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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粒苋食品纳入营养健康产业的发展趋向

——一个被埋没了的古老粮食作物健康机能的新发现

孙鸿良　岳绍先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从苋的生物学特性、营养成分与功能效益等国内外研究的新成果出发，针对我国人群亚健康状态提出了在创新驱动

的时代要求下，苋功能食品在我国多样化发展的趋向以及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该产业或将发挥强大的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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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粒苋种子（以下简称苋子）因其具有较高营

养价值而一向被国内外农学家誉为 21 世纪可向人

类提供高质量蛋白质、赖氨酸的“未来谷物”。我国

自古就有籽粒苋零星种植，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本单

位也曾立题专门研究达 20 多年，有关单位也研制了

若干具有特色的苋食品，但却一直未能形成规模。

如今，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引下，国家食物与

营养健康产业纳入了健康中国 2030 年规划目标之

中，籽粒苋将成为营养健康功能食品的作物资源之

一，苋食品的生产也将成为我国一项绿色朝阳产业。

1　苋在我国研究发展概况
籽粒苋是苋科苋属植物中若干粒用型种的统

称，因其具有硕大的花序而区别于菜用苋。这些种

包括千穗谷、绿穗苋、红苋、尾穗苋、繁穗苋等。其苋

子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蛋白质含量为 14%~18%，

比一般谷物高 30%~50% ；赖氨酸含量相当于一般

谷物作物的 2~3 倍，钙的含量是小麦的 7 倍，磷的

含量约为一般谷物作物的 2 倍，还含有较多的 B 族

维生素等。因此，苋子因其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

被国内外农学家誉为 21 世纪可向人类提供高质量

的蛋白质、赖氨酸的“未来谷物”。据《神农本草经》、

《饮膳正要》、《食疗本草》、《本草纲目》等古代医疗

书籍记载，苋子：甘、寒、无毒、治青盲、明目除邪、利

大小便、去寒热、久服益气力、不饥、轻身。因此，自

古我国就有以苋食品救饥荒、治眼病、减肥与增加营

养的食疗记载。

籽粒苋栽培在我国 2000 年前就有记载。由于

其抗干旱、耐贫瘠，少有病虫害，又是粮、饲、菜、观赏

多用型作物，因此某些山区（云南、贵州、四川、西藏

等地）常有小片栽培，并进入住房宅基地空地。过

去由于忽视选育，我国籽粒苋品种大多退化严重。

自 1982 年以来，笔者从美国、墨西哥、日本、尼泊尔

等国引回 40 多个优良品种，经过国内外学者多年

合作研究与反复筛选，以及在全国多个市县进行试

种，探求不同品种的生态适应性，确定其中适合我

国生态条件的，可供推广并已通过国家审定的有 7
个品种。它们是红苋 R104、红苋 K112、红苋 K472、
红苋 D88-1、红苋 M7、绿穗苋 NO3、千穗谷 NO2。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也研制了十几种食品，有苋

饼干、面条、速食粉以及苋酱油等受到消费者欢迎，

但因理念、技术与时机等因素，一直未能形成规模。

21 世纪以来涌现出一些青年学者研究了苋在降三

高、治眼病等方面的作用，提取膳食纤维、叶蛋白粉

以及探求防癌、延缓衰老机能等，为苋食品开发起到

科技储备作用。

2　苋子的营养价值
2.1　蛋白质与赖氨酸含量高　苋子的蛋白质含量

与质量皆高于一般食物。据岳绍先等 [1] 研究将苋

粉与小麦、玉米粉等相混合制成食品，则在营养成

分上起互补作用，使氨基酸配比更加平衡而更符合

于人类营养的要求。苋子蛋白质中的赖氨酸、色氨

酸、酪氨酸 + 苯丙氨酸、胱氨酸 + 蛋氨酸，乃至异亮

氨酸的含量均高于或接近于 RAO/WHO（联合国

粮农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所推荐的人类最适的氨

基酸水平；而亮氨酸、苏氨酸、缬氨酸的含量则低于

FAO/WHO 推荐水平。苋子富含赖氨酸，高于燕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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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荞麦相当，而亮氨酸含量低，为苋子的限制性氨

基酸。一般禾谷类作物的子粒蛋白质中亮氨酸含

量高，而赖氨酸含量则很低，后者是其限制性氨基

酸。显然，如果将苋子粉与小麦等谷类子粉混合制

成食品，则氨基酸含量得到互补，营养价值将大大 
提高。

2.2　苋子脂肪中不饱和脂肪酸高　苋子中的脂肪

含量也相当高，一般达 5.73%~8.16%，平均 6.88%，

远高于小麦（2.0%）、稻米（2.5%）、高粱（3.3%）、小

米（3.5%），而与裸燕麦（莜麦）接近。可贵的是苋子

脂肪的质量较好，它的主要成分为不饱和脂肪酸，占

70%~80%，因而食用时不会使人体血液中的胆固醇

提高，这为老年人提供了较理想的食品。尤令人注

目的是脂肪中含有 7%~8% 的角鲨烯（Squalene），而
在麦胚油、米糖油、酵母和橄榄油中角鲨烯含量仅为

其脂肪的 0.1%~0.7%。

2.3　苋子淀粉中支链淀粉含量高　苋子的淀粉含

量一般为 60% 左右，在淀粉中支链淀粉占的比重远

超过直链淀粉，一般来看，前者占 2/3，后者占 1/3。
例如 R104 支链淀粉占淀粉总量的 87.8%，支链淀粉

含量高有利于食品松软可口。

2.4　苋子中矿物质元素含量高　苋子的矿物质含

量比其他作物高，将其与商业面粉比较，苋粉含铁量

为面粉的 10 倍、钙为 7 倍、锌为 10 倍 [2]。

2.5　苋是天然的食物色素源　苋子有黄白、橙黄、

红、黑等多种色素。我国苋酱油的酿造是掺入绿穗

苋的黑色种子而成，其色泽黑亮、口味纯正，说明利

用苋子的色素在酿造业上迈出了第一步，将是未来

食品、药品和化妆品的安全染料。

3　在美、墨、日、俄市场上所见到的苋食品
20 世纪 90 年代及 21 世纪初，笔者曾赴苋食品

比较活跃的几个国家进行苋食品市场调查。墨西哥

是一个对苋有悠久历史与古老传统的国家，其在国

际第一届籽粒苋会议时就用苋粽子招待会议代表，

据说这是民间经常食用的主食之一。由于苋子的支

链淀粉含量高，因此粘性大，做粽子很适合。他们另

一苋主食是苋粉或将苋粉与小麦、玉米粉按一定配

比混合起来的面粉，可用来做烤饼。在美国，Rodal
有机农业研究中心所试制的各式饼干在商店也有所

出售，价格要比一般饼干高 30% 左右，但前来购买

的人仍络绎不绝。苋产品除饼干外多为各种小吃，

包括有苋成份的色拉调料和调味汁、肉饭、小烤饼、

汤团、油炸玉米饼、蛋白杏仁糖果、仿蛋黄酱、籽粒苋

奶、面条、粽子和布丁等。在俄罗斯，常见的是由苋

子中提取的赖氨酸所制成的营养保健药片，这种功

能性保健品受到消费者欢迎。日本是一个十分重视

健康的国家，他们以少食与精食为特点，对苋食品的

重视更为投入，除出售苋食品外甚而在粮食商店可

直接购买到苋原粮。在购买大米时，见大米袋内常

装有小包（约占大米的 1/10）的苋子，提示消费者煮

大米时将苋子混入同煮，有利于健康。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用麦芽化（预发芽）制成的

粒用苋粉的消费品，他们是用预发芽途径来提高苋

食品的蛋白质含量。这种所谓麦芽化的粒用苋粉也

可用于制造与普通粉相同的产品。由此可见，将来

苋产品开发上还有许多工艺途径可促进营养成分释

放或转化。

4　我国研发苋产品的特点
有专家报道，我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上市的苋

产品有苋华夫饼干、苋挂面、苋面包、苋酱油、苋米粉

丝、苋米饵块、苋魔雪条、苋脆片、苋酥饼、苋米清酒、

苋荞速食粉、苋笋干、苋参米酒共 13 种。我国苋食

品的特点：一是全面研发，整体利用；二是适应需求，

创出特色；三是向营养食疗方向发展。例如利用凉

山山区紫参与苋子共同酿造而成的苋参米酒，由于

紫参具有清热解毒、去瘀消肿之功效，而苋子则有明

目除邪、利大小便、益气力、去寒热之功效，二者所酿

成的苋参米酒，有一定食疗作用。

5　 国内外苋子健康营养功能的开发进展
根据国外相关报道 [3-4]，苋具有能提供医疗效

果的功能特性，它带来的健康效益包括降低血浆中

的胆固醇水平，增强免疫系统，增加抗肿瘤的活性，

降低血液中葡萄糖的水平，并改善超强力和贫血的

环境。苋种子油中发现维生素 E 和生育三烯甘油脂

（Tocotrianols）含量相对较高，后一种物质能抑制人

体中胆固醇的合成。1991 年在墨西哥召开的国际第

一届籽粒苋会议上，有专家提出营养药物学概念 [2] ：

像苋这样的子粒营养价值并不限于其蛋白质含量，

氨基酸谱、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有些观察家提出我

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营养药物学（营养 + 药物）或营

养治疗的时代，某些必需养分可改善许多不健康的

状况。日本西洋太郎在大版大学研制了苋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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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糖尿病患者有某些辅助治疗作用。

我国对苋的营养功能及食品加工工艺方面研

究也早已开始。1997 年香港大学博士生吴怀祥与

Harold Corke 对籽粒苋的淀粉进行过大量研究，证

实不同品种理化特性对苋食品的结构、品质影响很

大，这为食品工业的不同需求提供了选择品种的余

地。1999 年北京联合大学董文彦等 [5] 与我们合作

进行了籽粒苋延缓衰老研究，对小鼠作了 7 项衰老

指标的检测，证实了苋子能提高小鼠体内抗氧化酶

活性，抑制脂质的过氧化反应，具有良好的抗衰老作

用，是一种理想的功能性食品。董文彦等 [5] 继而又

做了籽粒苋降血脂、降血糖、膳食纤维提取的试验

研究等。在保健品研制上，我国保健品“芯脑清”软

胶囊早在 1997 年就已上市，其说明书上写道：“角

鲨烯具有类似人体血红蛋白的摄氧和运氧功能，可

增加心脑供氧量，恢复心脑细胞活力”。紫苋米酒

等功能营养食品、苋酱油等也显示保健功能。此

外，无锡轻工学院研制了苋婴儿食品，中国农业大

学涂书新等研制了籽粒苋的叶蛋白粉以及中国农

科院蜜蜂研究所研制了苋蜂蜜等，皆有一定保健 
作用。

6　 苋的健康营养食品产业的发展趋向
6.1　以当前亚健康人群状况为依据的苋健康营养

食品将优先上市　根据“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目标以及“中国国家食品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

2014-2020”明确指出：“要深入研究食物、营养和健

康的关系”。付敖蕾 [6] 报道，据有关方面检测和调

查成年人的食物与营养素摄入、营养性疾病、行为和

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数据，与《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

纲要（2014-2020）》指标比较发现：“到 2020 年，全

国人均每日摄入能量 2200~2330kcal”的要求基本

达到；谷类不足，脂肪偏高；“人均每日蛋白质摄入量

78g，优质蛋白质比例占 45% 以上”的要求未达到；

“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微量营养素摄入量基本达到居

民健康需求”的要求未达到；“控制油和盐的摄入水

平”未达到；“超重肥胖率逐年下降”未达到；营养不

良现象基本消除，控制营养性疾病增长，贫血率及居

民超重、肥胖和血脂异常率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

据此，未来人们饮食结构将有较大改变，除补充缺失

的营养成份，控制油、糖、盐的过度摄入外，能改善

“三高”、延缓衰老、预防肿瘤等疾病的苋功能性食品

与保健品将会优先进入市场，应及早作技术准备与

开发贮备。

6.2　苋食品或将首先纳入营养餐的改善计划，促使

学生营养餐早日达标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

康所学生营养室 2008-2009 年在中西部 145 省市

所作调查发现，中小学生的营养状况普遍不佳，尤

其是微量元素缺乏，每天吃 1 次以上零食的学生占

79.7%，每天喝 1 杯以上饮料的占 48.9%。学生健康

的三大杀手依然是盐、糖和脂肪。笔者回想 25 年前

中国食品协会会长杜子端就呼吁要将 10%~20% 苋

的叶蛋白粉纳入学生餐馒头之中，或可比一天一杯

牛奶更有营养，以增强学生体质。如今实施改善的

机遇终于到来，苋食材纳入学生膳食之中将成为首

要任务之一。

6.3　苋的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利于农业生态系统

导入良性循环　苋不仅子粒可食用、饲用，而且茎

叶也是很好的饲料，虽然收子后的茎叶蛋白质含量

有所下降，但还可达到 9% 左右。由于国家缺乏优

质饲料，当今籽粒苋孕蕾期收割的青贮饲料已大量

上市，笔者也曾撰文报道了其产品 2016 年面市现 
状 [7]。按苋用作饲料的生产面积，2017 年估计在 10
万亩以上。今后对其综合发展，不仅不误饲料的生

产，而且综合利用使经济效益更高，既丰富了产业

链、价值链、利益链，而且通过生态工程理念设计，农

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将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6.4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带来苋食品功能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

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把壮大新产业新业态作为推进

改革的重大举措，把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作为新的历史阶段”。在此形势下不仅苋食品健

康营养产业应运而生，苋作物纳入各级农业结构调

整中将发挥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

的作用，走向可持续发展。所以，种苋、发展苋食品

将会纳入生态农业体系，有利于环境改善与生态文

明建设。苋具有丰富的根系与耐盐碱、耐贫瘠土壤

的能力，大量茎叶能提供畜禽的优质饲料，继而畜粪

还田还可对低产田进行改土培土而转化为中高产

田；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为主线

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农业资源保护与修

复，也有利于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6.5　在创新驱动下苋营养健康产业将融入全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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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为人类健康作出新贡献　籽粒苋本为古代就有的

主粮之一，现今对它的开发利用是对其重大价值的重

新发现。在创新驱动下，苋的种植与开发会更能提质、

增效、保绿与提升企业价值，并将融入全球价值链。

苋产品将走入一带一路沿线的众多国家，为人类健康

作出新贡献。可以预计，在创新驱动下的苋产业，将

以崭新面貌出现在国内外市场，全球无数亚健康受益

者也将得到难以预计的幸运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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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西南夏花生种植成本调查及效益分析
李拴柱 1　宋江春 1　罗　玕 2　王建玉 1　张秀阁 1　乔建礼 1

（1 河南省南阳市农业科学院，南阳 473008；2 南阳市唐河县农技中心，唐河 473400）

摘要：南阳是豫西南地区的花生主产区，年种植面积在 23.33 万 hm2 以上，其中夏花生 13.33 万 hm2 左右。本研究调查了

南阳夏花生种植面积较大的 8 个县、市、区的花生种植成本及收益情况，分析了各生产环节在总成本中的比重，针对生产中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豫西南地区夏花生节本增效措施，以期为该地区的花生生产提供指导。

关键词：豫西南；夏花生；成本；效益

花生是我国主要的油料作物和经济作物，目

前每年花生种植面积 500 万 hm2 左右，平均产量

240kg/667m2 左右，总产量达到 1450 多万 t。在我国

五大油料作物中，其种植面积仅次于油菜，而单产、

总产及出口量在五大油料作物中一直居首位。

在河南省，花生是继小麦、玉米之后的第三大

作物，种植面积占全省油料作物面积的 63%，产量占

全省油料总产的 79%，在河南省作物生产特别是油

料生产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南阳是河南省主

要的花生种植区和集散地，年种植面积 23.33 万 hm2 

以上，平均产量 4800 kg/hm2 左右，种植面积和总产

量均是全国地级市第 1 位 [1]。不仅形成了小麦、花

生一年两熟的种植模式和产品交易的区位优势，花

基金项目： 河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专项资金（Z2012-05-01）
通信作者： 宋江春

生也成为继小麦、玉米之后的第三大作物。2009 年

以来，花生种植效益持续看好，农民种植积极性高

涨，夏花生面积不断扩大。为了解本地区夏花生种

植成本和经济效益，本研究通过对南阳 8 个县（市、

区）花生种植大县的调查，分析了豫西南地区夏花

生种植各环节的经济成本及比重，以期通过对高成

本环节的控制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1　调查地区及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围绕南阳市夏花生种植的生产

成本及经济效益进行展开，调查采用农户座谈、发放

问卷的形式，共调查了方城、社旗、唐河、新野、南召、

邓州、卧龙、内乡等 8 个县、市、区的代表性农户 56
户。调查内容包括种植方式、种植品种及成本、整地

方式及成本、播种方法及成本、化肥农药使用及成

本、收获方式及成本、单产及收益情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