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芝麻属胡麻科一年生草本植物, 是最古老的

油料作物之一, 因含油量高而素有油料作物“皇

后”之美誉[1]。芝麻在我国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在
大豆、花生、油菜籽、棉籽、葵花籽、芝麻、油茶籽、
亚麻籽中属小品种油料作物中的大品种 [2]。芝麻

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 ,有广阔的消费群体 ,用途十

分广泛 , 是我国许多传统食品不可或缺的材料。
芝麻因其特殊的营养价值和优异的油质使其在食

品、医药和工业上得到越发广泛的应用。
吉林省地理环境复杂,气候条件差异较大,由于

长期适应和人为选择的结果, 形成了我省较为丰富

的芝麻种质资源 [3], 现已成为我省优势的外贸畅销

品。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和扩大，加

之政府的扶持，吉林省芝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2000～2007 年年均 种 植 面 积 达 到 3.34 万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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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吉 林 省 种 植 面 积 更 是 达 到 了 近 9.33 万

hm2，平均产量达 1 168.5 kg/hm2。主要分布在吉林

省西部地区 ,集中在白城和松原地区(占全省芝麻

种植面积的 90%左右)。

1 吉林省芝麻生产的优势

①种植历史悠久，广大农民有着较为丰富的

种植经验；

②吉林省适宜种植芝麻的区域面积较大，产

出效益较高, 是该区域调整种植业结构和农民增

收致富的主要途径之一；

③吉林省自然条件优异 ,昼夜温差较大、日照

充足、有利于油份和蛋白的有效积累,品质在国内

具有一定的优势；

④吉林省杂豆杂粮生产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

力支持, 在吉林省主产区现已形成了以企业为主

的芝麻产业化生产体系和农民合作社等组织形

式；

⑤吉林省作为东北地区芝麻种植面积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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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品种资源较为丰富，有利于新品种的选育和

产业化的更好开发；

⑥作为省内唯一的芝麻育种单位, 吉林省农

业科学院现已育成芝麻新品种 3 个 (吉芝 1、2 号

和吉黑芝 1 号), 产量及品质均达到国内同类品种

较高水平,正逐步取代现生产上主推的农家品种，

为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2 吉林省芝麻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

①虽然芝麻种质资源较为丰富，但由于育种

工作起步较晚，因此在吉林省大面积种植的芝麻

新品种较少；

②栽培历史虽然较长，但大多数农民仍采用

传统的栽培方式，故有的广种薄收意识，导致单产

水平较低；

③由于连年重茬种植, 致使芝麻生产中的病

害较为严重，主要表现在大田中的青枯病、黑根病

和枯萎病等，影响了品种产量潜力的发挥和农民

的种植效益提高；

④吉林省现有专业从事芝麻育种及栽培的人

员较少 (目前只有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有专业科技

人员从事育种及栽培工作),品种更新较慢,品种杂

优利用在吉林省芝麻生产中尚属空白。目前吉林

省主产区应用的品种绝大部分仍是沿用农家品种

为主 ,占种植总面积的 90%以上 ,主要是霸王鞭、
八筒白及叶三等；

⑤吉林省现种植的主要农家品种混杂，导致

其种性大大降低, 严重制约了出口市场的竞争力

和产品的加工质量。

3 促进我省芝麻产业健康发展的对

策措施

针对吉林省芝麻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为提高我省芝麻产业水平、产品质量水平和

市场竞争力,建议采取以下对策措施。
3.1 建立优质芝麻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实施优

势区域发展战略

吉林省芝麻出口到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

和地区,运距短,运输成本低,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

力。全面提高我省芝麻产品质量和国际市场竞争

力, 对我国芝麻产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具有决定

性作用。
针对当前芝麻发展中存在的种植规模小 ,难

以进行质量管理和监控的现状, 建立优质芝麻标

准化生产示范基地是将优质芝麻科研成果和标准

化生产相结合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优质芝麻标准

化示范基地的功能主要包括: 实施优质芝麻品种

选择、繁种基地建设和大面积连片种植 ,在生产过

程中采用先进的高产栽培技术规程, 对有关技术

人员和农民进行技术培训等。
3.2 扶持芝麻加工经营龙头企业,实施芝麻产品

精品名牌战略

芝麻产业发展中 ,龙头企业、订单农业发挥着

极为重要的作用 , 是沟通市场与种植者的桥梁和

纽带。对于日生产能力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小型芝

麻加工企业特别适合实行“龙头企业 + 乡镇农技

推广部门 + 农户”的发展模式, 符合我省实际情

况。
开发创立一批芝麻加工产品的精品名牌 ,是

优质芝麻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近几年,我省逐步

树立了一些芝麻相关品牌, 但这些品牌的市场影

响力和市场占有率还很低, 尚未充分发挥品牌效

应促进芝麻产业发展的作用。
3.3 加强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应用,实施科技兴

油战略

通过科技创新, 选育出满足国际国内市场需

求的品质好、含油量高、蛋白质含量高、高产、多

抗、广适性优质芝麻新品种,研究建立安全、节本、
绿色的高效集约化栽培技术 ,以减少用工,降低劳

力成本。应加快对现有优质芝麻品种和新型加工

技术的推广力度, 促进我省芝麻产业总体水平的

提升。在加工技术方面,加强芝麻基础和应用基础

研究, 加强芝麻综合利用新技术的研究和新产品

的开发,同时引进国外先进加工技术与工艺 ,并与

国内传统技术相结合,形成先进完善的加工体系。
3.4 延长芝麻产业化链条,实施产业化开发战略

通过探索芝麻产品多元化开发利用新途径 ,
提高芝麻产业和加工业的总体效益, 不断延长并

加粗芝麻产业链条, 对进一步增强我省芝麻产业

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3.5 加入国家芝麻产业技术体系,提供技术保障

为提高我省芝麻产业水平和加工业 技术水

平, 要积极加入我国芝麻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为吉林省芝麻产业的健康良性发展提供相应的技

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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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43 HT3、B68、MO17 HT1、Mo18W、8122、B73
HT1、B37 -5、K12、吉 1037、B37 -4、B37 -3、辽 单

33、9010、2L725、铁 15、B37 HT3、2L637、White
Mo17、Nov-38、C103，占测试总数的28.8%；抗病

品 种 有 20份 ， 分 别 是 济 单 7、RP8 HT1B、R181
BHT1B、MO17、De833、 吉 玉 106、A634 HT1、
A619、2L3144、De848、农 大84、H103、ISSS、R151
HT1B、OH43 Ht2、Va35、ROH 07A HT1A、B14
HTN、De819、OH43 HT3，占测试总数的19.2％；感

病品种有39份，分别是Va26 HT3、Pa875、De804、
OH43Ht1、RW22RHT1B、RP8 HT1B-2、RN6HT1B、
Pa91、H95、Nc250、铁D9215、RW182 DHT1A、Pa91
HT1、R187- 2HTB、LB31、RN6 HT1A、Va26-2、铁

9206、R151HT1A、OH51A、广单9912、R53AHT1A、
FR64A HT1C、De813、吉单108、吉玉787、De811、郑
单958、R151、丹玉3、RW22RHT1A、ROH 07 HT1、
FR64A、A634 HT1、反交吉玉9、A634 HT1-2、RP8
HT1A、R181 BHT1A、OH42，占整个测定总数的

37.5％。高 感 品 种 有15份 ， 分 别 是 硕 秋8、Pa91
HT2、RW64AHT1A、TR227、TR110、Va26-1、丹650、
Va85、DWO42、RW64AHT1B、吉 单 209、吉 玉 9、
WF9、Va26 HT2、A634 HT1-4，占整个测定总数

的 14.4％。
3.2 讨论

经田间观察可知，玉米生育期对玉米抗锈性

有很大影响，随着生育期增长，玉米对锈菌侵染的

抵抗力增加，侵染后形成的夏孢子堆产孢量减少。
而且，随着植株叶位的增高,单位叶面积被侵染的

程度随之变轻。因此，春季适当提早播种，使玉米

在锈菌开始侵染时具有较强的抗病性，应当是防

治玉米锈病的有效措施。而不同玉米品种对锈病

的抗性差异较大，在生产中选用对锈病抗性较好

的品种，避免使用对锈病抗性很差的品种，也能减

轻锈病危害程度、尽量挽回产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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