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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油用亚麻、纤维用亚麻和油纤兼用亚麻的育种方法、脱胶方法及亚麻籽油的提取方法等应用现状和研究

进展进行评估、探讨和分析，为亚麻育种及生产加工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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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pplication status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breeding method, degumming method and extraction method
of linseed oil of oil flax, fibre flax and oil and fibre flax were evaluated, discussed and analyzed. It was provided ref⁃
erence for breeding and production practice of f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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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麻（Linum usitatissimum L.）是亚麻科（Lina⁃
ceae）亚麻属一年生草本植物，是古老的韧皮纤维

作物和油料作物。印度是亚麻的起源地，埃及是

世界上最早栽培和利用亚麻纤维的国家。按经济

特征分类，一般把有栽培价值的亚麻划分为纤维

用亚麻、油用亚麻和油纤兼用亚麻三大类型。目

前，亚麻广泛分布于欧洲、亚洲、北美洲和非洲北

部，并集中在北纬 40°～65°，属于温带和寒温带。

中国是亚麻的主要生产国家之一。1936年在黑

龙江省、吉林省相继建立亚麻原料生产厂 [1]。这

更促进了亚麻在东北乃至全国的种植热潮。

亚麻及其附属品可以用在化工、食用和医疗

保健等领域。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亚麻籽新的

价值在不断被开发出来，如 α-亚麻酸和木酚素的

保健价值、亚麻籽胶的食用价值 [2]和饲料使用价

值。纤维用亚麻以其拉力强、柔软、导电弱、吸水

散水快、膨胀率大等特点受到青睐，它可纺高支

纱，制高级衣料。亚麻饼粕中粗蛋白质的含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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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较丰富的，翟双双等 [3]利用不同产地的亚麻饼

粕对禽类进行饲养，结果表明，亚麻饼粕粗蛋白

质和总磷含量高，且吸收效果较高，是较好的蛋

白质和磷源饲料原料。亚麻屑可以作为原料栽培

食用菌 [4]。亚麻籽油是一种天然的油脂，在化妆

品中有保湿或缓解皮肤问题的作用 [5]。亚麻籽在

食品加工方面也有研究，Michel Aliani等 [6]将亚麻

籽粉加入到百吉饼（一种面包）中测试，加亚麻籽

的百吉饼比没加的更加有香味和风味。《礼记·月

令》中曰：“孟春之月，食麻与犬”，“仲秋之月，以

犬尝麻，先荐寝苗”就说明当时麻既可以使用又

可以食用。本文综述了油用、纤用、油纤兼用亚

麻的生物学特性、用途及研究进展，旨在为麻农

提供亚麻种植技术知识，为亚麻育种和加工提供

技术支持。

1 亚麻的种类和主要品种

通过国外引种和繁育新品种，我国麻类种质

资源的数量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

亚麻资源的总数已经接近 1万份，整编入《中国主

要麻类作物品种资源目录》的资源约有 6 314份，

其中亚麻 3 344份，占资源总数的 33.4%[7]。

1.1 油用亚麻

油用亚麻主要是以亚麻籽为原料榨油。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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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品种有：omega（美国）、Ottawa 770B（加拿

大）、Noname（匈牙利）等；我国的主要品种有：晋

亚 9号 [8]、陇亚 10号 [9]、定亚 21号 [10]等。吉林省主

栽品种有：吉亚 4号、吉亚 5号、吉亚 6号 [11]、黑亚

20等。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植物研究所培育的吉

亚 6号即为油用亚麻品种，其特点为产油量高。

据国外研究报道，亚麻油在治疗和预防高血脂 [12]、

癌症 [13]、动脉硬化 [14]和肥胖症 [15]等方面有积极的效

果。由表 1可以看出，陇亚 10号的粗脂肪、亚麻

酸等含量较高，商品性较好。

表1 不同油用亚麻品种间农艺性状的比较

品种名称

晋亚 9号
陇亚 10号
定亚 21号
吉亚 6号

株高（cm）
53.0～65.0
47.0～77.0
54.2

70.0～75.0

工艺长度（cm）
35.0～45.0
35.0～54.7
35.1

40.0～46.0

主茎分枝（个）

4个以上

5.0～7.0
5.4

4.0～6.0

千粒重（g）
6.5

7.4～9.3
6.9

6.5～7.3

粗脂肪（%）
40.8
40.9
40.7
40.1

亚麻酸（%）
49.1
54.0
52.5
41.4

表2 不同纤维用亚麻品种间农艺性状的比较

品种名称

双亚 12号
吉亚 7号

区试原茎

产量（kg/hm2）
4 947.5
6 400.4

区试种子

产量（kg/hm2）
604.3
402.9

出麻率

（%）
29.8
30.6

纤维强度

（N）
257.3
254.5

区试全麻

产量（kg/hm2）
1 208.8
1 622.7

特点

不感染锈病和白粉病

苗期主要害虫有黏虫和草地螟

表3 不同油纤兼用亚麻品种农艺性状比较

品种

名称

坝亚

二号

坝亚

五号

坝亚

六号

籽实产量

（kg/hm2）
255.0

318.5

427.9

纤维产量

（kg/hm2）
673.1

696.4

671.8

出麻率

（%）
14.7

14.2

15.3

强度

（N）
16.8

19.6

23.9

抗性

苗期抗炭疽病稍差

高抗枯萎病

高抗枯萎病

主茎分枝

（个）

4.0～5.1

3.4～8.8

3.7～4.5

单株朔果

（个）

9.0～10.0

5.1～12.5

10.1～18.3

千粒重

（g）
8.7

7.5

7.4

粗脂肪

（%）
39.3～41.0

40.7

39.3

工艺长度

（cm）
40.0～45.0

39.8

48.0～62.5

1.2 纤维用亚麻

纤维用亚麻与油用亚麻有所不同，纤维用亚

麻品种以亚麻茎的高度、粗细度、分枝性和色泽

为重要标志。亚麻纺织产品以其独特的优良品质

受到青睐，有“麻中皇后”的美誉 [16]。吉亚 7号品

种是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植物研究所培育的高

纤维用亚麻品种。其特点为优质、高产、抗逆性

强。国外的主要品种有：3122（美国）、Fany（法

国）、Natasja（荷兰）等；我国的主栽品种有：双亚

12号 [17]、代安娜（Diane）、黑亚 11号等。吉林省主

栽品种有：吉亚 2号、吉亚 7号 [18]等。由表 2可知，

吉亚 7号的区试原茎产量和全麻产量较高，是较

优质高产的纤维用亚麻品种。

1.3 油纤兼用亚麻

油纤兼用亚麻即为种子榨油，同时原茎可生

产纤维，种子含油率 40%以上，原茎工艺长度在

45 cm以上，且高产、优质的亚麻品种。国外的油

纤兼用品种主要有：匈牙利 3号等；我国现已培育

出的油纤兼用亚麻品种有坝亚二号 [19]、坝亚五

号 [20]、坝亚六号 [21]、伊亚 2号等；吉林省主要栽培品

种有：阿卡塔（Agath）等。由表 3可以看出，坝亚

五号的产量指标相对表中其它品种较好，是较好

的油纤兼用亚麻品种。

2 亚麻的育种途径

我国亚麻除常规育种方法，如人工杂交、辐射

诱变、航天、远源杂交等，目前，出现一些新的育

种方法，如花药培养单倍体育种、体细胞无性系

突变体的利用、原生质体培养、外源 DNA导入、组

织培养、分子育种、孤雌生殖、多胚种子利用、亚

麻转基因技术等。Yiming Chen等 [22]将一段 5.7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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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DNA片段插入到亚麻中，该特定位点的插入序

列是由环境诱导的，并且该片段具有高特异性。

A. Diederichsen等 [23]对来自于 72个国家的亚麻资

源库的 2 934份种子的颜色、重量和种子含油量进

行相关性分析，提出选择重量大和黄色种子与提

高亚麻种子含油率是有关的。在育种和种植亚麻

时，也应该考虑一些环境因素，Alexey A. Dmitriev
等 [24]研究了土壤对亚麻籽的影响，研究表明，土壤

压力也可以使亚麻油中营养元素分布不均衡和产

量下降，导致亚麻纤维的可遗传变异。所以育种

工作者在育种时，不仅要考虑技术问题还应考虑

环境等其他因素的问题，这有利于育种工作的顺

利开展，进而取得良好的新品种。

3 亚麻籽油提取研究现状

3.1 压榨法

该法是利用机械外力将油从油料中分离出

来。根据入榨前是否对油料进行热处理，可以分

为冷榨和热榨。杨金娥等 [25]通过对冷榨和热榨亚

麻籽油挥发性成分进行比较，热榨挥发性成分中

出现大量芳香杂环类化合物，对人体具有一定的

毒副作用，所以冷榨亚麻籽油更为安全。

3.2 浸出法

该法利用有机溶剂浸提油脂。该方法提取油

量高，是现代油脂行业最普遍的加工方式。但它

会导致有微量的有机溶剂残留，油中的营养成分

也没有冷榨亚麻籽油中的高。

3.3 超声波辅助提取法

该法是利用超声波辅助技术提取亚麻籽油。

兴丽等 [26]对超声波提取亚麻籽油的工艺进行了改

进，在该工艺条件下亚麻籽油得率较高。

3.4 超临界流体萃取法

该法是将油料装在萃取柱里，先萃取再分离，

最后得到亚麻油。王文侠等 [27]采用超临界二氧化

碳流体萃取亚麻籽油，得到较优工艺条件，且出

油率较高。

3.5 生物酶法

该方法是通过机械破碎方法破坏油料的细胞

壁，使特定的酶进入细胞内，从而使脂多糖和脂

蛋白分解，最后得到亚麻籽油。陈晶等 [28]利用水

酶法提取亚麻籽油，考察了影响出油率的因素，

主要有酶的种类、料液比、酶的用量、酶作用时间

和 pH值等。

3.6 微波法

微波法是利用机械粉碎亚麻籽成粉末状，平

铺在微波炉中，然后用化学药品浸提，经过过滤、

蒸馏等，最后得到亚麻籽油。李媛媛等 [29]采用微

波对亚麻籽粉进行处理，结果表明，该技术可以

增加亚麻籽的出油率。

4 亚麻脱胶技术研究进展

4.1 雨露沤麻

该法是将亚麻收割后经过雨水的反复冲刷。

G Fila等 [30]在南欧从亚麻籽油和雨露沤麻后的亚

麻中分离出的真菌中包含曲霉和青霉菌株，毛霉

菌和根酶菌株有较好的发酵能力，表明雨露沤麻

有较好的效果。

4.2 化学脱胶

该法利用韧皮中纤维素和胶质对碱、无机盐

和氧化剂作用的稳定性不同，以化学方法去除胶

杂质成分，保留纤维素成分。张毅等[31]运用物理和

化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一种亚麻纤维的新型脱胶工

艺，并得到碱氧一浴最佳工艺条件，脱胶后亚麻纤维

断裂强度可达5.02 cN/dtex，细度可达2 400 Nm。
4.3 微生物脱胶

该方法将活性较高的菌株接入到亚麻的沤麻

液中，缩短沤麻的时间并减少沤麻废水对环境的

污染。该法包括真菌和细菌脱胶。吴丽艳等 [32]从

云南当地沤麻水、种植土、沤麻残渣堆积土中经

过粗筛、酶活性测定等过程，得到酶活性较高且

脱胶周期短的菌株。

4.4 酶法脱胶

该法利用脱胶微生物产生的脱胶酶，在适宜

的温度、pH等条件下，用得到的粗酶液稀释后浸

渍原麻，进行脱胶。目前，较好酶脱胶的效率顺

序是：果胶酶＞木聚糖酶=半乳甘露聚糖酶=蛋白

酶＞脂肪酶≥漆酶 [33]。

4.5 超临界介质中的酶法脱胶

将现代生物酶技术和超临界流体技术有机结

合，脱胶脱离水体，超临界条件下，麻的结构发生

变化，有利于酶的作用。

4.6 超声波脱胶

将韧皮纤维在水（可加入助剂）中预处理，再

进行超声波处理（水中加助剂），最后水洗、干燥、

打包。田英华等 [34]以脱胶周期、含胶率及 Fried
Test评分为指标综合考察该法对亚麻脱胶效果的

影响。结果表明，40℃超声波处理 30 min可以提

高脱胶率且对亚麻纤维没有过度的损伤。

5 小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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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国是亚麻生产和产品出口大国，

且亚麻种植地域较为广泛。但是在亚麻育种和加

工上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一是缺乏政府补贴。农

民的增值收入较低，使一些技术成果难以得到推

广；二是亚麻良种繁育体系不健全，长麻率较低，

难以生产高支纱；三是育种方法多采用传统育种

方法；四是生产投入不足。亚麻田质量普遍较

低，基础设施设备不健全；五是传统的生产模式。

仍沿用化学脱胶方法，使企业减缓了扩大加工规

模和应用清洁型生物脱胶技术的速度；六是企业

生产原料供应不足，产品结构单一；七是市场体

制不健全。长期以来市场信息不对称、市场监督

与调控体系不健全，收益风险不能很好地控制。

对应上述缺点提出几点建议：政府应增加农民补

贴，提出更多的惠农政策；完善良种繁育体系，培

育高产优质亚麻品种；向国外学习或研究新技术

新方法改变传统脱胶模式；加强市场监管，调整

优化产业结构；加大宣传力度，使用信息平台管

理，使信息共享，有利于产销系统化，降低风险。

亚麻未来的发展前景是不容忽视的。比如，

它不仅可以代替化学纤维，可以缓解石油枯竭等

问题，而且在衣着、食品、家居、交通及医药方面

都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应继续了解亚麻生产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充分发

挥和利用亚麻的经济价值，不断推动亚麻产业化

发展，为我省乃至我国的经济建设发挥更大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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