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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邑金银花茎叶全面开发利用研究 
马慧斌  李春燕 

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9 

摘  要：对平邑金银花基地金银花茎叶的利用情况进行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尝试对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于金银花茎叶的

开发利用提出建议，建议将金银花的开发深入到食品、保健、医药和日用化工等多个领域，扩大金银花活性物质绿原酸等的提取，建议研

究含金银花茎叶的家禽家畜饲料配方、保健品、药品以及日用化工品等，以期充分利用金银花茎叶资源，提高现代农业的内生动力和发展

能力，助力农村致富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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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有 220 余年历史的平邑县金银花种植基地是全国最大的金

银花种植基地之一。金银花惠及 14 个镇（街道）555 个行政村 31

万花农。金银花种植面积达 68 万亩以上，金银花年产量达 1900 万

公斤占全国总产量的 60%以上。然而面对如此丰富的金银花资源，

目前对金银花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只仅限于在"花"上，对根、茎、叶

等并未加以综合利用，严重影响了金银花的栽培效益。即使对"花"

的加工也未能做到相应的标准和水平，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为

此本论文拟对平邑金银花基地金银花茎叶的利用情况进行调研，根

据调研结果，尝试对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于金银花

茎叶的开发利用提出建议，以期为充分利用资源，提高现代农业的

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助力农村致富增收提供帮助。 

1 金银花茎叶的开发利用价值 

1.1 金银花茎叶的经济价值 

金银花对土质的要求不严，即使环境恶劣的地区也可生长，栽

培后第二年见效，第三年进入盛花期，是一项投资少、见效快、易

管理的经济作物。一墩 5 年生的金银花，采用正常的管理办法，年

产干花 0.16 公斤，按每亩 8300 墩计算，每年生产总值约 53000 一

80000 元，再扣除水费、管理用工、农药肥料等约 12000 多元人民

币，每亩的经济效益净收益约为 42000-68000 多元，经济效益相当

可观，而同样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金银花茎叶的经济价值其开发利

用率极低，很有开发利用的空间。 

1.2 金银花及其茎叶的药用及保健价值 

金银花号称“中药抗生素”，其花、茎、叶的重要活性成分为

绿原酸、挥发性油类和皂苷类，价格很高，有着丰富的生物活性，

有抗菌、耐病毒、降高压、降高脂、保肝利胆、抑癌细胞、增加白

血球、消除自由基和兴奋中枢神经等的功效，是许多中草药、中成

药、日用化工产品中的抗菌、抗病毒的有效药物成分之一，目前对

其生物活性的研究与运用已应用于食品、医疗保健、药材制造和日

用化工产品诸多应用领域。并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随着中医学

的发展，金银花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药用和保健价值会得到越来

越充分的开发利用。 

1.3 金银花及其茎叶的水土保持和观赏价值 

金银花属于藤蔓植物，具有缠绕和着地生根的能力，主侧根系

发达，抗寒耐旱、耐盐碱，一般成片种植，也可种在田垄上，坡地

上以及干旱、盐碱及沙滩等地，发达的根系可防洪固土，保持水土。

其枝蔓发芽早落叶晚，郁郁葱葱，金银花开时更是满地金黄，令人

赏心悦目。另外金银花还可以种在庭院，甚至可以当盆栽种植，具

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2 金银花茎叶的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2.1 金银花茎叶利用率极低 

目前平邑金银花培育基地栽培面积不断扩大，由于长期以来技

术力度不够，未能建立一整套合理而规范的栽培、采摘与技术，收

益相对较少，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出，严重缺少剩余劳动力，因

而不仅造成金银花收获不适时，错失最佳时期甚至出现烂花的现

象。更别提金银花的茎叶了，由于受传统思想影响，花农没有认识

到金银花茎叶的巨大开发价值，往往只摘花，既不知道也没时间去

开发利用金银花的茎叶，所以平邑县大片大片的金银花基地，金银

花茎叶利用率极低。 

2.2 缺乏系统配套的规范化生产技术 

金银花从育苗、移栽、除草、除虫，以及对金银花采摘日期的

确定以及金银花的收获均要求相应的技术水平，为了进一步提高金

银花药物的生产和性能，就需要规模化栽培，并选择花期最佳时机

采摘，但是现在没有较成熟系统、先进的规范化生产方法和金银花

采摘方法，这就导致了金银花质量很低、同时由于人工收获的金银

花，采摘期延长了，可摘花子质量也参差不齐。在金银花茎叶开发

利用方面更是缺乏相应的配套技术，利用最多的就是作为自家牲畜

的饲料，利用量微乎其微。 

2.3 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当前平邑金银花基地虽然发展历史悠久，金银花的生产、采摘、

加工和销售也拥有了一定的技术和设备，但金银花生产、加工、销

售各环节远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存在着技术落后、不规范、市

场空间未拓展开等问题。 

总之，当前金银花的观赏、社会、药用价值已深入人心，但相

比于金银花，金银花的茎叶综合利用明显不足。 

3 金银花茎叶开发与利用策略分析 

金银花的茎叶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且绿原酸含量仅比金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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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稍少，其开发利用广泛，可做猪牛羊鸡等家禽家畜的饲料；可

打碎做蘑菇培养基；可做成金银花饮品；可增加保健、护肤品种类，

如做成面膜等；可继续开发含金银花的药品；可加工提取金银花活

性物质广泛应用于社会各方面。 

3.1 金银花在饲料中的应用 

金银花的茎叶作为家畜家禽的饲料使用是早已有之。最早仅限

于花农及其周边的邻居，现在金银花做家禽家畜饲料已经发展为家

禽家畜饲料的主要组成部分，金银花由于自身的重要属性，在家禽

家畜的饲料中不仅可取代诸如玉米之类的饲料，还具有消炎杀菌、

抗病毒的作用。如金银花（藤、蔓、叶）青贮可以替代玉米等青贮

饲料饲喂养动物，如金银花（藤、蔓、叶）青贮可以替代 73%玉米

等青贮喂牛。大量的科学研究证实，加入了适量金银花茎叶的饲料

可以改善动物繁殖能力，提高身体免疫力和抗病力，从而减少发病

率和死亡率等。徐斌武在日粮中添加 0.3%金银花可提高 7-21 日龄

阶段肉鸡的日增重 3.98%，试验结束时实验组鸡的体重比对照组提

高了 1.91%[1]。金银花可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陈孝煊等用含 1%金

银花的饲料喂养小鼠，小鼠服用金银花后能显著提高巨噬细胞吞噬

能力，能增强机体的淋巴细胞转化率[2]。金银花具有较强的抗病原

微生物的作用。绿原酸、本犀草素、三菇皂普、多糖及挥发油等是

其中的主要抗菌活性成分。故建议平邑金银花基地就近加大牲畜家

禽饲料加工，充分利用金银花茎叶发展饲料添加剂和饲料生产产

业。 

3.2 制作食用菌培养基 

金银花茎叶中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和粗纤维，碳氮比能满足食用

菌的培养要求。采用金银花的茎叶制成食用菌培养料，并按照菌丝

的生长发育情况和出菇时间，对金银花茎叶在培养料中的含量进行

了平行实验，试验结果表明，随着培养料中金银花茎叶数量的增多，

出菇时间变长和出菇数量提高，学者方华舟、孙爱红等人[3]认为，

以金银花茎叶为主料培育的香菇中增加了金银花特有的绿原酸等

元素，有一定医疗保健和药用价值。该产业在平邑金银花基地已经

开始发展起来，销售与售后评价都很好，市场前景良好。 

3.3 拓展金银花茎叶饮品、化妆品、保健品和药品 

金银花茎叶含有绿原酸、黄酮类等活性物质。绿原酸抑菌作用

广泛，对很多致病菌和霉菌均有抑制作用，能够清除自由基，抗氧

化效果明显。黄酮类化合物为纯天然的抗氧化剂，有消除机体中超

氧离子自由基、抗细胞凋亡能力以及提高对人体抵抗力的功能，还

可以降脂、防血栓、防衰老。因此以金银花为原料制作的各种保健

饮料与食品，对于防治常见病、多发病，保障人们身体健康，将发

挥出积极作用，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发展前景广阔。 

3.4 提取金银花活性物质绿原酸 

金银花茎叶内的绿原酸含量高达 5-10%，因此绿原酸也是主要

的生物试剂，在农业生物、医药化学、医学等方面的应用很普遍，

但目前市场上大多以金银花为原料进行绿原酸的加工萃取与提纯。

而金银花茎叶中绿原酸含量仅略低于金银花，由于当地领导和花农

不了解、或运送困难等原因极少有对金银花茎叶进行的绿原酸提

取，这造成大量金银花茎叶的浪费，所以未来应该提高金银花茎叶

中绿原酸的利用率，实现金银花茎叶变废为宝。 

目前当地政府和企业已经开始注重这方面的开发，在金银花基

地附近建分厂，增加对金银花茎叶的收集与前期处理，如清理和粉

碎，当地独创“提取—纯化—检验”三步走的方法，提取金银花茎

叶中的绿原酸。提取以微波回流法，纯化以水溶—醇沉高压提纯法，

检验以 HPLC 法（高效液相色谱法），我们团队充分利用这三种方

法就地取材，减少了金银花茎叶浪费，利用率不高的痛点问题。并

且我们采用了四位一体通力合作的商业模式。平邑县甚至是全国的

金银花种植户，可以为加工厂提供原料，提取方法采用了微波回流

法、水溶-醇沉高压纯化法并辅以 HPLC 即（高效液相色谱法）法

进行检测，提取率提高了 4.2%，提取纯度提高了 32.25%。为此金

花茎叶的利用率得到了大大的提高。 

3.5 开发藤编工艺品 

金银花枝蔓繁茂，藤蔓长而柔韧，故去当地人都会用金银花藤

条编制生活用品和工艺品，如篮子、筐、簸箕、蒲扇、屏风、笔筒

桌椅等用品。这些即使生活用品也是艺术品，近几十年来随着工业

技术发达许多工业成品代替了藤编物品，是的藤编物品失去了应有

的功能，且费时费力，藤编物品逐渐减少，甚至当地人也不在使用

藤编物品，甚至年青一代很少有会藤编技能的，这不仅无法利用当

地资源，更是极大地影响了藤编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

承。号召当地年轻人像长辈们学习藤编技术，这既是对金银花枝蔓

的利用，更是对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对本人与当地政府都是

一项不错的经济收入，择业有利于当地农民工的回流。 

4 小结 

平邑县金银花种植基地金银花茎叶在利用与开发上存在着各

种问题，目前利用率极地，但是开发空间非常大，本文就此提出了

开发的具体路径，既帮助种植户拓宽增收渠道，增加收入，更有助

于帮助农民工回流，振兴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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