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码科技赤峰基地里，种植户在采收番茄。

中农美蔬的科研人员在番茄大棚里查看番茄长势。

8
点

视 2022年7月26日 星期二 编辑：李清新 新闻热线：01084395094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强

近段时间，一款“草莓番茄”火出圈，一斤卖到10
元，还供不应求，究竟是什么品种，如此畅销？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移风店镇青岛地平线蔬菜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姜波介绍，“草莓番茄”底部有一
小圈绿纹，带有“青肩”，看起来像草莓，故命名为“草
莓番茄”。别看个头不大，甜度却很高，能达到 10以
上，口感香脆，特别适合鲜食。

姜波说，一般的番茄大棚，一亩地产量能达到 1
万斤，“草莓番茄”的产量只有 6000-8000斤，但单价
高，所以效益更好。如果大棚全年种植“草莓番茄”，
一年可以种两季，算下来一亩地纯收入七八万元，比
普通的番茄大棚，收益要高出三分之一。

“草莓番茄”脆甜的口感得益于种植户在种植过
程中的人工干预，对温度、水分和肥料进行精准的人
为调整，悉心栽培。此外，在“草莓番茄”苗期施入有
机肥，确保肥料在发酵过程中发热限制根部吸水，减
缓“草莓番茄”生长速度，最大限度保证生长出糖分
高、酸甜可口、番茄味浓郁的“草莓番茄”。

番茄，是我国的第一大蔬菜作物。需要特意说
明的是，这个第一是从产值的角度说的，而不是种植
面积和产量，因为不同蔬菜品种间，面积、产量和产
值之间差别非常之大，只有比较产值才是更为准确
的办法。如比较面积、产量，我国番茄常年排在第
四，但产值常年排在第一。

在全球范围，番茄也是第一大蔬菜作物，产值排
在第一，第二、第三分别为洋葱和黄瓜。

虽然不是番茄原产国，但经多年发展，我国已是
全球番茄第一大国，常年产量占全球的 1/3 甚至以
上。2021年，我国番茄种植面积为1669万亩，产量约
为 6609 万吨，产值 1669 亿元，基本上是一亩番茄产
值一万元，在常规蔬菜作物中，番茄的产值和效益是
最高的。

在如此巨大成绩的背景下，番茄生产却存在着
一个现象，那就是现在的番茄越来越不好吃，越来越
没有番茄味了！

那么，番茄是如何走到今天这种状况的呢？又
该如何去改变这种现状呢？

番茄没有番茄味，缘于品种特性、种
植方式和采收方式的改变

实事求是讲，当下许多农产品都一定程度上存
在着找不到儿时味道的问题，但番茄却是最为显
著的。

从外观上，现在的番茄着色均匀、艳丽，切开后
无汁，触觉上很硬，说句玩笑话，现在想找个“软柿
子”捏捏都找不到了。

而味觉上呢？首先是不甜，大部分发酸；其次是
无沙；再其次是无味，甚至连酸的感觉都没有，被戏
称为“没有味道的番茄”。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李
传友介绍，造成番茄没有番茄味的症结在于，番茄的
发展过程中主要照顾了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而
忽略了消费者的感受，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个是品种特性的改变，这是最重要的一
点。近几十年来，提高产量保障供给是番茄，当然也
是其他许多农作物育种的第一个目标，但产量提高
的同时，口味、品质就会随之下降。以前番茄育种的
第二个目标是要延长货架期，所以番茄的硬度越来
越高，这样有利于采收、长途运输以及延长销售的货
架期，而果实硬度与口味依旧是一个负相关关系。
以前番茄育种的第三个目标是增强抗性，番茄的新
老病虫害加起来有 40多种，2010年的番茄黄化曲叶
病毒病就直接导致了番茄品种的重新洗牌，可想而
知抗性对番茄生产的重要，而抗性增强的同时，也会
影响番茄的品质和口味。

如此来看，高产、多抗、耐储运都是以前番茄育
种的刚性指标，也是导致番茄风味下降的品种原因。

第二个是种植方式的改变。以前的番茄大多是
露地栽培，现在的番茄大多是保护地栽培即大棚栽
培，我国 1669 万亩番茄里，百分之八九十是大棚栽
培。露地栽培条件下，光照充足，通风透光好，昼夜
温差大，加上以前经常施用农家肥等因素，都有利于
番茄良好品质的形成，而这些有利条件，在大棚栽培
中并不存在。

种植业中有一句话叫作“顺境出产量，逆境出品
质”，意为种植条件好的情况下，产量高但品质差，种
植条件差的时候，比如一些干旱的地方，种出的番茄
反而更好吃。用这个理念来理解大棚种植，旱来浇
水、薄来施肥、冷来保温的“娇生惯养”，番茄产量是
高了，但品质却不行了。

第三个是采收方式的改变。以前的番茄，绝大
多数是等到熟透时才采摘，而现在为了远距离运输
和销售，绝大多数是七成熟时甚至更早就采摘。剩
下的时间里就靠番茄的后熟，品质自然保证不了。

所以，要想让番茄有番茄味，突破口首先是在品
种上，要加快好品质番茄即口感型番茄的育种进程，
同时还要改进番茄种植方式，所谓“良种＋良法”
才行。

33种主要风味物质丢掉了13种，
番茄的番茄味就是这样失去的

番茄起源于中美洲的秘鲁和墨西哥，因为它
的色泽太艳丽，当时人们都不敢吃，认为是有毒的
果子，被称为是“狐狸的果实”。直到哥伦布发现
新大陆之后，16 世纪初一位英国爵士到中美洲去
旅游的时候，把番茄作为一个观赏植物带回了英
国，并把它作为爱情的果实献给伊丽莎白女王。
又过了一个世纪，有一位非常浪漫、勇敢的法国画
家，他面对着诱人的番茄再也忍不住了，决定冒死
一试，于是他美美地吃了一顿，然后躺在床上等
死。但结果他并没有死，而番茄美味的故事却从

此传遍世界各地，并逐步被引种到欧洲、亚洲、非
洲等地。

那么，什么样的番茄才美味，美味的番茄都有
些什么基因？中国农科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
和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相关基因团队（以
下简称“中国农科院相关基因团队”）意识到了这
个问题的重要，并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得出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结论：部分基因位点丢失导致番茄口
感下降。

2017 年，中国农科院相关基因团队和美国佛罗
里达大学Harry KLee教授合作，组织了一个多达170
人的品尝小组，通过对 100多种番茄进行品尝，最终
确定了 33种会影响消费者喜好的主要风味物质，而
在这33种风味物质中，就有13种在我们目前的主栽
品种中大幅下降了。确定了33种影响消费者喜好的
主要风味物质，挖掘了 49个调控风味物质积累的关
键位点，揭示了番茄风味的物质基础和遗传改良路
径，这样就为培育美味番茄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育种
方案。

相关专家介绍，研究发现番茄在人工改良的
过程中，很多会选择大的果实，因为这样产量更
高，但代价是把果实中提高糖含量的一些基因位
点丢掉了。此外，在育种过程中没有重视挥发性
物质也是番茄不好吃的原因之一。人们在品尝番
茄时，在咀嚼过程中番茄会产生大量的挥发性物
质进入我们的鼻腔，味觉和嗅觉共同作用决定了
感知的味道。研究发现，有些挥发性物质能够提
高果实的甜感，有些可以赋予果实花香的气味，尽
管挥发性物质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因为没有相应
的育种手段，许多挥发性物质的优良基因在育种
中都被丢掉了。

2018 年，中国农科院相关基因团队与华中农业
大学罗杰教授合作，通过对 610 份番茄材料的基因
组、转录组和代谢组的数据进行多重组学分析，大规
模挖掘了影响番茄果实代谢的基因和通路，揭示了
在育种过程中番茄果实代谢发生的变化，为植物代
谢生物学提供了全景式的组学信息。

2022年，该团队又利用最新的测序技术，首次获
得了番茄的图泛基因组，并借此找回了番茄育种中

“丢失的遗传力”，为解析生物复杂性状的遗传机制
提供了新思路。这些研究成果奠定了我国在番茄基
因组研究领域的国际先进地位。

番茄最终还是要吃的，好在番茄育种
的方向已经开始转变了

令人欣慰的是，国内番茄领域已经有人意识到
了番茄风味缺失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并在风味
型番茄的育种领域有了重大突破，其中把番茄基因
重大研究成果应用在田间地头的育种实践中的，就
是中农美蔬（深圳）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吕亚清。

其实吕亚清在做企业家之前就是番茄育种家。
她向记者介绍，我国番茄育种正在经历着“好吃—高
产、高抗、耐储运—好吃”的变化过程，其中最后一个

“好吃”是开始时间不长的正在进行时，这是为了更
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也是为了把美味送到消费者
面前所做的努力。

中农美蔬采取的是全基因组设计育种的方法，
可以理解成大数据的育种，其育种团队包括基因组、
代谢组、表形组等，其中的代谢组主要负责的就是风
味。到目前为止，已经研发出了深爱系列 1-15号系
列鲜食番茄品种，以樱桃番茄为主，不同品种间充分
体现出了既要好吃又要满足差异化需要的理念。

比如深爱 1号，形如鸡的初生蛋，大小介于大果
番茄和樱桃番茄之间，是市场上不多见的中型果，初
吃不是特甜，但回甜强，口留余香；深爱5号，糖度高，
但抗病性也强，含有 10 个抗病性标记；深爱 12 号是
黄色品种，深爱 13 号是橙色品种，深爱 15 号则是咖
啡色品种。

“番茄育种家不吃番茄，这是以前番茄育种界的
一个通病，现在必须要改变它。”吕亚清说。

当然，在恢复口感的同时，还要保留以前番茄品
种的优点，比如产量、抗性、耐储运性等。

比如水果型、口感型番茄品种京番 309，其不只
口感好，抗性和产量表现也都不错，可抗番茄黄化曲
叶病毒病、根线虫病、番茄灰叶斑病等，同时产量也
比同类型品种高 20%左右，可达 8000-10000 斤/亩。
而它的研发者就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常保。

李常保告诉记者，以前我国的蔬菜主要是炒菜
用，要保证居民周年都能吃上番茄，所以对它的数
量要求很高，对口味要求并不是很高。但随着我国

蔬菜产量包括番茄产量的大幅增加，以及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对蔬菜的需求开始逐步从数量到品质
转变，具体到番茄方面，表现在了水果型鲜食型番
茄的需求开始明显增长，这个转变大致始于六七年
前。顺应这种需求，他陆续研发出了一系列大果型
水果型番茄，其中以京番 309 为代表的京番 3 系列
表现最好。

李常保还给记者讲了一个“六三一”的故事，在
种植业中，优良品种在其中的贡献率为 60%，种植过
程的贡献率为30%，采收过程的贡献率为10%。这个

“六三一”也与影响番茄口味的原因完全契合。
“番茄最终还是要吃的，好在番茄育种的方向已

经开始转变了。”李晓东说。
李晓东是西安金鹏种苗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该

公司是一家集番茄育种、制种和新品种推广于一体
的民营专业番茄种业公司。他介绍，我国对硬果番
茄的需求始于 2000 年左右，出发点是为了延长货架
期，到2010年达到一个巅峰状态，当时国内的番茄基
本都是硬梆梆的硬果，但到了2015年左右，市场上开
始对硬果番茄反感，主要是口感太差，同时口感好的
不太硬的番茄销量开始上升。也就是从那时候开
始，金鹏公司开始研发水果型大果型番茄品种，包括
金鹏M6、M7，金鹏101、102等等。

想当年，金鹏是国内最早做硬果番茄的公司之
一，如今，金鹏也是开始口感型番茄育种较早的公司
之一，“我对口感这个方向深信不疑。”李晓东说。

种植口感型番茄是市场的选择，只
要技术上过硬，有市场需求，那么这些品
种就有商业化推广的价值

那么，种植推广环节怎样了呢？记者采访了两
家种植深爱系列番茄的公司。

丰码科技（南京）有限公司，在内蒙古赤峰市的
宁城县、山东聊城市的莘县均有大棚种植基地，均引
进了深爱系列番茄试种。

公司总经理南思乔介绍，从 2021 年 10 月份开
始，基地引进了深爱 1-5 系列番茄种植，一茬下来，
效果不错。在管理技术配套的情况下，没有发生大
的病虫害，亩产达到 8000-10000 斤。销售渠道反馈

很好，售价为 5 斤 88 元，合 1 斤 17.6 元。消费者反映
该番茄口感浓郁，有小时候的味道，而且大小适中，
同时还有差异化的优势。运输方面，可以从内蒙古
的宁城县到广东的深圳，或是从山东的莘县到广东
的深圳，储运、货架期表现过关。

种植方面，公司坚持“好种子＋好种植技术”，对
大棚的环境控制以及用肥都非常讲究，其中还有部
分是无土栽培，肥料是有机肥加复合肥。采摘方面，
基本都是七八成熟以上时再采摘。

“种植口感型番茄是市场的选择，只要技术上过
硬，有市场需求，那么这些品种就有商业化推广的价
值。”南思乔告诉记者，再实验两茬后，如果效果好，
就想进一步扩大规模并辐射推广，比如宁城县，其本
身就是一个番茄种植大县，全县番茄种植面积近3万
亩，非常值得推广好品种。

广东韶关丹霞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地处韶关
市仁化县，是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同时
也是引进种植深爱系列番茄的公司之一。

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申丽萍介绍，丹霞女公司试
种深爱系列番茄已经两年了，包括深爱1号和深爱5号
两个品种，今年上半年种植的番茄已经在6月底采收
完毕，下一茬将于8月20日开始。深爱1号最大的特
点有两个：一个是口感好，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另
一个是体型中等，如初生鸡蛋大小，比大果型番茄小，
比樱桃番茄大，市场上特别有识别度。价格方面，普
通包装的6-10元/斤，进商超精包装的30元/斤。

今年上半年，当地的气候极为不平常，曾经有过
一个月里雨不停的情况，但就是在这种不利气候的
情况下，深爱系列的亩产依然达到了8100-8500斤。

“仁化当地农民一直都有种植番茄的习惯，但多
数是露地种植。所以，下一步我们打算在露地上种
植一些深爱系列番茄试试，看能不能在露地栽培上
推广。”申丽萍说。

番茄的口味已经不是一个小问题，
而是事关“吃好”的民生大事，所谓无果
蔬不小康，其间的“蔬”自然有着“好吃”
的含义，其间的“康”也自然有着“吃好”
的含义

现在来看，如果说“口感番茄的时代已经到来
了”有点结论太早的话，那么，说“番茄追求口感是个
大方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为此，李传友建议：

由于我国并不是番茄的原产地，而育种又需要
大量种质资源，所以，应该从种质资源入手，尽量收
集更多的番茄种质资源，同时，也要注意收集和利用
我们国家以前的一些老品种，比如出沙的毛粉番茄、
沙粉番茄等。

生产中大量施用化肥的问题可以通过提高肥料
利用率来避免，如水肥一体化精准施肥技术，肥料利
用率可以提升至90%多；更高端的无土栽培模式还有
回水再利用的设施，可更大程度提高肥料利用率。

未熟先摘的问题可通过耐储运品种研发及水肥
调控，可以一定程度上提升品种的耐储运问题，解决
未熟先摘问题。

此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要加强对社会大
众的知识宣传和普及，树立“番茄是用来吃的，不是
用来看的”理念。种植业界有句话叫“好看的不好
吃，好吃的不好看”。比如果色，均匀一片红是一种
育种改变，自然状态下番茄果实的成熟是有先有后
的，果皮是花花绿绿的。还有番茄里的“绿肩”和“青
肩”问题，从头部以下生出绿色或青色斑条，夹杂在
红色的果面上，总让人误以为是没有熟透的“夹生
果”，其实有这种“肩”的番茄口感反而更好，因为它
含有更多的叶绿素合成基因，合成能力更强，从而糖
分高，风味物质更多，更好吃。

关于育种方面，中国农科院相关基因团队专家
认为有以下两个方面需要注意：

兼顾抗性与风味是番茄育种的一大难点。迄今
为止，大约有 30个重要抗病基因或数量性状遗传位
点被克隆或精细定位。这些抗性基因的育种利用有
力保障了番茄的安全生产，但由于多数抗性基因来
源于野生番茄，其向栽培种的渗入往往伴随着严重
的连锁累赘。大部分野生番茄的品质极差，其“不良
基因”的连锁导入对品质有负面影响，造成风味抗性
难以兼得。因此，如何打破连锁累赘，是培育优质多
抗番茄品种的重要突破口。

此外，在培育美味番茄品种的过程中也要多加
关注健康。比如，甜度是影响人们口感的重要元素，
越甜的番茄越容易受消费者喜欢，目前市面上的口
感番茄也大多为高糖型，含糖量比较高，这也使得很
多糖尿病病人不能食用，同时也不符合低盐、低糖的
健康生活方式。如何培育出含糖量不提高，但甜度
显著增加的美味番茄品种就显得尤为重要。

小小番茄，看起来并不是很起眼，但它却长期占
据了蔬菜产值的第一把交椅，正所谓菜不在个头大
小，效益好就行。小小番茄，虽然原生地在秘鲁和墨
西哥，但其适应能力超强、生命力超强。国际上，美洲、
欧洲、亚洲、非洲都有它的身影，国内方面，除极个别地
方外，我国绝大多数省份都能种植番茄。正因为其超
强的适应能力和较好的经济效益，番茄在农民的增收
致富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我国番茄
种植面积一直在微增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番茄也是我国居民“菜篮子”里最为重要的一个
蔬菜品种，炒菜用，鲜食用，消费量巨大，著名的番茄
炒鸡蛋几乎成为了我国“国菜”的代表菜品，同时还
被列为小学生劳动课程烹饪部分第一个要掌握的
菜品。

在物资短缺时代，因为过分强调了番茄的其他
属性，而使得番茄丧失了许多本该属于它的味道。
但社会在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提高，番茄
的口味已经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事关“吃好”的民
生大事，所谓无果蔬不小康，其间的“蔬”自然有着

“好吃”的含义，其间的“康”也自然有着“吃好”的含
义。而国家在种业振兴中明确提出的品质优先，其
本意也正在于此！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造成番茄没有番茄
味的症结在于，番茄的
发展过程中主要照顾了
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
益，而忽略了消费者的
感受。番茄的口味已经
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
事关“吃好”的民生大
事，所谓无果蔬不小康，
其间的“蔬”自然有着

“好吃”的含义，其间的
“康”也自然有着“吃好”
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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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美蔬的番茄大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