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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营养学对我国杂粮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杨晓东*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延安  716000) 

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人类逐渐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在市场需求的背景下, 现代营养学的

发展突飞猛进, 现代营养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应用与普及, 让人类对粮食价值的认识更加深刻。现代营养学

影响着我国粮食产业的整体发展, 对我国杂粮产业经济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本文分析了现代营养学在我国

杂粮领域的应用, 阐述我国杂粮产业经济发展新情况, 研究了现代营养学影响下消费者购买杂粮意愿数据调

查, 进而提出了现代营养学促进我国杂粮产业经济发展可采取的对策, 如拓展现代营养学在杂粮领域的研究

范围, 开展杂粮深加工体系, 提升产品附加值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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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modern nutriology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arse grain 
industry in China 

YANG Xiao-Dong* 
(Yan’an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Yan’an 716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man beings gradually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healt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rket dem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nutrition is 

advancing by leaps and bounds, and the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new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modern 

nutrition make people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of food. Modern nutrition affect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hina’s grain industry and plays an obvious role in promoting the economy of China's grain industr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nutrition in the field of coarse cereals in China, expounded the new 

situ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arse grain industry, studied the data survey of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buy coarse cereal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nutrition,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hat can be taken by modern nutrition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arse grain industry, such as 

expanding the research scope of modern nutrition in the field of miscellaneous grains and deep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miscellaneous grains industrial system, improve the added value of products and other suggestions. 
KEY WORDS: modern nutrition; miscellaneous grain industry economy; influence; countermeasure 
 

 
1  引  言 

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大健康理念的影响, 居民的

自我保健意识逐渐增强, 而营养研究及营养价值的评估, 

也成为杂粮产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现代营养学, 
主要指关于食物中营养素的性质、分布、代谢作用以及食

物摄入不足的后果的一门科学[1], 营养素是指食物中能被

吸收及用于增进健康的化学物。现代营养学研究, 对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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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杂粮品质及营养的

研究已经进入新的阶段, 而现代营养学引导的消费和产品

加工理念, 也有了新趋势, 渐渐形成了以营养需求为导向

的现代杂粮产业体系。现代营养学, 在推动杂粮产业经济

发展的同时, 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例如不合理的营养概

念引导消费群体盲目消费等, 对杂粮产业经济的发展产生

不利影响[2]。研究如何让现代营养学理论, 更好的促进我

国杂粮生产, 理性消费, 推动绿色健康环保的杂粮产业经

济的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5]。 
本文分析了近些年现代营养学在我国杂粮领域的应

用, 阐述我国杂粮产业经济发展新情况, 研究了现代营养

学影响下消费者购买杂粮意愿数据调查, 进而提出了现代

营养学促进我国杂粮产业经济发展可采取的对策, 为促进

杂粮产业经济良好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2  现代营养学在杂粮领域的应用概述 

2.1  杂粮的种类 

杂粮是小宗粮豆作物的俗称, 主要是指小麦、水稻、

大豆、玉米和薯类等以外的粮豆作物。杂粮的主要特点是

生长周期较短, 种植面积不大, 产量不高和种植的地区特

殊等, 杂粮基本都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成分, 具有平衡膳

食的作用。 
据联合国数据统计 , 世界杂粮的种类 , 主要有大

麦 , 高粱 , 燕麦(莜麦), 糜子 , 黍子 , 荞麦(甜荞、苦荞), 
籽粒苋 , 薏仁 , 小豆(红小豆、赤豆), 菜豆(芸豆), 黑豆 , 
绿豆 , 豌豆 , 豇豆 , 蚕豆 , 小扁豆(兵豆)等。我国杂粮的

种类更多 , 分布广泛 , 产量较大 , 是世界上杂粮生产较

大的国家 [6]。  

2.2  杂粮的营养价值及功能特点 

杂粮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富含钙、钾、叶酸、维生

素 E、生物类黄酮等物质, 微量元素如镁、锌、硒和铁的

含量也比普通的细粮高[7]。例如燕麦富含蛋白质, 豆类富

含优质蛋白, 薯类富含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 小米富含胡

萝卜素和色氨酸, 高粱富含铁和脂肪酸[8]。 
杂粮除了具备一定的营养价值外 , 还具有其他的

特殊功能 , 例如荞麦含有“芦丁”, 这种物质对血管有保

护作用; 燕麦含有亚油酸和多种酶类 , 这些物质有较强

的活力, 具有延缓细胞衰老的作用[9]。另外, 杂粮还具有

“天然、营养、绿色、健康”的品类特征, “以喝代吃”如绿

豆汁、红豆汁和核桃露等方便简单, 受到当代消费者的

偏爱 [10]。 

2.3  现代营养学在杂粮领域的应用 

现代营养学是现代医学和分子生物学等理论与技术

在营养学领域的应用, 是一门交叉学科[11], 能够深刻揭示

营养物质在信号传递、蛋白修饰和基因表达等方面的内 
容[12]。现代营养学与杂粮产业相结合, 具有重要的价值, 
其在杂粮领域的应用如下:  

(1)谷物及其制品中营养功能因子在调节血糖、血脂、

血压、防抗肿瘤和抗氧化领域均有广泛的研究和应用。例

如在调节血糖方面, 传统的营养学已经证实杂粮的膳食纤

维, 可以增加食物的粘滞性, 能够延缓葡萄糖在肠道的吸

收, 能够减缓血糖升高[13]。而现代营养学则是进一步研究

出新成果, 如证明荞麦的营养能够促使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和胰岛素 1号的增长因子与蛋白的结合率降低约为 4%, 同

时能使胰岛素和葡萄糖降低约 27%。以老鼠实验为例, 喂

养荞麦的老鼠, 血糖浓度明显降低, 而与此相关的 HbAlc

基因表达也有显著下降的趋势[14]。这些研究为进一步深入

研究食品加工过程中营养因子的保护和杂粮食品的合理消

费提供了参考依据。 

(2)现代营养学的发展 , 推动了国际食品安全和加

工研究领域的变革。例如在食品安全方面 , 现代营养学

的发展推动了技术进步 , 从传统的毒理学理论依据向

现代生物信息学跨越 , 杂粮产业的加工研究也从传统

的单元操作技术转向多元化技术 [15]。另外与营养学相

关的尖端技术如纳米技术、微胶囊技术、生物技术、

超临界提取技术和冻结浓缩技术等在杂粮产业生产和

研发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 使杂粮食品更加安全、方便和

卫生 [16]。  

3  现代营养学影响下我国杂粮产业经济发展的

新情况 

3.1  杂粮的良种推广 

杂粮的良种推广在欧美国家兴起的比较早, 我国从

2015 年开始陆续引进了澳大利亚、法国和新西兰等国的优

质杂粮品种, 同时科研机构也结合现代营养学理论开启了

杂粮的良种培育工作[17]。2019 年, 在杂粮在新品种推广中, 

以科技支撑项目为出发点, 对高粱、燕麦、红豆等特色杂

粮进行品种研究, 利用乡镇育苗基地进行杂粮品种推广, 

在全国 1/3 的乡镇进行了杂粮良种的推广[18]。同时, 我国

制定了杂粮种植策略, 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措施, 例如山

东省, 在种植豌豆和蚕豆上, 推出了政府专项津贴扶持政

策; 河北省政府也积极鼓励农户种植高粱、荞麦和绿豆等

杂粮作物, 给予专项补贴和直接补贴[19]。 

3.2  现代营养学相结合的杂粮加工业发展状况 

(1)优势分析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杂粮生产国和出口国,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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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统计全国杂粮种植面积达到 700 万亩以上的省区有 12

个[20]。随着居民营养观念的升级, 市场对杂粮的需求旺

盛, 杂粮价格也一路攀升, 市场前景良好。根据艾瑞克调

查机构数据显示, 从 2015 年到 2019 年, 我国杂粮产业持

续发展 , 杂粮产量大幅度增加 , 杂粮加工业呈现持续稳

定的发展态势 , 杂粮加工品种从最初的数十种 , 迅速达

到了数百种 , 近年来已经上升到一千种之多 , 尤其是在

淘宝、拼多多、抖音等平台的营销下, 杂粮产品逐步进

入了国内外市场[21]。 

(2)劣势分析 
但是, 纵观发展概况, 现在营养学在我国杂粮产业

上的应用还存在不足。部分领导及消费者, 对现代营养

学在杂粮产业经济上的应用存在偏见, 认为部分营养理

论有悖于传统杂粮作物的生长, 部分领导在科研上不重

视杂粮的研发工作, 例如不重视利用现代营养学进行科

学育种, 不重视采用新的基因理论改善杂粮的生长适应

环境等[22]。虽然人们对杂粮的观念有所改善, 但从田间

到餐桌的过程中, 生产加工环节较少, 仅占 1/5, 低于发

达国家水平 [23]。杂粮生产的企业规模不大, 与现代营养

学理念相结合的品牌不多 , 品牌优势不明显 , 不利于市

场竞争。杂粮加工档次不高 , 深加工和精益加工不足 , 

利用现代营养学开发的杂粮产品或商品数量较少, 深层

次开发不足, 现代营养学理论研发的多层次杂粮产品更

为稀少 [24]。另外, 与现代营养学结合的深度不够, 杂粮

生产、加工领域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不合规的使用现代

营养学研发杂粮产品或是推广的宣传虚假的现象也依

然存在[25]。 

4  现代营养学影响下杂粮消费现状调查分析 

4.1  调查的内容 

我国学者李玉勤等 [26]通过调查研究方式对城市的

杂粮消费意愿进行了实地调查。史杨焱等[27]通过调研分

析, 提出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消费者个人和家庭的基本

信息 , 对杂粮产品的认知度和态度 , 以及消费行为和营

销因素等,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 选取小区和超市等地点, 

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研究现代

营养学的影响下 , 居民对杂粮的消费状况 , 以及消费者

对杂粮需求的特点。 

4.2  消费者消费意愿的统计分析 

消费者的基本特征。白建华等[28]发现调查数据中显

示, 被调查的消费者中自己本人买过的占了 372 人, 占比

57.41%; 没有购买过的杂粮人数为 273 人, 占比为 42.1%; 
在性别结构上基本处于平衡, 女性占比 58.21%, 男性占

比 42.79%; 受教育程度上, 大学(本科和专科)55.11%, 高
中及中专 25.21%, 初中以下 15.71%, 研究生及以上为

3.07%; 家 庭 收 入 中 50000 元 以 下 占 比 54.34%, 
50000~70000 元占比 28.30%, 70000~90000 元占比 8.64%, 
90000 元以上占比 8.72%; 婚姻状况调查 , 未婚占比

46.35%, 已婚占比 53.65%。从统计结果可知, 在消费意愿

上有接近一半的人没有购买过杂粮, 可见杂粮产业的发

展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在消费群体上女性群体、高学历

者和已婚人士是购买杂粮的主力军, 积极关注这些消费

群体的购买需求及消费趋势, 将有助于推动杂粮产业经

济的整体发展。 
消费者行为特征的统计分析。刘锐等[29]对是否了解

杂粮产品的调查中, 发现有 63.62%的消费者选了不了解, 

24.5%选择了了解, 6.73%选择了比较了解, 5.15%选择了

非常了解, 从数据看消费者对杂粮相关的产品了解程度

不高, 对杂粮相关的产品的种类、功效和营养价值认知较

低。侯向娟等[30]对保健功能的影响程度调查中, 28.23%的

消费者选择一般, 35.94%选择非常重要, 31.22%选择重要, 

4.61%选择非常不重要, 可见 70%以上的杂粮消费者认为

保健功能是重要的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从营养价值的影

响程度的调查中, 王震等[31]发现 49%的消费者认为非常

重要, 36.93%选择重要, 12.21%的选择一般, 1.86%的认为

不重要 , 从数据可看 , 在营养价值的影响程度中有

85.93%的消费者认为营养价值的影响程度较大, 人们对

杂粮产品的营养价值重视程度较高。倪志巍[32]对杂粮口

感影响程度进行了调查, 29.71%的消费者选择非常重要, 

42.12%选择重要, 24.17%选择一般, 0.48%选择非常不重

要, 3.52%选择不重要, 可见人们对杂粮产品的口感的重

视程度低于营养价值; 在绿色产品的影响程度上, 43.75

选择非常重要, 0.61%选择非常不重要, 35.72%选择重要, 

14.47%选择一般, 5.45%选择不重要, 可以看出杂粮产品

是否是绿色产品也影响了消费者购买决策。从以上统计

结果可知, 消费者对杂粮营养价值方面的知识有待学习, 

对杂粮的口感和绿色健康方面关注较高, 这意味着未来

杂粮产业发展中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以满足消费者的

需求。 

营销因素影响程度的统计分析。王静瑶等 [33]在品

牌影响程度调查中发现 12.93%的消费者选择非常重要 , 

35.71%选择重要 , 36.12%选择一般 , 14.16%选择不重要 , 

1.09%选择非常不重要 , 可见杂粮品牌的知名度不高 , 

消费者对产品品牌认知度低 ; 朱婧 [34]在价格影响程度

调查中发现 , 12.45%的消费者选择非常重要 , 31.8 选择

重要 , 46.52%选择一般 , 8.64%选择不重要 , 0.59%认为

非常不重要 , 可见消费者对价格的因素关注度低于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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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产品的营养价值的关注度。从统计结果可知 , 杂粮产

品品牌的塑造是关键 , 通过实惠的产品定价 , 结合杂

粮营养价值和品牌传播整合 , 将有助于带动杂粮产品

的整体销售。  

5  现代营养学促进我国杂粮产业经济发展可采

取的对策 

通过调查分析 , 发现现代营养学促进我国杂粮产

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主要有 4 个方面的不足。(1)
现代营养学在杂粮领域的范围上 , 比较狭窄 , 还停留在

初级的功能功效上, 不能深入的分析杂粮针对某些疾病

的食物疗效成果, 对相关的慢性疾病的研究范围不大。

(2)在杂粮的加工体系方面 , 与现代营养学结合的深度

不够, 品牌附加值有待提升。(3)现代营养学在良种培育

方面结合的不够紧密, 没有通过现代营养学的科学理念

进行杂粮良种的培育, 导致部分杂粮品种出现退化的局

面。(4)在杂粮产业布局上, 忽视了与现代营养学相结合

的意义, 导致产业布局失去了市场发展的潜力。因此需

要现代营养学促进我国杂粮产业经济发展的对策, 具体

如下所述。 

5.1  拓展现代营养学在杂粮领域的研究范围 

积极拓展现代营养学在杂粮营养上的研究范围, 从
杂粮的物质成分到杂粮作物的培育种植, 以及到杂粮的

深加工等领域 , 积极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 , 客观评价人

类对杂粮营养的需求量和营养价值分析[35‒39]。积极利用

分子技术获得真实有效的针对杂粮的研究成果, 进而引

导现代营养学进入新的杂粮研究范畴如基因等方面, 并
加强杂粮临床营养学领域研究, 更客观的了解杂粮所含

有的各类营养物质以及对人体健康或是有关慢性疾病的

作用机理。 

5.2  开展杂粮深加工体系, 提升产品附加值 

从杂粮的整体产业链着手, 积极开展杂粮产品多元

化研究, 如杂粮的品种和类型, 从活性成分和健康功效等

方面进行多样化研究[40‒46]。进行产品深加工, 创新杂粮品

牌, 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喜好和不同消费习惯的消费者, 
提升杂粮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 积极带动新的杂粮

产品走出国门, 推动我国杂粮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纵深发

展地位。 
根据现代营养学理论, 积极合理的改进我国杂粮产

品的加工工艺, 如研发针对糖尿病人的杂粮饮品和食品

系列 , 研发女性减肥需要的杂粮代餐食品系列 , 以及研

发老年人需要的综合营养的杂粮产品系列[47‒54]。同时, 因
地制宜大力发展乡村杂粮产业版图, 积极提倡生产有机

绿色有营养的杂粮产品, 如保健品和营养品等。在杂粮产

品附加值方面 , 应提高杂粮产品的包装质量 , 提高产品

的宣传力度, 制造生产符合国际质量标准体系的高科技

含量的杂粮产品, 提升我国杂粮产品的整体销量和国际

地位。 

5.3  积极建立良种培育及供应体系, 提高杂粮质量 

积极利用现代营养学理论 , 对杂粮进行育种计划 , 
建立科学的良种培育及供应体系, 培育出人类更需要的

更优秀的品种, 避免因杂粮品种退化导致我国杂粮产业

下滑。结合现代营养学理念和科研成果, 积极推广杂粮良

种的种植技术 , 建立优质的杂粮生产基地 , 解决杂粮品

质不稳定的根本原因, 并客观的建立起我国杂粮品质资

源相关的数据库和有关标准。另外, 制定完善的政策优惠

措施 , 加强推广力度 , 对筛选出的优质品种进行大面积

种植推广, 对国际市场上有需求的杂粮品种进行良种繁

育计划 , 紧跟市场需求 , 进而推动我国杂粮产业经济的

整体发展[55‒57]。 

5.4  进行产业布局, 形成规模化生产 

结合现代营养学的技术和理论, 积极对杂粮生产进

行产业化布局, 一般来说杂粮产业的布局, 主要是杂粮产

业结构的布局, 而产业布局演变也大致遵循一项规律, 即
由一个或者多个杂粮增长极(点), 向轴线和杂粮经济网络

(域面), 而演变出的整体规律[58]。因此, 关注杂粮产业的某

些增长点, 从品质品种进行市场培育, 是不错的选择。对

于优质的杂粮产品, 应积极加强规模化生产, 例如在市场

上反响好的杂粮产品, 在国际上有声誉的杂粮产品, 应在

营养研究深入的基础上, 结合现代经营理念和大健康趋势, 
扩大其产品的生产规模, 实现科研、加工、贸易一体化的

市场体系, 快速占领杂粮市场。 

6  小  结 

现代营养学对我国杂粮产业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营养学在杂粮领域的应用发现需

要深入了解了杂粮的品种, 以及现有的应用情况。随着

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现代营养学的影

响下 , 我国杂粮产业经济出现了新的发展机遇 , 诸如现

代营养学相结合的杂粮加工业发展状况的优势及劣势

等。本文通过对现代营养学影响下杂粮消费现状调查分

析 , 发现存在的问题 , 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营养

学促进我国杂粮产业经济发展可采取的对策, 如拓展现

代营养学在杂粮领域的研究范围, 开展杂粮深加工体系, 

提升产品附加值等, 为相关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定

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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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品质控制及检测分析”专题征稿函 

 

 

饮料工业是我国食品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人民物质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来,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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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问题越来越得到社会和广大消费者的关注。 

鉴于此, 本刊特别策划“饮料品质控制及检测分析”专题, 主要围绕饮料产业发展现状、饮料加工过程中

质量控制与品质安全管理、饮料质量检测标准、饮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检测方法、饮料包装材料等或您认为

本领域有意义问题展开讨论, 计划在 2021 年 3/4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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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研究所 许洪高 研究员特邀请您为本专题撰写稿件, 以期进一步提升该专题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 综述及

研究论文均可。请在 2021 年 2 月 28 日前通过网站或 E-mail 投稿。我们将快速处理并经审稿合格后优先发表。 

同时烦请您帮忙在同事之间转发一下, 希望您能够推荐该领域的相关专家并提供电话和 E-mail。再次感

谢您的关怀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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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