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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现代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受到人类的
普遍关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的合理利用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作为一种天然纤维产物和可再生资源，汉麻再次引起大众的关注。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资源消耗型大国，土地资源、纤维资源、木材资源、石油资源紧
缺，“三农”问题突出。
目前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绿色环保和循环经济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
汉麻在我国是一个传统产业，具有悠久的种植和应用历史，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大力发展汉
麻产业有着特别的科技、经济和社会意义。
　　汉麻在我国各地均可以大面积种植，对土地和气候要求不高，可以在较为贫瘠的土地上种植。
由于汉麻所含有的特殊化学物质，种植过程中基本不需要杀虫剂和除草剂。
汉麻韧皮是优良的纤维原料来源，纤维产量高于棉花、亚麻、苎麻等传统天然纤维，汉麻秆芯具有特
殊的微孔结构和类似硬木的特征，是化工改性添加剂和复合材料的上佳原料，而且还是加工黏胶纤维
的原料之一。
汉麻籽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人体必需脂肪酸和氨基酸含量很高，除了加工食品外，还可以加工多
种营养添加剂。
汉麻的叶和花则可以药用，而汉麻的根则可以根据需要药用或加工生物燃料等。
而我国在汉麻的育种、种植、收获及产品初加工上，与相关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汉麻种植与
初加工技术》一书及其相关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编写的。
　　本书是在汉麻种植技术研究、汉麻收获设备研究、汉麻加工技术研究及其产业化的基础上，通过
查阅大量的国内外资料编著而成，全书共分为7章，第1章为绪论，重点介绍汉麻的起源、发展以及各
种用途；第2章为汉麻的品种分布与形态特征，重点介绍汉麻的分类、国内外优良品种及分布、汉麻
的形态特征以及汉麻的纤维发育与理化性质；第3章为汉麻遗传研究与良种繁育，重点介绍汉麻的育
种情况、汉麻的遗传学研究以及汉麻的育种方法；第4章为汉麻栽培技术，重点介绍汉麻轮作、耕作
、播种、施肥、灌溉、田间管理及病虫害防治；第5章为汉麻播种与收获机械，重点介绍汉麻播种机
械、汉麻收获方式、汉麻收割机械、汉麻皮秆分离机械、汉麻秆芯炭化机械以及汉麻播种与收获机械
的选型；第6章为汉麻复合材料加工技术，重点介绍汉麻秆芯木塑复合材料和汉麻韧皮纤维复合材料
的加工、成型技术；第7章为汉麻籽加工技术，重点介绍汉麻籽的成分、汉麻籽的用途、汉麻籽蛋白
食品以及汉麻籽油加工技术和设备。
　　汉麻播种与初加工技术涉及到育种、种植、农业机械、材料、食品等多个行业和领域，技术难度
较大。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杨明教授、大连工业大学季英超教授、云南省西双版
纳州汉麻产业办公室李军主任、中服北安麻业有限公司朴文吉总经理、云南工业大麻公司胡光副总经
理、云南昆华贸易总公司吕香红副总经理、汉麻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员工以及汉麻研究专家卫德林
先生等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我们的水平，书中有不尽完善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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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如何使汉麻丰产、优产，以及如何进行初加工更利于后期的综合利用，具体内容包括汉
麻的起源与发展、汉麻的品种及特征、汉麻的遗传育种、汉麻的种植技术、汉麻播种与收获机械、汉
麻复合材料加工技术、汉麻籽加工技术等。
     本书理论联系实际、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浅显易懂，对汉麻种植和初加工产业具有很强的指导意
义，可供汉麻种植、加工行业的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阅读，也适合汉麻的种植户及关注汉麻产业的有
关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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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述　　1.1　汉麻溯源　　汉麻，原名叫大麻。
在我国不同地区还有很多不同的称谓，如线麻、火麻、寒麻和魁麻等。
国际上将四氢大麻酚（THC）含量低于0.3％的品种称为工业大麻（Industrial Hemp），高于0.3％的称
为药用和毒品大麻（Marijuana和Hashish）。
为统一称谓，张建春等编著的《汉麻综合利用技术》（长城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一书，根据英
文“Hemp”的音译，将其统称为“汉麻”（Chi—na-Hemp），对药用毒品用以压某些专业词汇采用
“汉（大）麻”。
这样重新命名，既体现了中国时代特色，又有利于与国际接轨，还便于专业词汇分类和运用。
　　汉麻伴随着华夏农耕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走过了6000多个春秋。
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是汉麻种植和加工应用的发源地。
汉麻是中国最早的农作物之一，从原始社会（约4000～5000年前）到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到公
元220年），古代中国的汉麻播种、种植和加工技术发展迅速并相当先进。
新石器时代的渭河和黄河流域，汉麻与粟、麦、豆和稻一起种植。
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出土了汉麻纤维和种子。
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将野生汉麻不仅成功地培育驯化成栽培作物，还将其加工成重要的
生活和医药用品，为人类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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