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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泽鲜艳、口味香甜的草莓深受人们喜爱。在
如今的商超货架上或是采摘园内，多样的草莓品种
更是让消费者挑花了眼。它们颜色丰富，有红色、白
色、粉色、黑红色多个颜色可供你选择；它们香气四
溢，有浓浓奶香，有清爽桃香，还有甜甜菠萝香，但总
有一款味道符合你的味蕾。

当你在口中细细品味这些香甜时，你可曾想过，
其实进入我们口中的草莓绝大多数品种都来自日
韩，由于进入中国市场早，被国人所熟知，其市场份
额约占六到七成。还有一部分欧美系草莓，虽然口
感偏酸，但因其产量高，部分品种可夏季栽培用作加
工，它们也占了国内二三成市场。近些年，随着国内
草莓育种水平不断提高，国产草莓品种日渐丰富。

我国作为草莓第一种植大国和消费大国，2020
年相关数据显示，草莓种植面积达 260万亩，产量超
过 500万吨，但日韩系草莓品种仍为主流品种，国产
草莓品种要想超越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国产草莓品
种目前发展趋势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下一步要
重点在哪些方面发力？记者以北京国产草莓品种生
产为例，探寻国产草莓品种的自强路径。

国产草莓品种的市场出路在哪里？

在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肖村北京金惠农农业专
业合作社草莓温室内，一阵阵清香扑鼻而来，一颗颗
色泽鲜红的草莓在绿叶的衬托下格外惹眼。

和昌平区许多农户一样，合作社成立之初就开
始小面积种草莓，品种主要是红颜、章姬，它们都来
自日本。如今，合作社10个温室种植草莓，面积近8
亩地。品种仍以红颜为主，近几年也尝试种植国产
草莓。

日韩系草莓优势在哪儿？合作社理事长杨洋一
语道破原因：“之所以选择红颜、章姬，是因为品种口
感好，受消费者欢迎，商品价值高。早期北京就主打
这两个品种，国产的品种相对较少。”

杨洋的爱人瓮振松也是合作社的负责人之一。
在他看来，北京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是服务于首都
市民，因此，北京农产品始终将品质放在第一位。红
颜十几年的发展，早已打出了品牌，在北京有一定市
场基础，再加上它的口感和特性都很稳定，得到了大
家的认可。

因为先一步进入市场，种植技术已相对完善，久
而久之，农民对红颜的管理也轻车熟路。翁振松这
样评价红颜草莓：红颜就像一个“傻瓜”品种，不管你
是精细管理或只是普通的打理，它的果实口感差距
都不会很大。但是有的草莓，如果不细心呵护，并采
用针对性的管理方法，品质差距就会非常明显。

完善的种植技术、长期的市场考验、良好的口
感，成就了红颜的“霸主”地位。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随着乡村休闲游的兴起，草莓园区和种植户的观光
采摘收入稳定增长，不同人群的不同口味需求需要
草莓品种更加丰富。从 2017年开始，杨洋考虑丰富
货架，就开始探索种植其他草莓品种。但由于设施
数量有限，只选择了在 2个温室试种国产草莓品种，
品种能够达到四五个。这些国产草莓品种成熟后，
给她带来了惊喜。草莓的个头、颜色、形状、口感丰
富了起来，形成了差异。有的品种成熟时间还偏早，
为早一步进入市场赢得了先机。

杨洋认为，草莓品种的多样性能够满足不同客
户的需求。“以前可能带几盒红颜，但是在品尝到其
他品种后，也会选择国产品种，销量增加了。有些客
户需要装礼盒送人，如果只是单一的红色就不如多
彩的草莓漂亮。我喜欢的摆放方式是从白粉色到橘
红再到深红色，颜色之间的差异进一步丰富了礼盒
的色彩，提高了商品价值。”

同样，说起种植国产草莓品种，兴寿镇西新城村
北京鑫城缘果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崔天鋆同样很有
积极性。他告诉记者，合作社成立之初，就开始尝试
种植欧美系草莓，虽然产量比较高，但是口感一般。
后来又开始引种红颜，品种也较为单一。

直到开始引种国产草莓品种，园区内的品种才
日益丰富。目前，园区内 7个温室种植草莓，国产品
种能达到7种，种植面积与国外品种比例为1∶1。“我
们乐于尝试种植国产草莓品种或是一些特色品种。
如果我们引种的某个品种还不错，就会把它推荐给
周边的农户，带动他们种植。”

“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国产草莓品种挺好卖
的，因为新奇有特色，价格还有可能高于红颜，刚开
始不少人可能对很多国产草莓品种不是很了解，但
通过对比，以及他们采摘和品尝，他们也会选择购
买国产品种的草莓。比如越秀，它甜度偏高，就会
受到一些孩子以及喜好甜口客户的偏爱。”在崔天
鋆看来，国产草莓品种并不比国外品种品质差。但
因种植习惯原因，要得到市场和农户认可，还是需
要一定时间积累。

国产品种育种的方向朝哪儿？

“北京市积极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大家消费水
平也比较高，‘新奇特’的农产品是一定会受到关注
和市场欢迎的。”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
副研究员常琳琳介绍，现在草莓的国内外品种丰富
了，白色、粉色、橙色、红色、黑深红的多彩草莓让大
家种植积极性提高了。一些国产草莓品种的口感和
品质也不错，味道香甜，消费者的选择更加多样化。

口感好不好，产量高不高，能否早熟……都是衡
量一个草莓品种的硬性指标。国产草莓品种起步虽
晚，但后劲十足。

自2015年以来，为丰富京郊草莓栽培品种，增加
国产草莓品种市场份额，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着
力开展国产草莓品种引种筛选，累计引种近 30个品
种，通过持续8年引种示范，制定品种筛选标准，筛选
出小白草莓、越心、越秀、白雪公主、通州公主、黔莓
二号、粉玉、红玉、建德红等多个京郊适种国产品

种。在北京市累计建立品种生产技术示范点180个，
种植面积也扩大了10倍，有效提升国产品种知名度，
加快北京地区草莓品种“国产化”进程。

资料显示，越秀是国产的红色草莓品种，它的突
出特点在于产量，特别是头几茬产量高。果实个头
比较大，单果质量高，能达到 30克以上。果皮比较
亮，颜色红艳，外观“颜值高”适合包装礼盒。同时，
抗病虫害的能力较好，管理也较为简单，所以在京郊
种植面积稳定增长。

尤其是近些年来，从传统的红色草莓品种，逐步
繁育白、粉果草莓品种。在众多专家的眼中，白、粉
果草莓品种属于“异类”。

常琳琳向记者介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用时14年
才选育出来的优良草莓品种白雪公主。该品种果实
是白色，果皮白里透着粉，口感偏甜，果肉紧实，非常
细腻，还有一股特别的菠萝香气，是国内较早的白果
品种代表。“这个品种在几年前，很多北京农户就开
始尝试种植了，全国一些其他省份也有种植。
2018—2019年度，该品种还挤进了全国草莓十大主
栽品牌，位列第七位，全国种植面积达6万亩。”

随着白色草莓品种的受关注，越来越多的白色、
粉色品种进入种植户及消费者的视线。以粉玉为
例，它是由浙江省杭州市农业科学院选育的粉果草
莓新品种。其果皮颜色呈粉色，果肉是白色，果形相
对整齐，畸形果较少，外观颜值高。口感香甜，肉质
细腻，早熟性好，富含维生素C，适宜作为观光采摘
的特色品种。2021年秋季，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在全市建立粉玉草莓新品种示范点 33个，示范面积
58亩。在北京地区较红颜可提早采收20天，结果期
可持续200天以上，亩效益可增加1.5万元以上。

一些具备新奇特“因子”的国产草莓品种逐步被
种植户和市场所认可，新品种不断涌现让北京市农

业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马欣深感欣慰：“实事求是
地讲，现在国产草莓品种发展比较快，新品种也层出
不穷。最重要的是，总会存在两三个品种，在北京可
以形成稳定种植。而且销售渠道也较为稳定，一部
分是线下采摘销售，还有一部分通过线上销售的，市
场接受得比较快。我觉得这就相当不容易了，这个
发展趋势很好。”

2023年 3 月，北京市昌平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在
北京农业嘉年华温室内举办了一场草莓优新品种
观摩会，品种囊括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品种。农户除
了看各个品种草莓长势外，还能亲自品尝，了解各
品种特性。“就现场咨询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农户还
是比较愿意接受除红颜以外的一些新鲜品种和国
产品种。”北京市昌平区农业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
师祝宁说。

“现在是条件不允许，如果合作社有30个温室种
植草莓，我们也会选择6个温室尝试种植国产草莓品
种。”瓮振松建议，对于园区或者说种植棚数较多的
农户，应该尝试种植一些新奇特的国产草莓品种。

国产草莓品种进入发展黄金期了吗？

2011年，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特色作
物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宗静组织北京骨干农民赴江苏
考察培训。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赵密珍研究员为骨干
农民介绍江苏省栽培品种时说，国产品种硕丰的种
植面积占比仅为 2.0%，其他国有品种种植面积更
少。但是，经过近 8年的努力，2018年的数据显示，
自有品种宁玉、硕香和硕丰的占比总计已经达到了
23.4%，其中宁玉的占比达到 12.6%。而 2017年江苏

省全省草莓总面积比2011年也增长了近一倍。从花
芽分化、基因表达、种苗繁育、种植技术的研究到引
种试验，涵盖了宁玉品种育繁推全链条，宁玉已经成
为江苏省的主栽品种之一。

宗静坦言，虽然撼动红颜“霸主”地位并不容易，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国产草莓品种毫无翻身机会。我
国育种者对新品种的保护意识逐年增强，从 2006年
我国第一个申请农作物新品种权保护的草莓品种紫
金 1号，2010年获得授权，到 2021年底，草莓新品种
权申请共213份，授权76份，特别是现阶段国产草莓
品种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遇期。

这首先就与育种工作的进步息息相关。“目前，
我国草莓育种相当于是一个兵强马壮的状态，投入
的人力、物力较之前都有所提高。”常琳琳解释，从国
家层面来说，在相关政策推动下，育种工作得到前所
未有的高度重视，这势必也会促进国产草莓品种发
展。特别是加快培育国有自主品牌，能让我们更有
底气，促进这一产业可持续发展。从开展育种工作
的单位来说，不管是专业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或
是企业机构等也都在加强自主品种选育，各方的意
愿非常强烈，技术也逐渐走向成熟。从技术层面来
说，传统的杂交育种技术以及分子育种技术，种子型
育种技术甚至太空育种技术都在草莓育种上都有所
应用。传统和现代技术的相结合，让我国育种产业
迅速崛起。

有了好的品种，栽培技术的配套和优化也是重
中之重。从 2015年起的这 8年时间里，北京市农业
种植技术推广站通过赴浙江等种源地学习考察、组
织国产品种技术培训，有效促进国产品种面积扩大
与种植技术水平提升。“当然，我们的工作没有停
止。日后，我们也还是希望能进一步丰富国产草莓
品种类型，继续挖掘不同特点的品种，以及满足适宜

盆栽或不同功能属性的品种。”马欣补充说，为促进
国产草莓品种健康可持续发展，近些年，北京市农业
技术推广站在项目层面上都会给予支持，并加强专
业的专家团队建设，团队包含育种专家、栽培专家、
植保专家等，能够涵盖草莓种植管理各个环节，使得
草莓生产全程都能得到技术上的支持。以草莓主产
区的昌平区为例，每年昌平区农业技术推广站都会
开展品种的引进和示范工作，今年共引进66个品种，
其中国产品种占到六成以上，有一成是第一次在昌
平区内种植的的品种。通过举办“北京草莓之星”评
选宣传推广，国产草莓品种参加“北京草莓之星”评
选数量占比从首届的0突破至15%，粉玉、白雪公主、
越秀等获得五星奖等奖项31项。

同时，还通过建立综合试验站和田间学校等方
式进行推广示范，打通“最后一公里”，落实落细国
产草莓推广。作为田间学校依托基地负责人的崔
天鋆介绍，鑫城缘合作社是一家集果品生产、销售
以及采摘、农业社会化服务、社会大课堂、都市农业
科普教育于一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园区，田间
学校校长会对农民进行培训，包括品种特性、水肥
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让农民学到真本
领、真技术。“我们平均每个月都会给农民培训 2
次，全年数量能够达到 24次。在农闲时以及草莓生
育期的每个关键时刻，都会进行专业性、针对性的
培训。”崔天鋆说。

宗静总结国产草莓品种进入黄金期有四个方
面：国家对种业的政策支持力度非常大；新品种权保
护的申报品种越来越多；深度融合的多样化需求；国
产草莓品种的品质越来越高。

与日韩系相比，国产草莓品种仍有差距

品种的推广应用，首先要明确的是，不仅仅是说
存在一个具有优良特性的品种就可以，而是一个从
品种到种苗到栽培进而到销售的系统工程，尤其是
在主栽品种多年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红颜、章姬等日系品种成功的背后，是勤劳的农
民在地里，通过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的观察和试验，
历经七八年时间选育出来的成果，这也造就了它们
稳定的特性和优良的品质，更赢得了口碑和市场。

相较于日本等国家，国产草莓品种育种起步较
晚，技术方面仍有差距。

气候差异等外部条件，也会导致不同品种在各
地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有些品种在南方地区，
由于早熟性好，种植面积也比较大，是有可能实现替
代红颜的。但是当把这些品种拿到北方地区来试
种，其口感就发生了变化，表现并不突出。

“国产草莓育种工作和品种的出现是风风火火，
但是等真正达到成熟体系、形成稳定种植又需要2—
3 年时间。”常琳琳向记者解释，一个品种推广需要
2—3年的时间，但是它总会出现各种各样问题，但事
实是，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可能新的品种又出现了。

新品种要实现推广也是一个难题。祝宁认为，
要推广好的国产草莓品种，第一个就应该让大家知
道哪有好的品种，有哪些好的品种，这也是他们不断
在做的工作。不少农民的信息渠道少，好多有特色
的国产草莓品种他们并不知情。

草莓生产过程中的管理十分关键，可是绝大多
数农户存在惯性思维，或是对于新品种的不熟悉，从
而导致管理不当，和推广的效果不能尽如人意。马
欣告诉记者，就水肥管理方面来说，越秀对水肥的需
求偏大，农户在开始接触这个品种时，还会习惯性地
参照红颜的管理方式；粉玉、越秀在生长过程中容易
发生红蜘蛛，但是农户却不知道如何处理。“刚开始
接触一个新品种，大家都不太熟悉。总是需要几年
的摸索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
问题。”

而这些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问题，都会为农民
的种植带来风险，从而影响他们的经济收入。只要
有一次失败的经历，农民就会觉得是品种有问题，来
年就很难再去种它。崔天鋆说：“如果是老两口种草
莓，他们一家的开销全靠草莓，而你推荐他们试种一
个品种，种好了还行，要是苗死得多或出现减产，这
样的风险他们也承担不了。”

口感、品质上得去，就一定会有“愿意吃螃蟹的
人”。未来国产草莓崛起之路，要重点在哪些方面进
行突破呢？

品质育种是根基。“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一定能
够选育出接近于红颜或者是超越红颜的国产好品
种，对于这一点还是有希望和信心的。”常琳琳表示，
目前，我们的草莓育种工作已经不用欧美品种进行
杂交，主要是在日韩品种和我们自己储备的国有品
种进行改良，从这个方面入手，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
品质比较接近红颜甚至超越红颜的品种。对标北京
市场，产量不是最重要指标，它只要达到一个中间水
平即可。坚持品质育种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就
香气，第二是甜度。尤其是香气这一点，它是草莓的
灵魂所在。同时，也在积极尝试太空育种等方式。

“对品种的适应性、优劣势以及田间管理要点了
解得越清楚，就越有利于推广应用。”宗静补充道，必
须明确品种的优点和劣势，并通过多点试种明确其
适应区域和不同地区适用管理措施，总结形成配套
栽培技术推广给种植户。种植户要根据自身条件和
需求找好品种定位，明确是要做主栽品种，还是做特
色品种、搭配品种。找好定位，就找好了生产和销售
方向。同时，抓住品种特点做特性化包装推介，增加
产品的附加值，并促进品种的应用，比如针对短圆锥
形品种越心，就可以研发心形包装盒，做礼品销售。
草莓作为商品销售得越好，越能促进新品种的应
用。这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闭环。

在长期基层推广工作中，祝宁发现解决国产草
莓品种推广难这一问题，一定要通过组织培训观摩，
发放文字及视频资料，让大家对国产草莓各个品种
有所了解。并同时做好配套的栽培技术示范指导及
宣传工作，培训工作需要做在前面，更要有针对性。

若说口感、香气是草莓赢得市场认可的“法宝”，
那么自主品种就是中国草莓产业的灵魂，希望日后
更多进入我们消费者口中的品种源于“中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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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作为草莓第
一种植大国和消费大
国，2020 年相关数据
显示，草莓种植面积
达260万亩，产量超过
500 万吨，但日韩系草
莓 品 种 仍 为 主 流 品
种，国产草莓品种要
想超越并非一朝一夕
之事，而是一个从品
种到种苗到栽培进而
到销售的系统工程。

草莓立柱式栽培模式。

北京昌平区小汤山镇特菜大观园的草莓高架栽培品种示范展示。

北京昌平区万德庄园工人在分级采收草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