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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油菜是青海省的特色资源之一。分析青海省油菜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 并提出其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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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peseed 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 resources i n Qinghai . Inthe paper the achievement and main problemduri 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rapeseed were analyzed and the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 was put forw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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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菜是我国目前的主要油料作物, 其种植面积已超过

733 .3 万hm2 , 占全国油料作物总面积的55 % 以上, 列第1 位。

青海油菜分白菜型、芥菜型和甘蓝型三大类, 主要品种有农

家小油菜、门源小油菜、门油系列 , 青油系列、低芥酸品种等。

青海是白菜型小油菜的发源地, 是我国北方春油菜的主产区

之一, 也是我国唯一以油菜为主栽作物的省份。近年来随着

全省农业结构调整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油菜种植面积

有了较快的增长, 尤其是优质油菜的推广得到了较快的发

展, 油菜种植面积约20 万hm2 以上[ 1] 。青海省是双低杂交油

菜最理想的制种场所, 也是国内最早开展春油菜育种和研究

的省区 , 基本形成了“育—繁—推”一体化的科研、生产、加

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化体系, 油菜生产已成为青海农业增

效, 农民增收的主渠道。“青藏高原优质油菜生产技术体系

建设”已列入了国家星火计划。

1  青海省油菜产业发展现状

1 .1 优质油菜快速发展 青海省优质油菜历经试种、示范、

推广、低潮、快速发展5 个阶段。双低油菜在全省已有近30

年的发展历史。1976 年,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和省种子管理

站, 从国外引进的品种中筛选出了甘蓝型奥罗、丹低、马努和

托尔等优质油菜品种, 开始了青海优质油菜的开发研究和生

产,20 世纪80 年代得到大面积推广, 在川水地区单产达到

3 750 kg/ hm2 左右。90 年代,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育成了甘蓝

型双低春油菜品种青油14 号、白菜型双低油菜品种青油15

号和青油 17 号 ,1996 年育成了甘蓝型双低杂交油菜青油

331 , 特别是“青油14 号”和“青油331”两个品种, 不仅丰产性

好, 而且适应性广[ 2] , 在青海和北方春油菜区都适宜种植, 发

展速度也非常快, 面积由1996 年的2 万hm2 增加到了2004 年

的5 万hm2 。

1 .2  优质高产攻关成绩斐然 “八五”以来, 青海省农业科

研及推广部门在优质双低油菜育种和推广方面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 先后选育了一批甘兰型双低春油菜杂交品种 , 包括 :

青杂1 号、青杂2 号、青杂3 号、互丰010 等。甘兰型油菜生

产区基本实现了油菜品种优质化, 其中, 杂交油菜种植面积

占优质油菜的85 % 以上。白菜型油菜生产区的部分品种已

被甘兰型品种青杂3 号替代 , 实现了油菜生产向高产、高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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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转变[ 3] 。

1 .3 农民种植油菜有利可图 2004 年青海省油菜籽平均出

售价在1 .933 元/ kg , 较2003 年的1 .946 元/ kg 略减0 .7 % 。由

于油菜籽产量增长幅度超过价格回落幅度, 油菜籽产值为

3 964 .95 元/ hm2 , 净产值2 220 元/ hm2 , 较2003 年分别增长

18 .60 % 和44 .7 % 。

2  青海油菜产业化发展的基础

2 .1  成为我国北方春油菜主产区 青海主要以白菜型油菜

为主,20 万hm2 油菜种植面积中, 白菜型油菜面积为14 .7 万

hm2 左右 , 其次是甘蓝型油菜, 面积为5 .3 万hm2 左右, 总播

种面积占我国北方春油菜面积的30 % 左右。白菜型油菜主

要种植在海拔2 700 m 以上旱农业区和高寒旱作农区, 甘蓝型

油菜主要分布在2 600 m 以下川水地区和柴达木绿洲灌区。

2 .2  拥有丰富的早熟、白菜型油菜种质资源  青海是我国

乃至世界上白菜型油菜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也是特早

熟型油菜种质资源富集区, 油菜品种具有生育期短、抗逆性

好的优势, 成为我国和世界高寒冷凉积温不足地区的作物

品种及种质基因源 , 也是其他农业地区填闲倒茬的优良作

物品种资源。

2 .3  油菜品种高产、优质、绿色环保  青海的油菜具有出

油率高、无环境污染、品质优的特点 , 有极强的市场竞争力。

目前 , 甘蓝型油菜基本实现了“双低”, 主要为青海省农林科

学院作物所育成的甘蓝型油菜品种青油14 号以及杂交油

菜品种青油331 、青油303 等早熟双低春油菜, 初步调查双

低面积约占油菜总面积的25 % 左右。

青海油菜收获季节恰为内地青油生产原料空档期间,

加上品质优良 , 经济价值很高。如甘蓝型早熟双低春油菜

品种青油14 号, 含油量46 % ～48 % , 成为当地的主栽品种

和南方各油料加工大型企业的首选原料。青海油菜价格一

直保持较高价位 , 近年来, 油菜籽收购价在 2 .00 ～3 .00

元/ kg , 较高的价格以及较低的生产投入, 使油菜成为经济

效益较高、益于轮作倒茬、增产增收的主要作物。

2 .4  油菜杂种优势研究取得较大进展  油菜雄性不育的

研究利用 , 国内已有较快发展, 与水稻杂交优势利用同样处

于国际领先水平。青海20 世纪90 年代初开始油菜雄性不

育方面的研究, 经过多年攻关 , 育成了优质、高产的三系配

套甘蓝型油菜杂种青油331 , 已在东西部灌区及半干旱温暖

地区广泛种植 , 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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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实践证明, 青海省东西部温暖灌区和半干旱山区十分

适应于杂交油菜的生长 , 具有较高的生产潜力 , 平均产量比

常规种提高30 % 左右。由于杂交种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

非常有利于种子产业化 , 因此, 目前省内已在互助北山地区

建立了封闭性强、面积集中、生产条件和群众基础好的种子

生产基地 , 年产种量可满足3 .33 万hm2 的生产用种 , 并向规

模化基地发展。

3  发展优质油菜生产势在必行

目前的优质油菜可分为“单低”和“双低”油菜品种, 与

普通油菜相比 , 优质油菜的油脂中, 难以被人体消化的芥酸

含量由普通油菜的50 % 左右降低到5 % 以下, 营养价值较

高的油酸、亚油酸含量由 30 % 左右提高到80 % 以上 ; 菜籽

饼中, 对畜禽有 毒的硫甙 含量由 普通油菜 的 120 ～180

μmol/ g 降至30～40 μmol/ g , 可以直接作饲料, 利用价值大大

提高。因此, 发展优质油菜生产的意义十分重大。

3 .1  是适应农业市场化的需要  从国际上看 , 世界上的油

菜生产国早已在开发优质油菜, 北美的加拿大实现了“双

低”化 , 欧洲的波兰也达到了98 % 。从国内看 , 近年来 , 全国

各油菜产区都在大力开发优质油菜, 尤其是湖北、湖南、江

苏等省发展很快, 作为全国油菜生产大省青海省, 发展优质

油菜更是非常必要。

3 .2  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促进养殖业发展的需要  发

展优质油菜不仅降低了油脂的芥酸含量, 而且相应提高了

油酸、亚油酸含量, 油脂的营养价值大大提高。同时 , 由于

低硫甙的菜饼 , 能作优质的蛋白饲料 , 其蛋白质含量在40 %

以上, 相当于大豆饼;1 kg 菜饼的蛋白质量相当于4 kg 稻

谷; 一般1 hm2 油菜的菜饼可供育肥15 头猪的蛋白饲料。

因此 , 发展优质油菜能改变蛋白饲料短缺的状况, 会对养殖

业的快速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3 .3  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油菜以售价高, 投入

低, 使种植农户的收益得到提高。据有关部门调查 , 种植优

质油菜可增值450～600 元/ hm2[ 15] 。

4  发展油菜产业化的优势 

青海地广人稀、海拔高、地域辽阔、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生态环境好、污染少, 高原气侯对于发展绿色食品、有机食

品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是发展有机农

业基地的很好前提 , 省委、省政府提出“打造高原牌、绿色

牌、有机牌”, 青海要把有机农业纳入到“十一五”规划中。

4 .1  气候优势  青海省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区, 深居内陆,

山岭环抱 , 使得绝大部分地区属干燥寒冷、气温剧变的高原

大陆性气候。其特征是: 日照时数长 , 辐射量大 ; 冬季漫长,

夏季凉爽 ; 气温日差较大, 年差较小 ; 降水地区差异大 , 多夜

雨、多雷暴、多冰雹、多霜冻、多风沙, 加上海拔高、气压低、

缺氧气、纬度偏北等诸多因素 , 形成了特殊的气候条件, 这

种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是发展有机农业基地的很好前提。

4 .2  技术优势  青海省有植物保护研究所、春油菜研究开

发中心、生物中心、农作物育种、旱作农业、林业等8 个专业

研究所, 科技成果转化率为95 % 。

4 .3  产业优势  春油菜是青海六大作物之一 , 随着小油菜

优良品种及栽培技术的推广和种植技术的改进, 油菜生产

有了较大突破 , 产量也有了较大提高。目前油菜种植面积

已达20 万hm2 , 总产量35 .25 万t , 已成为全省的第一大作

物, 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4 .4  市场优势  油菜作为世界范围内主要的油料作物, 其

油主要食用 , 其饼粕可作肥料或饲用, 同时 , 油菜又是一种

经济作物 , 种植和管理成本较低 , 产出较高。近年来菜籽油

也大量应用于化工、能源等领域 , 转基因油菜用来生产可降

解塑料的原料和生产昂贵的多肽、蛋白等药物 , 由于油菜用

途的不断扩展 , 也使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预计我国近年食

用油的总消费量将达到1 200 万t , 但国内生产的食用油约

800 万t , 不足的还需要进口 , 加上人们生活的不断提高和工

业用油需要的增加 , 使得油菜在我国的发展空间尚存有很

大潜力[ 7] 。

4 .5  经济优势 2005 年全省油菜种植面积20 万hm2 , 其中

优质油菜面积仅为6 .7 万hm2 , 还有9 .5 万hm2 是种在海拔

2 800 m 以上的白菜型小油菜。白菜型小油菜单产比杂交油

菜低 , 如果每年向高海拔地区扩大0 .67 万hm2 青杂3 号油

菜, 即可增收1 800 万元。青海油菜品质好, 油籽平均出油

率达38 % , 比全国平均出油率高出7 % ; 市场价格在2 元/ kg

左右 , 比冬油菜产区价格高出0 .2 元/ kg 。省内生产的油菜

籽、油菜产品主要销往甘肃、宁夏、内蒙、广州等内地市场,

目前年销售量仅6 万t , 占全省油料产量的17 % 。从省内消

费来看, 人均占有量11 .3 kg , 比国内平均水平高1 .9 kg 。青

海菜油产品的商品率较高, 可以为国内提供部分商品油。

5  存在的主要问题

5 .1  油菜籽品质生产水平整体不高, 产量波动较大  一是

品种来源杂乱 , 造成品质整体不高。二是生产水平整体不

高。原因是科技不到位, 良种与良法不配套 , 低产常规品种

种植面积大 , 部分迟茬口造成推迟播栽影响高产。另外农

资市场打假力度不够, 假冒伪劣种子、农药、化肥、硼肥等坑

农事件各地年年都有不同程度发生, 而导致减产。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油料产品多层次、高档次

需求日益加大, 包括高级调味油、人造奶油、含有不饱和脂

肪酸特种营养食用油等系列产品 , 但目前市场可提供的产

品花色品种很少。

5 .2  油料生产与价格波动大, 驾御市场的能力有限  青海

省油菜总产量较低 , 占全国油料总产量的份额少, 难于左右

市场 , 而且受国内油料生产形势影响波动大 , 当年油菜价格

上涨 , 面积增加, 往往造成来年价格下跌, 农民收益锐减, 从

而挫伤农民大规模种植的积极性。

5 .3  优质菜籽的油脂加工严重滞后  青海省的油菜产品

很大一部分都是外销, 外销量占60 % 左右 , 但大部分都是以

菜籽的形式外销, 加工后的产品外销量较少 , 致使油菜的附

加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另外, 由于没有优质菜籽加工企

业, 优质菜籽加工后不具产品特色, 使其较高的附加值没有

得到体现 , 造成优质资源的严重浪费[ 4] 。

5 .4  加工产业发展滞后、副产品综合利用差  目前, 油脂

加工主要采取高温预榨浸出工艺( 机榨法) , 其缺点是出油

率低 , 油品质比较差, 绝大多数为食用二级油 , 甚至是毛油,

而且这种高温预榨浸出工艺, 容易使胚中的蛋白质变性,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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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性降低, 部分氨基酸与糖结合致使饼粕蛋白质的营养价值降

低。如赖氨酸含量由60 .7 g/ kg 降为40 .6 g/ kg , 蔗糖含量由92

g/ kg 降为68 g/ kg , 类似于粗纤维的不良消化物含量增加了30

g/ kg 左右。油脚中部分营养物质被破坏, 绝大部分油厂也未加

以回收和利用。这就使丰富的蛋白质资源被白白浪费。由于

一直没有具有保健型油料的加工部门和企业, 优质“双低”油菜

并没有实现低价, 从而影响了油菜的推广, 同时也限制了优质

白菜型油菜和“双低”油菜的区域化、专业化生产, 限制了油料

加工产品进一步特色化、高档化[17] 。

5 .5  优质油菜籽品质检测方法体制落后  优质油菜种植

规模的扩大, 要求油菜籽入库时对品质的检测要求快速、准

确, 然而目前使用的检测方法滞后, 质量检测、监督体系不

配套 , 质量保障体系不够完善, 各地的商品籽和饼粕质量标

准不统一 , 反过来制约优质油菜效益的发挥。

5 .6  农业生产基础薄弱, 条件差  青海省油菜生产地区大

部分为种植业生产的极限地区, 海拔高、气温低、气候恶劣、

生态环境恶化 , 干旱、霜冻、冰雹等自然灾害频繁, 对油菜生

产极为不利, 加上农业投入少, 油菜生产地区大部分为旱地

农业区, 产量波动大, 对油菜的稳定发展影响极大[ 5] 。

5 .7  杂交油菜生产经营尚未形成规模  青海省杂交油菜

目前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 一是农业区地形复杂 , 集中连片和

封闭性较强的地区不多 , 使杂种制种量难以进一步提高 , 种

子加工产业规模难于进一步扩大 ; 二是杂交油菜研究和生

产起步较晚 , 配套技术研究滞后, 宣传力度小 , 群众的接受

程度和生产水平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 三是受传统体制影

响, 科技、推广、经营、行政等部门在产权和利益方面未能协

调一致, 未形成具有集团规模效益的经营联合实体; 四是长

期以来, 迫于提高粮食自给率, 使适宜广大种植甘蓝型油菜

地区的生产潜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5] 。

5 .8  油菜收获过程中存在问题多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

近几年油菜的种植面积迅速增加, 然而油菜籽粒细小 , 果荚

容易炸裂 , 在大面积机械化收获过程中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使高产不丰收 , 一般总损失率高达15 % , 含杂率高达10 % ,

且适应性差[ 7] 。

5 .9  油菜副产品利用率不高  油菜的利用只局限在油菜

籽上 , 而忽视了其秸秆等其他部位的利用, 从而就降低了整

体利用价值。

6  油菜产业化发展对策

6 .1  落实政策 , 多渠道争取资金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

市有关优惠政策, 降低农业税率和企业税收 , 为优质油菜产

业发展保驾护航。多渠道争取开发资金 , 积极争取省良种

补贴、农发资金等项目资金开发, 力争地方配套资金, 保障

落实油菜产业开发资金。

6 .2  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 , 示范带动  由于广大干群认识

上存在厌战、自满、畏难、应付等情绪 , 为此, 必须大力宣传

油菜生产的高产典型, 大讲种油菜是农业增产 , 农民增收,

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需要的道理, 努力形成4 个转变 : 由冬

季消费型向冬季积累型转变; 由冬季农闲向冬季生产转变;

由重粮轻油向粮油并重转变; 由要我种向我要种转变。把

冬季油菜生产当作一季农业生产来抓[ 11] , 促使油菜生产水

平全面提高, 继续开展优质高产攻关活动 , 在生产水平较

低、经济基础较差的局部地区建立优质高产攻关点片 , 组织

村民代表观摩 , 激发广大农民积极应用高产优质品种、新技

术、新成果, 全面提高油菜生产水平。

6 .3  加强领导, 搞好服务  各级党政领导必须高度重视,

一是成立机构 , 明确责任; 二是干部带头, 搞好示范 ; 三是层

层培训, 普及技术; 四是搞好服务, 狠抓当前。服务包括产

前、产中、产后的系列服务 , 特别是必须抓好育苗管理 , 为夺

取来年油菜生产大丰收奠定良好基础。

6 .4  实现优质化生产 , 提高菜籽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6 .4 .1  普及应用优质高产品种。① 加大种子营销和使用

监管力度 , 从销售、种植源头堵截品种多乱杂现象。② 通

过优质优价信息宣传、价格杠杆调节 , 扶优压劣等途径普及

应用芥酸、硫甙含量低、含油率高的国家和省级审定的优质

高产品种。③实行统一供种, 以村为单位 , 产前与一家一户

农民签订供种合同 , 保障供种, 从根本上扭转一家一户分散

种植的“百花园”现象。④进行种子处理 , 提高自然老化和

人工老化杂交油菜种子的发芽率和活力[ 14] 。

6 .4 .2 实行一片一种规模种植 , 保优栽培新格局。①鼓

励、扶持种植大户, 形成集中成片种植, 发挥规模效益。②

引导、协调和组织广大农民统一种植。③依靠龙头企业带

动订单产销 , 产前促成龙头加工企业、粮油营销部门、中介

组织与基地农户签订产销合同 , 积极推进农业市场化和组

织化建设 , 实行“公司+ 基地+ 农户”的经营管理模式 , 走规

模化经营的路子[ 3] 。④大力发展无公害油菜生产 , 以农家

肥为主 , 大幅度减少化肥、化学农药施用量 , 提高病虫综合

防治技术 ; 降低油菜籽生产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 ; 保护生态

环境 , 提高菜籽品质和质量安全水平。

6 .5  大力发展杂交油菜 要加强育种研究, 不断选出适合

市场需要的优质高产新品种。建立高标准的规模制种基

地, 以确保种子质量。组织和建立杂交油菜经营联合实体,

发展种子加工产业 , 进一步扩建杂交种繁育基地, 扩大杂交

油菜种植面积 , 提供优质油菜配套的栽培技术及服务保障。

在较冷凉地区 , 可利用生育期较短的甘蓝型油菜新品种 , 以

及利用地膜覆盖栽培技术扩大甘蓝型油菜种植面积, 取代

一部分低产的白菜型油菜品种,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6 .6  推广先进实用技术, 提高产量  一是大力改造中低产

田, 要全面增施农家肥, 提高土壤肥力, 促使转化升级。二

是突出技术推广重点 , 充分挖掘油菜增产潜力。要充分利

用杂交优势增产, 大力发展高产优质杂交油菜品种生产。

推广免耕播栽、化调、化除等轻简节本增效技术; 推广避灾、

抗灾、减灾成功技术; 推广经济施肥和病虫综合防治技术。

要提高组织化程度, 实行统一机械化喷肥、喷硼、喷药新举

措施。

6 .7  加大种子生产力度, 确保大田生产用种需要  全省各

级种子部门要根据油菜生产计划, 做到有计划地进行杂交油

菜亲本繁殖、制种和常规品种的提纯复壮工作, 确保大田生产

用种需要, 彻底扭转大田用种不足靠外调的被动生产局面。

6 .8  扶持龙头企业的建设和发展  应加大企业改制力度,

实行强强联合 , 组建油脂加工集团, 提高资源利用率。要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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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国家和省优惠政策和信贷资金 , 扶持龙头加工集团

挖潜改造 , 增添机械设备 , 节本降耗, 提高综合加工增值技

术。批量生产, 提高品牌色拉油品质档次 , 创驰名商标, 扩

大市场占有份额。进行附属产品深度加工 , 提炼工业、药

用、化妆品种和人类营养原料, 促使增值增效。宣传典型,

如平安县芳谱精炼油有限公司这样的龙头企业, 推行“公司

+ 基地+ 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6 .9  运用现代生物技术  把组织( 细胞) 培养技术、重组

DNA 技术、分子标记技术为主体的现代生物技术应用到作

物品种改良上 , 更快地培育出更好的油菜新品种。

6 .10  实行机械化生产  实现油菜收获的机械化 , 要从收

获机械方面着手, 在机具的研制上要有所创新 , 走农机与农

艺相结合的道路 , 走技术创新的道路。要尽快研制出符合

要求的油菜收获机械 , 同时培育出适于机械化收获的油菜

品种 , 使油菜收获机械化早日实现[ 7] 。

6 .11  提高油菜利用价值 一是多色营养挂面的研制。以

小麦面粉为主要原料 , 辅以芹菜、油菜、菠菜、西红柿、胡萝

卜、青椒、海带等, 采用新的制作技术, 将面粉与蔬菜制成多

种颜色, 营养丰富的挂面。该产品没有青菜味, 色泽丰富多

彩, 水煮后不浑汤 , 复水性好[ 9] 。二是油菜籽油脚制备油菜

素内酯类物质。油菜籽油脚和皂脚的主要化学成分为脂肪

酸、磷脂、维生素 E、甾醇。甾醇包括: 甲基甾醇、胆固醇、菜

油甾醇、豆甾醇、谷甾醇、燕麦甾醇、豆甾烷醇, 甾醇可作为

药物治疗许多疾病, 也可作为原料调节水、蛋白质、糖和盐

代谢的缁醇类激素。利用油脚和皂脚制备新型高效植物生

长激素———油菜素内酯类物质等 , 使丰富的天然资源———

油脚和皂脚变废为宝[ 10] 。三是开发旅游业。与青海自然

风景相结合, 以油菜花为契机, 开发青海的旅游业。四是利

用青海蜂蜜产业得天独厚的资源。大面积种植的优质油菜

蜜源丰富、环境洁净, 加上青藏高原具有干燥少雨、日照时

间长、昼夜温差大、蜜源植物病虫害少等特点 , 使得油菜花

蜜成为蜂蜜中的上品, 其淀粉酶值含量高达29 % , 是国家标

准规定淀粉酶值含量的3 倍以上, 在国际市场上有很高的

知名度。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青海蜂蜜产业在资

源量和品质上占有绝对优势 , 经过精深加工的蜂产品高纯

度、天然、无污染, 具有无杂质、无异味、品质优等特点 , 蜂蜜

作为天然的保健产品具有推广价值。青海蜂蜜产量 8 000

～40 000t/ 年、蜂王浆产量200～300 t/ 年、蜂花粉产量300 ～

500t/ 年。当前青海蜂蜜产业相对国际标准而言仍处于蜂

产品“粗加工”的发展阶段 , 对于技术成熟的蜂蜜企业这里

存在巨大的商机 , 青海丰富的油菜产区具有广阔的发展空

间[ 8] 。五是利用油菜幼苗检测土壤 Cd 污染临界值。油菜

幼苗含 Cd 量均高于成熟期可食部位含 Cd 量, 且均与土壤

投Cd 量以及与各自成熟期作物可食部位含 Cd 量呈极显著

正相关 , 表示幼苗 Cd 不仅可以指示土壤污染, 还可以通过

幼苗Cd 与成熟期可食部位 Cd 的相关回归方程计算, 得出

达标临界值的幼苗 Cd 污染临界值[ 12] 。六是油菜秸秆的利

用。途径有秸秆还田、推广秸秆氨化工作、作为造纸原料、

发展草编工艺 , 创造麦秆更高的经济价值[ 13] 。

7  讨论

油菜产业化及相关研究对国计民生具有巨大的潜在意

义, 可惜它一直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近20 年的

油菜攻关项目中, 只有品质育种、抗性、种植、遗传、分析等

研究项目 , 却没有油菜加工及综合利用的研究项目, 菜籽蛋

白的大量浪费很少过问 , 这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很大的疏忽。

油菜资源综合利用的应用基础研究的忽略, 特别是农业应

用基础研究的忽略及其所引起的后果 , 直接关系到国计民

生, 特别是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为此有关部门应尽快

地组织农业和其他有关部门协同研究 , 拨出专项基金 , 组织

各个交叉学科, 开展有关油菜产品综合利用的开发性应用

基础研究, 并把此项研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相关企业应

大胆把资金投入到油菜深加工和综合利用的项目上去, 一

定会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油菜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研究 , 重点应放在开发油脚

中的高附加值物质和油菜饼粕中蛋白质资源的研究开发

上, 用油脚中高附加值物质的产品的增值, 降低菜籽油综合

成本以蛋白质资源的开发研究为中心 , 一方面补充人类的

食用蛋白质的缺乏 , 推动畜、禽、渔业饲料工业的发展 ; 另一

方面带动如植酸、单宁、磷脂、复合氨基酸等精细化工产品

的综合利用, 形成一个以发展菜籽油和蛋白质工业为主体,

饲料工业和精细化工为辅的产业化新格局。以青海省油菜

生产的优势, 开展综合利用的研究, 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赶

超国内先进水平[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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