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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区生态食品产业化开发现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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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 述 了 长 白 山 生 态 食 品 的 地 位"对 吉 林 省 长 白 山 生 态 食 品 的 发 展 现 状 进 行 了 分 析 "指 出 了 其 发

展 中 存 在 的 问 题"同 时 对 吉 林 省 长 白 山 生 态 食 品 的 产 业 化 开 发 提 出 了 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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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白山生态食品是具有显著地域特色的食品品牌

生 态 食 品 在 国 际 上 又 称 为 有 机 食 品"是 指 在 粮 油%油 料%果 品%蔬 菜%畜 禽%水 产%饮 料%乳 类 及 蜂

蜜等产 品的生产加 工过程中"完 全不使用 任何人工合 成的化肥%农 药 和 添 加 剂"并 经 有 关 颁 证 组 织 检

测"确认为纯天然%无污染%安全营养的食品"也称为天然食品$
长 白 山 区 位 于 吉 林 省 东 南 部"总 面 积 94 600 km2"辐 射 延 边 州%通 化 市%白 山 市 全 境 及 吉 林 市%辽

源市部分地区"共 17 个市(县)$ 由于开发较晚"目前生态环境良好$ 生态食品资源种类繁多"素有天然

宝库之称$ 目前已探明的可食野生动植物资源 500 余种"矿泉水资 源 260 多处"其 生态食品资 源主要

有野生中草药%野生果品%野菜%野生食用菌%中国林蛙和矿泉水等六大类$
发展长白山生态食品就是要以长白山优质可食资源为依托"采用现代食品加工新 技术"开发具 有

天然%营养%方 便等现代食 品加工特点 的天然食品"充分发挥长 白山的域 名优势"将 生 态 资 源%域 名 资

源有机整合推出品牌产品"不仅可推动我省食品工业的发展"而且必将产生巨大经济效益$

2 长白山生态食品发展的现状

到 2002 年 6 月吉林省绿色食品标志达 193 个"占全国 7%"绿色有机%无公害农 产品总量 达 139.5

万 t"占 全 国 的 5.5%"绿 色 农 产 品 基 地 环 境 监 测 面 积 37.5 万 hm2"占 全 国 的 8%"实 现 总 产 值 33.5 亿

元"占全国的 5.5%$ 在认证品种上实现了由单一粮食作物向林特产品的转 变"在开发层 次上"实现了

由初级农产品向精深加工产品%由绿色农产品向有机农产品开发的转变$
生态(有机)食品是在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起步"

1998 年后进入快速增长时期$ 目前"吉林省长白山区已 认证有机(生 态)食品达 19 个(含 AA 级绿色 食

品)$
在产品种类 方面"多为野 生山野菜及 野生食用菌 及 野 生 果 品 类"其 次 为 矿 泉 水 类"林 蛙 类 产 品 无

认证$
在产品类型方面"多为速冻加工制品"其次为果汁及果仁饮品类%果酒类及瓶装水类$
在 加 工 技 术 方 面"多 为 常 规 加 工 技 术"如 速 冻 技 术%传 统 发 酵 技 术 等"食 品 工 程 高 新 技 术 应 用 较

少"仅有饮品中的 UHT 杀菌技术$
在企业规模方面"目前只有泉阳泉矿泉饮品有限公司%长白山酒业集团及天景食品 有限公司规 模

较大外"多数企业为中小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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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地建设方面!大部分企业都建设有自己的原料基地!主要为林下模拟生态栽培!规模较小"除

长白山酒业集团#天景食品有限公司外!多数企业还要靠野生资源来进行补充"
在品牌建设方面! 目前只有泉阳泉矿泉饮品公司和长白山酒业集团在 品牌的规划 和推广方面 进

行了尝试!其品牌在省内外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多数企业尚没有在品牌建设上做更多的工作!一是

企业规模小!资金短缺!二是品牌规划不完善"

3 长白山生态食品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3.1 产品不精

主要表现在产品的外观#内在质量及食用品质等方面" 外观方面体现为包装物档次 低#商标设计

不能体现本 产品的内涵#印刷不精 致等$内在质 量方面产品 还有一 定 缺 陷!如 饮 品 及 酒 类 表 现 为 沉 淀

较 多#口 感 欠 醇 厚#风 味 偏 淡!缺 乏 独 特 风 格$在 食 用 品 质 上 主 要 是 速 冻 产 品 的 终 端 产 品 尚 未 考 虑 到

产品的烹调特性及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及烹调手段"
3.2 品牌营销不够

我们所处的时代已不是产品力时代!而是广告力时代和营销力时代!好酒也怕巷子 深" 产品要在

精 心 设 计 的 前 提 下!通 过 广 告 让 消 费 者 认 知!同 时 再 通 过 营 销 活 动 的 实 施!使 消 费 者 产 生 购 买 行 为"
而目前多数厂家产品尚处于推销阶段!营销尚未提上日程!限制了产品的发展"
3.3 基地建设滞后

目前我省的生态食品企业多集中于长白山区!而这些地区的企业多依靠长白山野 生资源!但野 生

资源是有限的! 况且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采摘使资源遭到破坏" 而实现可持续发 展必须实 行驯化栽

培" 在基地建设中! 一些企业尚不了解某种植物栽培的技术要求与品种特性! 造成基地 建设相对滞

后!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
3.4 技术含量不高

当前食品加工技术发展突飞猛进!高新技术层出不穷" 如可用于果汁的 UHT 杀菌无菌灌装技术#
山野菜和野 菌的真空冷 冻干燥技术#超微粉碎技 术#瓶装水应 用的 超 滤 除 菌 技 术#林 蛙 类 产 品 的 真 空

油炸技术和超高压技术等"我省在生态食品开发上这些技术应用还不够!这直接影响到产品的质量和

档次"

4 长白山生态食品产业化开发的建议

长白山生态 食品开发是 一个系统工 程!既有产品 标 准#生 产 规 范 等 原 则 性 问 题!又 有 产 品 加 工 技

术#工艺卫生 等内在质量 问题!还有 产品包装设 计及配套的 原辅料 供 应 及 营 销 等 问 题" 笔 者 认 为!应

从以下方面入手%
4.1 标准问题

作为绿色食品中 AA 级产品的生态食品! 其质量指标 首先应符合 农业部 A 级 绿色食品产 品行业

标准!此外在生产中不得使用各种化学合成农药及合成食品添加剂$其他生态食品的加工首先必 须符

合国家食品质量标准!不含化学合成添加剂!所有原辅材料必须来自颁证的有机生产系统"
4.2 技术问题

生态食品加工中要在传统加工工艺# 技术基础上应用现代生物工程技 术和食品工 程高新技术 提

高生态食品的档次!做到传统与现代结合!使其优质优价" 要以市场为导向!以绿色食品为基础!以现

代食品加工高新技术为核心!开发长白山资源的精深加工产品!如野生植物功能因子的提取与 保健食

品生产#真空冷冻干燥山野菜及野菌#CO2 超临界萃取坚果果仁油等!提高其产品的附加值"
4.3 精心选择开发的品种和种类

长白山区可供开发生态食品的种类较多!应选择较有开发价值并优质的种类进行 加工!以实现 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
在野果方面!可以沙棘#软枣猕猴桃#越橘树莓等为主要开发对象"目前吉林农业大学浆果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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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选育出红宝王树莓品种及美登!圣云!斯卫克和北空等越橘优良品种" 越橘工厂化育苗技术也 已成

熟#目前在我省栽培面积已达到 133.3 hm2$软枣猕猴桃品种丰绿!魁绿已由中国农科院特产所选育 并

通过审定#目前已开始 栽培$吉林农 大已审定了 向阳!金阳 两个适 于 在 吉 林 省 东 中 西 部 栽 培 的 天 刺 大

果沙棘品种#此外山梨!兰靛忍冬等也开始了林下抚育栽培#有较大储量可供应用"
在野菜方面#可以蕨菜!大 叶芹!轮叶党 参为主#前两 种山野 菜 的 林 下 模 拟 生 态 栽 培 已 获 得 成 功#

在 临江地区有 大面积栽培$蕨菜的田 间栽植也在 长春市双阳 区获得成 功#其 原 料 来 源 有 保 证$轮 叶 党

参在安图有大量栽培" 在野菌方面#榆黄蘑!猴头蘑!灵芝等均已人工栽培成功#应加大对其产品的开

发力度"
4.4 加强生态食品原料基地建设及加工基地建设

要在生态资源尚未遭到破坏的山区#划定生态食品资源保护区#作为生态食品的生 产基地" 根据

1986 年吉林省农 业区划办组 织普查的 长白山区经 济植物成片 资源情况# 建 立林下模拟 生态栽培 园"
野生果品基地应以抚松!蛟河!靖宇!通化!长白等 市(县)为重 点$山野菜基 地以临江!敦 化!汪清!安图

等 市(县 )为 重 点$野 生 菌 类 以 蛟 河!通 化 县!安 图!敦 化 等 市 (县 )为 重 点$林 蛙 以 靖 宇!舒 兰!抚 松 等 市

(县)为重点"
在做好栽培基地的同时#规划好加工基地" 加工基地的主体不是农户#而是大型企业 集团和投资

商等" 适宜在交通较发达的通化市!白山市!梅河口市!敦化市!延吉市!吉林市及靖宇县!抚松县等地

建设较大型生态食品加工基地"
4.5 加强对生态食品开发的组织管理

吉林省已制定了% 长白山生态食品标准&!% 吉林省长白山生态食品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由于我

国 生 态 食 品 的 组 织 管 理 体 系 和 标 准 体 系 尚 不 健 全#国 内 生 态 (有 机 )食 品 认 证 必 须 与 国 外 有 机 食 品 认

证组织 合作完成" 因 此#在有机 食品开发中 应不断健全 有机食品生 产!加 工 及 销 售 的 基 层 组 织#严 格

遵 守生态食品 生产!加工!运 输!贮藏!销售 等各项标 准" 坚持打好 基础#稳步发 展#克服短期 行 为#将

其作为一项长久事业来发展#实现生态食品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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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 The position of ecological food in Changbai Mountain area was discussed in the paper. Current

status of ecological food was analyzed and problems in its production were pointed out. Some suggestions were

given for it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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