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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roducing area of oilseed peony in Shandong province, which adopts the industrial de-
velopment mode of government-led, enterprise-led and farmer planting, has developed into the 
main oilseed peony planting area in china.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chain, oilseed peony industries exist some issues such as lack of new varieties with good 
comprehensive characters, backward standardized mechanized cultivation technology and lag-
ging processing technology. Finally, this paper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ilseed peony industry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oil peony planting and 
processing industry in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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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政府主导、企业带动和农民种植相结合的产业发展模式，山东省已发展成为全国主要油用牡丹种植

区。但随着山东省油用牡丹产业的发展，缺乏综合性状优良的新品种、标准化机械化栽培技术落后、加

工工艺滞后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限制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总结分析了山东省油用牡丹种植业和

加工业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提出了油用牡丹产业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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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是世界油料主产国，也是进口大国。目前，我国食用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 60%，超过了国际安

全预警线。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水平提高，食用油需求量越来越大，且向安全、营养、健康的方向发展。

油用牡丹是重要的木本植物油料资源，结籽能力强，牡丹籽油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0%，营养价值

丰富，是一种优质健康的食用油[1]。油用牡丹作为我国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新型特色油料作物，适应范围

广、产量高、油质优、适合我国大面积推广又不与粮争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较高，发展前景看好

[2]。 
山东省是油用牡丹的主产区。近年来采用政府主导、企业带动和农民种植相结合的产业发展模式，

山东油用牡丹产业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但目前山东省的油用牡丹产业也存在着很多不足，亟需解决发

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 油用牡丹种植、加工产业现状 

山东省 2011 年开始发展油用牡丹，当年种植 10 万亩，2014 年发展到 56 万亩，占到全国种植面积

的 70%以上[3]，油用牡丹籽产量达 6183.3 吨。据山东省林业厅经济林管理站统计，2015 年山东省牡丹

籽产量 9974.3 吨。其中菏泽 8761.8 吨，居全省第一[4]。自 2016 年至今，因销售市场未全面打开，种子

收购环节停滞，导致收获种子积压，油用牡丹种植面积不再盲目扩增，甚至出现拔苗退种的现象。全省

油用牡丹种植面积近年来一直维持在 50 多万亩。 
目前比较常用的牡丹籽油提取工艺包括压榨法、微波提取法、超声波萃取法、超临界 CO2 萃取法、

亚临界萃取法、水酶法等。采用不同的萃取方法，牡丹籽油提取率低于 25%，有效提取率达 90%以上[5] 
[6] [7]。但采用有机溶剂(如石油醚、正己烷)辅助其它超声、微波等提取手段，可造成有机溶剂的残留，

产品质量受到一定影响。相对来说，超临界 CO2 萃取技术，绿色、安全、无残留，且提取率高，生产工

艺较为简单，但缺点是成本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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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主栽品种丰产性好，但专业品质育种处于起步阶段 

山东省种植和推广的油用牡丹主栽品种是“凤丹”，以“凤丹白”、“凤丹粉”为主。5 年实生苗

可达盛产期，牡丹籽亩产达 200~400 公斤，收益期长达 20~30 年，一次种植，多年收益[8]。然而种苗市

场混乱，苗木质量参差不齐，良种选育工作仍处于自发状态，缺少科技支撑和长久规划，针对油用牡丹

专用品种的筛选与培育仍处于起步阶段。 

2.2. 栽培种植技术研究刚刚起步，机械化普及率低 

山东省大面积栽培油用牡丹，仍以传统露天直栽模式为主，改进后的播种机，也可播种牡丹种子，

出苗情况参差不齐，收获期依然靠人工采摘[9]。结合基础理论研究，花后遮阴技术可改变植株叶片光合

性能，延缓叶片衰老[10]，改变牡丹籽发育和营养物质积累[11]，进而提高牡丹籽产量和油品质[12]。 

2.3. 单位面积油产量高，副产物综合利用价值高 

牡丹籽产油量每亩一般在 150 斤左右，高于大豆(57.6 斤/亩)、油菜籽(105 斤/亩)和油橄榄(96 斤/亩)
的产量。饼粕都作为饲料原料，饼粕的开发与利用率达到 30%，综合利用产业链长，还可开发牡丹花蕊

茶、护肤品、多肽营养品等系列的产品[13]。其中，牡丹籽油含有丰富角鲨烯,含量约为 28.6~62.66 mg/kg 
[14]，有望取代动物源角鲨烯鲨鱼鳍，成为新型植物源角鲨烯高端护肤品。 

3. 存在的问题 

3.1. 牡丹籽制油工艺尚需改进 

牡丹籽制油工艺主要为有机溶剂浸提，或低温压榨法与有机溶剂浸提相结合，存在着有机溶剂残留

的问题；而压榨制油工艺饼粕残油率高，约 10%左右，现有牡丹籽油压榨设备和制备工艺尚需改进。由

于牡丹籽油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牡丹籽油存在易氧化的问题[15]，在加工及储藏过程中易被氧化，

导致油脂品质下降，因此急需开展牡丹籽油的制备工艺及储藏条件研究。 

3.2. 精深加工水平相对较低，副产物综合利用程度差 

油用牡丹的初级加工产品居多，缺乏高附加值的功能性、专一性强的营养健康油脂产品，如高端功

能油脂(降血压血脂、防心血管疾病、益智等)、专用油脂(适于化妆品、药品等)，经济效益较低。压榨后

的牡丹籽粕含有丰富的多糖、蛋白质、多酚等成分，其中蛋白含量为 25%左右，此外还含有丰富的膳食

纤维、多糖等营养成分。但这些有益成分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副产物综合利用水平较低。随着山东省

牡丹籽粕的产量逐渐增加，急需高值化开发利用牡丹籽饼粕。据企业生产调查，2016 年全国牡丹籽榨油

后的饼粕年产量约为 20 万吨以上，山东省牡丹籽饼粕年产量将接近 10 万吨，目前这些饼粕只能作为饲

料原料，售价不足 500 元/吨，附加值很低，亟待高值化开发。 

3.3. 牡丹籽油价格过高，远超消费者购买力，缺乏公信力高的牡丹籽油品牌 

市场现有牡丹籽油产品售价约每公斤 800~1200 元，产品价格过高，远超普通大众消费者的购买能力，

牡丹籽油消费群体培育难度高。省内牡丹籽油加工企业多为中小型企业，生产的牡丹籽油品质参差不齐。 

3.4. 缺乏专用优良品种和标准化机械化的高效栽培技术 

现在推广种植的多为杂合品种。含油量普遍在24%~38%；油脂成分差别大，不饱和脂肪酸在83%~90%，

其中亚麻酸 32%~67%；产量性状不一致；种子成熟期相差大，集中采收难。亟需培育品质优(不饱和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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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酸≥90%，亚麻酸≥48%)、抗性强(抗旱、抗涝、抗病虫害等)、产量高(5 年苗产量≥300 kg/亩)等目标性

状突出、综合性状优良的油用牡丹专用品种。利用变异系数对脂肪酸组分的遗传稳定性进行分析,可为筛

选高油牡丹新品种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16]。同时，植物保护技术远远跟不上，机械化种植技术和收获水

平落后，机械化种植效率低，机械化采收机无人研发，油用牡丹亟需高效的机械化栽培技术。 

3.5. 存在诸多限制产业技术协同创新的难题 

山东省油用牡丹产业科研力量与资源相对分散，缺乏协同创新，不能对产业中出现的重大共性关键

技术难题进行聚焦。另外，科研与产业结合不紧密，不能完全解决企业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4. 发展建议 

4.1. 研企结合，边研究边开发 

企业对油用牡丹的生产利用走在了科研创新的前面，导致科研远远落后生产需要。一些企业种植油

用牡丹已有 5 年甚至更长时间。它们在种植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同时也遇到了诸多的问题。因此，

需要企业和科研单位有机结合，科研人员通过所学知识解决企业在生产和研发中遇到的问题，做到科研

接地气，切实为企业和种植户服务。 

4.2. 加强牡丹籽制油工艺、精深加工与综合开发利用研究 

针对低温压榨出油率低的问题，对现有螺杆榨油机进行改造，并对烘干、轧胚等工艺进行改进，提

高低温压榨工艺的出油率。同时，引入超临界、亚临界等现代萃取技术，提高饼粕残油的提取率，并解

决有机溶剂残留等问题。采用先进技术，制备功能性油脂；建立牡丹籽油微胶囊制备工艺，开发粉末油

脂、高血脂患者专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精深加工产品。 

4.3. 加强油用牡丹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研究 

优化建立牡丹籽蛋白制备工艺；将牡丹籽蛋白与其它食品原料复配开发营养健康产品；建立牡丹籽

活性蛋白肽制备工艺；优化建立功能酵素制备工艺；优化建立牡丹籽多糖和膳食纤维的制备工艺；开发

适于糖尿病、高血脂等不同人群的专用产品，并进行功效评价；在我省蛋白、多糖等领域的加工龙头企

业建立示范基地，对开发的产品进行示范和推广。 

4.4. 政府引导有序发展，切忌一哄而上 

相较花生、大豆、油菜等其它油料作物，油用牡丹的研究利用历史短，民众对其认可度不高，种植

经验也不足，需要政府予以鼓励和引导。如山东省菏泽市推出的油用牡丹种植保险，种植补贴，在很大

程度上调动了种植户的积极性。然而，市场是油用牡丹产业发展的试金石。在鼓励油用牡丹种植的同时，

应合理引导，循序渐进，逐步发展，帮助油用牡丹种植户规避风险，避免一哄而上，出现“一窝蜂”现象。 

4.5. 开展油用牡丹加工中试基地及产业化示范园区建设 

建立牡丹籽油的标准化中试生产线(冷榨及超临界萃取等)；建立牡丹籽油与饼粕的食品或功能食品加

工中试线，生产牡丹籽油配方微囊粉、饼粕营养蛋白、饼粕营养酵素、饼粕膳食纤维等系列产品，拓展

油用牡丹的综合利用范围。 

4.6. 打造全国知名的牡丹籽油品牌 

重点打造 2~3 个全国叫得响的山东省牡丹籽油品牌，并逐步树立国际品牌意识。借助微商、直播购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20.103016


王琦 等 
 

 
DOI: 10.12677/hjas.2020.103016 115 农业科学 
 

物平台等渠道，开发土特产、年货大集营销模式，研发药食同源新型牡丹籽油保健品及周边产品，加大

广告宣传力度，做到让老百姓认知、认可、满意。 

5. 结语 

近年来，随着山东省种植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油用牡丹作为特色经济作物，既表现出了

明显的地域特色优势，也在不断适应高效农业发展的新要求，一方面油用牡丹的种植规模有所减少，但

更趋于集中；另一方面产业前景被广泛看好，特别是油用牡丹集合了观赏兼食用的特点，在美丽乡村建

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后完善种植–收购–加工–销售这一产销链，发挥小经济作物的大作

用，积极实现多元化产业融合；鼓励食品加工龙头企业积极研发牡丹籽油加工技术，大力促进油用牡丹

种植业和加工业增产增效，实现山东省油用牡丹产业绿色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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