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察

观 2024年7月26日 星期五 见习编辑：文宇阳 新闻热线：01084395094

□□ 刘强

2024年5月下旬，走进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哈尼族
彝族傣族自治县红河街道桥头社区的芒果林里，一
颗颗圆润饱满的芒果挂满枝头。在阳光的照耀下，
芒果粉里透红，清香扑鼻，显得格外诱人。

“今年的芒果一级果每斤可卖到3元，二级果1.5
元。今年天气比较热，加上干旱，芒果产量减少，但
我们的芒果上市早，口感也不错。”桥头社区果农白
东介绍。他今年种了 10 多亩芒果，受前期干旱天气
影响，今年的挂果量比往年有所减少，但在他的精心
照料下，果子的品质依旧得到了保证，价格和往年也
不相上下。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地处元江干热河谷
地带，平均海拔 1700 米至 1800 米，年平均气温为
23.8℃，当地从 1989年开始动员农户种植芒果，现在
已发展成为云南省第二芒果大县。2023 年，全县芒
果种植面积达24万亩，产量25万吨，产值13亿元，并
形成了早、中、晚熟品种分别占75%、10%、15%的品种
布局。

在我国的芒果种植版图中，大致可分为两块，一
块是传统产区，比如海南、广东、福建等；另一块是新
产区，主要就是干热河谷产区，包括广西、四川、云南
三省区，这三个省区的芒果种植主要集中在干热河
谷区域。而我国芒果种植面积的大幅度增长主要也
是源于干热河谷产区。

何谓“干热河谷”——
我国的干热河谷涉及云南、广西、四川、贵州四

省区，主要气候特点是高温干旱，土地瘠薄，种粮食
广种薄收，甚至连野草野树也生长不多，但这种气候
恰恰适宜芒果生长

近 30 多年来，我国芒果产业逐步向干热河谷地
带积聚，许多以前没有芒果或者芒果种植面积并不
大的市县发展成了芒果大市或芒果大县，那么，为什
么芒果带会向干热河谷积聚呢？

先来看什么是干热河谷，所谓干热河谷，是指高温
低湿地带，大多分布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在我国则分
布于金沙江、元江、怒江、右江、南盘江等沿江流域，涉
及广义西南地区的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区。

干热河谷的最主要特点即是“干热”二字，所谓
“干”是指年降水量不大，且蒸发量大；所谓“热”是指
年平均温度高。加上山高谷深，土地瘠薄，水土流失
严重，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农业种植条件也不好，以
前多数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干热的气候却非常适合
芒果这种热带作物的生长，因为芒果喜热喜光照，耐
旱不喜水。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许多干热河谷地
区开始大力发展芒果种植业，现已形成四个干热河
谷芒果主产区，占据了我国芒果八大主产区的半壁
江山。

这四个干热河谷芒果主产区分别是：广西右江
（百色）干热河谷流域、四川-云南金沙江干热河谷流
域、云南怒江-澜沧江干热河谷流域、云南红河干热
河谷流域。与此同时，我国的芒果产量也由以前的
在全球排不上号到如今成为全球第二大芒果生产
国。所以，选择其中的典型进行分析是非常有必
要的。

右江干热河谷之广西百色市——
全国芒果第一大市，大规模种植始于2000年，拥

有全球1000多个芒果品种的近一半，而且，干热气候
对芒果授粉昆虫苍蝇是有利的

6 月上旬，正是芒果的果实膨大期，由一根枝条
垂吊而下的芒果悬在空中，或绿或黄或红。广西百
色市田东县祥周镇九合村村民麻忠星从果园里摘了
一些不同品种的芒果给大家看。

麻忠星现种植芒果 30 亩，亩产可达 2500 斤，亩
均纯收入1万元。他介绍说，种植芒果已经10年了，
芒果一般 4 年后进入盛果期，盛果期可以持续许多
年，效益非常好。

九合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罗祥介绍，全村有
800 多户 3200 多人，其中 90%都种植芒果，现共种植
芒果2800亩。去年平均亩产1500~2000斤，亩均纯收
入3000元。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田东县芒果实验站站
长、正高级农艺师陆弟敏介绍，田东县现有芒果种植
面积 35 万亩。其所以发展成芒果大县，首先是当地
的自然气候条件。田东县属于右江干热河谷地带，
夏热冬温，夏湿冬干，再简单一点概括就是“干热”。
田东县年平均气温为 22.2℃，年降水量 1165.8 毫米，
而年蒸发量却有 1681.7 毫米，年日照时数 1711.2 小
时。芒果从开花到成果期大部处于3月至5月上旬，
这时气温回升快，雨量少，昆虫繁殖快，有利于芒果
扬花授粉；5月下旬至7月是芒果膨大期，这时雨量充
沛给芒果提供充足水分。目前，全县芒果种植约有
1.5 万户 5.44 万余人，同时还解决了 3 万农村劳动力
就业问题，人均芒果年纯收入7720元。

目前，广西的芒果种植面积为 167 万亩，而其中
的大头在百色市，种植面积为 137万亩。这 137万亩
芒果全部种植在百色市的右江干热河谷流域，包括
右江区、田阳区、田东县，百色也因此成为全国芒果
第一大市。

作为百色芒果的生产大县田东，目前拥有国内
唯一的国家级芒果属类植物种质资源圃。广西右江
干热河谷农业科技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芒果
种质资源圃负责人黄建峰介绍，该资源圃由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和田东县人
民政府共建，以收集、整理、保存、鉴定、评价和创新
利用国内外芒果种质资源为核心，为我国芒果种质
资源的保护、研究、开发利用提供种质资源物质基础
和重要实验材料、信息支持，目前已种植了遍布世界
各国的1000多个芒果品种中的近一半。

“种质资源是芒果新品种培育及育种研究最重

要的物质基础，不少优质种质资源蕴藏着巨大的生
产潜力，条件成熟时，一个种质就能形成一个产业。”
黄建峰说。

据广西气象科学研究所农业气象服务首席、正
研级高工谭宗琨介绍，百色市的芒果种植很早就有
了，但大规模发展期即第二次发展期是在 2000 年。
芒果属于热带水果，右江干热河谷气候干热，风速较
小，冬、春气温高，日照充足。芒果喜温、喜光，抗风
力较弱。此外，芒果适生于土层深厚且排水良好的
疏松山坡、山地及河谷地带的砂壤土或壤土。因此，
百色的独特气候资源优势及适宜的土壤环境，使其
成为全国最大规模的芒果连片种植基地。

说起百色芒果的种植，谭宗琨还讲了一个关
于苍蝇的故事，因为芒果特有的单宁酸气味不受
蜜蜂喜欢，所以芒果的授粉不是靠蜜蜂而是靠苍
蝇。而百色芒果的开花期都在初春的 3 月份，这时
如果气温不够高许多苍蝇就孵化不出来，好在百
色冬春气温高，才使得大量苍蝇得以孵化，并顺利
为芒果授粉。

金沙江干热河谷之四川攀枝花市——
原本不种芒果，但因为气候合适，在引进芒果后

逐步发展成了四川最大的芒果产地，而大果型凯特
芒的成功种植也是得益于当地的“干”

7月上旬，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混撒
拉村，几乎所有的坡地上都种着芒果，芒果上都套着
袋子。村党支部书记邹胜洪说，混撒拉村是个芒果
种植专业村，全村芒果种植面积 2万多亩，人均芒果
地 10 亩。2023 年芒果总产量 1.8 万吨，平均亩产 1.5
吨，进入盛果期后亩均纯收入可达5000~6000元。

四川省攀枝花市位列我国八大芒果核心产区之
一，但与其它产区不同的是，攀枝花是我国“纬度最
北、海拔最高、成熟最晚”的芒果产区，其芒果上市时
间为8月至11月，且70%为大果型的凯特芒。

目前，四川省芒果种植面积为 117 万亩，攀枝花
市芒果种植面积为 103.6 万亩，占四川省的大头；而
仁和区又是大头中的大头，区内芒果种植面积为 41
万亩。

仁和区气象局局长王玉宝介绍，攀枝花市属以
南亚热带为基带的干热河谷气候，即金沙江干热河

谷流域，气候的总体特点依旧是“干热”，而这正是芒
果喜欢的气候类型，冬季干燥少雨，有利于花芽分
化；开花期无低温阴雨，有利于授粉和坐果；果实生
长期日照充足、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大，有利于营养
物质的积累和糖分的转化。以仁和为例，全年降水
量仅为785.5毫米，而日照时数则高达2525.4小时，而
不多的降水又集中在 5 月至 10 月，基本避开了芒果
授粉和采摘的“厌雨期”，这就是典型的干热河谷
气候。

攀枝花市气象局副局长惠富斐介绍，攀枝花市
的芒果种植面积占到了四川全省的88.5%，芒果产业
现在已经成了全市农业的支柱产业。其所以如此，
还是得益于攀枝花全域都处于金沙江干热河谷地
带，攀枝花地区干，雨季分明，日照充足，年日照时数
2700小时，年平均温度在 20.7℃，属终年无冬的自然
温室。基于此，攀枝花市的芒果产业才经历了“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

她还介绍说，攀枝花的芒果产业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当时有一批农业专家在考察了攀枝花
的地理地貌和气候特点后，提出了攀枝花发展芒果
产业的建议。这些年来，攀枝花市政府和气象部门
也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合作
开展了芒果产业的相关研究。

1997 年，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与攀枝花市开展
院市合作协议，帮助攀枝花发展芒果产业。之后双
方又合作共建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四川攀枝花研
究所，现该单位已更名为攀枝花热科特色热带农业
研究院。

气象部门从2019年起启动芒果农业气象服务及
科研工作，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
究所开展合作，在仁和区建立试验田，开展物候观测
和科研。目前各项工作初见成效，近三年，主持参与
9项科研项目；共完成14篇科研论文，已见刊9篇（包
括3篇SCI），发布地方标准7项。2023年成功申报省
级“芒果气象服务中心”，并被增补为国家级“热带水
果气象服务中心”成员单位并设立分中心。

攀枝花热科特色热带农业研究院院长姚全盛介
绍，攀枝花种植的芒果品种中，有 70%都是凯特芒。
凯特芒的特点一个是大，平均单果重 700 克，所以产
量高；另外一个特点是晚，是目前市场上最晚熟的芒
果，成熟期可至 11 月份。我国最初引进凯特芒种植
的时候，地点并没有选在攀枝花，而是种在了海南、
广东等地，结果种植效果很不理想。原因是频发细

菌性角斑病，发病原因是种植地太潮太湿，又热又湿
导致该病高发。后来无意中被引进到攀枝花，没想
到种植效果竟然不错，细菌性角斑病不发或极轻发，
现在竟然成了攀枝花芒果种植的“当家花旦”，这就
是合理利用“干”所带来的益处。

金沙江干热河谷之云南华坪县——
全国芒果种植面积第一县，芒果亩均纯收入

6750元，果农人均鲜果收入3.264万元，由华坪自主
育种的芒果新品种将很快问世，实现华坪芒果育种
零的突破

7月上旬，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的贵妃芒、椰香、
热农、汤米等早熟芒果成熟，开始采摘上市。

一大早，石龙坝镇民主村村民李海荣家的果园
便热闹起来，村民分工协作采摘芒果，果园里的热农
芒果刚成熟便被果商以每斤2.3元的价格订购了。

石龙坝镇海拔较低，气温高，日照时间长，芒果
成熟时间早，口感香甜，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各地果
商抓住芒果上市的最佳时机收购芒果，将华坪芒果
送往全国各地。

华坪县气象局局长濮蝶天介绍，华坪县属南亚
热带金沙江干热河谷气候，全境平均海拔 1160 米，
年平均气温 19.8℃，年平均降水量 1082.毫米，年平
均日照时数为 2511.3小时。每年 10月至次年 5月为
干季，降水主要集中在 6 月至 9 月，占全年的 83%。
而雨季正好是芒果成熟期，夜间多降雨，白天阳光
明媚，昼夜温差大，这样的气候特点有利于果实中
淀粉的积累和糖分的转化，白天阳光明媚有利于芒
果着色。

华坪芒果试种始于 1965 年，2008 年进入大发展
时期，经过多年的探索发展，芒果产业已经成为华坪
县的一大富民产业。2023 年，全县芒果种植面积达
到 45.9 万亩，鲜果产量 44 万吨，产值 28.6 亿元，种植
面积县域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截至 2023 年底，全县
从事芒果种植的农户有 1.4313 万户，平均亩产 1124
公斤，亩均纯收入6750元。

从2008年以来，华坪县气象局先后完成了《华坪
气象条件对芒果产量影响的研究》课题和《华坪县芒
果种植气候条件初探》技术论文，建立了华坪县芒果
种植区划指标，编制了《华坪县芒果生长物候期管理

月历》，每周发布《芒果气象服务专题》，年底撰写芒
果气候年景分析评价，总结年度芒果专业气象服务
工作，预测气候，提出气候变化应对意见建议。

华坪县芒果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张国辉表示，华
坪芒果乃至丽江芒果走的是“三品一标”的路子，所
谓“三品一标”即“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
标准化生产”。

以品种培优为例。华坪县从2020年开始与中国
热带科学研究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合作开展了芒
果杂交育种工作，今年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目前
观察到4个外观形状明显区别于亲本的品种资源，已
将这4个品种资源的果实送到攀枝花进行检测，并开
展品种权保护申报工作。丽芒1号、丽芒2号、丽芒3
号、丽芒 4号将很快问世，实现华坪乃至丽江芒果育
种零的突破。

同时，今年还引进了热品16号、黔芒2号等品种
6 个。截至目前，已经搜集和保存芒果资源 340 个。
在品种调优上，则根据市场表现引导果农进行品种
结构调优，主栽品种中热农1号和凯特市场竞争力优
势明显，目前热农 1 号达到 12.7 万亩，凯特达到了
13.4万亩。

华坪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国鑫介绍，华坪县芒
果产业带农富农效益明显，全县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
的农户超3000户，果农人均鲜果收入3.264万元。全
县脱贫户、监测户中种植芒果的有 970户 2813人，户
均 12亩，户均增收 4300元。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合
作社就地就近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到芒果种植基地
和加工车间务工，常年长期用工达1.25万人，种植用
工 220万人次，采摘包装分选用工 55万人次，运输用
工4.4万人次，让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芒果积聚干热河谷”现象启示——
这是一次化不利为有利的成功实践，为我国西

南地区干热河谷流域的发展创出了一条路子，其所
蕴含的师法自然以及顺应自然条件寻找合适的农业
发展方向，对许多同类地区都是有启示意义的

芒果，一种热带水果，为世界五大水果之一，年
产量仅次于柑橘、苹果、葡萄、香蕉。很长一段时间
以来，我国的芒果种植面积不大，产量也不高，在全
球芒果的产量版图上排不上号。但经过30多年的发
展，我国的芒果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有了大幅度提升，
现在位列全球第二大芒果生产国，仅次于印度。随
着产量的增加，芒果的价格也开始不断亲民，“芒果
自由”也成为“水果自由”的一部分。

数据显示，从 2012 年到 2021 年 10 年间，我国芒
果种植面积由 222.58万亩增长到 561.9万亩，10年增
长了 339.32 万亩；从 2012 年到 2021 年 10 年间，我国
芒果产量由 106.33万吨增长到了 395.8万吨，10年增
长了289.47万吨。增长的量都超过了原来的基数。

在这些干热河谷中，有些是原来没有芒果的，是
完全的引进种植，如攀枝花；有些是原来有芒果，但
面积、产量、品质都一般，是近 30多年开始第二次大
发展的，如百色、华坪。

在干热河谷地区大力种植芒果是有其必然性
的。干热河谷地区，由于气候、土质的问题，原来基
本上是坡上谷底片片荒芜的景象，但这种所谓“恶
劣”的气候条件反而有利于芒果生长，这就是一个硬
币的正反两面。这其中，有农民的选择，有政府的引
导，有农业农村部门和气象部门的服务，几方合力共
同促进了“芒果积聚干热河谷”现象的产生。

干热河谷地带因大多为坡地，所以种植芒果不
存在与粮争地的问题，同时也因大多为坡地，所以
当地农民人均芒果地也较多，比如人均 10 亩。种植
1亩芒果，最低纯收入也可以达到 3000元，高的可以
达到五六千元。所以，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十分明
显，对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十分明显。

同时，由以前的区域内寸草不生或者半寸草不
生，到如今的坡地遍植芒果树，也可以起到固土的作
用，从而逐步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比如金沙江，长江的上游，其所以被称为金沙江
正是因为流域内有黄沙不断排入。但这种“金色金
沙江”的局面正在开始有所改观。比如华坪县，在
2020年 10月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全国第四批“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2021年 7月又入
选全国第一批18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模
式与典型案例之一。其境内金沙江流域年均输沙量
从2005年的2.23亿吨，下降到2019年的0.49亿吨，鱼
类从 2013年的 35种发展到 2019年的 61种。金沙江
水质稳定达到功能区划要求，水质达标率100%，水土
流失和石漠化现象逐步减少。其中，年均输沙量虽
然还没有最新统计数据，但至少从感官上看，还是在
不断减少当中。

当然，输沙量的减少肯定不是单纯种植芒果的
功劳，但广种芒果肯定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对干热河谷芒果产业发展的采访过程中，也
发现了许多理念超前的地方。

比如品种问题，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百色
市田东县搜集了近500个芒果品种，华坪县搜集保存
了芒果品种资源340个。而攀枝花市，因凯特占了其
芒果种植的 70%，虽然有好的一面，但长远看也有不
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
病虫害，如此集中的单一品种种植，如果爆发一种严
重的病虫害，对当地的芒果产业将会带来巨大风险；
另一个是市场，市场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市场认这
个品种，不等于以后永远都认这个品种，如果市场的
认可度出现剧烈下降，对销售和价格的影响也是巨
大的。所以，攀枝花市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这个
问题，现在正在寻找新的品种进行种植实验，以期能
逐步减少凯特的占比。

事实上，“芒果积聚干热河谷”现象是一次化劣
势为优势、化不利为有利的成功实践，让薄土长出了
生机，让热区成为了热土。其为我国西南地区干热
河谷流域的发展创出了一条路子，其所带来的经济
效益和生态效益是可喜的，其所蕴含的师法自然以
及顺应自然条件寻找合适的农业发展方向，对许多
同类地区都是有启示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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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上旬，广西百色市田东县祥周镇九合村芒果园里的红贵妃芒果。 陈才 摄

“芒果积聚干热河谷”现象是一次化劣势为优势、化不利

为有利的成功实践，让薄土长出了生机，让热区成为了热

土。其为我国西南地区干热河谷流域的发展创出了一条路

子，其所带来的经济和生态效益是可喜的，其所蕴含的师法

自然以及顺应自然条件寻找合适的农业发展方向，对许多同

类地区是有启示意义的。

6月上旬，广西百色市田东县祥周镇九合村芒果
种植户麻忠星在自家的芒果园里。 刘强 摄

7 月上旬，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混撒拉村已经套袋的
芒果。 刘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