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藜麦加工工艺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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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藜麦结构及特性分析，阐述几种传统藜麦加工工艺的优缺点，以及国内藜麦加工机械化现状及存在问题，

根据对市场考察总结出一种新型藜麦加工工艺，并对主要技术环节指标进行详细说明，为进一步促进藜麦产业发展作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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藜麦作为最适于人类的完美全营养食品，被称

为“粮食之母”，自 2000 年后藜麦开始被营养学家

所认可，已经将藜麦生产区域辐射到青海、甘肃、内

蒙古、山西、河北等 10 多个省区，随着种植面积逐年

扩大，对藜麦生产机械化需求也越来越迫切，现阶段

还没有成熟的藜麦播种机械、收获机械和产后服务

机械，市场上销售藜麦原粮的净度、纯度、颗粒饱满

度、外观质量都无法达到食品质量标准，据了解，完

全干净的藜麦仍需要人工挑选，作为藜麦产后加工

机械的研发迫在眉睫。

1　藜麦结构及特性
藜麦植物属藜科，双子叶植物。种子形状呈圆

形药片状，直径为 1.5~2.0mm，外观大小和谷子差不

多，容重比小米略轻，一般千粒重 1.4~3.0g，有白色、

乳黄色、红色、橙黄色、黑色等多种颜色 [1]，其中白

色口感最好、颗粒较大，目前国内种植以白藜麦为

主。贮藏时易放在干燥阴凉处，成熟种子若暴露于

湿气中，24h 即可萌发 [1]。种子表皮有一层水溶性

皂苷，在做食物前，需采用浸泡或碾压方法将种皮中

的皂苷去除。成熟藜麦穗上结出的果实称带壳藜

谷，脱去颖壳即为藜谷，藜谷除去表层皂苷后成为藜 
麦米 [2]。

2　藜麦加工工艺发展
藜麦在中国市场作为一种新型的粮食作物，其

营养价值超过任何一种传统的粮食作物，近年来国

内种植面积在不断扩大。在藜麦加工生产过程中，

如播种、收获、脱粒脱壳、清选和除皂苷方面，基本上

是套用谷子、小米等其他类似农作物加工生产设备，

初步实现了机械化加工，但其精、深加工都需要有一

定科研力量的支持，来持续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健康

的藜麦食品，满足市场需求。

藜麦加工工艺主要在于去除籽实外层皂

苷的苦味，提升藜麦口感。据报道，藜麦中含有

0.1%~5.0% 的皂苷，根据含量不同分为甜藜与苦藜，

国外对甜藜麦中皂苷含量定义为 0.2~0.4g/kg，苦藜

皂苷含量大于 1.13g/kg[3]，我国市场平均皂苷含量为

1.041%，甚至更高 [4]。关于降低藜麦皂苷的方法，从

传统的湿法到后期干法，再到目前应用较多的混合

法；但国内研究甚少，尤其缺乏效率高且环境友好型

的降皂工艺和专业的藜麦米加工设备，因此生产精

度高、品质优的藜麦米迫在眉睫，对于藜麦加工生产

设备的研发也势在必行。

3　藜麦加工工艺分析
目前藜麦的加工方式主要分有干法加工工艺、

湿法加工工艺、混合加工工艺 [5]，目前，市场上藜麦

米的碎米率和皂苷含量偏高，品质和口感差。

3.1　通过藜麦加工机械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去掉原粮中的非藜麦，包括收割脱粒过程中混

入的异物，植物碎枝梗、砂石等；（2）去掉发霉变质、

成熟度差的藜麦；（3）去除藜麦的外壳（大多数在脱

粒过程中就掉了），藜麦绝大多数是裸藜麦，不像水

稻或谷类有包裹的外壳；（4）加工最核心的是要去

除藜麦表皮含有皂苷的皮层，由于皂苷有苦味且有

微毒性，因此在吃之前必须去除，如何能去除这层

表皮而不破坏藜麦的外形及营养是关键；（5）完成

真空计量包装，实现由原粮到商品藜麦的全自动化 
生产。

3.2　干法加工工艺　风筛选→比重选→去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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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质→碾皮机→两次抛光→色选机→分级机→真

空包装机。此加工工艺首先必须经过初清机使原

料净度达到 90% 左右，再通过风筛、比重、去石清除

非藜麦杂质使净度达到≥ 99%，提高生产线生产能

力；通过调质将水分控制在 10%~14%，碾皮过程中

破碎率最低（破碎率≤ 5% 根据各地品质不同取最

大值），再利用碾皮砂辊反复搓擦脱去残留外壳和

表层部分皂苷，2 次抛光极大程度清除表面皂苷和

麦麸，色选和分级再次精选，清除变色籽粒、碎籽和

小籽粒，此加工工艺适用于大批量生产加工，生产

能力 1.5~2.0t/h，作为效率高而且环境友好型加工 
工艺。

3.3　湿法加工工艺　风筛选→比重选→分级→浸

水→甩干→碾皮→快速冲洗→干燥→色选→真空包

装。此工艺首先通过风筛和比重清除杂质，然后浸

水使皂苷溶于水，使去除皂苷所需的力最小，再利用

碾皮机砂辊反复搓擦去除皂苷，然后快速冲洗、干

燥，最大程度减少皂苷含量，提升藜麦品质及口感。

其优点在于出米率高、破碎率低、使皂苷含量最少，

但藜麦胚芽活性较高，用水清洗易发芽，而且湿法去

皂苷会造成水质污染问题，所以发达国家由于水体

污染等原因一般不采用清洗法。

根据试验证明，水洗干燥过程时间应控制在

15min 之内，而目前市场藜麦水洗设备较为稀少，能

够满足藜麦连续式水洗生产线工作工艺，需配备计

量碱液池、碱度仪、绞龙水洗输送、水位调节阀以及

流化床干燥等设备。

3.4　混合法加工工艺　风筛选→去石机→碾皮 
机→抛光机→洗涤离心机→干燥→比重选→色选 
机→分级机→真空包装。此工艺首先利用物理方

法清选、快速碾磨抛光，去除表层颖壳和部分皂苷，

然后进行简单冲洗降皂，既减少了加工成本，而且在

碾磨过程中也降低了废水中的皂苷含量，还减小了

水资源浪费和污染，和湿法加工工艺相同，藜麦水

洗、干燥设备还不够成熟，无法保证连续式生产线 
应用。

对于加工企业来说，干法加工对于刚收获的藜

麦预处理性价比高，而如果后期要做深加工处理，则

考虑抛光→洗涤→甩干→低温干燥的工艺，降低皂

苷含量，提升藜麦口感，保证加工出的藜麦米既能保

留胚芽，又能最大程度保留其营养成分，作为效率高

而且环境友好型加工工艺（图 1）。

图 1　藜麦加工工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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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购种补贴政策在苏州市吴江区的实践探索
李新奇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种子站，苏州 215200）

摘要：对水稻良种购种补贴项目在苏州市吴江区的实践进行了总结、分析与论述，并对此项目在提高水稻产量、增加农民

收入、加快促进科技转化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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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江区于 2005 年开始实施水稻良种补

贴项目，至今已有 15 年。15 年来，种子工作者坚守

本职，不忘种子科技兴农初心，牢记为农民服务使

命，坚持不懈地推动水稻良种补贴工作，同时对在实

践过程中碰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加以克服改进，取

得了较好成效。本项目补贴不直接以货币的形式补

贴农户，而是通过购买项目提供的低价种子实物进

行补贴，使补贴的效用发挥应用于农业生产，从而提

高农业生产力，是一种模式的创新和探索，本文对

15 年来的水稻良种补贴实践进行剖析和探讨，供种

子工作者参考。

1　水稻良种购种补贴项目的由来
水稻良种购种补贴项目是在苏州市大范围组

织实施的，当时国家为保证粮食安全，对粮食生产

提出了多项扶持政策，中国也刚加入 WTO 不久，

采用购种补贴的形式对农业进行扶持，符合国家倡

导的扶持农业政策精神，也符合 WTO 绿箱操作要

求。在此背景下，苏州市农林局会同市财政局具体

制订了《苏州市水稻良种补贴项目实施办法》报苏

州市人民政府，苏州市人民政府以苏州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文件（苏府办【2004】75 号《关于转发苏州

市水稻良种补贴项目实施办法的通知》[1]）形式发

文通知实施，具体以各县（区）作为独立的整体组织

实施。

2　水稻良种补贴项目的主要内容
水稻良种补贴项目是农户（企业、合作组织）购

买当地品种推广目录内优质水稻种子，享受补贴优

惠价（中标供种价扣除财政补贴额后的价格），达到

用财政补贴这一杠杆，促进优良品种的推广，实现农

业增产、农民增收。

水稻良种补贴项目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水稻

产量、增加农民收入、加快促进科技转化，让种子这

个载体承载着科学技术、政府惠农政策，达到增粮于

技的目的。但要真正实施好，有诸多因素需要把握

好，归纳为以下 6 个方面。

2.1　项目目标　提高水稻产量，提升稻米品质，增

4　藜麦加工机械研究方向
根据实际应用中对藜麦的考察和试验发现，

可以将精选设备改进设计，使之实现藜麦比重去

石分级的多重效果；另一方面藜麦碾皮机的破碎

率问题仍然需要改进设计，目前藜麦水洗设备机和

水洗工艺不够完善，国内市场上藜麦的皂苷含量远

高于国际标准，开发高精度藜麦碾皮机、水洗机、抛

光机等，能有效解决藜麦产后无加工机械的现状，

对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藜麦产后服务建设具有重大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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