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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春蔬富山乡

———华中农业大学科技助力湖北建始乡村产业发展

时下， 春风和煦， 草木蔓

发。在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长梁

镇七矿村的龙家湾，百亩碧绿的

板蓝根油菜，在微风吹拂下摇曳

多姿。 此时，田间十多名村民正

采摘着新鲜的油菜薹。手指微动

间，还沾着露水的嫩绿菜薹便被

掐入竹篮中。

“我们在采摘的时候一定

要按照规定的长度，太长的话要

进行二次修整，耽误工时，太短

不符合标准， 容易造成浪费。 ”

板蓝根油菜基地负责人邱小军

边采摘边指导村民。

板蓝根油菜又叫“板蓝根

青菜”， 是华中农业大学历时十

余年研发出的新品种，其营养成

分更全，口感也更脆甜。

2004

年

前后，华中农业大学国家油菜工

程技术中心开始进行油菜与菘

蓝（别名板蓝根）的远缘杂交研

究。

2021

年

12

月，该研究项目

通过湖北省科技厅验收，研究成

果获得国家专利局的认证。

作为一种低温季节蔬菜，

板蓝根油菜为冬季及初春季节

的蔬菜市场提供新的选择。该基

地的板蓝根油菜除了供应本地

部分商超外，更多的是发往武汉、

上海等地，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目

前，建始县长梁镇、高坪镇、三里

乡发展种植了该品种

500

多亩。

“我们在高山、二高山、低山，

不同的海拔进行种植， 每亩产量

可以达到

2500

斤。从销售情况来

看，市场前景非常好，效益也比较

高。 ”湖北恩施黎伯农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黎纪斌说。

据了解 ，近年来 ，华中农业

大学油菜团队结合新品 种 、 新

技术和新产品优势 ， 充分考虑

建始县独特的气候条件 ， 持续

开展新品种筛选、 肥水管理以

及机械化种植等一系列科学试

验，引进推广金油杂

9

号 、华油

杂

115R

、 菘油

1

号等新品种，

分别建立了山区不同海拔直播

油菜轻简化栽培技术、 山区油

菜“一菜两用 ”高产高效生产技

术和板蓝根青菜绿色高效种植

技术等 。

前不久，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傅廷栋， 专程

带队到建始县参加“油菜产业关

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现场观

摩会。“天时地利人和，板蓝根油

菜在这里发展非常合适。 ”傅廷栋

说，希望通过推广相关项目，为振

兴乡村服务，为农民增收服务。

除了板蓝根油菜，华中农业

大学还为建始县引入具有较高经

济价值和观赏价值的华油杂

6

号、七彩油菜等品种，不断优化当

地油菜种植结构。

“近年来 ，在华中农业大学

的大力支持下， 建始县在油菜种

植规模、品种选育、种植技术以及

农技人员培训等方面下功夫 ，油

菜产业发展到

12.4

万亩以上，油

菜薹产业从

0

发展到年产

5000

多吨， 油菜产业综合产值达到

5

亿元以上，有效带动了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

力支撑 。 ” 建始县副县长向异

之说。

自

2012

年定点帮扶建始以

来，华中农业大学充分发挥教育、

科技与人才优势， 围绕一个特色

产业、组建一个教授团队、设立一

个攻关项目、支持一个龙头企业、

带动一批专业合作社、 助推一方

百姓脱贫致富 ，构建起了“六个

一”产业帮扶机制。

（王建宏 张锐）

半斤售价 17 元

“板蓝根青菜”是药还是菜？

又是一年“食春季”，一大批时令蔬菜正在占据

市场和商超的“

C

位”。 近日，“板蓝根青菜”出现在

各大商超平台。 扬子晚报

/

紫牛新闻记者了解到，

苏州市区的菜市场目前很少出现“板蓝根青菜”的

“身影”，“板蓝根青菜”在各大商超以及电商平台的

零售价在每半斤

14

元

-17

元之间， 南环桥市场的

批发价格在

8

元

/

斤

-10

元

/

斤之间。 虽然名为

“板蓝根青菜”，但是专家提醒，“板蓝根青菜”是蔬

菜而非药物，不能当药用。

到货量日均

1000

斤左右，相较于往年价格明

显下降

“前两天刚到货的‘板蓝根青菜’，它是由板蓝

根和油菜杂交的品种。 ”南环桥市场蔬菜区专供叶

菜的经营户安先生告诉记者，最近“板蓝根青菜”很

“火”，其实它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进入市场，批发

价最高要十七元一斤。

“板蓝根青菜”外形与菜薹、芥兰相似，有市民表

示，如果不仔细观察的话很难分辨出来。“我们这里的

‘板蓝根青菜’都是从湖北产地直发，上海那边的‘板

蓝根青菜’大多也是湖北供应过去的。 ”安先生介绍，

“板蓝根青菜”刚研发出来的时候，由于种子数量少 ，

因此价格较高 ，现在供应充足 ，批发价在

8

元

/

斤

左右，相较于往年价格明显下降。

春季是“板蓝根青菜”销售的旺季。 安先生告诉

记者，春季上市的“板蓝根青菜”口感最佳，目前主

要是苏州市一些星级酒店和大型商超前来批发选

购，近期的到货量日均

1000

斤左右，基本每天都能

售完。“‘板蓝根青菜’口感没有板蓝根的苦涩，取而

代之的是类似菜薹的脆甜，菜香味特别足，回味微

甘。 ”安先生说，“烹饪手法没有特别要求，涮火锅、

清炒都可以。 ”

“板蓝根青菜”是蔬菜而非药物，消费者不能把

它当药用

记者在相城区一家大型商超看到，“板蓝根青

菜”摆放在“春菜”区域的中心位置，店员正在热情

地向顾客介绍其口味和功效。“‘板蓝根青菜’尝过

了，吃起来很脆，一点也不苦。 ”正在商场采购的严

同学告诉记者，前几天她就已经尝过“鲜”了，“板蓝

根青菜”口感和普通蔬菜一样，没什么区别，只是价

格贵一些。

“‘板蓝根青菜’是否具有功效需更精密的成分

检测之后才能得知。 ”苏州高新区狮山横塘街道德

济堂医师何先生告诉记者，虽说药食同源，但食补

最多也只是起到调节作用， 并不能真正替代药物，

板蓝根本身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杂交后功效却

不一定能“继承”下来。“板蓝根青菜”是蔬菜而非药

物，消费者不能把它当药用。 （张毕荣）

“板蓝根青菜”

瞄准市场需求的农业创新

近日，“板蓝根青菜”在湖北、四川等地的商超悄

然走红，成为新晋春菜“顶流”。 这是一款菘蓝（别名板

蓝根）与甘蓝型油菜杂交培育而成的蔬菜。 据其研发

团队———华中农业大学国家油菜工程技术中心专家

介绍，“板蓝根青菜”除了有板蓝根的抗病毒、消炎降

火等作用外，比普通油菜的营养成分更全面。

“板蓝根青菜”的走红，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的一次生动实践。 传统农业往往靠天吃饭，现代农

业则更多依靠科技创新。“板蓝根青菜”研发团队经

过多年努力， 将药用植物板蓝根与甘蓝型油菜杂

交，成功培育出兼具功能性与营养价值的蔬菜新品

种。 这种“跨界”创新，不仅打破了传统农业边界，也

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新范式。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在于通过

科技创新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与传统农产品相比，“板

蓝根青菜”不仅是一种蔬菜，更是一种功能性食品。 这

种“

1+1>2

”的效果，正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成果

与魅力所在。 而“板蓝根青菜”走红的深层次原因，在

于科技手段与健康理念的双重加持。

近年来，随着“药食同源”理念的普及，人们越

来越关注食物的功能性。“板蓝根青菜”的出现，恰

好满足了这一消费心理需求———它不是药，却有一

定保健功效；它是菜，却比一般蔬菜更具营养价值。

“板蓝根青菜”的研发培育，从一开始就瞄准了市场

需求，也就更容易被市场认可，从而为乡村振兴开

辟新路径。

对种植户来说，“板蓝根青菜”大卖意味着更好

的经济效益。 与传统农作物相比，功能性蔬菜的附

加值更高，可为农民带来更多收入。 同时，这种新型

蔬菜的种植也拉动了农业产业链的升级。 从种子研

发到种植技术，从物流配送到市场销售，“板蓝根青

菜”走红背后是整个产业链条的协同发力。 而这种

全产业链升级，正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

（边良）

3

月

10

日，记者从盒马获

悉，云南产创新型蔬菜———板蓝

根青菜凭借独特的品质和口感，

成功通过盒马在全国

430

多家

门店上市。盒马全国蔬菜采购金

汉涛表示，今年板蓝根青菜首次

通过盒马规模上市，受消费者欢

迎， 日均销量比上市初期增长

300%

。

3

月

10

日

12

：

00

， 记者来

到位于曲靖市陆良县芳华镇小

坝子村的板蓝根青菜种植基地。

明媚的阳光下，板蓝根青菜显得

格外鲜嫩。 田间，工人们正在采

摘板蓝根青菜，脸上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

刚采摘下来的板蓝根青菜

经过

2

个小时的抽真空打冷处

理，温度迅速降至

0℃

。 随后，这

些板蓝根青菜被送入冷库储存。

在低温环境下，板蓝根青菜进入

休眠状态，为长途运输提供最佳

的保鲜条件。

在冷库中，工人小心翼翼地

将进入休眠状态的板蓝根青菜

装进泡沫箱， 然后搬到冷链车

上。

16

：

00

，一辆满载板蓝根青

菜的冷链车缓 缓 驶 出 种 植 基

地，向上海疾驰而去。

经过上千公里运输， 这辆冷

链车预计于

3

月

12

日下午或晚

上抵达上海盒马仓库。 经过一系

列验收和分拣后， 这些来自云南

的新鲜板蓝根青菜预计于

3

月

13

日上午正式上架盒马上海数

十家门店。届时，上海市民将品尝

到 这 份 来 自 彩 云 之 南 的 美 味

佳 肴。

作为云南蔬菜圈的创新代

表， 板蓝根青菜以其独特的口感

和营养价值深受消费者喜爱。 此

次通过盒马鲜生的全国门店网

络，板蓝根青菜得以走出云南、走

向全国。 这不仅为云南的农产品

销售开辟了新渠道， 也为全国各

地的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和更

好的购物体验。

在“

80

后”“

90

后” 的记忆

里， 板蓝根是苦大于甜的药用冲

剂，其作为蔬菜的一面被人忽视。

盒马全国蔬菜采购金汉涛和云南

基地负责人卜丰原介绍， 板蓝根

青菜是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新型

品种， 过去

3

年在云南小范围试

种，去年曾在盒马短暂上市销售，

但因为产品品质和产量不稳定，

很快就下市了。 经过不断调整种

植方式， 板蓝根青菜的口感和品

质大幅提升，今年

1

月上市以来，

日均销量增长

300%

，已成为春菜

类目的第二大单品， 日均销量超

过香椿，仅次于春笋。

在陆良县芳华镇小坝子村板

蓝根青菜种植基地的田间地头 ，

看着长势旺盛的板蓝根青菜，华

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

授葛贤宏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他

从地里采摘了一根板蓝根青菜，

去皮后放入口中细嚼，回味甘甜。

葛贤宏介绍， 自

2004

年起，

团队开始研究板蓝根青菜。起初，

他们是为了攻克油菜的一种重要

病害———油菜菌核病， 将油菜和

板蓝根（菘蓝）进行组合。 由于二

者亲缘关系较远， 最终没有达到

预期效果。但在研究过程中，他们

发现将板蓝根里的抗病毒成分导

入油菜后， 获得的蔬菜不仅口感

清甜， 还具有显著的抗病毒 、抗

炎、免疫调节的特性。经过不断研

究迭代， 他们最终培育出这款具

有广谱抗病毒功效的杂交新品种

“菘油

1

号”。

2021

年，板蓝根青菜走出实

验室，开始在野外试种。 经过

3

年

多试种， 板蓝根青菜找到了适合

的种植条件， 实现批量生产。 今

春， 板蓝根青菜通过盒马鲜生大

规模上市。 从一粒种子到大量上

市，研究人员用了近

20

年。

板蓝根青菜适合在高原种

植 ，曲靖 、玉溪 、大理 、楚雄 、红

河、 西双版纳等地均已种植板蓝

根青菜———“菘油

1

号”。

板蓝根青菜不仅富含维生素

和矿物质，还具有清热解毒、凉血

利咽等功效，适合日常食用。对于

昆明市民来说， 想要品尝新鲜的

板蓝根青菜， 只需前往附近的盒

马鲜生超市即可。 除传统的煮、炒

烹饪方式外， 板蓝根青菜还可以

凉拌、榨汁。 在盒马鲜生超市，板

蓝根青菜的零售价为

9.90

元

/

包（

300

克）—

12.9

元

/

包 ，成为

市民尝鲜的新选择。

（杨官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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