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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朝霞

夏秋之交，来到河西走廊的酒泉，甘肃农垦

的大条田广袤无垠，汽车行进在宽阔的田间道路

上，人工林网如绿带缠绕在农田周围。

大条田里的景状别具一格，一行行整齐的网

架上，竖吊着一条条藤蔓状的“绿植”，模样昂扬，

气质清新。微风拂来，荡漾起一层层绿色波浪，

欢快地抖动着阳光，像一个个随风舞蹈的绿衣仙

子。翠枝墨叶间，盛开着一朵朵淡绿色的花朵，

像小绒球一般，又如松果一样，绽放在一马平川

的广阔天地间，怒放于灿烂明艳的西北阳光下。

——这，就是啤酒花。甘肃农垦人，坚持发扬

“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经过40多年创业，

把祁连山下、河西走廊中部的荒滩耕耘成世界种植啤

酒花三大黄金宝地之一，建成全国最大的国家级啤酒

花标准化示范基地，在戈壁滩上高高耸立起世界先进

的啤酒花颗粒加工、浸膏加工、冷藏保鲜等现代化生

产装备，把啤酒花培育成了“绿色黄金”“大漠奇葩”。

科技兴农 科技创新赋能产业

走进啤酒花田间，清香四溢，散发着一股独

特的气味。“尤其到了啤酒花成熟期，我们在田间

摘花时，闻着花香，肚子很快就饿了，因为啤酒花

含有天然酵母，会让人胃口大开。”田间忙碌的绿

鑫集团绿源公司三分场场长吕文东说。

啤酒花，属荨麻科葎草属，为多年生攀援草本

植物。原产于欧洲、美洲和亚洲，在《本草纲目》中被

称为蛇麻花。啤酒花含有月桂烯、芳樟醇、石竹烯等

天然苦香味，被誉为“啤酒的灵魂”。啤酒苦中带回

香，是啤酒花中的α酸、β酸产生苦味的化合物，平衡

了啤酒中麦芽糖的甜味。啤酒花苞叶间基部有许多

分泌树脂和酒花油腺体，叫蛇麻腺，富含黄腐酚，具

有杀菌防腐、抗氧化和澄清麦芽汁的能力。

甘肃农垦 20 世纪 70 年代引进啤酒花，在河

西走廊国营农场试种成功，由于地处北纬 39 度

至 41 度，土壤肥沃、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成

为啤酒花生长的“黄金带”。

2010 年，根据省委省政府和原农业部建设

现代农业的部署要求，甘肃农垦组建甘肃亚盛绿

鑫啤酒原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绿鑫

集团”），整合酒泉片区各农场啤酒花产业，经过

培育目前建成国家级标准示范基地 1.5 万亩，年

产啤酒花占国内市场份额的 48%，跻身为国内最

大的集啤酒花原料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国

字号龙头企业，成为世界啤酒花种植者协会理事

单位。啤酒花产业也成为甘肃省特色优势产业。

但见一方方啤酒花基地里，一根根松木有序

竖立，一根根网线布局整齐，一条条啤酒花藤蔓

沿着引线爬升，留出一行行机械通行的空地，田

间显得空阔而宽敞。

“根据河西走廊风大、风多的环境，我们改变传

统的低平架栽培为半高架栽培模式，架面高度从 2

米提高到4米，花枝布网空间变大，让作物有了充分

的生长空间，通风透光好，提高了酒花的产量和品

质，适宜机械化作业，不同地域、不同品种亩均增产

20至36公斤。”绿鑫集团党委副书记李生芳介绍。

有着 30 多年啤酒花种植经验的吕文东，对

栽培模式改变深有感触，“以前的低架面，我们要

爬进藤蔓里劳作，啤酒花枝枝蔓蔓、拥挤缠绕，花

上的倒刺常常划伤人脸，在地里砍枝、摘花、背花

时，特别费劲。如今改为半高架种植模式，啤酒

花爬伸到高处，空间变大了，我们进行机械化旋

耕、松土、施肥，节省了人力，提高了产量。”

“这一蔓蔓啤酒花都是春天割芽后的好苗

子，长势好、花繁盛。”绿鑫集团综合办公室主任

丁海燕介绍，3 月中旬，对啤酒花基地开穴理根，

把“老弱病残”多余的芽头割掉后，留下了最壮实

的芽苗。割芽是个技术活，割浅了，后期酒花跑

条疯长，不利于养分积累；割狠了，伤及主根，不

利于酒花生长。每年割芽前都由经验丰富的职

工实地培训示范，“以老带新”进行割芽。

春季几次滴灌之后，田里的芽苗齐刷刷地露

出青嫩的小脸，并扯长了跑条。一簇簇的幼苗抱

团共生，越长越密，间苗就摆上了重要日程。到

3 月底，作物长到 1.5 米，需要优中择优，把多余

的苗子打掉，留下一丝一蔓或一丝两蔓。再通过

人工引线，从“一丝一缕”到“千丝万缕”，按照藤

苗逆时针生长方向牵引，苗子自主爬到网线上。

统一整齐的半高架架面，不仅对啤酒花这种藤

蔓作物起“扶持”作用，网架底部配套安装了黑色滴

灌管带，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给作物“打点滴”，将营

养液渗入作物根部。“以前大水漫灌，1亩啤酒花需要

浇灌 8个水，需水量达 1000立方米；如今通过滴灌

设备和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滴灌、科学配肥，1亩啤

酒花只需用水400至500立方米。”吕文东说。

在水肥滋养下，随着五六月份气温升高，河西

走廊“一览无余”的阳光普照，啤酒花的藤蔓快速

生长、拉长、蹿飞，飞快爬伸到 4 米高的网架上，充

分享受“日光浴”。“这既符合啤酒花喜光的生物学

特性，也使啤酒花 α酸、β酸、酒花油等主要指标明

显提升。”绿鑫集团副总经理李进伟介绍。

“半高架栽培模式下，降低了生产成本，田间酒

花沿线引自主爬升，绕头、缠蔓、布网等用工由原来

25-30 个降到 12-15 个，每亩地节省成本 600 元

以上；还增加了职工收入，传统低平架种植投工投

劳多，职工平均种植面积仅为 8亩，半高架种植模

式下、职工平均种植面积增加至 30亩，可实现精细

化种植经营，职工年收入翻了一番。”李进伟说。

据悉，绿鑫集团先后投资 2800 多万元实施

半高架改造建园项目，累计建成啤酒花半高架面

积 1.5 万亩。同时建成水肥一体化面积 1 万余

亩，亩节水 40%、节肥 25%。

绿色兴农 低碳环保绿色种植

眼下，正是啤酒花生长的花期，除了“青岛大

花”主栽品种，还有引进的“拿盖特”“马可波罗”

“卡斯卡特”高甲酸品种，更有绿鑫集团自主培育

的“亚盛 LX-01”品种，不同品种的啤酒花鼓足

了劲儿生长，花开正艳。工人们及时供应水肥，

加强田间管理，严防病虫害。

在绿鑫集团黄花分公司 1300 亩啤酒花基

地，一根根松木架间、一条条藤蔓上、一丝丝网线

上，镶嵌着一袋袋“捕食螨”纸袋，上面封口已撕

开。“这是我们与福建省农业研究院合作研发的

针对红蜘蛛、叶螨、蓟马、介壳虫、线虫等虫害防

治的新技术，实现了生物防治的良好效果，不用

再打农药了。”分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崔亚鹏介绍。

“每年 6 月底至 8 月底，天气炎热，红蜘蛛生

长繁殖快。以前用农药打虫，越打药虫子越耐

药，红蜘蛛没有被消灭，反而把啤酒花打干了。

自 2015 年我们试验示范捕食螨防虫以来，从虫

口生育初发期提前介入，1 亩地投放 60 袋捕食

螨，均匀挂袋，防虫效果良好。2019 年，基地全

面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啤酒花生产达到了绿色标

准化生产。”崔亚鹏很欣慰地说。

崔亚鹏 1993年从甘肃农业大学毕业后，来公

司专门从事啤酒花种植研究30多年了。他介绍，今

年应用石硫合剂等绿色防控技术进行清园，石硫合

剂由生石灰、硫黄粉和水熬制而成，无污染、无残留，

病虫不易产生抗性，开穴割芽期在地面和穴根周围

喷洒，有效杀死了田间病虫及虫卵，提前预防了啤酒

花白粉病、红蜘蛛、根腐病、霜霉病及棉铃虫。

“今年，我们新增有机肥堆肥点 20 余处，累

计投入腐熟羊粪 3.8 万立方米，病虫害比往年同

期有所下降。”绿鑫集团副总经理朱峰毅介绍，除

了使用有机肥，还试验凹凸棒粉，防止重茬和土

壤板结，增加了啤酒花生长所需的中微量元素，

并与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北京中农富源集团合

作，引入特肥，改善土壤微生物活性。

经过培肥地力，改善土壤生态，实现了啤酒花

低碳环保种植。今年，基地啤酒花种植化肥投入同

比降低 7.7%，生物有机肥、特肥投入同比增加 1.8

倍，土壤有机质含量明显改善，啤酒花长势喜人。

“突突突——咔嚓咔嚓——”伴随着机械轰鸣

声，和着割剪枝条的声音，但见啤酒花剪蔓机驶进基

地，一边分蔓、一边往复切割藤蔓。这是绿鑫集团与

酒泉得意机械制造公司合作自主研发的啤酒花剪蔓

机，今年投入使用。传统人工剪蔓成本高，亩成本大

概180元到300元，使用机械降低了人工成本。

啤酒花种植环节涉及农艺措施较多，严重依赖

专业劳动力投入。为破解用工短缺和劳务成本上升

问题，绿鑫集团成功研发啤酒花挖芽机，2023年推

广使用80余台（套），人均作业效率比传统作业提高

近 5倍，亩均成本节约超过 100元。同时研制推广

啤酒花采摘机54台（套），万亩啤酒花的采收周期从

原来的30多天压缩至不到20天，降本增效明显。

绿鑫集团不断科技创新，为啤酒花种植蓄势

赋能。成功研发推广开穴、挖芽、剪蔓、打包等机

械配套设备，持续减少人工投入，降本增效明显；

探索智慧农业建设，利用“互联网+”技术，试验

啤酒花无土栽培技术，减少土地使用率；与北京

市大兴区农业服务中心建立国家啤酒花种质资

源圃，保护和储备国内品种资源。截至目前，绿

鑫集团已取得 14 项啤酒花生产研发等相关专

利，探索出科学化、机械化、现代化种植模式，实

现了农业生产与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质量兴农 项目带企产销互促

啤酒花经历 5 个多月的生长期，在农垦人精

心呵护和辛苦劳作下，经受住了大风、沙尘暴、阳

光炙烤等自然灾害的考验后，将在秋收时节结成

丰硕的果实，疲劳和汗水都有了回报。

走进位于肃州区的绿鑫集团生产加工车间，

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测试、检修、维护等工作，准

备一年最忙碌的生产加工。“我们从 8 月中下旬

陆续采收啤酒花，9 月份开始集中生产加工。”车

间加工中心副主任盛文亮说。

“收获时节，成千上万朵啤酒花绿油油一片，

煞是好看！”盛文亮介绍，投资 500 多万元实施啤

酒花顺流烤池项目，改造了传统三层翻板式封闭

烤楼，建设敞开式单层铺花卷帘烤池，创新研发

自动上花、翻花、下花的啤酒花顺流烤池工艺，能

够最大限度实现自动化作业。以加工 10 万斤鲜

花产能计算，烘烤用工从 50 个降至 15 个以下，

酒花日加工量提升 10%，α 酸提高 0.2%，贮藏指

数 HSI降低 0.03，烘烤质量显著提升。

新鲜的啤酒花采摘后，经过烘烤、回潮、打

包、包装等四个标准化生产工艺，特别是烘烤时

统一温控标准，最高温度不超过 65 摄氏度，统一

花层厚度，堆放厚度不超过 20 厘米，烘干时间不

超过 8 小时，保护了啤酒花的有效成分，烘干的

酒花色正味浓，花体完整，成为压缩啤酒花。

绿鑫集团以打造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啤酒花产

业加工中心项目为突破口，投资建成了现代化颗粒

加工生产线、浸膏萃取生产线、恒温保鲜库和研发

检测综合楼。引进瑞士布勒公司优质啤酒花颗粒

生产线成套设备、两套由德国伍德公司和中国贵州

航天公司制造的超临界 CO2萃取生产线等国际国

内领先的技术装备，填补了国内大型啤酒花精深加

工业的空白。对压缩啤酒花进一步精深加工，生产

啤酒花颗粒和浸膏，作为啤酒生产的原料之一。

在啤酒花打包这一环节，传统普遍使用国内

棉花打包机，打包压力在 30MPa以上，用工多，劳

动强度大。对此，他们借鉴了德国同行技术，研发

推广新型啤酒花专用打包机，压力控制在 13MPa

以下，包型和生产线投料口高度匹配，用工少、效

率高。同时优化酒花采后加工及发运流程，使鲜

酒花走向啤酒酿造生产线的时间从 4个月压缩到

不足 1个月，极大缩短了生产经营周期。

以质论价、优质论价、以甲酸论价，成为啤酒花市

场的共识。绿鑫集团紧盯市场发展方向，加强产品销

售议价，近三年销售订单逐年增长15%至20%，优质

客户群增加10%，销售平均价格年增长3%。

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为推动国内啤酒

花产业创新链和供应链深度融合，促进国内啤酒

产业前端种植和终端酿造良性互动，一系列啤酒

花全产业链合作模式不断涌现——

今年 6 月 18 日，百威啤酒集团全球酒花采购

高级总监一行到绿鑫集团考察交流，双方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资源，在啤酒花主要指标控制、新品

种培育、机械化应用等方面加强交流，不断拓宽

合作领域，共同促进啤酒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6月 25日，青岛啤酒集团与绿鑫集团举行“啤

酒花共建基地”揭牌仪式。双方从“产、学、研、用、

游”五位一体开展深度合作，集啤酒花作物生长基

础科学研究、现代农业种植技术应用、啤酒花新品

种联合培育、生产加工新技术研发、产品终端酿造

性研究、啤酒花原料生产、特色农业宣传、品牌文化

旅游等于一体，建设高质量高标准的酒花基地。

7 月 18 日，全国首届啤酒花产业大会在酒泉

举行，青岛啤酒、华润雪花、百威英博、燕京啤酒

等国内大型啤酒企业，青岛海大生物、新疆三宝

乐、新疆玖玖、新疆方睿、甘肃嘉峪关盛金等啤酒

花科研单位和种植公司及农民合作社等代表，齐

聚一堂，分析国内外啤酒花产业的发展现状，探

讨面临的发展瓶颈和行业困境，寻求国内啤酒花

产业与国际市场接轨之路……

“回首看来，啤酒花产业没有躲过周期性的

低谷，我们曾一度经历了长达 10 年的煎熬，加上

外部市场持续低迷，啤酒花产业在很长时间里发

展非常艰难。但我们面对争议不动摇，面对困难

不退缩，面对难点堵点问题想办法，经过多年的

摸索、持续的坚持、不断的改革，甘肃的啤酒花产

业目前已走向了良性循环发展之路。”绿鑫集团

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曹勇深有感触地说。

资源共享、相互协作。甘肃农垦将凝聚各方

力量推进啤酒花产业振兴，把培育新质生产力作

为科技创新的驱动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延

链补链强链为核心，以全产业链发展为统筹，因

势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共同谱写中国啤酒

花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河西走廊，一份醇香的飘逸，一丝浓郁的馨

熏，啤酒花，花开正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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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的啤酒

花颗粒。

位于酒泉的甘肃农垦位于酒泉的甘肃农垦

啤酒花啤酒花基地基地。。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

由甘肃农垦集团提供由甘肃农垦集团提供

专家查看啤酒花长势。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朝霞

工人在烤池内翻晾啤酒花。

绿油油

的啤酒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