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剑麻(Agave sisalana Perrine)， 是一种 龙舌兰

属的叶纤维植物， 主要分布在南美洲、 非洲和亚洲

等国家和地区， 其中巴西、 坦桑尼亚、 肯尼亚、 马

达加斯加和中国等是主产国。 据 FAO 统计， 2010 年

全球剑麻产量从 2005 年的 33 万 t 增加至 35 万 t。
2009 年全球剑麻出口量下滑至 2 万 t。 科技的进步

能带动剑麻产业的发展， 本文从新品种选育、 综合

利用、 栽培技术等分析国内外剑麻产 业的研究现

状， 并提出其发展趋势。

1 国内外剑麻产业研究现状

1.1 %国外剑麻产业研究现状
国外剑麻产业研究主要侧重于基因工程技术进

行剑麻的选育研究， 剑麻的加工新工艺， 以及综合

利用技术。
1.1.1 运用遗传工程技术培育剑麻新品种

国外利用基因工程技术进行剑麻育种研究已逐

渐趋于成熟。 有关专家发现， 剑麻品种的染色体倍

数与杂交后代可育性有关， 为有性杂交亲本选择提

供了科学依据[1-2]。 Silvia Flores-Bentez[3]认为，
墨西哥是世界上唯一开展了剑麻转基因 实验的国

家， 他们以普通剑麻幼叶作为外植体， 通过农杆菌

和基因枪 2 种手段， 成功地将 GUS 基因导入普通

剑麻， 并得到转基因植株。
1.1.2 运用剑麻加工新技术， 开展剑麻综合利用

关键技术的研究

国外剑麻加工技术较为先进， 产品种类繁多，
研究领域已延伸到剑麻的能源化利用方面[1]。 潘红

玮[4]分析优化了巴西剑麻柔软处理工艺。 从某种程

度上说， 剑麻的加工利用前景很广阔。 国外利用剑

麻废渣、 剑麻汁液、 剑麻纤维等来进行加工利用，
取得较好的成效。 Julia C[5]等举例说明坦桑尼亚

利用剑麻废渣产生电能， 以期满足坦桑尼亚的电力

需 求， 促 进 剑 麻 产 业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 Talita M.

Lacerda[6]等研究了巴西利用剑麻浆制作酒精燃料。
陈芳艳[7]等提出， 剑麻根茎中的汁液可用于酿酒，
如墨西哥的剑麻酒世界闻名， 被称为墨西哥国酒。
墨西哥亦开发利用剑麻作为动物饲料。 Muthangya

Mutemi Mshandete[8]等研究了坦桑尼亚剑麻产业利

用大量剑麻脱叶残留(SLDR)生产生物质甲烷， 该加

工过程在与菌株进行发酵的生物预处理条件下得到

极大改善。 D Y Gebremariam[9]等研究了厄立 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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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利用太阳晒干剑麻浆制成羊饲料。 MorcLn Juan

I[10]采用 2 种加工方法， 从剑麻纤维中提取纤维素

和准备纳米纤维素。 肯尼亚对剑麻栽培技术、 深加

工技术方面进行技术改良以及加大投资力度[11]。 闫

志英[12]从工艺流程、 技术参数、 运行状况以及效益

分析等方面对坦桑尼亚世界上第一个剑麻废液沼气

发电示范工程进行了技术分析。
1.2 国内剑麻产业研究现状

国内剑麻产 业研究现状 侧重剑麻繁 育技术手

段、 综合利用技术以及栽培技术。
1.2.1 剑麻繁育计划、 新品种选育及种质资源

国内采取了先进的剑麻繁育技术， 培育出良好

性状的剑麻种质， 为剑麻的收集、 保存、 创新等奠

定了基础。 揭进[13]探讨了剑麻组培苗繁育标准化技

术。 黄麒参[14]采用组织培养技术进行剑麻种苗的培

育。 从外植体、 基本培养基、 激素水平及碳源的筛

选方面进行 H.11648 麻组织培养快繁体系的建立

研究。 刘明举[15]认为广西农垦研发出 H.11648 剑麻

钻心快繁技术， 麻片营养诊断施肥技术， 抗斑马纹

病的杂种 76416 培育技术以及采取 “一条龙” 科学

研究紧密结合生产措施 4 个方面。 Gao Jianming[16]

分析中国采用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技术来分析 40

个剑麻品种的基因联系， 发现 A. attenuata var.

marginata, Dong 109, Nan ya 和 A. Attenuata 最

适合与 H.11648 选育出新的抗病品种。 赵艳龙[17]认

为孢子接种是选育剑麻抗斑马纹病 品种的接种 方

法。 姜伟[18]研究收集、 保存、 创新与评价剑麻种质

资源， 建立了对当家品种提纯复壮和优株系选的培

育体系， 完善了剑麻健康组培快繁技术体系。
1.2.2 剑麻的综合利用

国内逐渐提高对剑麻的综合利用率， 主要体现

在对剑麻渣、 剑麻果胶、 剑麻皂素、 剑麻叶等方面

的综合利用。 黄富宇[19]等认为， 近年来剑麻麻渣废

水的综合利用技术逐步发展， 用于提取剑麻皂素、 剑

麻果胶、 剑麻乱纤维及生产有机肥。 陈芳艳[20]分析以

剑麻渣为原料提取果胶， 采用正交试验优化提取条

件， 并对剑麻果胶的分离及脱色进行研究。 周寅[21]

研究采用常规的硫酸加热回流提取法， 提取剑麻皂

素粗提物， 用大孔径树脂分离纯化剑麻皂素， 并确

定最佳提纯工艺条件。 陈福通[22]研究在分析化学成

分的基础上， 采用正交实验的方法对剑麻纤维进行了

脱胶处理， 并分析各要素对纤维性能的影响。 何美香
[23]主要探究了化学脱胶的主要工艺参数对剑麻纤维

脱胶的影响。 莫建恒[24]从软化、 染色(漂白)、 纺纱

技术、 剪毛技术的改进方面的阐释， 对高档剑麻制

品加工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并且

改进剑麻纤维生产设备。 黄富宇[19]分析对剑麻麻渣

及废水的综合利用， 实现了 “剑麻园→剑麻叶→片

纤维、 麻渣、 废水→皂素、 果胶、 沼气→有机肥→
剑麻园” 的产业循环。 彭川明[25]主要分析利用广西

区内剑麻纤维原料经过软化处理后， 生产高附加值

剑麻制品， 探讨剑麻深加工产品开发的新工艺。 陈

柳燕[26]等利用剑麻的下脚料开发研制剑麻干酒， 为

农民增加收入而开辟新的途径， 用其浸提液发酵制

成的剑麻保健酒保留了剑麻原有香味， 而且营养丰

富， 品质优良。
1.2.3 %剑麻栽培技术

国内拥有一套成熟的剑麻栽培技术， 解决了不

少在剑麻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钟思强[27]认为， 按照

技术规程开展施肥、 除草、 喷药、 合理留叶、 中耕

松土、 采割等技术工作， 以确保剑麻高产稳定。 赵

艳龙[17]研究形成一套剑麻抗斑马纹病的鉴定技术。
张礼钢[28]提出对剑麻斑马纹病、 茎腐病、 炭疽病、
黑班病及粉蚧等病的防治建议， 采用机械化喷洒药

剂的方法进行防治。 对剑麻草害防治采用化学防治

和耕翻深埋相结合技术方法。 张伟雄[29]针对剑麻粉

蚧为害现状， 调研、 分析了剑麻粉蚧生物学特性与

发生传播规律， 根据粉蚧虫害及危害程度， 提出了

剑麻粉蚧的综合防治技术。

2 国内外剑麻产业科技的发展趋势

根据国际硬质纤维组织预测， 21 世纪全球剑

麻消费将以 10%～15%的速度增长。 据预测， 剑麻

地毯需求量在以每年 5%～8%的速度递增， 国际市

场对剑麻地毯年需求量缺口就为 1 000 万 m2[30]。 徐

文伟[31]从剑麻产品及市场、 剑麻生产和贸易多元化

和剑麻业投入日益社会化 3 个方面的发展趋势分析

了世界剑麻业的发展趋势。
在国内剑麻产业未来发展趋势方面， 高建明[32]

分析了中国国内剑麻抗病育种研究展望： (1)搜集

国内外剑麻新种质， 继续开展杂交育种； (2)开展

诱变育种与细胞融合育种； (3)开展基因工程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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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涛[33]分析广西剑麻机械的前景展望如下： (1)统

一标准、 走绿色化产业道路； (2)剑麻机械向智能

化和自动化方向发展； (3)走产、 学、 研相结合的

道路。 周文钊[34]等认为中国剑麻的发展迎来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 具体表现在： (1)剑麻是热带产

业结构调整极具特色优势的作物； (2)剑麻在开展

国际贸易中具有优越的区位条件； (3)发展剑麻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 熊和平[35]麻业的研究方向与研究

内容包括： (1)分子育种技术研究， 选育叶纤维产

量高、 抗逆性强的剑麻专用新品种。 (2)麻类等特

色纤维高效生产技术研究， 剑麻高效生产技术体

系研究。 徐文伟[31]分析了中国剑麻业发展的新动向

包括： (1)培育新品种获得进展； (2)剑麻深加工产

品比重明显加大； (3)中国国内的剑麻消费也在不

断扩大； (4)剑麻产品的出口也在不断扩大； (5)纤

维年进口量不断增加。
虽然中国在剑麻抗病育种和高产栽培技术方面

占据优势， 但剑麻科研水平还有待提高， 在综合利

用领域(如药用价值、 建 筑材 料、 饲 料 用途、 生物 能 源等 方

面)还处于探索初期， 亟需加快剑麻科技创新和成

果转换， 促进剑麻产业发展， 提升中国剑麻产业的

国际竞争力。 中国剑麻产业受到品种老化、 病虫害

严重、 良种繁育技术缺乏、 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 新

产品开发不足等问题通过研究与开发， 完善了高档

剑麻制品的生产工艺技术， 进一步提高本地剑麻纤

维的附加值， 实现了以剑麻加工业反哺剑麻种植业，
以剑麻种植业保障剑麻加工业， 促进剑麻的种植和

加工业共同良性循环发展的良好产业互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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