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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高寒地区裸燕麦的开发及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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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裸 燕 麦 、皮 燕 麦 通 称 为 燕 麦 。燕 麦 属 木 科 草 本 植 物 , 是 粮 草 兼 用 型 作 物 。我 国 主 要 分 布 在 晋 、冀 、

蒙 、陕 、宁 、青 等13个 省 的 高 寒 冷 凉 地 区 , 种 植 历 史 约2 500年 之 久 , 目 前 种 植 面 积 达150多 万hm2。燕 麦 的 营 养

成 分 含 量 较 高 , 具 有 极 高 的 营 养 价 值 , 尤 其 是 子 粒 中 蛋 白 质 、脂 肪 、亚 油 酸 以 及 微 量 元 素 硒 的 含 量 都 较 高 , 在

食 用 价 值 、医 用 价 值 方 面 都 深 受 人 们 的 青 睐 。 燕 麦 是 谷 类 食 物 中 惟 一 含 皂 苷 素 的 粮 食 作 物 , 具 有 降 低 血 压 、

血 脂 和 胆 固 醇 、调 控 血 糖 、健 美 减 肥 、抗 癌 解 毒 等 功 效 。 燕 麦 的 适 应 性 强 , 抗 旱 、耐 瘠 , 在 气 温 低 、无 霜 期 短 的

条 件 下 都 适 合 生 长 。此 外 , 我 国 的 裸 燕 麦 , 由 于 其 本 身 的 裸 粒 性 , 具 有 独 特 的 优 势 , 在 加 工 上 具 有 方 便 、经 济 、

节 能 、出 品 率 高 等 优 点 , 因 此 , 在 我 国 高 寒 地 区 进 行 裸 燕 麦 系 列 食 品 开 发 利 用 ,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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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 食品加工业是农业的继续和延伸 , 发展食品加工业对促进 农业和相关 行

业的发展具 有决定作用 。燕麦是古老 的农作物之 一 , 也是重要 的粮 草 兼 用 型 作 物 , 其 栽 培 历 史 悠 久 ,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1998 年 统计全球 种植面积达 2 287.6 万 hm2, 总产量 3 826.9 万 t, 在谷类作物 中次

于小麦、玉米、水稻、大麦和高粱居第 6 位。除我国外 , 世界燕麦 95%是带稃型的普通栽培燕麦。

近年来 , 随着人民生活由温饱型向营养型发展 , 裸燕麦的消费者不再只是边老山区 。在食品加工

业发展的推 动下 , 已逐渐 进入大、中 小城市 , 成为 人们早餐、快 餐以及保健 、医疗食品。诸 如 : 燕 麦 片 、

燕麦冲剂、燕麦专茶等食品。

由于目前人类对食品的追求是健康、安全 ,“回归自然”, 在国外的呼声特别是在美国愈加强烈 , 致

使绿色无污染食品得以大力发展 , 高寒山区具备特殊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 , 符合绿色无污染的 食品原

料很多 , 其中在世界上发达国家中颇多流行的燕麦食品就是我们亟待开发的原料品种之一。

1 裸燕麦现状及发展趋势

裸 燕 麦 起 源 于 我 国 , 目 前 种 植 面 积 约 152 多 万 hm2, 主 要 产 区 是 内 蒙 、河 北 、山 西 和 甘 肃 , 占 总 播

种面积的 85%, 其 他陕、宁、青的 大盘山、祁连 山 , 滇、黔、川 的大小凉山 高 海 拔 地 区 占 14%～15%。 据

统计 , 全国种植燕 麦的 210 个县 , 基本上均属 老、少、边、穷黄 土高原的干 旱、半干 旱 地 区 , 境 内 山 恋 重

叠 、沟 壑 纵 横 、交 通 闭 塞 、经 济 文 化 比 较 落 后 , 其 气 候 特 点 为 多 风 干 燥 、春 旱 频 繁 、气 温 较 低 、无 霜 期

短 , 土壤瘠 薄、耕作粗 放、广种薄收 。此外 , 我国裸 燕麦在世界 燕麦中 , 由于 本身 的 裸 粒 性 也 具 有 独 特

的优势 。在加工上具 有方便、经济 、节能、成品 率高等优点 , 为各国燕麦 制品商所 青 睐 , 现 已 将 我 国 生

产的裸燕麦作为加工原料。而我国燕麦的生产区要加速开发燕麦保健系列食品对进一 步发挥我国 高

寒地区的 自然优势 及名、特、优小 杂粮的种植 结构 , 使之区 域化、专业化 、商品化 都 具 有 积 极 地 推 动 作

用 , 特 别 是 对 改 善 人 民 的 食 物 构 成 , 满 足 群 众 对 营 养 、保 健 、医 疗 、益 寿 食 品 的 迫 切 需 求 , 对 振 兴 山 区

经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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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裸燕麦的营养价值

据 分 析 , 我 国 裸 燕 麦 粉 中 蛋 白 质 含 量 15%, 比 面 粉 高 50%, 比 大 米 高 约 1 倍 , 脂 肪 含 量 8.5%, 比

面粉、大米高 4～6 倍 , 磷、钙、铁等矿物元素及维生素 B1、B2、E 含量均高于其它各类作物。裸燕麦有极

高的营养价值。

3 裸燕麦的医疗价值

燕麦的脂肪成分中 , 棕榈酸 C16 占 16.45%, 油酸 C18 占 39.36%, 亚麻酸 C18 占 1.58%, 硬 脂酸 C18 占

1.09%, 亚油酸 C18 含量最高为 46.16%。据北京协和、积水潭 医院临床验 证 , 吃 50 g 优质裸 燕麦 , 相当

于 10～15 丸益寿宁、脉通的主要成分 , 能够降低血脂、预防和治疗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 , 且无副作

用 , 长期食用效果最佳。另据美国鲁思普里斯特德杯—圣卢克提供理论依据 , 医疗中心附属芝加 哥临

床研究所的戴维森医师报告结论 , 每天适 量进食 57 g 燕麦 糖或 85 g 燕麦粉 可降低 7%～10%的 血胆

固醇。更主要的是燕麦中硒含量较高。据山西省

卫生防疫站 资料分析 , 主 要粮食与燕 麦硒含量

的比较如表 2。

从 表 2 中 可 以 看 出 , 燕 麦 粉 的 硒 含 量 是 大 米 的 34.8 倍 、小 麦 的 3.72 倍 、小 米 的 11.8 倍 、玉 米 的

7.9 倍、高粱的 6.96 倍、荞麦的 2.74 倍 , 居各种粮食之首。

硒是人体必须的极其重要的微量元素之一 , 不能由其他具有类似功能的营养素(Vc)来代替。硒具

有增强人体 免疫功能、防 癌、抗癌、抗衰 老等作用 , 被 誉为“生命的 奇效元素 ”。据资料介 绍 , 人 体 在 正

常的代谢活动中 , 常会产生自由基 , 自由基与体内的一些物质反应时 , 会产生一些有害的过氧化物 , 这

些过氧化物 能使细胞膜 、细胞中细胞 器的膜(线粒 体膜)以及红 细胞膜等 产生损伤 , 致 使 这 些 细 胞 不 能

履行正常的机能 , 进而使人容易产生和感染疾病。特别是进入老年期之后 , 清除这些过氧化物的能力

也减弱了 , 很 容易造成体 内过氧化物 的积累 , 以 致引起膜损 伤 , 而患老年 性疾病 , 蛋 白 质 变 性 , 老 年 色

素增加 , 逐步使机体衰老。但是人体内还存在着一种专可清除有害过氧化物、起到保护机体 自身作用

的谷胱甘肽酶 , 它是由一个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分子含 4 个硒原子构成的。只有硒存在的条件下 , 这

种酶才能 有活性 , 并且 谷胱甘肽过 氧化物酶 还能协同人 体内的一种 活氧化剂 - 维 生素 E 一 起 作 用 ,

达到清 除体内脂质 过氧化物 , 提 高巨噬细胞 的吞噬能力 , 增加血 红 蛋 白 的 携 氧 能 力 , 降 低 疲 劳 状 态 下

血乳酸浓度 , 提高抗疲劳能力。每天食用 50 g 裸燕麦就能满足人体每日所需硒元素的供给量。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 人民膳食结构及生活方式的变化 , 与 营养过剩或 与

营养不平衡 有关的慢性 病 , 已对人们 健康造成危 害 , 并成为降 低 生 命 质 量 、丧 失 劳 动 能 力 和 死 亡 的 主

要原因。全国现有高血压患者 700 万人 , 糖尿病 1 800 万人 , 每年新发恶性肿瘤 150 万人 , 脑卒死的发

病率明显高于西方国家。近年来冠心病发生率与死亡率呈上升趋势。因而 , 开发加工 裸燕麦保健 食

品 , 对于这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防治 , 都具有不可替代的辅助作用 , 也将减轻国家在这方面的

经济负担。现代科学已揭示上述各种疾病发生、发展的原因 , 主要是由于饮食营养不 合理而产生 的

“食源病”。被日本誉为 21 世纪的功能食品(美国称健康食品)的出现 , 给上述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希望。

这些食品主 要是一些低 热量、低脂肪 、低胆固醇、低 盐和高纤维 的 食 品 。 燕 麦 是 谷 类 食 物 中 惟 一 含 皂

甙素的粮食作物。除具有上述功能外 , 还具有高食物纤维功能食品的作用。它所含可溶性纤维 , 主要

成分是 β- 糖 苷 , 能促进合 成胆固醇的 胆酸随粪便 一起排出 , 从 而 降 低 胆 固 醇 。 因 此 , 常 食 用 燕 麦 食

品 , 具有润肠 通便、降低血 压血脂和 胆固醇、调控 血糖、健美减 肥、抗癌解毒 、预防胆结石 病、肠 癌 等 重

表 1 氨基酸组成占蛋白质的百分比

名 称 蛋白质(%) 赖氨酸(%) 苏氨酸(%) 色氨酸(%) 蛋氨酸(%) 异氨酸(%) 亮氨酸(%) 苯丙氨酸 缬氨酸(%)
燕 麦 15.0 3.7 3.3 1.3 1.6 5.2 7.5 5.3 6.0
小 麦 11.0 2.8 2.9 1.2 1.5 4.3 6.7 4.9 4.6
玉 米 10.0 2.9 4.0 0.6 1.9 4.6 13.0 4.5 5.1
高 粱 10.2 2.7 3.6 1.1 1.7 5.4 16.1 5.0 5.7

表 2 山西省主要粮食中的硒含量 μg/g

粮食品种 小麦属 小米 玉米 高粱 燕麦属 荞麦 大米

含 量 0.187 0.059 0.088 0.10 0.696 0.255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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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理功能。在美国燕麦食品被认为是首选的食物纤维产品。美国 60 亿美元的方便谷物食品中 , 25%

是高纤维产品 , 且目前仍有增长趋势。在日本功能食品所含功能因子中食物纤维占 58%, 发达国家把

功能食品看成是解决社会老龄化、降低医疗开支和预防各种成人病的一把钥匙。英国营养学家米里亚

姆·波 留 宁 博 士 经 过 多 年 的 研 究 之 后 , 提 出 了 12 种“ 超 级 ”食 品 , 认 为 它 们 的 价 格 便 宜 , 味 道 鲜 美 , 食

用方便 , 能供人体所需要的全部营养 , 保证身体健康。这 12 种“超级”食品中 , 裸燕麦食品就是其中一

种。因此 , 开发裸燕麦食品是大有前途的。

4 我国裸燕麦发展的机遇

裸燕麦与带 稃的普通栽 培燕麦相比 , 加工方便 , 出 品率高 , 能耗 、仓贮、运输 、设 备 可 以 大 大 减 少 。

据美国桂格麦尼有限公司(Quaker·Co)德 维博士(Weaver·S·H)估 测产品的出 品率可增加 30%, 能耗、设

备等费用可减少 46%, 因此 , 世界燕麦制品厂商渴望用裸燕麦取代普通栽培燕麦。目前 , 英、美及西欧

等国家已将燕麦制品列入 21 世纪人类主要食物之一 , 在英国燕麦食用消耗量从 60 年代 的 50 万 t 发

展到 21 世纪的 160 多万 t, 给我国裸燕麦的出口提供了良好机遇。

5 裸燕麦加工利用的必要性

裸燕麦含有 各种人体必 需的氨基酸 , 不仅营养丰 富 , 而且平衡 。 其 特 点 : 适 应 性 强 , 在 气 温 低 、无

霜 期 较 短 、日 照 充 足 的 条 件 下 都 能 正 常 生 长 , 裸 燕 麦 多 集 中 分 布 在 华 北 、西 北 和 西 南 高 寒 山 区 , 其 主

要 产 区 集 中 在 华 北 和 西 北 , 约 占 全 国 燕 麦 总 面 积 的 60%, 西 北 地 区 是 裸 燕 麦 (莜 麦 )的 主 产 区 之 一 , 具

有种植裸燕麦得天独厚的气候生态优势。大粒裸燕麦“三个三”至今闻名世界 , 普及全国。深受加工厂

家 欢 迎 的 燕 红 10 莜 麦 品 种 是 由 山 西 省 农 科 院 高 寒 区 作 物 研 究 所 培 育 的 , 1992 年 受 到 来 晋 洽 谈 合 资

麦片厂美国桂格麦尼有限公司礼查德凯·克拉克的重视。新品种晋燕 8 号、晋燕 9 号 , 千粒重高 , 蛋白

质含量分别为 18.47%和 19.26%, 亚油酸含量分别为 41.37%和 42.79%, 并已在生 产中推广应 用 , 是当

前用于深加工的优质燕麦新品种。此外 , 山西农科院还培育出一批蛋白质含量达 19%以上、亚油酸达

45%以上、千粒重 30g 以上、脂肪含量在 4%以下的 新品系和 15 个 符合美国桂 格麦尼有 限公司燕麦 食

品加工要求的达标新品系。

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 ,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 , 开发加工燕麦食品是高 寒贫困山区 新

的经济增长点。因此。为了充分发挥高寒山区裸燕麦生产优势 , 在 21 世纪初尽快使山区人民脱贫致富 ,

改 善 人 们 的 食 物 结 构 , 提 高 国 民 的 身 体 素 质 , 营 养 水 平 上 高 层 次 , 促 进 科 研 、生 产 向 商 品 经 济 领 域 发

展 , 积极开展燕麦食品加工利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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