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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广西全州县金槐生产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培育加工型龙头企业。进一步优化生产布局。完善标

准化体系，打造名优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促进金槐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发展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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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blems of the Golden Sophora japhor local

production，the proposals and measures，including fostering the process of leading enterprises，

further optimizing the production layout，improving the standardization system，creating famous

brands，enhancing market competition，promo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tc，are st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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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米系豆科植物槐树(Sophora japonica L．)的

花蕾，是一种特色中药材，富含芦丁(芸香苷)和黄碱

素(苷元槲皮素)。主治清热、凉血、止血、治肠风便

血、痔血、风热目赤等E1]。槐米是提取芦丁的主要原

料，在国际市场上也一直非常畅销，主要销往日本、

东南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近代药理研究证实芦丁

能够增加毛细血管稳定性，降低其通透性，可以预防

糖尿病、高血压之出血[2]。槐米的原产地在中国，世

界上98％的槐米来自中国，其中又以广西全州县、

湘南地区金槐米的品质最好Es]。广西全州县位于桂

北边缘，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光热丰富，雨量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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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夜温差大，无霜期长，具有生产金槐米理想的气候

条件和自然资源优势。广西全州县委把发展金槐生

产作为优化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促进财政增收

的优势产业来抓，这对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及推动县

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发展金槐生产同时还对

改善岩溶地区生态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对中

药材摹地建设，也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槐米作为

中药原料不仅供国内市场需求，同时还出口国外。近

年来，广西全州县已基本形成金槐种植规模化、品种

多样化，销售专业化特色，产品质量不断提升，市场

竞争力不断增强，实现了金槐发展的新突破。

1 全州县金槐生产优势及特点

1．1全州县金槐生产现状

全州县是金槐的原产地。当地种植金槐由来已

久，历来有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种植槐树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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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每个村都零星种有槐树，在蕉江太白地村、文

桥定美村等地仍可见百年、几百年树龄的古槐树，如

该县庙头镇石洞村就有一棵树龄长达300余年的金

槐。每年可产槐米70妇，是目前有记载的最古老的

一棵金槐树。上世纪80年代全州就已经形成具有一

定规模的槐米市场，全国各地客商纷纷前来全州采

购槐米。近30年来，全州县金槐米价格从未低于14

元／千克，最高价达到24元／千克。随着全州县金槐

米价格的稳步上升。全州近十年来金槐种植面积迅

速扩大。据该县科技局调查统计，2007年全县槐树

面积已达到187hm2，槐米产量近1000t，其中1997

年以来种植的槐树面积1493hm2，3hm2以上连片槐

树场67个；2008年春季，全县新种槐树53hm2，建

立了一批较高标准的金槐示范园。目前进行芦丁提

取的企业主要是全州县的广西千方药业有限公司。

2005年，该公司已建成芦丁提取及加工生产线1

条，采用分子形态转变法精制芦丁，其提取技术居国

内领先水平，目前年提取芦丁500t，产值达到7500

万元。

1．2全州金槐芦丁含量高，知名度大，销售价格好

据有关部门检测，全州县出产的金槐米含有效

成份芦丁含量一般在25％～28％。比湘南地区的高

5％～8％，是河南、山西等地出产的白槐、青槐、黄槐

的1～2倍。其它地区槐米芦丁含量一般在百分之十

几，全州金槐芦丁含量比其它地区槐米芦丁含量高

出许多。近年来，随着检测槐米芦丁含量的技术手段

不断更新和简化，有的制药厂在收购槐米时开始按

芦丁含量来确定收购价格。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

州县金槐米在全国享有较高知名度。随着全州金槐

知名度提高，全州会槐的销售价格会越来越好。

1．3全州县各级领导重视，加速金槐种植业发展

全州是一个农业大县，土地面积4021km2，其中

旱地1．2×104hm2。园地1×104hm2，荒山荒坡1．12

×105hm2。有大量发展槐树种植的土地资源。全州县

的金槐属原生树种，在石山地区、土壤条件较差的地

方都能正常生长．种植的槐树实生苗，成活率高，粗

放管理就能够较好地生长。金槐已经成为全州县的

支柱产业之一。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全州县的自然环

境，发展这一优势、特色产业．全州县委、县政府认真

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区政府《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

展的决定》、《广西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农业优

势产业发展的意见》等政策，高度重视全州县特色产

业——金槐的开发。下发了《全州县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槐米产业发展的决定》和《全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成立槐米产业项目领导小组的通矢盯》等文件；县

委、县政府已经将金槐列入了“十一五”重点发展的

产业之一。

近几年来，通过与广西植物研究所等有关科研

单位合作，共同实施国家科技部富民强县专项《金槐

产业开发与示范》、广西科技厅项目《槐树优良品种

选育及其在产业化生产中的应用》及桂林市科技局

项目《石山地区槐米生态林木种植示范》等十多个有

关金槐的科技项目。以科研单位为技术依托，以公司

+科研单位+农户的模式进行金槐商品化生产基地

建设，有力地推动了金槐产业的发展。

1．4从过去零星种植和分散经营的自然经济向规

模经营的商品经济发展

过去全州县金槐生产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大部

分是农民在房前屋后，田边地头零星种植，产量少，

质量差。效益低。上世纪90年代前，基本上处于零星

种植状态，根本没有3hm2以上连片种植的槐树场。

90年代初期，全州县人民政府发动各乡镇大搞开发

性农业．县计委连续3年将种植槐树任务下达到各

乡镇。开始引起部分有识之士的关注，如庙头镇农民

王梅玉在1993年开始培育槐树苗在市场上出售，全

州镇田尾村槐树场就是在90年代种植的。90年代

末期。全州镇、枧塘乡部分农民自主创新。开始搞槐

树嫁接，并获得成功，白宝乡、两河乡部分农民跟着

搞槐树嫁接，个别农民嫁接的槐树由于接穗选得好，

管理得当，嫁接后的槐树槐米产量高、效益好，起到

了很好的示范作用。通过科技项目的实施及广西植

物研究所专家的技术指导，极大的促进了全州县金

槐产业的发展。金槐从过去的零星种植、分散经营向

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发展，现在全县连片3hm2以上

的槐树场67个，部分规模槐树场。建设标准较高、管

理到位、经济效益好，如咸水农场槐树场、庙头石洞

槐树场、宜湘河槐树场、永岁解洲槐树场等，规模较

大的槐树场面积达到13～26hm2，出现了一批由个

人或合股投资、租赁土地种植槐树，高标准建设、规

模化管理的金槐示范场，为全州县金槐产业树立了

很好的示范样榜。

1．5金槐产业成为全州县农民脱贫致富。振兴农村

经济的新兴产业

全州县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金槐的生长。全

州有大面积的荒山、荒坡、旱地和衰败果园，可以用

来发展金槐生产。全州县近30年来的金槐米价格稳

定在14元／千克以上，而且呈上升趋势。全州千方药

业有限公司正在从事金槐米加工和产品开发，金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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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销售基本不存在问题。广大农民和投资者乐意

种植金槐。金槐产业已经成为全州县农村经济发展

的新兴朝阳产业。金槐产业的发展还将带动加工业、

包装业，运输业和服务业等一系列第二、第三产业的

发展，能够解决很多农民的就业问题，帮助农民脱贫

致富。

2全州县金槐种植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品种混杂、管理粗放、产量低、效益差

全州县目前种植的金槐，大部分是近十年新种

的槐树，林业部门近几年从外地调进了大量的绿化

槐树苗，全县的槐树品种良莠不齐。在品种选育、提

纯复壮，确定优良品种以及优良品种的注册，认定培

育等方面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零星种植的老槐

树基本上处于自然生长状态，新种的槐树、部分种植

户不懂科学栽培管理技术，该剪枝的未剪枝、该抹梢

的未抹梢、该嫁接的未嫁接，管理不到位。树体长势

不好，不能形成良好的树冠，效益差。

2．2种植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严重影响金槐种

植的经济效益

全州县连片槐树园的水、电、路、房屋等基础设

施建设严重滞后，缺乏规划，建设也不到位。这将会

对今后槐树园的管理和效益产生不良影响，特别是

由多户农民组成的规模槐树园，基础设施建设难度

更大。

2．3 采后处理技术和设备滞后

全州县虽然有金槐加工企业，但是数量少，规模

小，资金有限，商品化处理及加工落后。全县大多数

的槐米采摘后，都采用蒸熟后太阳晒干的办法进行

加工处理。这种采后处理方式只适合小规模种植，槐

米产量不多的槐园。这种采后加工处理方式还需要

求采摘时有较好的天气，如果规模种植，采摘时槐米

数量较大、天气不好时。将会出现槐米发霉腐烂等严

重后果。全州县缺乏蒸熟和电气化烘烤槐米的技术

和设备。

2．4产业化结构不合理，产品比较单一

由于受传统习惯的影响，种植普通槐树多，发展

优良品种少，集中上市多，存在种植的随意性和品种

数量、质鼍的不稳定性，极易挫伤农民发展生产的积

极性。2007年全州槐米的产量将近1000t，种植户将

干槐米出售给本地或外地槐米经销商。千方药业有

限公司现在已引进了一条槐米提炼芦丁的简易生产

线，去年因收购到的槐米数量不多，生产线基本上未

开工，即使生产线开工，也只能提炼出芦丁粉和制成

芦丁片。品种单一。

2．5农业科技含量低，标准化意识不够强

由于全州县农村多数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在

家务农的劳力年龄老化，金槐栽培管理随意性大，生

产科技水平低，标准化体系尚未完善，标准化生产意

识淡薄，监督管理工作不到位，金槐安全生产水平参

差不齐。金槐科学栽培管理技术在全国仍处于研究

探索阶段，还没有比较成熟的金槐栽培管理技术措

施，要探索出一整套金槐科学栽培管理技术措施，需

要进行必要的栽培试验，摸清金槐的生物学特性及

生长规律，制定出金槐的科学栽培管理技术，才能进

一步制订出金槐SOP种植操作规程，用于指导面上

金槐生产，这一工作需要得到植物学专家的大力支

持，以及县农业技术人员的积极参与才能完成任务。

2．6 组织化程度低，品牌意识不够强

全州金槐米不管从槐米的芦丁含量，还是从槐

米销售价格都显示出较大的优势。但是一家一户分

散经营，在品种选择，技术应用等方面差异大，产品

质量参差不齐，规模集约效应难以实现，抵御市场风

险的能力不强，产品品牌开发工作缓慢。如何将全州

金槐米打造成品牌，是目前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前两

年全州县领导组织机关单位去外地取经，计划开展

金槐的地理标识登记注册，原产地保护工作．由于拿

不出专项经费。此项工作未能继续开展下去。要提高

品牌意识，领导重视、拨出专项经费、组织相关单位

相关人员将此项工作继续做下去，否则，金槐品牌很

可能落于全州以外的地方。

3全州县金槐产业发展的对策

3．1继续开展优良品种选育和金槐GAP规范化栽

培技术研究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经济效益

目前，全州县金槐生产中，选择优良品种是一项

非常重要的工作。首先要建立全州县金槐品种资源

母本园和建立优良单株繁殖体系，通过金槐品种资

源调查。选择出早、中、晚熟。芦丁含量高、丰产性稳

定的优良品种和优良单株。对桂东北、湘南地区金槐

品种资源进行普查。搜集该地区早、中、晚熟金槐品

种。通过扦条、移栽、嫁接和原地保护等方法将搜集

到的金槐品种集中到母本园，精心栽培管理，安排专

人对母本园槐树品种物候期、生物学特性、丰产性、

槐米芦丁含量等进行观察、化验、记录。积累金槐品

种资源，为选育确定优质金槐品种打下坚实的品种

资源基础。争取确定3～5个优良的金槐品种，进行

品种命名、注册、认定工作，并培育优质金槐品种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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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全面推广种植。

为了提高全州金槐的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产品

质量，促进全州金槐产业的发展，要加强开展金槐

GAP规范化栽培技术研究。促使生产管理技术由传

统技术向现代高新技术转变。同时。产品必需通过绿

色食品认证，获认证证书，这将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经济效益也从数量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3．2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根据全州县的自然条件和现有的基础，重点发

展金槐中心生产区，要按照《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认证管理办法(试行)》(简称GAP)，合理规划布

局，建设一批金槐GAP种植基地。要做好科学规

划，必须组织县农业技术力量，聘请专家，通过分析

全州不同产地金槐芦丁含量与生态因子的相关性，

构建芦丁含量的空间分析模型，并利用现代空间分

析的核心信息技术(GIS)，开展金槐的等级区划研

究，建立金槐适生地等级区划的标准和方法，并建立

全州县金槐适生性分区信息咨询系统，为金槐规模

化种植基地的选择提供理论指导，为其它中药材的

等级区划摸索技术方法和思路。还要对全州金槐产

业化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为全州金槐种植区域

及重点种植区域，金槐规模化种植提供技术标准和

最佳模式，同时对金槐示范基地建设，产品销售和深

加工等方面，也要进行科学规划研究。

3．3组织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增强市场竞争力

在实施富民强县的项目过程中。要精心组织，实

行金槐产业规模化生产。每个金槐园的面积在3hm2

以上，其中最大的连片面积在66hm2以上。全县统

一金槐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引导和组织基地及

种植户实施标准化生产，从种植、田间管理到槐米采

收、加工、包装、储运等。将标准化技术应用于金槐商

品生产全过程，并做好监督管理，特别注重质量的提

高，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4提高认识。树立科学发展金槐的观念。提升产

业化和组织化程度，促进金槐产业升级，打造名优品

牌，瞄准国际市场，扩大出口创汇

全州县金槐生产、经营、加工过程中，必须树立

科学发展观。正确认识全州金槐产业。首先，各级领

导要高度重视，坚定发展金槐产业的信心，要把发展

金槐产业提高到培育全州县农业经济新增长点，促

进农民增收的高度来认识，切实将金槐产业作为富

民产业来抓，加强组织、领导、协调。加大投入，促进

金槐产业健康发展。

金槐产业要得到快速的发展，必须引进和推广

应用早、中、晚熟优良品种。推行标准化生产，解决种

植管理及采后处理和包装的标准化问题，实行规模

化生产，一体化经营。将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实

行“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供销模式，建成标准化、

集约化的金槐生产基地，提升金槐产品的质量水平

和经济效益；同时实施品牌营销战略，加强营销平台

建设，组织产品与市场对接。通过扩大销售区域，增

强营销网点，培育壮大经纪人队伍，理顺产销关系，

为种植户规避市场风险，加快金槐规模化生产经营，

提高金槐生产的产业化和组织化程度，促进金槐产

业的升级，为槐农发展金槐提供技术支撑和示范样

板。鼓励农业企业．金槐协会积极申报发展无公害产

品和绿色食品；目前对芦丁片、金槐冲剂品牌要做好

宣传、利用、保护和发展壮大工作，同时对新研究开

发出的品牌要支持做商标设计，登记注册工作，用抓

工商企业的理念抓金槐产业，力争使更多更好的优

质品牌占领国内外市场，扩大出口创汇，获得最佳经

济效益。

3．5增加科技攻关和科技推广应用的资金投入，加

速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

首先，政府要加大科技财政投入，力争财政科技

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3％，给科技攻关和科技推广

应用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第二，制定和完善科技投

入机制，包括企业科技投入的激励机制，科技知识产

权的保护机制。风险投资回报机制．非盈利科技捐助

机制等等。鼓励和吸引外资、企业、个人和社会投资

参与金槐的科技研究和产品开发。第三，积极有效地

要金融部门加大高新技术发展的信贷投入，对符合

条件的企业和个人申请高科技贷款给予支持。第四，

积极组织项目申报，争取自治区和国家的各类高新

技术产业扶持资金和专项资金支持。

同时政府要制定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一

批科研机构对金槐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技攻关，发挥

技术优势，组建集科、工、贸、产、供、销于一体的科技

企业或进行重组，合并形成大的科技企业集团。加强

农技推广体系建设，进一步理顺县、乡、村三级农技

推广网络的管理体制，大力发展农村金槐科技专业

协会。要充分运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大力吸引

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或科技人员到全州

县金槐种植基地参与高新技术风险创业，努力建设

好金槐种植示范基地，使之成为高新技术成果孵化

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高新技术推广应用辐射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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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加强科技培训和科学技术普及，提高农民素质

和科技水平

首先，开展以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为宗旨的

科学技术大普及行动，极大提高人民群众的科技素

质，从工厂到田间地头，掀起科学技术普及和应用的

新高潮。第二，在农村重点培训大批种植大户，流通

大户，不断提高他们的科技文化素质和市场意识，诚

信意识，尽快造就一代有技术、懂管理、会经营的现

代农民，使之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从而推进现代农

业的发展，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第三。加强基层农业

技术干部培训，制定科技人员培训的制度，每年选送

一批中青年农业科技人员到高等院校或国外进修深

造，加快农业科技人员知识更新换代，优化农业科技

人员知识结构。第四，采用“协会+农户”、“星火学校

+基地+农户”、“专家大院+基地+农户”、“龙头企

业技术创新服务中心+基地+农户”、“公司+基地

+农户”等模式进行技术集成、转化和推广。科技中

介服务机构引进、集成相关技术，通过创办示范基

地、组织技术培训、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等转化和推

广金槐种植加，【技术。

3．7培育加工型龙头企业，增强金槐产业化的辐射

带动效应，提高商品化处理水平，创品牌，树立全州

新形象

龙头企业是金槐产业化的火车头。其带动能力

决定了金槐产业化发展的快慢。依托全州丰富的金

槐资源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进一步加强与珠三

角地区联系，注重区位、资源、政策及环境的宣传。积

极开展对外合作和交流，建设好全州金槐生产基地。

吸引区内外客商来全州发展，多引进培育从事槐米

加工的龙头企业，提高槐米产后商品化处理与加工

水平，延长产业链条；重点扶持广西千方药业有限公

司大力开发芦丁片，金槐冲剂等产品，创品牌，提升

产品质鼍档次，增加产品直接出口数量，树立全州县

的新形象。

全州县金槐良种商品生产基地建设(GAP)具

有优越的自然气候条件，丰富的农业和旅游资源。良

好的产业基础．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人文环境优

美，区位优势好，这些都是建设全州金槐种植示范基

地(GAP)的有利条件。只要全州县人民进一步解放

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按照GAP的

要求。全州金槐GAP基地建设大有希望，总体目标

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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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科学家研制出世界上最快的硅芯片

为了实现超速数据处理，德国科学家开发出一种具有前所未有的高光学质量和传输光学信号能力的有

机材料，并使这种材料可以与芯片技术集成而制成只有手指甲大小的芯片。这一超速芯片内的光通道缝隙只

有0．1肛m，是头发丝直径的700分之一，具有超速光信号传输性能。这种芯片可以同时处理260万个电话数

据，其运算速度是目前记录保持者英特尔芯片的4倍。

人们早就了解到光学介质处理数据的能力比电学介质要快，但是之前还没有人能够利用廉价的硅芯片

使数据处理速度超过每秒10万兆比特的界限，即使目前速度最快的英特尔芯片也只能达到每秒4万兆比

特。硅芯片问世已有61年，许多人认为硅芯片的运算速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德国科学家的这项研究成果

显示，利用新材料技术和硅片技术的最佳组合，同样可以在硅芯片中实现光信号传输，并且能够极大地提高

数据处理能力。

(据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