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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安宁八街食用玫瑰产业现状调查，发现存在栽培管理粗放，滥施农药化肥现象突出，种植面积

分散，花农市场意识较差，储藏能力不足、加工处理能力有限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安宁八街食用玫
瑰生产５个方面的发展对策：１）提高思想认识，强化产业意识；２）加大科技投入，夯实产业基础；３）改进种植
模式，走生态高效种植之路；４）扶持龙头企业，增强产业后劲；５）突破加工瓶颈，延伸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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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
消费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农业生产也应从满
足人民基本生活需求向优质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转变，从一味追求产量为主向数量、质量并重转变．
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能够保证各种资源优化配置，

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由此可
见，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是现阶段农业发展的客观要

求．［１］当前昆明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
就是发展特色农业．

玫瑰原产于温带，喜阳光，在阴地生长不良，每

天至少需要 ６ｈ以上的光照时间才能正常生长开
花．而八街镇距安宁市区３６ｋｍ，海拔１９４０ｍ，年平
均气温１４８℃，日照时间长，环境好，是种植无公害
食用玫瑰的理想之地．［２］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安宁



八街就已开始种植食用玫瑰，目前已形成集种植、加

工、旅游为一体的产业格局．在大力发展蔬菜、观赏
花卉产业的同时，正在积极打造食用玫瑰这一特色

产业，该项目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但是作为新型高
原特色产业的食用玫瑰，目前尚处于初级创业阶段，

还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１　玫瑰种类及食用玫瑰分布

食用玫瑰原产中国，为蔷薇科蔷薇属植物，落叶

直立灌木，品种繁多，花色丰富，香气浓郁，不仅是园

林绿化布局的好材料，而且是中药材、食品工业、香

料工业和日化工业的重要原料．玫瑰品种繁多，包括
野生的共有２５０种，而混种与变种则有成千上万种．
主要分为观赏玫瑰和食用玫瑰两种．目前食用玫瑰
不仅在中国广泛栽培，同时朝鲜及欧美各国也有大

量栽培．我国规定可食用国产玫瑰为甘肃永登苦水
玫瑰、山东平阴玫瑰、山东定陶玫瑰、河南周口商水

玫瑰、安徽肃县传统紫枝玫瑰等．进口可食用玫瑰主
要为法国千叶玫瑰、保加利亚与摩洛哥大马士革玫

瑰．［３］大马士革玫瑰精油经济价值很高，被认为是
玫瑰精油的极品．而号称“花中皇后”的法国千叶玫
瑰，具有祛痘、美容养颜、理气平肝、促进血液循环、

清咳利咽等功效．因此它们是世界公认的优质玫瑰
品种．但这两种玫瑰对地域、气候、水土要求较高．而
且法国千叶玫瑰每年必须繁育新枝，因其开花枝条

每年仅开１次花，第２年老枝不再开花，导致其产量
远低于国产品种．

目前，我国栽培较多的国产玫瑰品种是苦水玫

瑰和平阴玫瑰．盛产于甘肃“中国玫瑰第一乡”永登
县苦水镇的苦水玫瑰，虽然产量一直在逐年上升，但

因其精油中香茅醇含量偏高，不是国际香型，从而阻

碍了苦水玫瑰精油的出口之路，导致苦水玫瑰价格

低廉．山东平阴县盛产的平阴玫瑰分为 ３个品种：
１）单瓣红玫瑰．由于花单瓣，产量低，仅作为种子予
以保留；２）含苞玫瑰．其特点是花蕾形成后，不能开
放，可作为中药材培植；３）重瓣红玫瑰，该品种香甜
如意，芳香四溢，被称之为“中国传统玫瑰的代表”，

出油率和香味纯正等居全国第１，现已成为栽培的
主要品种．［４］而安宁八街的主栽品种就是重瓣大红
玫瑰．其花色暗红，花香浓郁，具有香味浓、涩味淡、
微量元素含量高等特点，深受加工企业和消费者的

喜爱．

２　食用玫瑰的价值及市场需求

食用玫瑰是食药兼优的花卉，其保健效果及食用

价值较高．有研究［５］表明，玫瑰含有大量的营养成分：

其蛋白质质量分数为２３６％～３０１％，氨基酸质量分
数为１２２％～１４４％，脂肪为２５４％ ～２６７％，总糖
３．４８％～３．８６％，维生素 Ｃ８８．９３～９０．２１ｍｇ／１００ｇ，
粗纤维为３．１８％ ～３．２１％．此外，钙、铁、镁、钾、锰、
磷等矿质元素的质量分数也较高，其营养成分大大高

于普通水果．现代药理分析［６］显示，玫瑰花含有挥发

油、酯类、橙花醇、苯已醇、有机酸、红色素、β－胡萝卜
素、蜡质等几十种对人体有益的成分．其不仅能够帮
助人们提神、减压、调节情绪、驱除疲劳，而且能够提

高人体免疫力、调节荷尔蒙水平、促进循环代谢、改善

及增强泌尿系统功能、利尿、利肾、促进血液循环、强

化血管壁弹性、降低心脏的充血现象、减低心脏病的

发生率．
食用玫瑰由于其诱人的色、扑鼻的香、独特的

香甜味而深受人们喜爱．我国食花始于先秦，到明清
民间已有多种食用花卉的方法．将花卉作为食品原
料已被欧美、亚洲等国家广泛采用．目前，欧洲国家
生产的食用鲜花产品已有数百种之多，食用玫瑰除

一部分用来生产玫瑰精油外，其余多用于食品生产，

其中玫瑰点心、玫瑰酱最为畅销．
近年来，食用玫瑰产业发展非常快速，玫瑰价格

也在逐年升高，主要有３个方面的原因：１）国内消
费市场需求扩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认识到花卉的营养和药用价值，消费比例

上升．２）食用玫瑰加工业兴起．玫瑰花可用来制作
糕点、饮料、糖果、化妆品等，广泛的用途使玫瑰花消

费量、需求量大幅度增加．３）国际市场需求量增加．
由于玫瑰营养丰富、风味好，在国际市场很受欢迎．
有调查［７］表明，２０１４年仅鲜花饼在云南的日均消费
量就达２０万个以上，对食用玫瑰花瓣的需求量为
３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ｔ．如果按照目前的种植规模和产品
开发力度计算，估计还有 ９０％的市场空间可以
拓展．

市场调查显示，我国每年药用、食用、酒用、化工

及出口等食用玫瑰花需求量达３０万ｔ以上，但年产
量却只有几万吨．２００７年安宁食用玫瑰鲜花的价格
为７～８元／ｋｇ，２００９年上涨至１７～１８元／ｋｇ，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年最高收购价曾高达２５元／ｋｇ．近几年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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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量预测显示，１０ａ内全国食用玫瑰花产量将供
不应求，其原因是：１）玫瑰花生产量与市场需求量
之间存在较大差距．２）玫瑰精油、玫瑰浴盐、玫瑰保
水露等化妆品，以及玫瑰色素等化工产品不断开发，

使其需求量剧增．３）２００９年以来玫瑰鲜花价格居高
不下，产值达１５０～２２５万元／ｈｍ２，是其他经济作
物不可相比的．

３　安宁八街食用玫瑰栽培现状

截止 ２０１３年底，云南省食用玫瑰种植面积达
１３３３３ｈｍ２，主要种植在安宁、禄丰、晋宁、石林、玉
溪、丽江等地区．昆明地区食用玫瑰的种植又主要集
中在安宁八街镇和富民清水村委会，而其他地区仅

有零星种植．其中安宁八街食用玫瑰的种植已形成
一定规模．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经过４０多年的
发展，安宁八街食用玫瑰已从零星种植、小作坊加工

转变为广大农户、企业、合作社和科研单位共同参与

的具有八街特色的产业模式（见表１）．
表１　八街食用玫瑰种植情况

年份 种植面积／ｈｍ２
产量

／（ｔ·ｈｍ－２）

产值

／（万元·ｈｍ－２）

２００６ １３３０ － －

２０１１ １１３３０ ８８３ －

２０１２ １５３３０ ９７８ ２２５

２０１３ ２５６２０ ７８１ ７１９

２０１４ ５９３３０ － １３４８

由表１可以看出，２００６年安宁八街食用玫瑰种
植面积仅１３３ｈｍ２；２０１１年种植面积１１３３ｈｍ２，产
量８８３ｔ／ｈｍ２；２０１２年种植面积 １５３３ｈｍ２，产量
９７８ｔ／ｈｍ２；２０１３年种植面积达２５６２ｈｍ２，种植地
点主要分布在相连、八街、铁厂、温水等１９个村委
会，种植农户有２３００多户，其中２０ｈｍ２以上连片种
植的基地有相连、八街、铁厂３个村委会，２０１３年产
量为７８１ｔ／ｈｍ２，产值７１９万元／ｈｍ２．２０１４年种植
面积发展到５９３３ｈｍ２，玫瑰专业合作社９家，从业
人员上万人，产值１３４８万元／ｈｍ２．食用玫瑰花现已
成为八街的一张耀眼名片，同时成为带动当地农民

发家致富和发展地方经济的特色产业．

４　安宁八街食用玫瑰加工情况

食用玫瑰花可用于提取精油、酿酒、食用、入药、

制酱、制作薰茶等，是集观赏、美食、药用于一身的花

木．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玫瑰糖是昆明人喜爱的一
种食品，当时食用玫瑰仅在昆明安宁八街等周边地

区有少量种植，尚未形成规模，其加工模式也较单

一．如今玫瑰加工的产品已接近４０个系列，涵盖了
食品、日化及其他领域．

目前，八街的玫瑰花深加工、销售企业有８家，
分别是高桥食用玫瑰合作社、相连馨润花卉合作社、

相连宏润食用玫瑰专业合作社、云南泓庆食品有限

公司、昆明铿锵玫瑰食品生产有限公司、花味道等，

产品有玫瑰糖、玫瑰酱、玫瑰含片、玫瑰饮料等１０多
个序列，实现销售利润２４００万元．其中高桥食用玫
瑰合作社生产的“喜来甜”序列产品已获得国家绿

色产品认证．而昆明铿锵玫瑰食品生产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业从事食用鲜花深加工的企业，其开发产品

有玫瑰花瓣、玫瑰花馅、精品玫瑰馅、玫瑰花酱等系

列，被广泛应用于冷饮、汤圆、粽子、煲粥、餐饮、面

包、蛋糕、西点等食品领域，在中国鲜花加工行业独

树一帜，遥遥领先．每年５月，全国各地食品加工企
业都会来八街收购玫瑰花，其中真空包装的鲜花花

瓣在省内外市场销售前景广阔［８］．

５　存在的问题

５１　栽培管理粗放
虽然安宁八街食用玫瑰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但

单产不高，为９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ｋｇ／ｈｍ２，仍无法满足玫
瑰新产品（玫瑰精油、玫瑰浴盐、玫瑰保水露等）开

发需求，因此制约了花农收入的增加．其原因主要是
栽培管理粗放．到目前为止，安宁食用玫瑰栽培方式
仍以自然生长为主要模式，除冬剪外，不进行任何整

枝处理，萌芽随自然气候生长，３月开花到 １０～１１
月底落叶越冬，１ａ有８个月的开花期．由于花农长
期以来都是采取传统自然农业生产模式（让食用玫

瑰花随自然气候变化自由生长），开花期虽长，但发

枝速度缓慢，延长了抽芽期及花的生长期，导致开花

迟、开花数量少，从而影响到产量的提高．此外，除种
植时施底肥外，每年只在３月春芽时追施Ｎ，Ｐ，Ｋ复
合肥６００ｋｇ／ｈｍ２，４月花蕾期追施 Ｎ，Ｐ，Ｋ复合肥
４５０ｋｇ／ｈｍ２，由于施肥不均导致产量较低．另外，种
植密度过小（７５００～１２０００株／ｈｍ２）也影响会产量
的提高．由于产量不高或不稳定，导致花农的生产积
极性不高，严重制约了安宁食用玫瑰花的产业化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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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滥施农药化肥现象突出
由于大部分花农对食用玫瑰特色产业的发展前

景不明，生产观念落后，因此在食用玫瑰生产过程

中，让其随自然气候自生自长，不做技术处理．且对
食用玫瑰栽培管理缺乏科学性、系统性，花农重栽不

重管的现象特别突出．例如在栽培管理过程中，乱
施、滥施农药及化肥的现象较突出．导致病虫害区域
性发生严重，生产环境污染逐渐加重，加重了土壤的

盐化程度，最终影响到食用玫瑰花的品质．
５３　种植面积分散

安宁八街食用玫瑰的种植主要采取单家单

户的种植模式，导致玫瑰种植面积分散、不成规

模，难以统一管理、技术指导和科学规范．此外，
有关部门对当地玫瑰花生产技术研究和指导尚

有不足之处．
５４　花农市场意识差

八街花农重生产、轻流通、只顾眼前利益、不分

析预测市场、无视市场规律现象严重．以至于２０１５
年玫瑰花价格下降到３元／ｋｇ，导致花农丰产却未丰
收，使其生产积极性受到巨大打击．主要原因是：１）
在玫瑰种植红火的前几年，花农不顾政府劝导，大量

出售种苗，致使种植面积急剧扩张，２０１５年已扩张
到创纪录的６００ｈｍ２以上．而红河、曲靖、楚雄等州
（市）也正在大规模打造“玫瑰园”“玫瑰谷”．因此
八街花农今后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２）花农的思想
意识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很多花农都对市场没
有什么概念，对于竞争及风险防范的意识不足，因此

花农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常常都无法紧跟市场的

变化．另外，花农合同兑现的法律意识不强，大多数
农民兄弟对“订单农业”“购销协议”的认识不足，仍

没有摆脱“一锤子买卖”的营销方式，合作社与花农

签订的购销协议，只要有收购商出价高于协议价，不

少花农则会不履约．企业与花农提前签订收购协议
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成本，同时确保稳定的原料来源，

但许多花农仍然违约，迫使企业不得不建设自己的

原料生产基地．而一旦失去协议的保护，当玫瑰花集
中上市时，大部分花农地里的花不知道往哪里销售，

进一步加剧了玫瑰花难卖的现象．
５５　储藏能力不足

由于食用玫瑰含水量高，无法长时间保存，加之

上市时间非常集中，又缺乏储藏加工技术和设备，只

能对采收来的花瓣简单处理后就尽快转运，这已成

为花农销售食用玫瑰的软肋．
５６　加工处理能力有限

每年４～５月是玫瑰集中采收期，能够收获年产
量的８０％，但花农对玫瑰的加工处理能力明显不
足，已不能适应玫瑰种植量的扩大．现在云南省境内
约有２０家公司能进行鲜花栽种及加工处理，每年可
加工花瓣４０００ｔ．但从鲜花的生产速度来看，全省年
产鲜花接近２００００ｔ，如果只是由省内公司完成鲜花
加工处理，４个月左右都难以完成．而且省内大部分
企业生产的产品同质化严重，目前尚未出现一个国

内或国际品牌．八街的食用花卉合作组织虽然有８
家，但其设备落后，加工能力不足，加上单打独斗，抵

御市场风险能力不足．由于人员、资金及技术等方面
的原因，目前八街还没有一家集生产、加工及销售为

一体的龙头企业．

６　对策及建议

６１　提高思想认识，强化产业意识
解决农户分散经营与大市场的矛盾是当前八街

面临的主要难题．要解决这个矛盾，农业产业化经营
是一个重要途径．八街可以在继续稳定农户家庭经
营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

展，扶持农村个体运销大户，培育民间运销组织．此
外，积极发展“订单农业”．通过这些产业化经营措
施帮助花农了解市场规律．当花农尝到市场的甜头
后，进一步对花农开展市场知识培训，努力提高花农

的法律意识，尽量避免市场出现无序竞争、无序发展

的不良局面．
６２　加大科技投入，夯实产业基础

由政府牵头选优八街食用玫瑰花品种，建立八

街食用玫瑰花科技示范园，制定种植技术操作规程，

改进栽培技术措施，调节鲜花供应周期，改善田间农

业基础设施，改变粗放的种植经营模式，整合人才资

源，让科技更紧密地服务于农业发展，其工作重点可

适当向种植大户倾斜．构建科技培训体系，加强对花
农科技示范户的培养、培训工作，通过科技培训、技

术入户及实地指导等措施，从品种选育、合理密植、

合理施肥、修剪、病虫害防治等方面进行系统指导．
强化花农的市场意识、科技意识，转变花农生产、经

营观念，提高栽培技术，实现增产增收，从而推动安

宁八街食用玫瑰花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深加工企业

的进入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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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改进种植模式，走生态高效种植之路
食用玫瑰要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道路．联合农

业科技部门改良栽种品种，并合理密植，调节食用玫

瑰花生理生长特性，注重化肥、农药的科学合理配

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土壤等环境的破坏，合理投

入，以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具
体可采取以下措施：

１）改革种植规格，调整种植密度，种植密度由
１２０００株／ｈｍ２调整为３００００株／ｈｍ２．

２）合理修剪，提早消除顶端优势，促进早生枝
条，增加开花次数．
３）配合修剪，选用植物生长激素促进提早发

芽，增加开花次数．
４）合理配肥、追肥，科学调节食用玫瑰花的生

殖生长与营养生长，保证全年养分供应．
５）合理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实现适时醒芽，

萌发新芽．
６）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无公害农药，适时统

防、统治病虫害．
７）实施玫瑰花春、夏育苗移栽技术，改变目前

只能冬插育苗的现状，提高扩繁种植速度．［９］

６４　扶持龙头企业，增强产业后劲
通过招商引资等途径，引进食用玫瑰加工企业，

同时注重培育一批本土龙头加工企业，提高玫瑰产

业的规模化程度．当前企业和花农之间存在着严重
的利益脱节，从而对食用玫瑰种植面积、质量及产业

的稳定性都会造成较大影响．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
改革收购形式和流通体制，探索建立“公司 ＋基
地＋农户”“企业＋合作社＋农户”“工厂＋农户”等
模式，引导其强强联合，让整个生产链上的参与者都

实现利益一体化，共同承担起风险和享受利益．

６５　突破加工瓶颈，延伸产业链条
当前，在玫瑰产业化进程中，要解决好食用玫瑰

市场化及工业化的问题．仅靠卖原料不可能有大的
发展，因此对于玫瑰的深加工环节一定要足够重视，

让企业来拉动整个玫瑰产业的进步．从八街的实际
出发，在原有加工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加快玫瑰精

油、玫瑰天然色素提取、玫瑰生理活性物质的提取等

项目开发，加快对玫瑰花副产物的综合开发利用，着

力延伸鲜花产业链条，使加工规模逐渐扩大．另外，
积极申报八街食用玫瑰花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进

一步申报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认证，保障玫瑰花

产品质量安全，打造八街食用玫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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