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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莎豆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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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油莎豆为莎草科多年生草本，全生育期1'10～130 d，块茎产量高且富含油脂，已成为生产 

生物柴油的原料植物。油莎豆是多用途的经济作物，除可加工成生物柴油外，还可以进行综合利 

用。对油莎豆在生物柴油、天然药物、食用油和食品工业等方面的综合开发进行了介绍，以期为油 

莎豆的综合利用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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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ufa(Cyperus esculentus L．var．sativus)is a perennial herbaceous plant in the family 

Cyperaceae．Its growth cycle is 1 10～130 days．There are oil in its tubers and it has become an industri- 

al crop for biodiesel production．Chufa is actually a cash crop with multiple uses．It can be developed for 

different purposes，besides biodiese1．Th e development potentials in biodiesel，natural drugs，edible oil 

and food industry were introduced、The research can provide referrence to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chu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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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莎豆(Cyperus esculentus L．Var．sativus)又名 

油莎草、油莎果、铁荸荠、地下板栗、地下核桃、人参 

果、人参豆，是莎草科 (Cyperaceae)莎草属 (Cype- 

r )多年生草本。 

我国的油莎豆于 1952年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北京植物园从苏联引种，1960年又从保加利亚 

引入  ̈。广泛分布于广东、黑龙江和新疆等地，作 

为一年生油料作物栽培，全生育期为 I10～130 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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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至7月均可播种_2 J。现已在北京、甘肃、广西、 

江西、四川、山东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种植。 

油莎豆性喜温暖湿润气候，耐旱、耐涝、耐贫瘠 

且耐盐碱；在沙质土、白浆土、盐碱地、黑土及荒地山 

坡等低、中、高肥力土地上均可种植，最适宜沙壤土。 

我国除北部寒冷地区外均能生长，但我国的气候条 

件下一般不开花或开花不结实，主要 以块茎繁 

殖 。 

油莎豆是其植株地下茎上的块茎，平均每株产 

50～250个块茎，每个块茎重2—2．6 g，每千克大约有 

2 000～2 600个块茎 。油莎豆一般亩产 800 kg，丰 

产地1 200 kg，产油200 kg。油莎豆含油量高，一般为 

20％ 一25％，最高可达36％。油莎豆油的主要成分如 

表 1所示。 

油莎豆与其他油料植物制油的加工工艺基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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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油莎豆外表皮坚硬，在榨油工序中破碎粒度要 

适当。否则，蒸炒工艺中就会产生内部细胞结构难 

以破坏或破坏不大，或者因淀粉和糖含量较高，蒸炒 

时产生焦糊现象，影响出油率、色泽及油品风味。 

表 1 油莎豆油的脂肪酸组成(％) 

油莎豆具有多种用途，除可加工成生物柴油外， 

还可用于食品、药品、肥料等，是一种有很好前景的 

经济作物。 

1 生物柴油 

能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人们日常生活 

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生物柴油将成为石化柴油的 

优良替代品。现在美国、欧洲生物柴油的生产主要 

以大豆油和菜籽油为主。我国已研制出以菜籽油、 

大豆油等为原料生产生物柴油的工艺 j，但国内食 

用油需求量较大，没有足够的油料作物用于生产生 

物柴油。 

在江苏首届可再生能源展上，油莎豆与木瓜、海 

滨锦葵、籽粒苋等高产含油耐盐碱物种，经过南京大 

学科研人员十多年的研究，首次被成功加工成新型 

可再生能源——生物柴油 J。2004年湖南省第一 

家生物能源公司——湖南天然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正 

式引种油莎豆，作为润滑油和生物柴油生产原料进 

行开发 。 

生物柴油在冷滤点、闪点、燃烧功效、含硫量、含 

氧量、芳香烃含量、燃烧耗氧量、对水源的危害以及 

生物可降解性方面优于石化柴油，而其他指标与石 

化柴油相当。何元漳等人从柴油的黏度、比重、热 

值、碘值等关键性能参数测定了油莎豆油的相应参 

数，并与当今用于生产生物柴油的大豆油和菜籽油 

的相关参数进行了对照。结果表明，油莎豆油的高 

黏度使其不能直接在柴油机上使用，但它可以与一 

定量的石化柴油混合使用，且油莎豆油作为燃料的 

总体性能优于大豆油和菜籽油，如表 2所示 。 

表 2 油莎豆油、大豆油、菜籽油的性能参数 

黼 ； mg／l,g) 

注：&Goering et a1．(1982) ；b．Ali et a1．(1995) ； 

c．Schlautman et a1．(1986)㈨ 

研究表明，油莎豆油和柴油以 1：1(V／V)或 

3：1的比例混合，能产生比使用传统燃料更高的十 

六烷值和更好的发动机性能 ]。且掺合适量油莎 

豆油能改善发动机的润滑性能，减轻机件磨损。 

2 天然药物 

《新华本草纲要》记载，油莎豆块茎性辛、甘、 

温，有疏肝行气、健脾和健胃功效，主治肝郁气滞所 

致的胁痛、胸闷；脾胃气滞所致的脘腹胀满、胃痛纳 

呆、脾虚食少、食积停滞、消化不良等症_l 。 

油莎豆油中所含不皂化物含有 7一胆甾烯醇、 

菜油甾醇、豆甾醇、燕麦甾醇 一谷甾醇等物质。植 

物甾醇具有类似于羟基保泰松和氢化可地松的抗炎 

作用 引̈，谷甾醇软膏及片剂、栓剂和薄膜等可用于 

治疗El腔溃疡、支气管哮喘、放射性皮炎、褥疮等疾 

病。 

油莎豆油的物化分析显示，油中约含 80．4％ 

的不饱和脂肪酸，其中油酸和亚油酸为主要成分。 

亚油酸 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它对调节人体生理机 

能，促进生长发育，预防心血管等疾病有不可取代的 

功效。亚油酸还是人体合成前列腺素的主要物质， 

可防治皮炎、湿疹、水肿、皮下出血、脱发、神经功能 

下降等疾病，促进人体生长和胆固醇的正常代谢，提 

高人体免疫力；同时对婴儿大脑和幼JD 脏发育及 

组织细胞生长发育有益，因此，油莎豆具有广泛的开 

发利用前景。 

3 食 用 

由于各地土质、气候、管理等条件的差异，油莎 

豆块茎主要成分的含量不尽相同。一般情况油莎豆 

块茎主要成分及含量如表 3所示。 

表 3 油莎豆块茎主要成分及含量 

油脂 淀粉 糖 蛋白质 纤维素 维生素 天然树脂 

(％) (％) (％) (％) (％)(mg／lO0 g)(％) 

2O～36 2O一25 l5—2O 3—15 4—14 8一l4 7 

3．1 食用油 

油莎豆油透明清亮，食味醇香，品质优于菜籽 

油，其营养价值与花生油相似，对高血脂，心血管病 

和机体代谢紊乱等疾病有独特防治功效，是一种具 

有优势的老年人保健食用油。 

3．2 胶 凝 剂 

油莎豆淀粉含量高，经羧甲基化后能较好地改 

善其黏度性质，使油莎豆羧甲基淀粉糊具有很好的 

冻融稳定性 ，可替代价格较高的果胶、卡拉胶等 

胶凝剂，广泛应用于果冻及冷饮食品中。 

3．3 风味食品 

油莎豆可加工成水煮油莎豆、五香油莎豆、椒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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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莎豆、多味油莎豆和怪味油莎豆，是一种新颖的佐 

餐、休闲食品，规模开发可望成为一项有地方特色的 

食品。 ． 

4 饼 粕 

油莎豆榨油后的饼粕含有淀粉、糖等营养物质。 

通过一定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手段，可提取淀粉、糖 

等物质作为食品加工原料使用 。 

淀粉经化学变性后，其衍生物有数百种，可普遍 

应用于各行各业。油莎豆饼提取淀粉的工艺流程 

是：粉碎一发酵一筛滤一沉淀。出粉率 60％。 

糖可熬制饴糖，作为食品、糖果、糕点的加工原 

料使用。油莎豆饼熬糖的工艺是：粉碎一煮料一糖 

化一浓缩。出糖率 20％ ～30％。 

油莎豆饼或熬糖后的糖渣可用来酿酒，工艺流 

程是：煮料一发酵一蒸馏。出酒率 32％。 

5 其他用途 

5．1 生物肥料 

油莎豆地上茎叶含灰分 10．9％、无氨浸出物 

7．86％，块茎采收后将其埋人地里，可以增强地力。 

油莎豆地下须根较多，种植后可以肥地改土，特别是 

在荒地、荒坡、幼林果园种植，可以疏松土壤、抗旱保 

墒，还可抑制杂草、提高果树成活率、防止水土流失， 

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 

5．2 绿色饲料 

油莎豆分蘖多，地上草高达 1 m、无茎秆、叶细 

长，叶片平均长67 em，宽0．5 em，亩产鲜草 3 000 kg。 

茎叶营养丰富，含粗脂肪7．6％ ～8．9％、糖10．6％、 

粗蛋白9．8％和粗纤维 19．3％[17 3，可直接或打浆后 

饲养牛、羊、兔等食草动物；干草可打成粉状调配混 

合饲料，饲养鸡、鸭 、鹅等家禽，降低饲料成本。油莎 

豆榨油后的饼粕，熬糖、酿酒之后的糖渣和酒渣都是 

喂养畜禽的优质饲料。 

5．3 沼气原料 

油莎豆地上茎叶给猪、牛、羊等垫槛后，堆积发 

酵产生沼气，可作为农村燃料的有效补充。 

5．4 工业原料 

油莎豆油是一种不干性油，可做工业用油或油 

脂化工产品的原料油，如精密机械润滑油、防锈油。 

油莎豆油中的油酸裂解，可生成壬酸和壬二酸，壬二 

酸是制造工程塑料的重要原料之一l1 。 

6 结束语 

油莎豆不但含油量高，且富含淀粉和糖分，是许 

多油料植物和谷物无法比拟的，这使油莎豆可作为 

制取油脂、提取糖和淀粉的油、粮兼用型的优良作物 

进行应用开发。油莎豆产业的发展，应以发展生物 

柴油为主，同时进行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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