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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红花的资源开发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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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红花是浙江省“新浙八味”品种之一。中国自 1960 年引种成功后在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大规模繁育栽培西红

花，目前浙江西红花产业和技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西红花是具有极高经济价值的小宗中药品种，增加种植区域及改

良种植模式是西红花产业化的关键，本文通过对西红花的品种选育研究、产量研究、品种评价、栽培技术、综合开发利

用等方面进行初步分析与探讨，梳理西红花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国内西红花的开发利用提供一定的科学参考依据，

促进产业可持续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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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new Zhejiang Eight Medical Materials” in Zhejiang province, saffron has been bred and cultivated on a 
large scale in Shanghai, Zhejiang and Jiangsu, et al since it is introduced to China successfully in the 1960. Currently,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of saffron in Zhejiang take leading position across the country. As a smal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variety 
with high economic value prospect, expand the planting area and improve planting pattern are the key 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affron. Through preliminarily analyzing and discussing the variety breeding research, production research, variety evaluation 
cultivation techniques, and comprehensiv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saffron, this paper comb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saffron, hoping to provide certain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saffron in China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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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红花(Crocus sativus L.)又名番红花、藏红

花，为鸢尾科植物番红花属多年生无茎草本植物。

西红花原产地为希腊、西班牙和伊朗等国家，在

中国唐朝通商时期，经由西藏传入内地，故又称

“藏红花”。1960 年中国从国外引种栽培，经过多

年的引种、选育、栽培等科学研究，西红花在产

业化进程等方面均发展迅速，尤其是栽培区域，

由传统的地区性示范基地逐渐联合形成优势产

区。本文收集和整理中国的药用西红花植物资源

在品种选育、引种、栽培方面的研究报道，为中

国西红花形成优势产区和区域品种标准化奠定理

论基础。 
1  西红花适应性的研究 

西红花原产于地中海地区，属亚热带药用植

物，喜温暖凉爽的气候，耐半阴，喜光线，怕酷

热，较耐寒，冬季高于–10 ℃即可安全越冬；喜排

水畅通、疏松肥沃、腐殖质丰富的砂质土壤；生

长适温为 15~25 ℃，夏季休眠；深秋开花，花期

为 10—11 月，至第 2 年的 4—5 月地上部分枯萎，

整个生育期约为 210 d 左右。目前在上海、浙江、

江苏、湖北、河南、四川、安徽、西藏和新疆等

地均有种植[1]。由于西红花特殊的生态环境要求，

各生产区均根据产地适宜性，并结合当地生态环

境情况，开展西红花适宜种植模式，见表 1。 
西红花的核心产区集中在北至黄河流域，南

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主要集中在北纬 30°~35°
区域带，这也与国外西红花主产区(伊朗、地中海

地区等)处于同一纬度带。纬度和海拔对温度影响

大，海拔越高温度越低，而温度是西红花生长

和开花的主要因素，温度降低，开花易提前；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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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西红花不同产地生态环境情况 
Tab. 1  Habitat of saffron from different producing area 

产地 气候 平均海拔/m 年平均气温/℃ 年降雨量/mm 平均日照时长/h

云南省维西县塔城镇[2] 亚热带与温带季风高原山地气候 2 340.0 –1.5~15.3 850.0 2 104.5 
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3] 温带季风气候 3 100.0 8.7 650.0 2 022.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4] 温带大陆性气候 1 050.0~7 167.0  9.0~20.0  35.0 2 470.0~3 000.0 
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5] 亚热带季风气候 87.2 14.0~23.0 980.0~2 000.0 1 710.0~2 100.0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6] 亚热带季风气候 841.4 –17.7~17.0 1 600.0~1 700.0 1 723.0~1 820.0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6] 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11.0 14.0~23.0   364.4 415.8 
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7-8] 亚热带季风气候 59.3 16.0~25.0 1 644.8 1 635.1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9-10] 亚热带季风气候 3.0 12.2~17.3 761.0~1 780.0 1 613.0~2 430.0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7-8] 亚热带季风气候 4.9 13.0~21.0 1 040.0 1 400.0~2 200.0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10] 亚热带季风气候 6.0 14.0~22.0 1 040.0 1 924.3 
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10] 亚热带季风气候  7.0~10.0 13.0~22.0 1 222.0 1 912.7 
上海市崇明区[11] 亚热带季风气候 2.8 –5.0~27.8 1 128.0 1 973.9 
上海市南汇区[6-7]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4.0 3.2~27.4 1 061.0 1 713.4 
河南省开封市杞县[6] 温带季风气候 69.0~78.0 12.7~13.7   650.0 20 000.0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4] 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  60.0~400.0 10.0~22.0 1 100.0~1 500.0 21 000.0 
安徽省亳州市大周村[6] 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32.0~42.0 17.0~18.0  805.0 2 507.6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4]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600.0~3 045.0  4.9~29.7 800.0~1 000.0 1 300.0~1 400.0 
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6] 亚热带季风气候 476.9~594.0  5.3~30.0 940.0~1 034.0 12 380.0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12] 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256.0~888.8 17.1 1 000.0 1 369.1 
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13] 亚热带季风气候 179.1 16.0~25.0 1 437.0 17 990.0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锦屏县[14] 
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400.0~800.0 16.4 1 326.2 1 086.3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15] 温带季风气候  31.9 14.0~34.0   871.3 20 490.0 
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16] 亚热带季风气候 238.6 14.0~24.0   1 510 17 550.0 

 
续高温则易导致花朵萎蔫[8]。综合分析国内各生产

区在气候、海拔、气温、降雨量、日照时数等方

面的差异，西南地区种植区为低纬度的亚热带延

伸到高纬度的温带，降水量低于原产地或与原产

地相当，受海拔影响的极端低温可能成为种植规

模受限的因素；西北新疆部分种植地区气候与伊

朗产地相似，大陆性暖温带沙漠气候，土壤多为

沙质土壤，具有种植西红花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

壤条件；而华北、华中、华东等种植区为亚热带

季风气候，气候因子与原产地比较接近，但极端

高温、生长期、降雨量等影响因素对该地区种植

有一定影响。环境条件是复合因素，不同的气候、

土壤等外在因素叠加形成的作用对药材品质及成

分含量的形成具有显著的影响[17-19]，所以各产地针

对气候等环境因素开展西红花栽培种植技术研

究，如浙江地区的“二段法”栽培技术，室内采

花和露地繁殖球茎相结合的栽培方式，可以减少

浙江夏季高热多雨对种球的影响，同时也在寻找

仿原产地连续种植栽培技术关键。  
2  西红花的品种选育研究 

品种选育是西红花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当

前中国各产区正在充分利用新的研究技术，加快

西红花的选育改良工作。浙江省在“十二五”期间，

积极推进以新“浙八味”为代表的浙产道地药材的

新品种选育、资源圃建设、育种共性技术等研究[20]，

西红花就是新“浙八味”品种之一。陆中华等[21]

进行了多年的西红花系统选育，从西红花的品种系

统选育入手，由不同生产区域引进西红花球茎，布

点试种，筛选出“西红花选系 2”新品系，其花丝

平均产量为 1.25 g·m–2，比主栽品种增产 10.8%。

品比试验后，该品系表现出丰产性好、品质优、

抗病性强的特点，定名为“番红花 1 号”。该品种

进行 2 年区域试验，每 667 m2 平均球茎、鲜花丝

产量分别为 579.4 kg 和 3 147.2 g，分别比对照增

产 41.6%和 41.7%。该品种于 2015 年 2 月通过浙

江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22]。 
西红花品种的单一性影响西红花产业的发

展。有学者研究中国西红花主产区种质资源遗传

多样性情况发现，国内西红花种质资源之间总体

差异较小，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结果为西

红花遗传改良和新品种选育提供了依据[23]。建议

中国西红花品种资源研究应进一步重视从国外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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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加快资源精准鉴定助力西红花育种改良。 
3  西红花的产量研究 

目前全国所产的西红花还不能满足市场的需

求，国产西红花仅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 20%~ 
30%，仍依靠大量进口[24]。中国西红花原料的主

要进口国是伊朗，伊朗是世界上 大的西红花生

产国，全年产量约为 200~300 t，占全球总产量的

70%~80%，但是在伊朗每 667 m2 的西红花产量

通常≤0.5 kg[25]。在中国，若种植技术稳定，1 次

引种 100 kg 球茎，种植 667 m2 西红花，一般收干

花 0.5~1 kg，同时可收球茎 600~1 000 kg。浙江现

有西红花栽培面积三百余万平方米，栽培面积约

占全国的 70%，年产>2 500 kg[26-27]。 
西红花高产的关键在于种球的产量和质量，

球茎越长越小，花越开越少，产量就会越来越低，

在栽培管理中对种球抹芽处理，保留整球膜质鳞

片去除多余侧芽，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大球茎比

率，球茎越大，西红花有效成分(西红花苷类)含量

越高[28-29]。种植密度和氮肥用量均较明显影响西

红花青丛率，在沙性土壤中增施氮肥有利于延长

西红花的叶片生长期，提高西红花单个球茎质量

及产量，而增施磷肥能提高中大个球茎的比例，

增施钾肥能延迟倒苗[30-31]。陆中华等[28]在西红花

高产技术研究中，采用氮(N)、磷(P)、钾(K)混合

配施，考察不同肥料比对球茎生长和球茎产量的

影响，结果表明当肥料配比为 N 450 kg·hm–2，

P2O5 450 kg·hm–2，K2O 225 kg·hm–2，可显著提高

西红花青丛率、大球茎比例，并可增加球茎产量。

孔樟良[32]研究发现，建德地区西红花肥料 N、P、

K 年投入量在 219.45~1 526.55 kg·hm–2 之间，平

均为 734.70 kg·hm–2，N∶P∶K 比例为 1∶0.6∶

0.6。从比例来看西红花种球产量也以 N 肥为主要

影响因素，高 N 施肥可提高西红花地下球茎的产

量[33]。因此，西红花施肥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合理

控制肥料比，提高 N 与 P、K 之间的比例，在化

肥的基础上增加有机肥施用，可增加西红花种球

的产量。 
4  西红花的品质评价研究 

中药材传统的质量评价多以药材大小、粗细、

质量、外观、产地等指标来区分药材商品规格的

等级标准，而对于西红花来说，单靠产地和外观

来评价西红花的品质不够客观[34]。2018 年，中国

中药协会发布了《西红花质量等级》团体标准，

该标准是中国中药领域的“第一个以质量等级区

分药材饮片商品规格”的标准，在中国药典 2015
年版的基础上，增加西红花特征性成分苦番红花

素作为质量指标，并以西红花苷 I 及西红花苷 II
的含量之和作为等级标准的划分依据[35]。 

长久以来，在市场上道地药材以品质佳、疗

效较好为品质代表，决定优质药材产区的分布和

品质，除了遗传品种这个内在因素，还受自然环

境、栽培方式、采收加工方式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以西红花苷 I 及西红花苷 II 的含量之和评价国内

外西红花品质情况发现，中国种植区西红花苷含

量要明显高于其他国家，见表 2。同时，数据表中

可见浙江省种植生产的西红花品质好，其中主要

药用成分“西红花苷 I”“西红花苷 II”成分含量

都远高于中国药典的质量标准，而同产区含量比

较也不一致，这也说明优质药材产区不是一成不

变的，可能随着生态环境的改良和人工种植技术、

采收干燥工艺的精进而改变。在西红花种植过程

中注重土壤因子对其品质的影响，科学选地，适

当增施 N 肥、P 肥、K 肥，综合考虑地理、气候

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采用人工手段调控西红花花

芽孵育过程的温度、湿度和光照等条件，调节开

花前后环境因子等方法来提高西红花柱头质量和

柱头药用成分含量，逐渐形成了适合中国气候特

色的西红花种植技术[36]。 
采收加工方式也是影响西红花品质的因素，

从已有的文献数据可以看出，干燥方式对样品的

色度/西红花苷的含量和香味/藏红花醛的含量影

响较大，对苦味/藏红花苦素含量的影响不大[37]。

那么，优化采收加工方式就是保证西红花品质的

后关键，研究人员以西红花质量的化学物质群

的西红花苷、藏红花醛、藏红花苦素(代表色-香
-味物质基础)含量作为品质评价指标，考察采收加

工中重要的 3 个环节“采收时间、冷藏时间、干

燥温度”。3 个环节的考察设计是基于能够保证内

在品质且能够延长西红花采收周期、有效减少人

力成本的目的，研究 终优选出西红花开花当天

采收，冷藏时间 12 h 内，干燥温度为 90 ℃的采收

加工一体化工艺，推荐实际操作中，西红花冷藏

时间可延长至 24 h 内，这样不仅能保证品质，还

能适当延长采收加工周期，有效减少人力，提高

经济效益[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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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产地的西红花含量测定 
Tab. 2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saffron from different 
producing areas % 

产地 西红花苷 I 西红花苷 II 总含量 

江苏海门[6,10] 13.31 4.14 17.45 
9.31 4.09 13.04 

10.88 3.53 14.41 
上海南汇[6] 10.82 3.21 14.03 
浙江青田[6] 11.79 4.00 15.79 

浙江建德[6,10] 10.52 3.20 13.72 
13.50 4.98 18.48 
12.89 5.30 18.19 

新疆香格里拉[2] – – 19.80 

伊朗[2,6] – – 11.50 
– – 19.09 

印度[2,6] – – 13.00 

  7.86 

西班牙[4,6] 10.26 3.29 13.55 
– – 4.35 

浙江杭州[6] – – 27.60 
– – 25.81 

浙江湖州[9,6] 11.21 5.31 16.52 
– – 22.32 

浙江丽水[10] 9.53 4.50 14.03 
浙江义乌[10] 11.40 4.87 16.27 
江苏太仓[10] 8.95 3.40 12.35 
河南三门峡[10] 8.74 3.61 12.35 
河南郑州[10] 8.98 3.84 12.82 
上海崇明[10] 11.30 4.02 15.32 

 

5  西红花栽培技术和相关标准制定的研究 
浙江省是中国西红花栽培大省与主产区，

2012 年栽培面积达 387 hm2。在 2005 年，浙江省

质量技术监督局制订了目前国内唯一的西红花生

产标准 DB33/T 530-2005 版《西红花生产规程》。

2014 年浙江省更新西红花浙江省地方标准，该标

准代替了 DB33/T 530.1-2005、DB33/T 530.2-2005
版标准，标准包括产地环境、球茎生产、室内培

育、采收加工、检验方法等内容，这对完善西红

花质量控制体系，规范西红花生产，确保产品品

质有重要作用[39]。 
在西红花的栽培研究和示范推广中，浙江省

西红花“二段法”栽培的技术措施结合西红花产

业种植发展需要，针对西红花的药用价值、特征

特性、栽培技术、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及采收

加工提出了栽培技术管理要点[40]。在种植模式开

展上，轮作、套种、立体种植模式及栽培技术的

研究不断开展，极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提高

了种植效益。杭州市富阳区西红花-水稻水旱轮作

的栽培技术，包括轮作优点、西红花种球繁育技

术、单季晚稻栽培技术等方面内容，这种种植模

式能有效克服西红花连作障碍问题，与建德三都

种球生产实现异地串种，充分利用西红花水稻茬

口特性均衡有效利用土地养分，实现少投入多产

出的高效种植栽培目标[41]。在西红花种球繁殖方

式、播种时间、肥料配比、种植密度等种植技术

的方面，陆中华等[28]创新集成了西红花种植关键

技术《西红花标准化生产操作技术规程》，为浙江

省西红花高产优质栽培提供技术依据。在种球复

壮及繁育技术方面，有基地探索西红花大棚环境

下种球繁育及立体架式培育模式，通过控制温湿

度环境、栽培基质和施肥配比等栽培技术措施，

延长西红花的生育期及地上部养分的积累，利于

球茎的复壮和繁育，该项研究成果为西红花商品

种球新型高效栽培提供技术指导[42]。 
6  西红花综合开发利用的研究 

西红花是一种世界公认的名贵香料和药材，

西红花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化合物，包括藏红花

素、苦藏红花素等，具有抗炎、抗惊厥、保护心

脏、抗抑郁、抗肿瘤、抗阿尔茨海默病、抗糖尿

病等多种治疗作用[43-44]。一直以来在食品、化妆

品和制药产业领域中使用的西红花原料都仅是雌

蕊上部的柱头部分。而 1 朵西红花只有 3 根花柱，

150 朵花才能生产出 1 g 左右的干西红花，而除了

柱头部分，西红花花瓣、球茎和茎叶等部位所占

植物的比重远大于花部柱头，如果将西红花非药

用部位进行综合利用，不仅可以极大丰富西红花

功能性成分的可用性，还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

据研究报道，西红花花瓣中除含有西红花苷、西

红花酸类，还富含多糖类成分，而西红花球茎等

部位含有的化学成分种类较多，除黄酮、酚酸等

成分外，还含有蒽醌、生物碱等成分；这些部位

经研究发现具有抗氧化、抗炎、细胞毒性作用和

止血活性[45-49]。近年来国内有不少对于西红花非

药用部位的研究，非药用部位的开发前景广大，

具有很高的开发价值，非药用部位西红花花瓣、

球茎、茎叶等可作为制药工业中的副产品提取其

中的黄酮、多糖等多种活性成分，为农业、化工、

食品行业等提供资源，还可以为提高中药利用率

提供依据[50-51]。  
作为极具特色的药材和浙江道地药材品种，

西红花具有较好的开发价值及资源条件，目前有

不少基于西红花临床价值的产品开发，比如西红

花从传统药物的应用逐步拓广到食品、保健品、

化妆品领域的应用，有六味西红花口服液用于治

疗胸痹、胸闷、心绞痛、冠心病；西红花多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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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心血瘀阻性心绞痛；西红花人参胶囊能缓解

疲劳、消除焦虑；西红花花茶、西红花饮料具有

活血化瘀、解郁安神的功效；西红花护肤品能抗

氧化抗衰老等[52]。以综合开发利用策略推动产业

模式，药品、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等多模式的

功能性产品开发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当

然产业发展的基础仍是品质，积极开展相关基础

与应用研究，才能实现西红花高品质的经济产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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