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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南京特色杂粮生产现状与发展对

(2006-11-06 15:27:14)

徐    生                           张

（南京市种子站   210036）  （南京市浦口区科技局

摘   要：本文阐述了南京市特色旱杂粮生产的发展机遇与现实意义，

主要成效和存在问题，提出了一些进一步发展的对策措施，旨在为加快

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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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机遇与现实意义 

  南京郊县农户素有种植鲜食玉米、特用山芋、菜用毛豆、芝麻、花生和

特色杂粮）的习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营养丰富并具有一定保健功能和特殊

加工产品越来越受到广大城乡居民的青睐。目前南京农业正在向以都市

展,按照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农业生产条件及市场需求来看，特

行农业结构调整以及人们饮食由温饱型逐步向营养化、保健化、安全化要求

密集型的杂粮生产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很好的开发前景。 

1.1  杂粮营养丰富，开发利用价值高 

  大多数杂粮的营养成份全，且蛋白质含量高，比例合理，是最佳营养

药用保健价值，对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病、动脉硬化等现代文明病有很好的食

食糯玉米是糖尿病患者的保健食品，绿豆是清凉解毒的食品，红豆对心

粮也是一种无公害的天然绿色食品，大多数杂粮种植在边远的岗坡丘陵山地，土

耐瘠性和抗性好，一般很少使用化肥与农药，因此，无化肥及农药残留。

“杂粮是尚未被充分认识和利用，具有特殊利用价值的经济作物”。杂

和市场开拓的巨大潜力，国内外杂粮消费时尚正在悄然兴起。 



1.2  杂粮加工方式多样，适宜进行产业化开发 

  杂粮可以以蒸煮食品、烘烤食品、膨化食品、发酵食品、糕点食品以及

工，加工食品种类可达上百种以上，因此杂粮便于加工成特色食品、品牌食品。

工业的重要原料，如大麦、高梁是制酒的主要原料，绿豆、红豆、黑芝麻等可以制作

的纯山芋粉丝与方便面在市场也十分畅销。杂粮加工增值的潜力大，产业

1.3  杂粮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需求都十分强劲 

  从国际市场看；欧美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紧张，欠发达国家经济、技

外杂粮生产略呈下降趋势。而我国杂粮生产历史悠久、品种多，质量好，分布

和价格上都具有比较强的竞争优势。我国杂粮中蚕豆、芸豆、绿豆、红

入世贸组织，有利于我国杂粮由日、韩、东南亚向欧美市场挺进，走俏

国老年人口的增加和人们对饮食结构的改善以及保健意识的增强，对大宗

少，而对作为搭配食品的杂粮消费日益增大，将呈供不应求之势。 

1.4  发展杂粮生产有利于促进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 

  杂粮生育期短，种植灵活，适宜纯作，更适宜于间套种植，实现立体多熟制生

地利用率。可根据市场需求在不影响主体作物的基础上间套种植，多收一季作物，

分有利。一些杂粮的价格比主要粮食作物高，且投入少，经济效益显著，根据

种植，发展杂粮生产，可增加农民的收入。 

1.5  种植杂粮有利于绿色南京和生态农业的建设 

  杂粮间套在主体作物中，可以增加对地面的覆盖率；在一些干旱瘠薄耕地上，大宗

产，只适宜发展杂粮，目前我市正在实施绿色南京建设，杂粮是很好的

都有生物固氮的作用，固氮量最低每亩可达2至2.5公斤，高的可达8至

的理想前茬作物，种植杂豆可使土地用养结合。同时杂粮作物具有很强

物，种植杂粮也是发展节水农业的最佳选择之一。因此，发展杂粮生产

肥地力，建设生态农业，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南京市特色杂粮生产现状与存在问题 

2.1  自然资源与种植习惯有利于发展杂粮生产 

  南京市属于北亚热带向温带过渡的典型丘陵农区，岗坡丘陵面积占

小时，≥0℃积温5500℃~5800℃，年降水量1200至1500毫米， 光、温

裕，但年度间、区域间分布不均匀。农作物一年两熟有余，适合旱杂粮

制。其中玉米、豆类通过间套可以一年两熟，并可与多种农作物组合多

麦、油大宗农作物外，历来有种植旱杂粮的生产习惯。在当前农村产业结

“十五期间”水稻、油菜、小麦三大作物年平均种植面积比“九五期间

用山芋、菜用毛豆、芝麻、花生和红绿豆为主的特色杂粮种植面积逐年增加，

积达40万亩，比“九五期间”年种植面积30万亩，平均年增加10万亩，增

2.2  特色杂粮基地建设取得了较好成效 

  为了适应农产品大流通、大市场的格局，实现特色杂粮产业化。近年

业结构调整这根主线，重视特色杂粮生产基地建设，从资金、项目、政策、品

与扶持，通过上下努力，全市已形成了浦口区桥林镇万亩鲜食玉米基地、六合

和程桥镇万亩花生基地、江宁区丹阳镇万亩优质山芋基地等。其中浦口

积达3万亩次，种植农户1700户，糯玉米种植面积与产量均占全市的50%

米生产基地，糯玉米生产已成为该镇的特色产业，带动了农业结构的调



产值1000元左右，纯收入700元，一年两熟，再加上间套其它作物如大蒜、

元，高的达4000元以上，亩纯收入2000多元，许多农民依靠种植鲜食糯玉米走上了富裕之路。

产业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的重要途径。 

2.3  特色杂粮新品种、新技术引进推广效果明显 

  近几年，通过大力实施农业三项工程，促进了我市特色杂粮新品种

品种应用上，以项目为纽带，对糯、甜玉米和优质山芋新品种推广应用上取得了

外产生较好影响。其中南京市农业推广站两次承担了省农林厅的特用玉米三

糯等特用玉米品种100多个；南京市农科所两次承担了省农林厅的特用山芋三

成的优质鲜食型山芋新品种“苏薯8号”；南京市种子站积极引进、示范了

号”；南京市蔬菜研究所开展了超甜玉米新品种选育工作，并选育出国

些新品种的推广应用，不仅满足了市场需求，丰富了居民的餐桌，改善了居民的

植农户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收益。据典型农户调查，种植这些特色杂粮新品

是种植大宗粮油作物的2至3倍。 

2.4  实施品牌战略的产业化开发有了新起色 

  “十五”期间，南京的旱杂粮生产不仅在新品种和新技术推广应用、基地建

展，而且在产品的产业化开发有了新起色。许多地方建立了“专业公司（

（农户种植）”的产供销一体化模式，更好地适应了市场的需求；实施了品牌

产品的无公害、标准化技术的生产与加工，不少产品已在市内外有了一定知名度。如六合

专业技术人员集资兴办的股份制企业—南京市大泉湖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注

产的红心山芋、小磨麻油等旱杂粮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部分产

农业技术服务公司生产的“三桥牌”鲜食糯甜玉米不仅满足本地市民的需求，而且

区。江宁区丹阳镇“七仙山牌”食用山芋获得了优质无公害农产品称号

上也十分走俏，供不应求。 

2.5  南京市特色杂粮生产存在的问题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投入不足。无论是资金还是生产技术均缺乏足

合理，规模小。种植分散，缺少规模大、市场影响大和知名度高的生产

全。目前品种多为地方老品种，种性退化严重，缺乏优质高产、综合抗性好的品

业规模小、档次低，产品附加值低，精品名品少。五是产业各环节关联

基地没有得到有效带动，企业自身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流通

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市特色杂粮产业的快速发展。 

3  南京市特色杂粮生产发展对策与措施 

3.1  提高认识，做好规划 

  要转变观念，提高对加快发展特色旱杂粮的重视程度，确实改变长

或只作为救灾作物的从属地位。各地应根据各自产业优势和基础情况，

编制，高起点、高标准搞好特色旱杂粮生产发展规划，使它在我市建设

应尽快对特色旱杂粮生产和开发情况进行摸底，弄清特色旱杂粮适宜发

业化开发等情况，并研究分析市场需求和行情变化。要结合当前新农村建

杂粮发展的长期规划和目标。 

3.2  依靠科技，加快良种、良法推广步伐 

  目前我市特色旱杂粮生产上存在用种多而杂，品种混杂退化较严重，同

业技术人员比较系统地研究其优质高产栽培技术，管理上比较粗放，影



品价值，因而削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克服这些问题，有效的办法是依靠科技

配套。要充分利用南京农业科技优势，特别是整合利用好市级农业科研

上的最新科研成果，以品种为突破口，加强对现有品种的提纯复壮和新品

育基地建设，积极推广优质高产新品种，力争在近期内全面更换一批老品

化问题。认真做好特色旱杂粮配套高产新技术的推广普及工作，特别是要按照

指导农民生产优质、安全、卫生的特色旱杂粮。  

3.3  加强组织引导，增加财政投入 

  我市特色旱杂粮生产目前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与产业化开发较好的地

驻马店的芝麻生产、上海郊区和宁波地区的甜糯玉米生产、省内的南通

青毛豆、青玉米、青蚕豆、青豌豆）生产、连云港市东海县和赣榆县的

利用，要学习这些地方的成功经验，要把特色旱杂粮生产作为当地农民增收的一

导，在产品市场流通中，注重培养有带动作用的大行业协会和农民经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