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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对健康饮食的需求，市场上出现了许多新颖且具有特色的农作物。如紫薯（紫

色马铃薯和紫色甘薯），其不仅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还富含天然抗氧化活性物质—花青素，因此深受消费者的青睐。本

文从紫薯的营养和加工分析了市场潜力；从产业需求和存在问题领域分析了其开发利用的前景，并提出产业发展对策，

以期为紫薯类产品研发与产业化水平的提升提供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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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progress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healthy diet，there
are many new and characteristic crops in the market. The purple potato and the sweet potato, as the best-selling
purp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attract many consumers’attention. The purple potato is not only rich in fiber, but also
rich in a natural anti-oxidize active substance: anthocyanin, which is warmly loved by consumers. Purple potato
fruits are rich in nutrients and their healthy values are well-known by people in recent years. The article states the
processing situation and the researching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potato, sweet potato and its derivative products,
analyses its developing and the prospect of being used, offers reference opinions for developing the variety of purple
potato products and increas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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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潜力分析

1.1 紫薯营养含量

紫薯（紫色马铃薯和紫色甘薯）含有丰富的营

养成分，包括优质的蛋白质、18种容易被人体吸

收和消化的氨基酸、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紫

薯（紫色马铃薯和紫色甘薯）富含花青素 [1]，紫色

马铃薯的花青素含量是红色马铃薯的 2.9倍，且稳

定性高；相对于其他类型甘薯，紫色肉薯最大的

优点是蛋白质含量较高，其是黄肉薯的 2.3倍，白

肉薯的 6.6倍。所以近年来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

尤其是迷你紫薯就像消费宠儿一样火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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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紫薯保健作用

多项试验研究表明 [2]，紫薯中花青素的含量与

其他薯块相比极为丰富，不仅能够抵抗人体内细

胞中自由基不同程度的损伤，还可通过增加维生

素 C、E和微量元素的有效吸收，提高人体细胞活

性和抗氧化、抗衰老的能力；为人体免疫系统增

加一道防线，增强防御疾病的能力；同时长期食

用含有花青素的甘薯、马铃薯还能够保护血管，

维系血管的通透性 [3]，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心

血管疾病的发生；能够减少糖尿病的发病率和并

发症的形成概率；另外花青素也具备对肝脏进行

保护、对肠道内菌群进行有效改善等作用。紫薯

除了含有大量花青素以外，同时还含有硒元素。

硒对人体细胞抗氧化、抗衰老以及改善血糖方面

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此紫薯在现今活跃的农

产品市场上具有不可被取代的主流位置。根据其

保健价值受重视的优势，紫薯的消费需求呈现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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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递增的常态，随之播种紫薯的面积逐渐上升，

具有强大的市场潜力。

1.3 国内外紫薯加工和消费概况

近年来，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

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薯类的消费由开始的

以食用为主，逐渐转向加工方便类、保健类食品，

相对的饲用比例减少。随着加工工艺和人们消费

观念的转变 [4]，我国紫薯消费市场由以鲜食为主

逐渐转换为食用和加工并重的格局。各国调查研

究显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消费方式存在明

显差异。东南亚经济条件较落后的印度、越南等

地区，目前还是以鲜食为主，饲料用和加工占少

量比例。日本、韩国则非常重视紫色马铃薯、紫

色甘薯保健功能开发，在花青素提取方向取得了

重要的成果 [5]，同时强调紫薯保健功能食品研发，

欧美则对紫薯加工成辅食并进行开发利用，紫薯

的保健食品受重视程度逐年增加 [6]。

1.4 紫色甘薯和紫色马铃薯的市场需求分析

紫薯因其颜色鲜艳、营养价值高，在食品加工

领域常常作为优质原料。目前，我国紫薯的市场

需求量逐渐增大。紫色甘薯作为一种高档保健蔬

菜，其加工产品市场需求量也将逐步增大。随着

人们对健康饮食的重视和对紫色食品的需求不断

提高，紫薯在食品加工上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 [7]。

紫薯主要应用于食品、饮料加工，如果汁、果酱、

膨化食品、糕点等；同时，还可以用作饲料原料和

蔬菜原料；特别是紫色马铃薯还可以制作紫色马

铃薯片 [8]。随着人们对健康食品需求的增加和对

营养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和喜爱

食用富含花青素的紫薯，其市场前景广阔。

2 发展前景

2.1 大力发展紫薯特色产业的重要性

发展紫薯特色产业能够增加农民收入，缩小

城市与乡镇之间的收入差距。吉林省大部分地区

都以三大作物生产为主，农民已经习惯于大田类

作物的耕作，对经济类作物播种陌生，传统作物

经济效益较低且廉价，很难带动农民发家致富，

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保健食品的不断认识和重

视，紫薯已经成为农产品消费市场的主流，价格

比传统作物高，因此种植紫薯能够给农民带来更

高的经济效益 [9]；有效地改善当地百姓的饮食结

构，增加抗氧化、抗衰老等营养物质的营养补给，提

高百姓健康水平；还能够带动当地其他特色产业的

发展，为农民致富开辟一条新的思路和捷径。

2.2 紫薯发展存在的问题

紫薯优质型品种不多，相对应的配套技术不

完善；收购价格波动大，收获较为集中，受市场价

格的波动影响较大，薯农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低，

进而影响种植户的收益；缺乏商标品牌意识，不

善宣传。目前没有充分发挥紫色薯类商品应有的

经济价值及社会效益，没有完全采用品牌方式去

开拓市场和占有市场，因此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

上已成为制约紫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10]。

2.3 运用现代农业理念发展紫薯产业

2.3.1 改善产品质量，加强产品包装，提高品牌效应

首先要选择优良品种，以及配套的栽培技术，

实现绿色产业全面实施现代农业生产产品的设备

和手段，严格把关紫薯产品的质量，保证食品安

全。同时加强产品深加工等领域的研发，增加紫

薯产品的附加值 [11]。建立完善的安全生产体系，

加大新品种选育力度。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

科研单位为技术依托、地方政府支持引导的紫薯

生产体系，通过品种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在生产

上加大新品种选育力度。

2.3.2 增加紫薯营养健康新理念的宣传力度

紫薯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和硒元素，不仅营养健

康还是减肥达人首选的减脂食物，同时能够清除人

体细胞内的自由基，具有抗衰老、抗氧化以及防癌

等功效，是现代和未来人们追求和享受绿色健康生

活必不可少的健康美食。应加大宣传力度。

2.3.3 将“诚信”融入网络销售和市场体系

在推出高质量农产品的前提下，绿色无公害

紫薯实现建立农民自动组建的购销队伍以及各地

的销售网点，严格按照市场秩序，完善良性循环

的市场体系。在整个销售过程中能够做到诚实守

信，才能够把紫薯产业做大做强 [12]。

2.4 加工技术及产品开发

紫薯因其色、香、味俱佳，可制作多种特色食品，

如薯条、薯片、果酱等[13]。目前，紫薯深加工技术及

产品开发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紫薯淀粉及变性淀粉加工技术及产品开发。

主要包括：（1）采用低氧高真空冷冻干燥技术，制

备马铃薯粉；（2）采用微波辅助真空冷冻干燥技

术，制备变性淀粉；（3）采用快速冷冻干燥技术制

备马铃薯浓缩汁。

紫薯产品开发。主要包括：（1）紫色甘薯罐头；

（2）紫色甘薯风味饮料；（3）紫色甘薯休闲食品。

紫薯中花青素及其他活性成分的提取及加工

技术。主要包括：（1）紫薯粉的提取、精制、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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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紫薯饮料生产。

3 发展对策

建立健全紫薯安全生产体系，加快新品种选

育。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科研单位为技术依

托、地方政府支持引导的紫薯生产体系，通过品

种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在生产上加大新品种选

育力度。

加强紫薯品牌宣传推广，树立产品形象。充

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积极开展品牌宣传和推介

活动，扩大产品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加强企

业与科研单位的合作，共同打造品牌形象 [14]。

严格规范产品质量检测，推动紫薯产业高质

量发展。紫薯作为新兴的品种，在生产上要加强

对产品质量的检测，及时对产品进行质量跟踪，

通过严格的检测确定产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15]。

加大科研力度，加快新品种更新换代。大力

开展紫薯新品种的引进、选育和示范推广工作，

加大紫薯新品种的选育力度，尽快培育出适合我

国种植的优质品种。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紫薯生产概况、消费加工现状、发展模

式等方面进行的调查、访问和资料查询等方面的

详细分析，表明着力发展紫薯产业将大有作

为 [16-17]，发展潜力巨大。目前，中国是全球马铃

薯、甘薯生产第一大国。随着国家薯类主粮化战

略的布局，作为主食加工原料中富含天然抗氧化

物质花青素的紫薯高产优质栽培技术将成为未来

研究的热点之一。至今，紫薯生产还只是在部分

地区的少数公司开展，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且

种植规模有待于进一步扩大。紫薯的开发为薯类

产业开辟了一个新的发展领域，对于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8]。如何结合地

方优势，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充分挖掘紫薯的利

用价值，以求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是薯类产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伴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具有健康、保健功能的绿色

食品需求日益增加，紫薯作为一种健康保健食

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因此，应加大研究

力度，在品种选育、栽培技术、产品加工等方面

加以改进和完善，从而提高我国紫薯的产量和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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