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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剑麻的经济价值和生产概况

广东省农垦总局 李道和

剑麻 (学名 A g a v e
S i

s a l a n a p e r -

r i n e ) 是一种多年生的经济作物
,

因为它

是从叶片中抽取纤维的
,

所以叫叶纤维作

物
,

由于它生长在热带
,

纤维质地坚韧
,

又称为热带硬质纤维作物
。

下面就剑麻的

经济价值
、

生产概况和产地分布三方面进

行介绍
。

维
,

一
、

剑麻的经济价值

剑麻的主产品是从叶片中抽 取 的 纤

其纤维色泽洁白
、

质地坚韧
、

富于弹

拉力强
、

耐摩擦
、

不易碎断
、

且胶质
、

不易打滑
。

平均拉力一般为 77 一 87 公
,

比黄麻约高 3 倍
。

在水湿条件下
,

纤

性少斤

维拉力增强约 10 一 15 %
。

在干燥或潮湿情

况下伸缩性不大
,

经海水浸泡不易腐烂
。

它的这种特性
,

是黄麻
、

红麻等韧皮纤维

所不能比拟的
。

国外曾将剑麻纤维分别浸

在 0
.

5%盐水和淡水 中
,

测定出剑麻 纤 维

的拉力
,

在盐水中比在淡水中下降的速度

要缓慢得多 (见下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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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剑麻具有上述特性
,

其纤维可制

舰艇和渔船的绳缆
、

绳网
、

帆布
、

防水布
、

飞机
、

汽车轮胎的帘布
,

钻探
、

伐木
、

吊

车的钢索绳心
,

机器的传 送 带
、

防 护 网

等
,

并可编织麻袋
、

地毯
、

麻床
、

帽子
、

漆扫
、

马具等 日用品
,

也可编织布匹
,

与塑

料压制硬板作建筑材料等
,

因而经济价值

大
,

广泛为国防
、

渔业
、

森工等部门应用
。

随着剑麻生产不断的发展
,

叶片加工

后 的副产品综合利用日益扩大
。

目前麻渣

除堆沤腐熟后用作肥料外
,

还可以从麻渣

液汁 中提取海可吉宁和替告吉宁
,

分别用

于制造可的松
、

强的松
、

地塞米松等激素

药物和合成黄体酮
、

皋丸素等性激素药物

及口 服避孕药
。

1 9 7 2年广东省东方红农场

生产的海可吉宁经上海第九制 药 厂 合 成

针
、

片
、

膏剂的各种地塞米松激素药品
,

可治皮炎等疾病
。

此外
,

还可提取酒精
、

草酸
、

果胶
、

硬腊等
。

新鲜麻渣与木糠发

酵后可喂猪
,

又能防治猪蛔虫和姜片虫
。

可以说
,

剑麻
“
浑身是宝

” 。

随着栽培
、

加工和综合利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

剑麻的产量和质量将不断提高
,

副产品的

综合利用将更加广泛
,

我国的剑麻生产呈

现着广阔的前景
。

二
、

剑麻在我国的栽培

历史和生产概 况

剑麻原产于中美洲墨西哥 于 加 丹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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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
,

由于剑麻第一次从当地西 沙 尔 港 出

国
,

故又称为西沙尔麻
。

墨西哥人民自古就利用剑麻的纤维作

为编织原料
。

1 7 5 0年欧州开始用剑麻纤维

制造船舰的绳索
, 1 8 3 4年剑麻传入美国种

植
.

18 9了年由美国传至东菲
,

后逐步传入

印度
、

菲律宾
、

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等地
。

1 90 1年
,

我国由华侨从国外首次引进

马盖麻在福建滨海地区试种
,

之后又引进

普通剑麻气灰叶剑麻
,

分别在台湾南部
、

广东海南岛
、

湛江以及广西
、

福建等省 ( 区 )

南部一带种植
。

但是
,

在解放前
,

由于国

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和破坏
,

剑麻生产停

滞不前
,

产量极低
。

解放后
,

在毛主席革

命路线指引下
,

批判了刘少奇
、

林彪
、

特

别是 “ 四人帮 ”
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

使

我国剑麻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
,

面积逐年

扩大
,

单产
、

总产年年上升
,

大面积亩产

纤维在 3 00 斤以上
。

各地在夺取剑麻大面积丰收过程中
,

广泛开展了科学实验活动
,

探索剑麻高产

的规律
,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
。

近几年来
,

涌现了一批剑麻高产

单位和亩产纤维千斤以上的高产田
,

如广

东东方红农场
,

几年来平均亩产纤 维 35 0

一 40 0斤
,

该场研究所丰产试验田工
.

5亩
,

连续 7 年平均亩产纤维 9 4 3
。

5斤 ; 金 星 农

场丰产田 20 亩
, 1 9 7 7年平均亩产纤维 1 165

斤
。

广西马坡农场几年来平均 亩 产 纤 维

33 0斤以上
; 广西热带作物研究所二 队丰

产试验田 9
.

72 亩
,

19 7 7年平均亩 产 纤 维

1 154
.

了斤
。

在速生
、

高产
、

早开割方面也

取得了新的成绩
,

广东东方红
`

农 场 六 队

19 7 4年 4 月种植 4 6
.

。亩
, 1 9 7 5年 1 0月达到

`

开割标准 (长叶 1 00 片以上
,

叶长 1 00 厘米以

上 )
,

比常规种植的麻田提前一年达到开

割标准
,

经实地验 收 第 一 次亩 产 纤 维

34 2斤
,

改变了过去的一年种
,

二 年 管
,

三年收的老习惯
,

闯出了一条剑麻速生
、

高产的新路子
,

为多快好省地发展剑麻提

供了宝贵经验
。

实践证明
,

剑麻是一种比较高产稳产

的作物
,

增产潜力很大
,

只要坚持贯彻执行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既发扬敢想
、

敢干的精

神
,

又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

认真落实农

业
“

八字宪法
” ,

实行科学种麻
,

就能实现

剑麻高速度的发展
,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

三
、

我国剑麻种植地区的分布

我国剑麻目前主要分布于华南各省
,

以广东为主
,

其次是广西和福建
,

云南
、

四川
、

浙注等省也在积极引种试种
。

剑麻在广东主要分布于湛江
、

海南岛

等地区的近二十个县三十多个国营农场和

部分农村人民公社
,

从北纬 19 度 10 分的海

南岛东方县东方红农场到北纬22 度 10 分的

恩平县大槐农场
,

海拔均在 2 00 米 以 下
,

在这些地方都有大面积种植
。

品种以东一

号麻为主
,

其次是普通剑麻
。

纤维产量占

我国硬质纤维的 50 % 以上
,

是我国目前硬

质纤维的主要地区
。

在广西主要分布于南宁
、

玉林
、

钦州
、

河池
、

百色
、

柳州
、

桂林
、

梧州等八个地

区和南宁市
、

桂林市的三十一 个 国 营 农

场
、

所和三十多个县的农村人民公社
,

从

北纬 21 度20 分的合浦县国营滨海农场到北

纬 25 度 20 分的桂林市
,

从离海滨 l 一 2 公

里的合浦县国营前卫
、

滨海农场到山区
、

石山地区的德保县
、

平果县
,

从海拔高度

7 米的合浦到海拨高度 3 2 5
.

3米的罗城县
,

都有大面积种植和试种
,

品种以东一号麻

和普通剑麻为主
。

(下转 34 页 )

。 : 目前有些植麻地区 习惯将剑麻统称为 “ 龙 舌兰” 麻
,

有 的将 “ 东一号” 麻也称 为剑麻
,

因此
,

为了

区别 “ 东一号 ” 麻和剑麻
,

故将 剑麻又称
“
普通创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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