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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与完善的途径研究 

卢光发，金开红 

(武汉市科技局 ，湖北 武汉 430014) 

摘 要：分析了武汉市油菜产业的发展现状，提出了以技术创新为重点，建立技术、产业、市场多环节并举的创新 

体系，以推动武汉油菜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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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是我国继水稻、小麦、玉米、大豆之 

后的第五大农作物．是武汉市冬季农业的最 

主要作物 ，也是农民的现金作物 ，亦是发展 

最快和最具潜力的油料作物。武汉市油菜收 

购价格逐年攀升，种植面积逐年扩大 ，2002 

年达 7．33万 hm2。目前已在武汉市形成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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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3 河北省城市道路出入口车辆和人员监控系统 

过上述网络与政府内部政务网络系统实现 

联通，对全省疫情监控提供快速 、准确的技 

术支撑。 

3．4 启动地理信J|L数据库。为政府决策服务 

设在河北省测绘局的河北地理信息数 

据库。是政府的重要保密资源。为分析 

大面积地区人员的流动分布情况 ．该 

数据库具有重要作用。当将上述农村 

流动人员和城市道路车辆数据汇总到 

该单位，由该单位规定人员将上述数 

据放在地理信息数据库中进行分析， 

可得 出疫情 分布 和人 员流动 分布 图 ． 

该重要文件按 规定提供 给主要领导参 

考。河北省地理信息数据库在非典时 

期起到了重要作用。 

3．5 积极开发信息网络资源的应用 

河北省网络资源比较丰富。为推动全省 

经济正常运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省政府要 

求全省各部门要充分利用现有网络资源为 

全省经济服务 。减少疫情给经济带来的损 

失 。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高度 

重视。由于非典的发生，省内各部门、各单位 

推广和应用电子政务、电子商务、远程教育 

等热情高涨。各部门也在积极开展网上办 

公 、网上 营销 、网上 报税 、网上结算 、网络教 

育、网上邮件、网上申报认证等多项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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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 4～5亿元的优 势产业 。与冬季小麦相 比 

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优质双低油菜籽不仅 

可被加工成优质的食用植物油 ，而且其菜饼 

中含有 4O％左右 (与大豆饼相 当)的蛋 白质 ， 

可作为饲料。采用精深加工等高新技术还可 

从双低油菜中提取磷脂、植酸 、植物多酚 、甾 

醇等多种精细化工产品。目前国际食用油价 

格回升 ，为武汉市发展双低油菜带来了机 

遇。 

l 武汉市油菜产业发展现状 

Ll 科技优势 

(1)武汉市拥有较强的技术力量和较好 

的研究条件。中国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华中农业大学、武汉工学院等院所是我国油 

菜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是我国油菜研究开 

发的主持牵头和重点实施单位，研究范围涵 

盖了包括油菜品种资源与遗传育种、营养生 

理 、病 虫害 防治 、生物工 程 、蛋 白工 程 、油脂 

工程、精细化工、品质分析检测、机械工程等 

优质油菜产业化工程的全部研究领域。已形 

成了一支结构合理 、学科齐全、老中青结合、 

国内一流的研究开发队伍。其中院士 1名． 

高级专门人才近百名。 

国家油料作物改良中心 、国家油菜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农业部油料作物遗传改良重 

点开放实验室、农业部油料及制品质量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农业部油料加工中试车间建 

在武汉。武汉建有油菜专用科研用地 ：建有 

油品加工等多条中试生产线．具有较好的研 

究、开发设施与条件。 

(2)拥有一大批科研成果。武汉市在油 

菜产业化的各个环节的研究均具有良好的 

工作积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中国农科院 

油料作物研究所已育成了21个优质油菜新 

品种 (其中双低品种 19个)如 “中油杂 l 

号”、“中油 杂 2号 ”、“华 杂 4号 ”、“中双 4 

号”、中双 7号”；华中农业大学近年培育出 

通过国家和湖北省审定的华杂4号、华杂 5 

号、华杂 6号，华双 3号等一批优质 、高产、 

抗耐病双低油菜新品种．在武汉市及全国累 

计推广约2 000万hm2。 

在油菜高产、高效 、节本栽培等油菜增 

值技术领域也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部分科 

研成果获国家及省(部)成果奖励。油菜壮苗 

移栽、秋发栽培、油菜营养与土壤肥料、油菜 

萎缩不实病的防治 、化学调控 、病虫草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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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以及油菜品质检测技术等均居全国先 

进水平 。 

在油菜加工利用方面，武汉市通过实施 

“农产品加工推进计划”和“农产品加工科技 

专项计划”，油菜产业化工作已初见成效。已 

研制出了一批可 供产业化开发的科研成果 ， 

如菜籽干法脱皮技术．菜籽脱皮膨化制取优 

质油脂和蛋白新工艺及新设备．双低菜粕专 

用系列饲料配方研制，菜秆果壳作食用菌化 

料种植食用菌、双低菜籽营养保健油、高级 

食用油、烹调油生产技术 ，菜籽皮综合利用 

技术。双低油菜速测技术及芥酸硫甙速测仪 

等．为高效加工利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国际合作广泛。中国农科院油料作 

物研究所、华中农业大学已同加拿大、英国、 

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建立了合 

作关系，得到联合国 UNDP、欧共体 、瑞典 

SW种子公司 、日本三菱化学植物工学研究 

所 、 日本 JICA、加 拿大 Manitoba大 学 和 

IDRC机构的资助，开展不同层次的合作研 

究。先后多次派出专家学者出国从事油菜研 

究学习、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华中农业大 

学成功举办了被誉为“国际油菜奥林匹克会 

议”的国际油菜学术交流大会。2007年还将 

举办一期。 

1．2 区位优势 

武汉市位于我国长江流域油菜主产区 

和湖北省的中心地带。这里冬暧春凉的气候 

条件适宜于油菜生长发育。经验证明在这里 

优选的品种和研发的栽培技术适宜在长江 

流域推广。境内有京广、京九、宜麻三条铁路 

干线和京珠 、沪蓉等高级公路纵贯武汉南 

北 ．还有直达全国及世界重要城市的天河航 

空港，水陆空立体交通非常便利。优越的地 

理 、交通 、文化、生态条件，使得武汉成为油 

菜科学研究 、生产示范 、技术交流和产品营 

销 的重要基地。 

l3 加工能力优势 

武汉市现有油脂加工企业 l0家，具备 

一

定规模的 5家。华泰、艾森、新元 、泰康 、中 

排五家油厂年加工能力近40万t。华泰植物 

油(武汉)有限公司是泰国在汉独资经营的油 

脂加工企业 ，有日处理 600t原料的大型设 

备．年加工植物油 15万 t；武汉艾森植物油 

有限公司年加工能力为8万 t。 

1．4 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 

武汉市现有 油菜面积 7-33万 hm2，通过 

农业结构调整可发展到 lO～l3万 hmz。武汉 

市与黄冈、孝感 、鄂州、成宁等油菜产区比邻 

且交通运输便利．上述县市的油菜资源可由 

武汉市油料加工企业收购，资源丰富。 

武汉市牛奶、肉、蛋、水产品的消费量特 

别大，生产出的饼粕可直接作为牛、猪、鸡、 

鱼等的蛋白饲料。另外。油菜精深产品 VE、 

醇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武汉具有完备的销 

售体系且管理规范，交通便利、四通八达．产 

品可快速进入市场。 

1．5 油莱产生发晨过程中存在的问囊 

(1)优质油莱品种普及率不高。武汉市 

双低油菜发展较早，近几年。在各级政府的 

支持和农业推广部门的努力下。武汉市双低 

油菜推广工作成绩突出．主要油菜产区发展 

双低油莱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但是，武汉市 

双低油菜普及率仅 7O％左右，不及湖北省其 

它一些县市的普及率 ，距市政府提出的油菜 

种植“双低化”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加上双 

低油菜种植隔离困难，容易混杂等原因．在 

已经推广双低油菜的地区可能出现反弹。 

(2)油菜深(精)加工不够。据不完全统 

计，武汉有新元 、华泰 、艾森、黄破中排等 l0 

多家油菜加工企业，目前菜籽加工均采用传 

统的工艺和技术，饼粕蛋白||}坏严重．油脂 

和蛋白质量差，几乎没有实现应有的增值 ， 

更难实现高效加工与多层次增值，对剐产品 

的综合利用也极少，造成深层次的浪费。中 

国加人 WTO后，油脂加工企业面临国外低 

成本、先进加工技术和优质产品的竞争。迫 

切需要采用菜籽高效加工新工艺和新技术， 

以尽快提升生产水平、提高产品的科技含 

量。提高企业 自身的经济效益和增强市场竞 

争力。 

(3)部分科技成果转化不够。目前武汉 

市油菜产、学、研。育 、繁、推的各个部门，虽 

然各有特色和优势，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发展．各环节、各部门之间相互脱节。在 

巨大的潜在市场与大批油莱科技成果转化 

之间缺乏完善、高效、工程化的开发体系。这 

些因素严重阻碍了武汉市双低油菜生产的 

发展。武汉市应将油莱良种选育、繁殖推广、 

栽培生理、产品加工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成果 

集成配套 ，集育、繁、推，科、工、贸为一体，形 

成“研究中心+基地+先导型科技产业”的良 

性集约模式，以此促进油莱产业的快速发 

展 



2 武汉市油菜产业科技创新体系构 

建的原则与措施 

油菜产业科技创新体系构建的原则是：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研开发并举，官产学 

研结合；自主创新，企业优先；以人为本，强 

强联合。其体系框架结构如附图所示。 

创 

新 

工 

程 

育种研究中心 

加工技术中心 

工程机械创制中心 

成果转化服务体系 

产业化工程 

市场体系建设 

附图 

l 实施油菜科技创新工程 

加强科技资源优化与集成 ．依托中国农 

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华中农业大学 、武汉 

工业学院，联合油脂加工龙头企业，在武汉 

建成湖北乃至中南地区最大的油菜加工中 

心、油菜育种中心、油菜加工机械研发制造 

中心及油菜科技创新服务体系。 

2．1．1 武汉油莱育种研究中心 

重点开展油菜优质种子资源的创新与 

利用 ，实施功能基因组计划，选育优良新品 

种．研究综合配套技术： 

(1)引进、发掘和创建新的低硫苷(硫 

苷<40panol／g)、新的雄性不育(不育率>98％， 

不育度>95％)，高油酸，低饱和脂肪酸 ，抗耐 

菌核病、抗除草剂、适合机械收割抗裂角等 

品种资源．并应用于品种改良： 

(2)每年选育 3~4个芥酸含量低于 l％， 

硫 苷含量<30mnot／g,油份高达 45％，抗 耐病 

的新组合．并参加省或国家区域试验； 

(3)建立双低油菜、杂交油菜、亲本及常 

规油菜原种繁殖基地 3~4个 f10—13hmz)．并 

制订杂交制种及良种繁育的技术规程 ．力争 

总体达国际先进水平。 

2．1．2 武汉油菜加工工程技 术研 究中心 

重点进行双低菜籽精深加工及综合利 

用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开发．为双低菜 

籽高效加工利用提供可持续的技术支撑 ： 

(1)开展菜籽干法脱皮技术、挤压膨化 

技术 、适温制油技术、优质油脂和蛋白精深 

加工技术 、副产品综合利用技术研究 ； 

(2)在2—3年内开发出优质高蛋白饼 

粕 、浓缩蛋白、复合氨基酸等蛋白深加工技 

术 2—3个．开发出粉末油脂、人造奶油、起酥 

油、营养保健油等油脂深加工技术 2 3个．开 

发出植物多酚、植酸、VE、甾醇等综合利用技 

术 2—3个 ： 

苎兰竺 f 
大面积生产基地 

油脂加工基地 

龙头企业建设 公司+基地+农户 

(3) 

建设油菜 

加工技 术 

研究与中 

试 基 地 ： 

开展油菜 

加工新产 

品 新技 

术 、新工 

艺 的工程 

咨 询 、设 

计 。 

2．1-3 武汉油菜工程机械研 究中心 

重点开展对双低油菜产前 、产中、产后 

等产业化各环节所需机械 、仪器、设备的研 

究 ： 

(1)研究油菜种子加工与播种机械 ，油 

菜收获机械及配套技术：研究用于双低油菜 

现场收购和加工产品的芥酸、硫甙、含油量、 

水份 、粗纤维等品质检测仪或联合速测仪： 

(2)重 视对 油菜籽精深加工及综合利用 

所需机械设备的开发。力争近期开发出油菜 

脱皮膨 化适 温制油新 工艺所需新 型机 械设 

备 2—3个 ： 

(3)重视油菜产业工程新型仪器设备的 

综 合设 计 、工 程化组装 和生产标 准制 定工 

作。 

2．1、4 建立武汉油莱产业化科技创新服务 

体 系 

引入市场机制 ，推进政府 、大专院校 、科 

研机构、专业协会 、龙头企业 、农民的对接 ， 

建立健全优质油菜产业科技服务体系。动员 

大专院所和科研机构的专家 、技术人员深人 

农村第一线 ，服务农民，创办和领办以专家 

为服务主体的农业科技专家大院。培育油菜 

专业技术协会 ，重点抓好 专业技 术协会 的技 

术服务能力建议和服务规模建设。结合农业 

信息网络建设与星火科技培训计划的实施． 

建立健全油菜科技 培训 网络 ：逐步建立联接 

各类服务组织和农民的互动式信息网络。 

2．2 实施武汉市优质油菜产业工程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大力推进全市油 

菜的优质化和优质油菜的产业化．抓好三大 

基地建设。一是 66．7hm2双低杂交油菜种子 

基地建设；二是 6．7万lun2双低油菜商品生 

产基地建设；三是培育油脂加工龙头企业． 

建立油菜综合加工基地。提高产品品质、降 

低成本，打造武汉市的精品名牌 ，将双低油 

菜产业链做大做强。 

2．3 培育龙头企业。增量辐射带动功能 

通过信息引导、市场准人、项 目倾斜 、科 

技体制改革等政策措施 ，引导种子科研、生 

产、经营单位，通过联合开发、品种买断、品 

种人股 、品种转让 、销售分成等方式进行合 

作 ，组建种业集团，培育一批育繁推、产加销 

一

体化的种业龙头企业。加工企业可采取嫁 

接改造、合资合作、兼并重组等方式作强作 

大，加强加工工艺的改造和加工设备的更新 

换代，积极应用已有的先进加工科技成果 ． 

通过技术转让．技术人股等多种形式提升加 

工龙头企业的技术水平，重视其在油菜精深 

加工环节的应用．延长油菜加工产业链，提 

高加工企业的整体效益。大力推进“龙头+基 

地+科技+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实现订单农 

业．促进武汉市油菜产业可持续发展。 

2．4 加强油菜产业市场体系建设 

研究制定新工艺、新产品等生产技术标 

准体系，加强市场监管工作．．建立竞争有序 

的大市场 ：加强信息的收集 ．分析 、发布工 

作 ，有效衔接产销，创产品名牌 ．将武汉建成 

湖北乃至全国双低油菜产品的集散地与贸 

易中心，全面提升武汉市油菜产业的科技水 

平和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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