我国芝麻

生产发展趋势。芝麻市场刚性需求、政策支持和生产技术进步及农业“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

倡议，将会进一步促进我国芝麻产业发展并提升其在国际芝麻贸易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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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麻属于胡麻科胡麻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油 料作物之一［１］。芝麻籽粒富含脂肪（４５％ ～６０％）
和蛋白质（１８％～２７％），并含有生物活性物质———
木酚素（０．３％～１．５％），具有抗氧化、延缓衰老、降
低胆固醇等功效，被誉为“油料皇后”，广泛应用于

食品、保健品、医药等行业［１－３］。目前，世界上大面

积种植芝麻的国家有７６个，主要分布在非洲、亚洲、
中美洲和南美洲。我国既是芝麻生产大国，也是消

费大国，年总产量约６０万ｔ，年需求量约１４３万ｔ，主
要依赖从非洲和南美洲进口，对外依存度接近

６０％［４］。本文阐述了世界芝麻生产与贸易现状，芝

麻主产国及其芝麻种植区域分布，栽培品种现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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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了世界芝麻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阐述了我

国芝麻生产发展趋势，旨在为进一步发挥我国芝麻

生产技术优势、保障原料供给及品质、掌握国际贸易

主动权提供信息支撑。

１　芝麻生产与贸易现状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世界芝麻产业发展强劲，芝

麻需求量持续增加，推动芝麻生产进入了快速发展

时期。图１为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世界芝麻生产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网站［５］。下同

图１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世界芝麻生产情况

　　由图１可看出：２０２０年世界芝麻种植面积１３９７．０
万ｈｍ２，总产６８０．０万ｔ，平均单产４８７．２ｋｇ／ｈｍ２；２０１１
年种植面积仅为８４０．０万ｈｍ２，总产４７１．０万ｔ，平均单
产５６１．４ｋｇ／ｈｍ２。可以看出，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世界
芝麻种植面积增加了６６．３％，总产增加了４４．４％，
但平均单产停滞不前。究其原因，全球芝麻多种植

在旱薄地，以及栽培管理相对粗放、技术落后的发展

中国家，生产成本高，且现有芝麻品种抗病抗逆性相

对较差。调研数据显示，我国芝麻单位面积总成本

９２７４．５元／ｈｍ２，远高于美国的２７００元／ｈｍ２，而美
国芝麻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的３５倍。图２为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年世界芝麻主产区面积及占比变化。

图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世界芝麻主产区面积及占比变化

　　由图２可看出：近十年来非洲芝麻种植面积持
续扩大，从 ２０１１年的 ３７２万 ｈｍ２迅速扩大至 ２０２０
年的９６９万ｈｍ２，年增长率为１１．２２％；２０２０年非洲
芝麻种植面积占６９．４％，在世界芝麻生产和贸易中
具有重要的地位。根据 ＦＡＯ数据统计，２０２０年芝
麻种植面积位列前十位的国家依次为苏丹、印度、缅

甸、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南苏丹、布基纳法索、乍得、

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合计种植面积占世界的

８５％以上。
在芝麻贸易方面，２０２０年世界芝麻进出口总量

为４８２．８万 ｔ，比 ２０１１年（２８２．８万 ｔ）增加了
７０．７％［６］。芝麻主要出口国为苏丹、印度、尼日利

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缅甸等亚非国家，其中苏

丹年度出口量最大，达４９．２万ｔ，占世界总出口量的
２０．８％［６］。芝麻主要进口国（地区）为中国、土耳

其、日本、印度、欧盟、韩国等。近年来，由于中国芝

麻种植面积与产量有所下降，主要依靠进口来满足

国内的芝麻消费需求［７］，２０２０年中国芝麻年度进口
量１０６．０万ｔ，占世界总进口量的４３．１％［６］，进口来

源国主要为苏丹、尼日尔、坦桑尼亚、多哥等。受疫

情等因素影响，近几年国际芝麻价格总体波动较大，

对世界芝麻贸易产生一定的影响。

２　芝麻主产国及其芝麻种植区域分布
苏丹、印度、缅甸、中国是世界上传统的四大芝

麻主产国。不同主产国具有各自的发展优势和

特点。

苏丹是目前芝麻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２０１３年
以来，其芝麻种植面积快速增加，２０２０年达到５１７．４
万ｈｍ２，分别占世界和非洲芝麻种植总面积的
３７０％和５３．４％［５］。苏丹芝麻主要种植在雨养区，

年降雨３００～８００ｍｍ，每年６—７月份播种，１１月份
收获［８］。但是，受气候和种植技术的限制，年收获

面积往往只有种植面积的５０％，单产水平较低。苏
丹芝麻主产区有加达里夫州（Ｇｅｄａｒｉｆ）、青尼罗河州
（ＢｌｕｅＮｉｌｅ）南部地区、白尼罗河州（ＷｈｉｔｅＮｉｌｅ）南部
地区、科尔多凡州（Ｃｏｒｄｏｆａｎ）东南地区、达尔富尔州
（Ｄａｒｆｕｒ）。其中：加达里夫州以盛产白芝麻而闻名；
达尔富尔州主产红芝麻，年产量４万 ～５万 ｔ，含油
量高达５５％［９］。用于出口的白芝麻主要来自加达

里夫州、青尼罗河州和白尼罗河州；其他地区生产的

红芝麻和混合芝麻则供应苏丹国内，主要用于

榨油［９］。

印度芝麻常年种植面积１７０万～２００万ｈｍ２，总
产量约 ７０万 ｔ，主要分布在印度中央邦（Ｍａｄｈｙａ
Ｐｒａｄｅｓｈ）、北方邦 （ＵｔｔａｒＰｒａｄｅｓｈ）、拉贾斯坦邦
（Ｒａｊａｓｔｈａｎ）和古吉拉特邦（Ｇｕｊａｒａｔ），合计种植面积
占全国的近８０％［１０］。根据 ＦＡＯ数据统计，２０２０年
印度芝麻种植面积 １５２万 ｈｍ２，总产量 ６５．８万 ｔ。
印度白芝麻主要种植在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和北方

邦地区，黑芝麻主要种植在古吉拉特邦的阿姆雷利

（Ａｍｒｅｌｉ）、佰达德（Ｂｏｔａｄ）和包纳加尔（Ｂｈａｖｎａｇ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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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１０］。

缅甸是世界上重要的黑芝麻生产国。２０２０年
缅甸芝麻种植面积１５０万ｈｍ２，总产量７４万 ｔ，分别
占世界的１０．７％和１０．９％［５］，仅次于印度，位居世

界第三位。缅甸芝麻种植面积年份间变化不大，

２０１６年以来稳定在１５０万ｈｍ２左右，总产量７１万～
８３万ｔ，主要分布在缅甸中部的马圭（Ｍａｇｗａｙ）、曼
德勒（Ｍａｎｄａｌａｙ）和实皆（Ｓａｇａｉｎｇ）等地区，种植面积
约占全国的９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缅甸芝麻出口量１３．９
万ｔ，占总产量的１８．８％，主要出口国家（地区）为中
国、日本、东盟、韩国等［７］。

我国是芝麻生产强国，芝麻种植面积占世界的

２．０％，总产量占世界的６．６％，是生产水平最高的
国家［５］。河南、湖北、安徽、江西是我国芝麻四大主

产省，芝麻种植面积约占全国的 ７５％以上［１２］。在

黄淮交界地区，西起湖北襄阳，经河南南阳、驻马店、

周口，至安徽阜阳等地，形成了一条芝麻核心种植

带，该区域芝麻产量高、品质优。江西以生产黑芝麻

为主，芝麻色泽乌黑，口感好。

此外，根据 ＦＡＯ数据统计，２０１１年以来，坦桑
尼亚、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埃塞俄比亚、乍得、乌

干达等非洲国家芝麻生产发展迅速，２０２０年埃塞俄
比亚芝麻种植面积约３７万 ｈｍ２，总产量２６万 ｔ，其
８７７％的芝麻出口供应国际市场［５］。埃塞俄比亚

芝麻产区主要分布在西北部、西南部干旱和半干旱

低洼地带，６月初至７月中旬播种，１０月中旬到１１
月收获，提格雷（Ｔｉｇｒａｙ）、阿姆哈拉（Ａｍｈａｒａ）和奥罗
米亚（Ｏｒｏｍｉａ）等州为主产州，提格雷和阿姆哈拉州
芝麻产量约占埃塞俄比亚芝麻总产量的７０％［１３］。

３　世界芝麻栽培品种现状
目前世界上的芝麻栽培品种大部分是经长期驯

化种植而形成的区域性地方农家种，异地引种适应

性较差。通过品种间杂交改良选育出的优质高产品

种主要集中在中国、印度、美国、韩国、以色列等芝麻

育种起步较早的国家。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
着芝麻国际市场需求的与日俱增，世界各主产国均

加大了对芝麻育种的投资，优质专用、适于机械化种

植的新品种的选育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２００８年
美国率先选育出了生产上可应用的改良型抗裂蒴芝

麻品种，在蒴果成熟自然干燥后，籽粒的保存率达到

８５％以上，为实现芝麻联合机械收获提供了品种支
撑［１４］。我国芝麻遗传育种研究整体技术水平处于

国际领先地位。２０２０年我国芝麻平均单产为１４２５
ｋｇ／ｈｍ２，居世界第一位，约为世界平均单产的 ３

倍［５］。在芝麻新品种选育方面，２０１０年以来，我国
科研人员通过化学诱变技术，创制出了花序有限、短

节密蒴、抗落粒等一批突破性优异新种质；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年，我国成功选育出了豫芝 ＮＳ６１０、豫芝６１９、
豫芝６２０等世界首批抗落粒宜机收芝麻新品种，蒴
果自然干燥后籽粒保存率达到９７．３％以上，田间机
收损失率低于 ５％，从根本上解决了芝麻“一熟就
炸”“一碰就落”、不宜机收的技术难题［１５］。宜机收

芝麻新品种和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先后在河南、安

徽、湖北、江西、新疆、河北、山西等产区示范应用，显

著提高了我国芝麻机械化生产水平。其中，在新疆

地区，采用完善的灌溉农业条件和全程机械化种植

技术，芝麻平均单产突破了３０００ｋｇ／ｈｍ２，生产效益
超过棉花等作物，显示出了较大的发展潜力［４］。我

国育成的白芝麻品种籽粒含油量均在５４％以上，口
感香甜，综合品质位于世界首位［１５－１６］。

目前其他芝麻主产国如苏丹、印度、缅甸、埃塞

俄比亚等，其芝麻现有品种单产水平低，多为４５０～
７５０ｋｇ／ｈｍ２［１３］。２０１４年以来，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芝
麻研究中心联合中国援苏丹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系

统开展了国际芝麻种质评价与鉴定以及适于苏丹种

植的芝麻新品种选育工作，选育出了芝麻新品系苏

丹１号（ＣＳＳ１）、苏丹 ２号（ＣＳＳ２），产量分别为
１５４６．５、１３３２．０ｋｇ／ｈｍ２，与当地品种 ＣＡＮＡＶＡ２
（７４２．５ｋｇ／ｈｍ２）相比，分别增产了 １０８．２８％和
７９．３９％，为提高苏丹等非洲国家芝麻单产水平提供
了材料和技术支撑［１５］。

４　世界芝麻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４．１　芝麻多种植在旱薄地，栽培管理相对粗放，机
械化程度低

长期以来，芝麻多种植在旱薄地，对其产量影响

较大，如２０１４年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芝麻研究中心对
苏丹加达里夫州的芝麻农田进行了土壤肥力检测，

结果发现，芝麻农田土壤严重缺少氮元素、磷元素和

有机质，氮元素含量仅为标准量的３６．５％，土壤中
几乎没有磷养分，芝麻单产仅为４５０ｋｇ／ｈｍ２［１７］。另
外，当前多数主产国芝麻种植管理粗放，机械化程度

低，用工成本高，严重影响了芝麻生产技术的提升和

产业发展。

４．２　现有芝麻品种抗病、抗逆性相对较差，产量低
而不稳定

芝麻起源于热带，耐瘠薄、耐旱性较强，但应对

重茬、病菌、渍害、低温、大风等逆境因素的能力较

弱。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芝麻主推品种均存在着抗

病和抗逆性差、收获指数低等缺陷，环境胁迫下常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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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缺苗断垅，芝麻发育受到抑制，进而影响产量。目

前一般年份下，芝麻因病害造成的减产可达１０％ ～
１５％，渍涝灾害导致减产达２０％以上，严重时减产
可达５０％以上，严重影响着芝麻生产的发展［１８－１９］。

４．３　芝麻生产上缺乏品种布局，商品品质一致性差
近年来，中国、日本、韩国等芝麻消费国更倾向

于高含油量（５６％以上）、高蛋白质（２４％以上）、高
芝麻素（０．８％以上）、纯色大（小）粒等类型的专用
商品芝麻，但目前世界芝麻主要是以农户为单位的

分散种植，生产上品种多乱杂，缺乏合理布局，导致

芝麻商品品质一致性差，与市场需求不相称。长期

以来，大部分主产国在芝麻品质改良方面的研发相

对落后，尚未实现优质品种的专用化，缺少高油、高

蛋白质、高芝麻素以及口味香甜等新品种，不能满足

加工企业及国内外贸易的多元化需求。

５　中国芝麻生产发展趋势
５．１　刚性需求推动芝麻生产持续发展

芝麻具有抗氧化、延缓衰老、抗炎、提高免疫力、

调节脂质、降低胆固醇等功效［１６］。随着人们生活品

质的提升，对功能性成分含量高的植物油的需求量

不断提升，对油脂和休闲保健食品多样化、优质化和

特色化消费需求日益增加，将进一步带动对芝麻原

料的消费需求。根据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芝麻生产与消
费趋势分析，芝麻国际市场供不应求，年需求量仍以

１０％的速度增长［５－６］；河南省特色油料产业技术体

系研究中心预测未来五年全球芝麻需求量将突破

７５０万ｔ。我国是世界芝麻第一加工和消费大国，河
南省特色油料产业技术体系研究中心预测未来五

年，国内芝麻年需求量将突破２００万 ｔ。此外，针对
国内外市场日益增长的芝麻需求，我国也在不断加

大对芝麻的投入，加大新品种和高产栽培技术研发

以及示范推广力度，以生产出高产量、高品质的芝

麻，争取芝麻的国际贸易主动权，提高贸易竞争力。

５．２　芝麻产业政策支持和生产技术进步将推动我
国芝麻生产进入新阶段

为推动芝麻产业发展，加强生产技术研发与推

广，我国相继出台政策给予支持。“十一五”以来，

我国在进行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特色农产品区域

布局规划时，均将芝麻纳入了发展规划。２００８年以
来，我国建立了国家芝麻产业技术研发中心，优质专

用、抗病耐渍、抗落粒等突破性新品种相继育成与推

广，芝麻品种的抗灾减灾能力进一步增强，产量、品

质大幅提升。２０２１年我国选育出了首批抗落粒宜
机收芝麻新品种，实现了芝麻联合机械收获，解决了

芝麻机械化生产程度低、成本高等卡脖子技术问题。

同时，各主产省相继设立了芝麻生产技术研发专项，

推动芝麻科研与生产进步。例如，“十三五”以来，

河南省政府设立了“油料倍增计划”，对芝麻生产给

予了政策支持和种植补贴。近几年来，全国芝麻主

产区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介入，逐渐形成了芝麻

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的模式，显著提升了芝麻生

产的规模和种植技术水平。尤其是芝麻联合收获技

术的完善和提升，使芝麻生产成本显著降低，经济效

益显著增加，竞争力提高。

未来我国芝麻生产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主要体现：依托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在主产区推

广芝麻机械化种植技术，快速降低我国芝麻的生产

成本；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等主产省的芝麻种植面

积将得到稳定，我国西北、东北等一年一熟制干旱地

区的芝麻生产将得到加强，特别是新疆地区，机械化

程度和单产水平均位于全国首位，为发展芝麻生产

奠定了坚实基础。

５．３　基于农业“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
实现我国芝麻生产新格局

我国是芝麻生产大国，也是芝麻遗传育种强国，

“十五”计划以来，先后选育出高油、高蛋白质、高油

酸、高芝麻素，抗病耐渍、抗落粒适于机收等优质专

用、高产稳产、适于机械化种植的新品种，建立了免

耕直播、地膜覆盖、沟厢栽培、带状种植等高产、高效

种植技术，引领了世界芝麻生产技术的发展。目前，

全球共有３５个国家成为中国进口芝麻的供应国。
基于非洲芝麻主产国对芝麻新品种、新技术的需求，

我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中非芝麻生产和贸

易合作开发，积极开展国际芝麻生产和贸易，加强国

际科研、经济合作，不仅能够解决我国芝麻原料紧缺

的问题，而且更有利于主产国的农业和经济发展。

如２０１４年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芝麻研究中心在中国
援苏丹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开展了芝麻国际科研和生

产基地建设，受到了双方政府领导的关注和支持，也

为我国输出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奠定了基础。

未来５～１０年，我国将继续积极利用国内外市
场资源，提升我国芝麻产业综合竞争能力，有效满足

国内对芝麻原料的需求缺口。在巩固芝麻主要进口

来源国贸易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与“一带一

路”国家的合作，加强芝麻生产技术输出，提高非洲

芝麻主产国育种与栽培技术研发能力和水平。进一

步加强境外中资企业合作和芝麻生产技术输出，推

动国外优质生产基地建设；进一步大面积推广适于

机械化种植的芝麻新品种和高产种植技术在苏丹、

埃塞俄比亚、缅甸、西非等芝麻主产国的应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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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生产水平，降低世界芝麻生产成本。此外，良好

的国际芝麻贸易关系将为满足国内对芝麻日益增长

的原料需求、稳定国际市场价格奠定基础，并将进一

步巩固我国芝麻科研与生产的优势地位和提高国际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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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０－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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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檲

殘

殘殘

殘

２０８．

欢迎投稿ｈｔｔｐ：／／ｔｇ．ｃｈｉｎａｏｉｌｓ．ｃｎ

欢迎关注中国油脂微信公众号　

５２０２４年第４９卷第３期　　　　　　　　　　　　　中　国　油　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