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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菜用黄麻适应性强、产量高、易栽培，风味独特，是一种新型营养蔬菜。本文主要介绍了菜用黄麻育

苗、栽培、病虫害防治和加工利用技术，指出了菜用黄麻栽培中应注意的问题，以期为生产实践提供

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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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egetable-jute is a new type of nutritious vegetable with strong adaptability, high yield, easy cul-
tivation and unique flavor. In the study, the techniques of seedling raising, cultivation, pest control, 
processing and utilization were introduced, problems needing attention in the course were 
pointed out, which aimed to provide technical reference for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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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菜用黄麻(又称麻菜、帝王菜、埃及锦葵、埃及野麻婴，阿拉伯人、日本人又称之为莫洛海芽)为锻树

科(Tiliaceae)黄麻属(Corchorus)一年生草本植物，黄麻(Corchorus olitorius L.)作物中作为蔬菜食用的品种，

具有长果种和圆果种 2 个种。世界各地均有菜用黄麻的分布与栽培，我国广西和广东地区主要食用圆果

种，福建、重庆、湖南等地区主要食用长果种。菜用黄麻以食用嫩茎叶为主，口感爽脆、清香、糯滑。

菜用黄麻嫩茎叶富含膳食纤维、钙、硒、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嫩茎叶炒食富含粘液，具有促进

肠道蠕动，预防便秘、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营养不良等功效，能够有效地缓解对铅、铬等重金属

毒害，是一种保健价值高的时新特色蔬菜[1]-[6]。为系统地介绍菜用黄麻栽培及利用技术，本文从菜用黄

麻育苗、栽培、病虫害防治和加工利用技术 4 个方面进行阐述。 

2. 菜用黄麻育苗技术 

2.1. 选用优良品种 

菜用黄麻品种资源较为丰富，已育成了闽麻菜 1 号、桂麻菜系列[7]、福农系列[8]、帝王系列[9]等新

品种。菜用黄麻叶柄分绿色和红色，目前市场上主要以青绿色嫩茎叶食用为主。其中闽麻菜 1 号是由福

建省农业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研究所选育的菜用黄麻新品种，该品种植株长势旺盛，群体整齐，采摘嫩茎

叶后株高 140~160 cm，分蘖性强，分枝数 30 个，茎绿色；叶片多且宽度中等，长卵圆形，绿色，叶缘

锯齿状；花黄色，蒴果长柱型，种子墨绿色；全生育天数 190 d，采摘期 150 d，开花期晚；食用口感润

滑、抗病性强；高产，产量 2165.5 kg/667 m2；适宜全国种植。 

2.2. 育苗技术 

选择背风、向阳、平坦、排水良好的地块，以避免由于土壤水分过多致使幼苗烂根以及苗期土传病害

的发生。土壤应疏松、肥沃、透气性良好，酸碱度以 pH 值 6~7 为宜。菜用黄麻的种子小，种皮薄，可进

行直播，盖土厚度 1~2 cm，盖土不宜过厚，出苗延迟造成种子窒息死亡。菜用黄麻每亩用种量约为 0.1 kg。 

3. 菜用黄麻栽培技术 

3.1. 栽培技术 

目前，菜用黄麻的栽培模式分为露地、设施和有机栽培 3 种，主要以露地栽培为主。长江以南地区，

以春播为主，3 月播种，5 月收获；华北地区 4 月中下旬播种，7 月收获；北方寒冷地区无霜期 6 月初播

种，8 月收获。菜用黄麻栽培要求深耕浅种，覆膜种植前每亩施入 1000 kg 有机肥、30~40 kg 复合肥，深

耕20~30 cm。畦带沟110 cm，畦宽 1 m，高20 cm，每畦两行，行距70 cm，株距30~40 cm每亩种植 3000~4000
株。菜用黄麻喜湿怕涝，缺水时植株生长缓慢，叶片小且色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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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采收 

当菜用黄麻的植株长至高 50~60 cm 时进行摘心，促进分枝。当心叶长至 10 cm 左右时进行采收，一

般在早上露水未干前或傍晚采收，一直采收至菜用黄麻现蕾开花。每采收一次后追肥一次，每亩施复合

肥 15 kg，尿素 5 kg [10]。 

4. 菜用黄麻病虫害防治技术 

4.1. 病害发生与防治 

苗枯病发生与防治：此病在春季阴寒多雨及地势低洼情况下发生最严重，幼苗根部呈褐色或黄褐

色，腐烂凋萎枯死。种子重 0.5%的多菌灵拌种后播种，在无法实行轮作时，可采用翻耕晒土，对土壤

进行杀菌。 
炭疽病发生与防治：在高温高湿、过量偏施氮肥、土质粘重、排水不良的连作地发病严重。幼苗茎

基部呈黑褐色并缢缩，苗萎垂倒伏，成株叶痕处产生黑褐色不规则凹形斑，叶片病斑呈近圆形或不规则

形，黑褐色，蒴果变黑干枯。在苗期和生长中期，可喷施 800~1000 倍多菌灵。 
根结线虫病发生与防治：在沙壤土、连作地发生严重。根部出现根瘤，发病后期变褐或全根腐烂，

抑制养分吸收。最为有效防治方法为水旱轮作，无法轮作采用深耕晒土，减少冲口密度。 

4.2. 虫害发生与防治 

斜纹夜蛾发生与防治：斜纹夜蛾白天藏于叶下土表处或土缝里，傍晚后爬到植株上取食叶片或较嫩

部位造成许多小孔。利用成虫趋光性特点，可用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成虫，2.5 %氯氟氰菊酯乳油 2000~3000
倍液喷杀幼虫。 

红叶螨发生与防治：叶背寄生，叶片表面出现白碎花状症状，导致叶片矮小、扭曲，呈茶褐色。使

用阿维菌素防治，连续防治 2 次，重点喷植株顶端幼芽。 
蚜虫发生与防治：蚜虫于叶心、嫩茎部位取食汁液，造成叶片褪绿、变色、卷曲，顶芽停止生长，

还可分泌蜜露，导致煤污病。用 40%乐果乳油 1000 倍液喷杀叶片背面，应及时防治。 

5. 菜用黄麻加工利用技术 

5.1. 食用方法与技术 

菜用黄麻嫩茎叶柔嫩多汁，口感润滑，具有特殊的香气和风味；适合火锅、爆炒、凉拌、羹汤等多

种加工方法，风味各不相同。也可加工成各种产品，如油炸酥片、莫洛海芽糕、代餐粉、香麻茶[11]、饮

料[12]、咀嚼片、膨化食品、酵素。黄麻叶复原液加以白砂糖、柠檬酸、橙汁制备成复合果蔬饮料，能够

掩盖菜用黄麻叶的青味。福建农林大学、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研究所和重庆三峡职业学院对菜

用黄麻进行制茶研究，通过采摘、杀青、揉捻、干燥技术，产品颜色呈深褐色，开水冲泡后汤汁橘黄色，

饮后甘甜、生津止渴，无苦涩味和青草味，可作为适合体胃寒凉的老年、妇女等人群的代茶饮料。 

5.2. 其他加工应用 

河南莫洛海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将菜用黄麻提取物用于化妆品中，生产纯植物莫洛海芽护肤品和洗

化系列产品。菜用黄麻还可以提取叶蛋白[13]、多糖[14]和色素[15]用于食品添加中。采用酸提法和加热

法提取的菜用黄麻叶蛋白，是一种具有开发价值的新型蛋白质资源。采用超声波辅助提取法提取的菜用

黄麻多糖和色素，不仅安全性高，还具有营养和保健作用。菜用黄麻产品的研发，可以增加其附加值，

增加种植者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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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结 

为了进一步提高菜用黄麻栽培与加工技术水平，普及推广菜用黄麻栽培技术，帮助广大蔬菜专业户

和专业技术人员解决一些生产上的实际问题，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根据多年来从事菜用黄麻育繁推的

实践经验，在总结前人的经验与成果基础上，本文较全面地阐述了菜用黄麻的育苗技术、栽培技术、病

虫害防治和加工利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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