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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河谷红花产业现状及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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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花是伊犁特色经济农作物之一。为适应农业供给侧改革，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出产业扶贫优势，分析了伊犁河

谷红花产业的种植现状、种植优势、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对策，以期为红花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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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在我国已有 2100 多年的栽培和药用历史，

是集药用、食用、染料、油料和饲料等用途于一身的

植物。红花丝具有活血通经、祛瘀止痛之功效，红

花籽含油量与向日葵、花生含油量相当，约 40% 左 
右 [1-2]，尤其是油酸和亚油酸含量居高，分别约占总

油量的 16%~25% 和 63%~75%[3]，也因此而享有“亚

油酸之王”之美誉，素有“绿色食品”之美称 [4]。随

着经济水平的增长，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

高，红花在营养、保健、医疗等方面都占有优势地位，

因此红花产业有着较为突出的发展潜力 [5]。红花在

我国主要集中在西藏、新疆、云南、甘肃、四川、河南、

河北、山东、浙江、江苏等地 [6]。伊犁河谷是新疆红

花产业主产区之一，已有 40 多年的种植历史。

1　伊犁河谷红花生产现状
1.1　种植现状　伊犁河谷红花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

3 万 hm2 左右、占全疆的 89.6% 左右，年均产红花丝

400 万 kg、红花籽 3 亿 kg，每 667m2 产干花 10~20kg，
总产量正常年间可达 600 万 kg 左右，主要分布在察布

查尔县、霍城县、伊宁县、尼勒克县和巩留县等。种植

品种以金红 8 号、云红 6 号、云新 6 号、宾红 3 号为主。

1.2　种植区域广泛　红花是菊科红花属，对土壤要

求不高，具有耐旱、耐瘠薄、耐盐碱及栽培管理简单

等优良特性 [4]。生育期短、抗虫能力强，对土壤没

有严格的要求，从 2008 年仅有 4 个县种植发展到

2019年的6个县（只有新源县、昭苏县不种植红花）。

1.3　市场开拓稳步发展　伊犁河谷所种植生产的

红花农副产品主要销往国内药材市场，出口远销至

东南亚及中亚各国市场。比如察布查尔县种植生产

的红花 90% 以上销往安徽亳州、河北安国、江西樟

树、成都荷花池等药材市场，国内制药企业如三九药

业、浙江永宁药业、吉林一正药业、石家庄源发药业、

北京同仁堂药业等直接来产地采购。

2　种植优势
2.1　自然条件优势　新疆伊犁河谷地区光热资源

丰富，属大陆性温带半干旱气候区，是全疆降雨量最

多、北疆冬季气温最高的地区 [7]，日照时数长、昼夜

巨大的消费市场，为鲜食产业发展奠定了政策、自然

条件和市场保障。随着国家和四川省种植业结构调

整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农产品消费升级悄然到来，鲜

食玉米产业高质量发展已成必然，“绿色、优质、健

康、品牌、高品位”已逐步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消

费亮点。创新优质品种，加强品种选育、标准化种植、

加工利用、销售服务等环节的紧密衔接，调整产品结

构，发展高端高附加值产品，立足服务四川、服务全

国，积极拓展和延伸鲜食玉米产业在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乡村振兴、产业扶贫和国家“一带一路”

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推动四川鲜食玉米产业提质增

效，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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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差大，成熟的机械化种植水平和先进的种植滴灌

技术使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 [8]。

2.2　品质高，销路广　伊犁河谷种植生产的红花黄

色素较高、花丝长、无农药残留，2019 年察布查尔县

农民兄弟农产品购销专业合作社向日本、德国出口

红花 5 万 kg。位于察布查尔县加尕斯台镇的红花产

业园（伊犁雅琪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日生产

红花籽油能力 5000kg，年加工红花籽 100 万 kg，主要

生产中高端食用油，年产值 1 亿元，在京东、淘宝建立

了旗舰店，并与北京同仁堂建立了红花丝供应关系。

2.3　土地优势　尽管气候湿润，降水相对丰富，但仍有

很多山区土地无法进行有效浇灌，旱田面积较多。红

花对土壤要求不严，抗旱能力强，耐瘠薄、耐盐碱能力

强，是垦荒地的先锋作物，红花比小麦节水 40% 以上，

比玉米节水 60% 左右，是比较典型的节水耐旱作物。

3　存在问题
3.1　栽培技术落后，管理粗放　伊犁河谷各县红

花种植现状千差万别，行距 30~50cm 不等，播种量

0.5~2.0kg 不等，每 667m2 保苗数 1000~30000 株不

等，播期也不尽相同；干花产量 2~45kg 不等，籽粒产

量 20~200kg 不等。保苗数、产量主要与播种质量和

下种量、土质、耕层、灌水量、施肥量、气候等因素有

很大关系。干旱缺水、施肥量少、栽培技术粗放是影

响产量和效益的重要因素。

3.2　摘花用工成本较高　采摘红花用工约 10~12
元 /kg，平均 3.7~4.2kg 湿花出 1kg 干花。如 2019
年红花收购价为 95 元 /kg，用工成本占干花收入的

50%，增加了成本投入。

3.3　红花产业链短，后续产品开发不足　伊犁作为

旅游大州、旅游名州、优质资源的红花产地，却没有

红花品牌。红花全身都是宝，受利益驱动，红花种植

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主要的特色经济作物之一。大

面积种植红花的乡镇，花丝收购以零散收购为主，没

有稳定的红花丝收购基地，或者 GAP 基地认证；红

花籽油加工厂知名度不高，销量有限；红花产品单

一，没有企业进行系列产品的开发利用，比如红花色

素、红花面膜、红花外用产品等。

3.4　主栽品种退化严重，抗性能力减弱　目前，伊

犁河谷种植的红花品种主要是云南系列红花品种，

品种单一，连年种植，开始出现品种退化现象，病虫

害逐年加重，品种杂乱、花丝标准多样。

4　发展对策
4.1　全面总结红花种植经验，形成红花绿色栽培技

术模式　组织红花专家对 40 多年的种植经验进行

全面总结提炼，主要包括品种选择、播种技术、肥水

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内容，确保绿色栽培技术贴

近实际，看得懂、易操作、效果好。

4.2　坚持因需发展，积极推广规模致富模式　按照

“企业 + 合作社 + 种植大户”模式，开展订单化生产、

规模化种植、产业化经营，配备灌溉设施，解决水制

约因子的影响。

4.3　大力选育、引进良种，提高科技支撑能力　农

业丰收，种子先行。伊犁河谷红花品种不纯，品种混

杂现象较为突出，直接影响了红花的产量和品质，引

进、选育适合当地的优良品种，大力推广宾红 3 号、

云红 1 号、金红 8 号、云新 6 号等优良品种，推进良

种与良法配套，获取产量与效益的最大化，继续支持

新品种开发、栽培技术研究，形成栽培模式或标准，

提高栽培技术，提升科技支撑能力。

4.4　打造“伊犁河谷”品牌，提高知名度　加强规划，

合理布局，建立品牌产品基地。将伊犁河谷现有不施

肥、不打药的旱田稍作引导，就是天然的有机农产品

生产基地。如伊宁县、察布查尔县已经实现了有机生

产的过程，从播种到收获没有任何化学制品污染。充

分利用这个优势打造有机品牌，加强有机产品认证，

通过有机品牌效应，实现优质高价，增加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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