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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走进湖北省

武汉市东西湖区香飞科技

农业有限公司的紫苏生产

基地，只闻阵阵清香扑鼻而

来。这种看起来比薄荷叶

大不少的绿色植物学名为

“大叶紫苏”，工人们正在分

装打包刚采摘的紫苏叶。

近年来，紫苏作为药食

同源的食材，逐渐走上大众

的餐桌。它的鲜叶可以生

食、炒菜和调味。紫苏煮

鱼，鱼鲜菜美。紫苏还可入

药，多嚼一嚼紫苏叶，有散

寒理气等功效。紫苏汁液

可供糕点、梅酱等食品染色

之用，是天然色素原料。在

我国南方，紫苏以药用为

主，兼做香料和食用。据武

汉市香飞科技农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徐应红介绍，目前

武汉基地种植的紫苏一茬

可以收六个月，一年四季都

有鲜叶采摘。

这个小叶片可以称得

上是乡亲们增收的“大帮

手”。近期订单增加让车间

里的工人格外忙碌，打包好

一盒，工人们便可获得2元

的报酬，一个月下来能有

5000多元的收入。

一把10片，一盒是100

片，这些打包好的紫苏鲜

叶，将被送往全国各地的餐

饮店、超市进行售卖。

“销量每天都差不多是

1000盒左右，一盒能卖到15

元左右。根据行情，节假日

或者过年的时候，价格就会

高一些。”武汉市香飞科技农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丽说。

虽说效益不错，但王丽

表示大叶紫苏并不好种。

据了解，紫苏适应性

强，在排水较好的砂质壤

土、黏土上均能良好生长，

较耐高温，生长适宜温度为

25℃。但在养护管理上，紫

苏对肥水、用药要求严格，

尤其要注意控制农药安全

间隔期。

“它刚开始长得很好，突

然就全部死了，客户又找我

要东西，我又没有。答应了

客户的事情，我们就从外地

高价调回来，然后给客户，满

足客户的需求。”王丽说。

种植紫苏八年，从摸不

准大叶紫苏的“脾气”到扩大

种植面积30多亩，王丽和爱

人不断摸索学习，改善种植

环境，突破种植中施肥和用

药两大难题。

“肥料不能超过30斤（每

亩），不能多。我们都是称秤，

我们这个紫苏对药非常敏

感，一般的药都是生物药。”

徐应红说，“这个东西虽然说

种下去难，但是你每天采，它

每天有，越采它长得越好。”

一茬可收6个月，一片叶子能卖一毛五

浑身都是宝的紫苏了解一下

紫苏品种

紫苏在我国种植历史悠久，华

北、西北、华南、西南等地均有分布和

栽培。我国各地紫苏地方品种较多，

如河北紫苏、黑龙江白苏、吉林灰苏、

湖南长沙野紫苏（白苏）和观音紫苏、

陕西紫苏、甘肃陇苏系列品种等。

河北品种——
多紫 2 号

多紫 2 号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经济作物研究所选育而成的紫苏

新品种。多紫 2 号直立生长，茎四

棱形，有明显凹槽，节间缩短，株形

紧凑。

多紫2号以种子繁殖为主，春季

采用育苗或直播，株行距以 60 厘

米×80厘米为宜。种植前深翻土壤

30 厘米，施入腐熟厩肥和过磷酸

钙。一般中耕除草3次，封垄后不再

中耕除草，禁止使用除草剂，如基肥

不足，可结合中耕除草追肥。虫害以

菜青虫为主，病害发生较少。全草药

用以9月中旬采收为宜，苏子药用以

10月底采收为宜，整株采收，经晾晒

后收获种子。

该品种适宜在河北省范围内种

植，山地、丘陵、平原均可栽植，以选

择土层深厚、疏松肥沃、地势较高、排

水良好的砂质壤土为宜。

甘肃品种——
陇苏 2 号

陇苏 2 号是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旱地农业研究所选育的紫苏品种。

该品种产量高，抗病性强，丰产

性好。晚熟品种，生育期为138天左

右，对锈病和白粉病均表现抗病。

选择地势平坦、肥力较高、排水

良好、阔叶杂草较少的沙壤土种植，

一般每亩施纯氮2.7千克、纯磷3.6千

克、纯钾2.5千克，有条件的地区最好

每亩施有机肥2吨。以总肥量的2/3

作基肥，1/3 作种肥。4月中下旬播

种，机械每穴下种 3-4 粒，亩播量

0.4-0.5 千克，人工撒播亩播量为

2.0-2.5千克，播深2-3厘米。9月中

下旬当全田有 2/3 植株叶片由绿色

变成浅黄色，结穗变成浅褐色时即可

收获。

该品种适宜在西北干旱半干旱

地区种植。

（综合《长江日报》《延安日报》等）

在我国北方旱地，紫苏

以种子（苏子）榨油为主，兼

作药用，并形成西北和东北

两个传统油用紫苏产区。

陕西省延安市黄龙县

崾崄村党支部鼓励群众种

植紫苏等油料作物，一方

面，是因为紫苏对种植环

境要求低，且种植成本低；

另一方面，是村集体开办

的榨油坊可以直接收购，

销路不成问题。

“今年村榨油坊也进

行了升级，油料需求量增

大，动员村民种植紫苏，既

可以解决油坊油料作物来

源又可以提高村民收入，

绝对是一举两得。”崾崄村

党支部书记阮长国说。

紫苏成熟结的种子，

等到春天晒干过后，送到

当地的手工榨油坊，便榨

成了香喷喷的油。该油有

很高的营养价值，是高端

小众食用油。它可以用来

凉拌菜或代替氢化油或奶

油做烘焙用油，还可以外

涂，效果类似茶油。目前，

崾崄村各党小组成员已累

计 动 员 紫 苏 种 植 350 余

亩，年预计收益在 50 万元

左右。

紫苏不光可以食用，还

有很高的观赏价值。每年

7月左右，湖北省咸宁市通

城县堆山村的盛康紫苏合

作社种植基地里都会有很

多来此参观、游览拍照的

游客。

“紫苏最喜欢沙旱地，

而这里原来是村里荒芜了

很久的一块沙旱地，产值

低没人种，现在全部种上

了紫苏，亩产达 6000 元。”

50多岁的堆山村村民吴寿

龙说。

“紫苏有较高的营养价

值，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人

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9%以

上的饱和脂肪酸、多种维生

素、矿物质元素等，堪称人类

所需的‘营养库’。其药用价

值还体现在散表风寒、防治心

脑血管疾病等效果。”通城县

三毛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杜祖英近日对记者介绍道。

据介绍，通城县每年10

月收割的紫苏，都会送去三

毛姐食品有限公司加工，制

作成紫苏酱销售。

“砰！”杜祖英熟练打开

两罐紫苏酱，香气扑鼻。

为什么这么香？

杜祖英道出了秘诀：“我

们采用通城出产的有机山茶

油，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用香

菇肉磨粉的形式取代添加剂

增香提味，新鲜紫苏叶与切

碎的猪肉、生姜、大蒜等辅料

混合，进行炒制、罐装、杀菌

等6道工序，变成香沁舌尖的

紫苏酱。”

三毛姐食品有限公司为

深入研究紫苏食品，从生产

源头把控紫苏酱质量，成立

了盛康紫苏合作社和通城紫

苏研究所。现在通城县紫苏

种植基地有20多个，企业流

水线可年产50万瓶紫苏酱，

年产值超900万元。

一茬可收六个月，一年四季都有鲜叶采摘，
一盒 100 片的叶子可以卖到 15 元，一片叶子能
卖一毛五，可烹食、可药用、可制酱、可榨油，紫
苏这个蔬菜浑身都是宝，快来了解！

走上餐桌，它可以炒着吃

走进流水线，它可以做成酱

走进北方旱地，它还能榨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