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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黄花菜产业发展历程、现状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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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花菜是兼具营养价值及药用价值的药食同源花卉食品，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是中国黄花菜主产区之一，其主栽

品种为大同黄花，产品畅销国内外。分析了大同市黄花菜产业发展历程，介绍了产业现状及大同黄花品种优势，探讨了大同市

黄花菜产业可持续发展对策，为挖掘大同黄花品种优势、促进本地资源推广应用、推动大同市黄花菜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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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菜（Hemerocallis citrina Baroni）又名  
金针菜、忘忧草，属于百合科（Liliaceae）萱草属  

（Hemerocallis）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原产于中国

南部、日本及欧洲温暖地带 [1-2]。黄花菜集食用、药

用、观赏价值为一体，食用部分为含苞未放的花蕾，

国内国际市场需求旺盛，被列为四大素山珍之一，

也被欧洲人称为 21 世纪生活的新潮食品 [3]。黄花

菜的挥发性成分多达 58 种 [4]，化学成分主要为萜

类、内酰胺类、蒽醌类、多酚类、甾体皂苷、生物碱等

物质 [5]，具有止血、消炎、清热、利湿、消食、安神、抗

抑郁等功效，可作为孕妇、中老年人和体弱者的调 
补品 [6]。

我国是黄花菜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黄

花菜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 [7]。我国黄花菜主产地为

湖南祁东和邵东、河南淮阳、陕西大荔、甘肃庆阳、山

西大同、江苏宿豫、云南下关、浙江缙云等地 [8]。大

同黄花是山西省地方品种，商品品质位居全国前列。

在对大同黄花产地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多

年的黄花菜科研及推广实践经验，分析了大同市黄

花菜产业发展历程，介绍了产业现状及大同黄花品

种应用现状，探讨了大同市黄花菜产业可持续发展

对策，为挖掘品种优势、促进大同市黄花菜产业健康

发展提供参考。

1　大同市黄花菜产业发展历程
大同市黄花菜产业历史悠久，经历了辉煌的发

展历程，产品畅销国内市场，并远销泰国、马来西亚、

日本、美国和欧洲地区。大同市栽种黄花菜始于北

魏，距今有 1600 多年的历史。自明朝起大同市云

州区就成为了高品质黄花菜的优势产区，享有“黄

花之乡”的美誉。1975 年大同市云州区被山西省政

府确定为山西省黄花生产基地县。1983 年大同黄

花被评为山西省知名产品，被原国家外贸部评为最

受欢迎产品。1992 年大同黄花被选为首届中国农

业博览会参展产品。1993 年大同黄花荣获山西省

首届农业博览会金质奖、山西省知名产品。2001 年

大同黄花在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上被评为最受欢迎

产品。2002 年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核，大同

黄花被认定为绿色食品 A 级产品，许可使用绿色食

品标志。2005 年黄花合作协会注册的“大同黄花”

通过国家工商总局原产地认证。2007 年“昊天牌”

黄花被中国名优产品会评为优质品牌产品。2008
年“大同黄花”在香港国际农产品博览会荣获金奖。

2009 年“大同黄花”在中国（山西）特色农产品交易

博览会上荣获金奖。2010 年“大同黄花”在郑州举

办的国际农产品展销会上荣获金奖，在北京举办的

全国特色农产品展销会上荣获金奖。2011 年云州

区把黄花菜产业确立为“一县一业”的主导产业加

以扶持。2014 年“大同黄花”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

农产品交易会上获得金奖。2017 年云州区通过全

国绿色食品原料（黄花菜）标准化生产基地审核，

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农交会上，“大同黄花”荣获中

国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称号并通过农业部“大

同黄花”绿色有机地理认证，成为国家级出口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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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2018 年云州区被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列入国家黄花种植与加工标准化

示范区，大同市黄花产业发展大会出台《关于做优

做强黄花产业加快乡村产业振兴助推脱贫攻坚的

实施意见》《大同市扶持黄花产业发展十条政策》，

大同市黄花菜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2019 年“大

同黄花”入选全国第二批产业扶贫典型范例，被列

为国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2020 年习近平总书

记在山西考察，首站来到大同市云州区有机黄花标

准化种植基地，做出“保护好，发展好黄花产业”的

重要指示，进一步促进了大同市黄花菜产业的迅速 
发展。

2　大同市黄花菜产业及品种应用现状
2.1　大同市黄花菜产业现状　2011 年大同市委、市

政府把黄花菜产业确立为云州区“一县一业”的主

导产业和脱贫攻坚的支柱产业，加强政策扶持，大力

培育黄花深加工龙头企业，推动云州区黄花菜产业

向规模化种植、集约化加工、品牌化销售的现代农业

发展，黄花菜产业从此进入快速发展期，种植规模逐

年扩大（表 1）。2019 年大同市黄花菜种植总面积

达到 17335hm2，覆盖全市 8 个县区（表 2），进入盛

产期面积 5633hm2，鲜菜产量 17.8 万 t，干菜产量 2.6
万 t，总产值达 9 亿元，带动当地 1.5 万贫困户脱贫

致富。

表 1　1933-2019 年大同市云州区黄花菜种植规模

年份（年） 面积（hm2） 年份（年） 面积（hm2）

1933 100 2013 4667

1969 187 2014 5000

1983 367 2015 5333

1984 387 2016 7333

1987 487 2017 9333

1995 747 2018 10000

2011 2000 2019 11867

2012 3333

表 2　2019 年大同市各县区黄花菜种植面积

县区 面积（hm2） 县区 面积（hm2）

云州区 11867 灵丘县 933

广灵县 1667 浑源县 667

天镇县 1067 左云县 67

阳高县 1000 新荣区 67

2.2　大同黄花品种应用现状

2.2.1　大同黄花核心产区及发展优势　大同黄花

核心产区主要分布在大同市云州区西坪镇、倍加

造镇、巨乐乡、瓜园乡、许堡乡、吉家庄乡、峰峪乡、

周士庄镇、杜庄乡、党留庄乡等乡镇。云州区具

有发展黄花菜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云州区位于

39°43′~40°16′N，113°20′~113°55′E，属于温带

半干旱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6.7℃，1月最低，

极端最低气温 -31.9℃ ；7 月最高，极端最高气温

39.9℃ ；年积温为 2846.5℃。初霜期在 10 月初，终

霜期在次年 5 月下旬，年平均无霜期为 148d。年平

均降水量为 386.9mm，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974.9h。
云州区气候冷凉、地下水资源丰富、昼夜温差

大、日照时间长、光能丰富、干旱少雨，有利于黄花菜

光合作用和碳水化合物的积累。土质以沙壤土、壤

土为主，土壤肥力好，土层深厚，尤其是核心产区独

特的火山岩土壤富含微量元素，火山灰养分充足、土

质疏松、透气性好。而且，地下水资源丰富且无污染，

可以依据黄花菜生长需要及时供给，有利于黄花菜

肉质根的发育。这些独特的地理优势、气候条件、地

质背景造就了大同黄花独有的品质。

2.2.2　大同黄花品种特性　大同黄花为当地地方品

种，植株直立，茎缩短，叶片绿色、对生、狭长呈带形，

长 70~100cm，宽 1.5~2.8cm，每株 15~20 片叶。根

系发达，以纤根、条状肉质根和块根为主。花葶长

100~125cm，每个花葶上部分生 4~6 个一级花枝，每

个一级花枝又分生 2 个二级花枝，每个二级花枝着

生花蕾 3~6 个，每个花葶共着生花蕾 30~50 个。花

梗较短，长 0.2~0.5cm，花被管长 3~4cm。花蕾小棒

锥形，淡黄色或黄绿色，顶端带黑紫色，长 12~15cm，

粗 0.8~1.3cm，单蕾鲜重 3.5~5.5g。花被片 6 片，淡

黄色，内三片长 10~12cm、宽 2.0~2.5cm，外三片长

9~12cm、宽 1.2~1.6cm。夜晚开花，有柠檬香味，雄

蕊 6 枚，雌蕊 1 枚。果实为蒴果，呈钝三棱状椭圆

形，长 2~3cm。果实生长初期为绿色，成熟后呈黑褐

色。每个果实内有 10~30粒种子，种子黑色、有光泽、

呈三棱形。从开花到种子成熟需 40~60d，种子无休 
眠期。

大同黄花干制品色泽金黄、角长肉厚、含糖量

高、味道清香、脆嫩可口、久储不变色，品质极佳。每

667m2 产干菜 200~300kg，出干菜率 1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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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慧 [10] 比较了全国主产区黄花菜干制品，发现

大同黄花可溶性蛋白含量、纤维素含量均高于湖

南祁东、四川渠县、湖南邵东、甘肃庆阳的黄花菜 
产品。

2.2.3　大同黄花优质高产栽培管理技术　均衡施 
肥　黄花菜喜肥，尤其是需要充足的氮磷钾肥 [11]。

于 4 月中旬结合深耕每 667m2 施有机肥 2000kg，氮
磷钾复合肥 40kg，氮、磷、钾三要素的比例以 2∶1∶2
为最佳 [12]。抽花薹时每 667m2 追施尿素 20kg ；现

蕾时追施尿素 15kg，促进花薹和花蕾发育；采收期

每 1~2 周追施水溶肥 5kg，防止脱肥早衰，延长采 
摘期。

节水灌溉　黄花菜喜水，全年适宜灌水量

为 1350m3/hm2 [13]。生产上应改大水漫灌为喷灌，

喷灌可使花蕾长增加 13.1%~18.9%，花蕾粗增加

19.1%~23.8%，显著提高花蕾的抽生速度和高度，增

加现蕾数，减少落花率 [14]。

保蕾技术　大同地区大同黄花自然落蕾率为

30%~40%，严重时可达 50%~60%。应采取综合保

蕾技术，解决落花落蕾问题。一方面，进入采摘期

后，合理施肥结合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 500 倍液，间

隔 1 周左右喷施 1 次，连喷 2~3 次；另一方面，采取

喷灌等方法增加空气湿度和土壤含水量，使田间相

对湿度不低于 50%，土壤含水量达到田间持水量的

53% 以上 [15]。

3　大同市黄花菜产业可持续发展对策
3.1　加大黄花菜新品种培育力度　大同黄花虽然

对当地气候土质适应性强、产量高、品质好，但因品

种结构单一、采收期集中、采摘任务重，造成采摘劳

动力不足、晾晒场地缺乏等问题。另外，因品种单一

且连年种植，使得品种种性退化，病虫害防治难度逐

年加大，影响了产量和品质。应加大新品种培育力

度，以优质、高产、抗病虫、早熟或晚熟、采收期长等

为育种目标，通过自然变异选择、杂交育种、辐射育

种、生物技术育种等手段，育成适合大同当地种植的

黄花菜早、中、晚熟新品种。

3.2　加强优质种苗繁育、栽培技术研究及培训　针

对黄花菜种苗脱毒、集约化种苗繁育、测土配方施

肥、节水灌溉、病虫害防治、采收加工等进行系统研

究。并通过培训，培养一批懂黄花菜栽培技术、深

加工技术的新型职业农民和“乡土人才”，进而带动

提高黄花菜种植户的技术水平，从根本上提高产品 
品质。

3.3　加强采摘机械化、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　进行

大同黄花菜采摘机械化研发、杀青烘干设备改进、鲜

菜贮藏工艺改进、鲜菜处理加工工艺改进；深入挖掘

黄花菜保健作用，研究黄花提纯技术，研发有市场、

有前途的黄花深加工保健食品，重点开发速冻保鲜、

脱水免蒸保鲜、即食黄花、保健黄花等系列食品，形

成科技含量高、市场效益好的全产业链条，为大同市

黄花菜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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