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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撞脂工业发展史》的出版面

世，正处于中国经济高速发震，国民生产稳定增长，人民生活

大为改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欣欣向荣盛世之时。

"食者畏之本，民者国之本飞油脂是人妇顿以生存能重要

商品，它既具有一般商品的露姓，又具有其他任何离品无可替

代的特殊商品属性。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先~烂， <<中国油脂工

业发展史》全苗、系统、真实地记录了中国油料、油腾的文明

史和制浊业的发展进程。通过《中国油黯工业发展史》的发

行，让中国浊膳工业与油脂科技走向全嚣，走向世界，在扩大

对外开放、发展对外交琉、提进祖国统一中将发挥更大的

作用。

《中国油脂工业发展史》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许多商志为

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是全匿油膳科技工

作者的一岱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 f旦因摄于资料、水平等诸多

条件，难免有不足之处。我幻期望全国油脂工作者能对《中居

油指工业发展史》引起重视，加以研究，以便从历史经验中找

出规律性的东西，温故知新，古为今用，使今后前中国油脂工

业发展得更好。

《中国油脂工业发展史》一书由王瑞元主编，第一章、第

二章、第十医章、第十五章由何东平编写;第三章、第四章、

第五章由袁负j秩编写;第六章由施雷培编写;第七章、第八章

由菇业华编写 z 第九章、第十章由李志绪、谢阶平编写;第十

一章自王瑞元编写;第十二章由部东平、王瑞元编写 z 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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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由聂守德、禧绪轩编写;第十六章由何东平、蒋新王、牟广

英缩写 e 各章主审人员如下 z 第一章主审袁剑秋、胡新标手第

二章主审施国培、谢阶平 z 第三章主宰李志伟、曲永淘;第囚

章主审谢军?平、:X1J大J 1/ ;第五章主审曲永掏、张崇伟;第六章

主审丁撞棋、黠阶平、张崇纬:第七章主审张崇伟、黯业华、

朱元言;第八章主审周倍)1/、黯钧 z 第九章主审胡薪标、王玉

梅 z 第十章主审刘大)t!、:X1J世醋、徐连庚;第十一章主审左恩

南、张捏在、李志伟;第十二章主审刘大)11 ;第十三章主审张

根廷、禧绪轩;第十四章主审搏敦智、王兴国、王哲;第十五

章主审刘大)JI 、谷克仁;第十六章主审刘大川、傅敦智。全书

由谢段平、:X1J大民主审。最后岳王瑞元、向东平负责全书的穆

改、补充和统稿。

我的正处于新世纪之初，昨天能中国制浩业已载入史册，

明天的中国油脂工业和科技有待我们去创造。勤劳智慧的中国

人民正在努力拼搏，开拓刽新。我11']相信，载入未来中国文明

史册的油撞工业和科技将是更加烛烂辉煌部新篇章。

王瑞元，

2005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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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古代油料、油脂的起源

第一节中国古代抽脂的也师、

"民以食为天"，这是人类生活的真实哼照，从古至今概不

例外。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衍，必须有食物作为保证，在原始社

会之初人类依靠撒猎获取动物和采集植物茶叶及种子为生。当

发现火种后，原始人在烧烤肉食之际，发现熔滴下来的油脂具

有特殊的香眯和滋味。油从动物体内流出，肥肉细嚼亦能挤出

油脂，从而懂得日晒、烘烤和挤压均能从含油丰富的动物中得

到油脂。将其收集起来，用作食物的调味品，能够就得令人满

意的口感和叶定的热能，从此开始了人类利用动物油的历史。

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的食物来惊靠采集和油猎。采集的对

象是各种可食的果实、块根和基叶等，一般不经特殊加工即可

食用。到了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的改进，长矛、弓箭的发

明，太太提高了原始好功生产效率，随着猎物的剩余，出现了

"攀养飞出现了"家窗"，从而使人类由持猎时代进入畜牧时

代。在采集活动中，古人逐渐熟悉了许多植物，发现它们的种

子(或果实)落到地盟会生长同样的植物，结白同样的种子

(或果实)。由此得到启发阳萌发了种植业，于是人类进入了原

始农业时代。宙人在烤食过程中，发现一些差果仁掉进火盟会飘

逸出香味，也会熔出像动物油似的液体。据《黄帝内经》记

载"黄帝得河图书，昼夜观之，乃令力牧采木实制造为油，

以绵为心，夜则燃之读书，油自此始。"明代张岱所撰《夜航

船》中则有"神农作袖"的记载。民间也有"神农作油，轩辘



作灯，庸尧灯棠，成回作蜡烛"的传说。由此可见，中国古人

发现和使用油脂的历史是十分久边的。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油料和油脂

从发掘出的大量先民遗址实物和中国古代农书的记载中证

实，中国是世界上对油料种植、使用和从油料种子中制取食用

油脂最早的国家之一。

…、中罔古代的油料

(一)大豆

中国是大里的发掘地，其种植历史距今已有 5000 多年。

黑垃江省大牡丹屯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豆类植物。山西侯

马遗址发现有战因时期的大跤，长沙马王堆西汉慕中出土有

2100 年前的大豆。在古代大豆称"挠" ((诗经)) ((大雅·生

民》歌颂传说中的周人的始榈后穰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功绩，诗

云"艺之在挠，在夜班班。"意思是说种植的大豆，长得很茂

躁。现在世界各国栽培的大豆都是从我国直接或间接传出去

的 o 1740 年前先传人法罔，随后传人荣罔、奥地利、匈牙利、

英罔、德阔、俄罔、巴西等闹。拉丁文等外文中的大盟名词，

都是"藏"字的音译。大豆一词始见于《神农书))，书中记载

了大豆的生长过程。

(二)菜籽

陕西省四安半坡遗址和甘肃泰安大地湾遗址都发现了新石

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的菜籽。经鉴定是芥来(或白菜)籽。距

今已有 6000 多年的历史。我罔是油菜籽主要发掘地之一，至

今在我国四Jt高原的广大地区和西南高寒山区还有大最"野油

菜"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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