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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周至县猕猴桃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 , 指出周至县猕猴桃产业在品种结构、优果率、储藏保鲜、销售、深加工及组织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 , 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 以促进猕猴桃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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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至县猕猴桃产业发展概况

周至县位于秦岭北麓, 北连武功县, 东接户县, 西依眉

县, 南邻佛坪县, 是世界公认的猕猴桃原生区和最佳适生区 ,

也是农业部定点的全国唯一的猕猴桃标准化栽培示范县, 国

务院农业发展中心已将周至县确定为全国最大的猕猴桃生

产基地。周至县是猕猴桃的原产地, 其境内秦岭山中蕴藏着

大量的野生猕猴桃资源,20 世纪80 年代初, 先后选育出“秦

美”、“哑特”等猕猴桃优良品种。1992 年 , 周至县政府将猕猴

桃作为强县富民的主导产业来抓,1997 年 , 荣获“中国猕猴桃

之乡”称号和国家绿色食品证书 ,2003 年又建成西安市万亩

猕猴桃示范基地, 标志着周至县绿色猕猴桃生产已迈向规模

化生产阶段。

周至县猕猴桃产业经近30 年的发展, 种植总面积已达

9 867 hm2 , 年产量达15 万t , 总产量占全国的70 % , 年产值达

2 亿多元, 全县有15 万人从事猕猴桃及其相关产业, 带动了

农村经济的发展。与之相关的贮藏加工业、销售运输业也迅

速发展起来, 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 保证了农村的社会稳定。

目前, 全县猕猴桃贮藏冷库已达1 133 座, 总库容达9 .4 万t ,

全县猕猴桃深加工企业33 家, 初步形成了产、销、加工一条

龙的产业化经营格局。

2  周至县猕猴桃产业存在的问题

2 .1 品种结构不合理, 与市场需求不适应 周至县猕猴桃

产业发展初期, 果农获利较大, 吸引了很多农户种植猕猴桃 ,

生产规模迅速扩大。然而果农片面追求规模和产量, 而忽视

了果品的品质, 导致果价回落, 近几年价格持续下跌。与之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新西兰进口的猕猴桃在我国市场一直

维持20～24 元/ kg 。新西兰很重视猕猴桃新品种的培育, 其

中“海沃德”是诸品种中最优品种, 占栽培面积95 % 以上。而

周至猕猴桃多是栽种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秦美、雅特, 品

种相对落后, 经济效益低 , 难以满足市场需求。这使得周至

猕猴桃在参加国际竞争时举步维艰。

2 .2 优果率低, 与绿色食品有差距  优质的果品是进行仓

储、加工、运输、销售环节的前提。周至猕猴桃种植总面积目

前已达9 867 hm2 , 猕猴桃年产量达15 万t , 其鲜果销售为4 万

t , 库存量约为3 万t , 鲜果销售给果汁生产企业3 万t , 还有将

近1/ 3 的猕猴桃因质量达不到收购标准, 没有储藏价值, 短

期内又无法售出而积压变质 , 弃于路边。因此, 丰产不丰收

的现象在产区内时有发生, 严重损害了果农的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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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周至猕猴桃已通过欧盟食品组织认证, 但由于栽培

技术落后, 优良品种缺乏 , 使产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大

量使用农用化肥, 使果品的化学残留物超标, 不能适应国外

对绿色食品的要求, 严重阻碍产品的出口。

2 .3 鲜果储藏保鲜技术落后, 物流损耗严重  猕猴桃是一

种具有呼吸高峰的水果。采收时果实沉淀、含酸量和硬度

高, 但成熟时乙烯释放量会突然增加, 导致果实变软 , 果柄脱

落, 呼吸强度产生跃变并达到高峰, 此时, 果实含糖量增高 ,

含酸量下降, 果实酸甜可口, 风味最佳。如果继续在高温下

存放, 果实很快发酵, 变质、腐烂、失去商品价值。所以采收

后如不及时销售或处理, 会造成严重的损失。

周至猕猴桃采摘后由于优果率较低及生产规模较小等 ,

使得经保鲜等处理的猕猴桃比例极低, 与国外平均水平差距

很大。农户采摘猕猴桃后大多在自家简易的地窖中储藏, 农

民自己将果实送交果库储存的很少 , 多由当地一些资金丰

厚、人际关系较广的人以低价收购, 送入果库储存。待春节

前后出售。但因信息不对称等原因, 这些人在扣除成本和各

项费用后赚得很少。所以, 虽然周至猕猴桃生产集中、产量

高、品质好, 但因仓储管理工作跟不上, 很能把握最佳时机 ,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未占有优势。

2 .4 标准化程度低, 销售方式单一, 缺乏宽敞的交易平台  

尽管周至猕猴桃的生产具有标准 , 但由于其以散户经营为

主, 生产、采摘、包装很难进行有效的监管来实施标准化生

产。其次, 周至县猕猴桃没有形成固定的营销网络, 目前主

要采取上门收购的方式进行销售, 没有公开的交易市场, 农

户基本上是在自己家里成交, 价格等信息不公开, 加之一些

果农缺乏远见, 以很低的价格在短期内卖出自家的猕猴桃 ,

使得其他果农被迫也以低价出售 , 进而影响到整个产区的收

购价格 , 损害广大果农的利益。此外, 周至县虽然已经搭建

了网上交易平台, 但广大果农并未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 而

且缺乏专门的部门管理和维护网站, 网上交易基本流于

形式。

2 .5  深加工处理能力不足 周至县现有猕猴桃深加工企业

33 家, 但规模相对较小, 深加工产品也主要局限于果汁、果

脯、果干, 大多处于初加工阶段 , 而对于果酱、果胶、果酒、果

醋等进行精深加工的较少。

2 .6 组织化程度低, 与国外同行业相比差距较大  国外猕

猴桃生产的组织化程度较高, 以新西兰为例, 全国设有猕猴

桃管理局, 由8 人组成 , 其中果农代表5 人, 出口公司代表2

人, 政府官员1 人。商品必须登记注册。管理局下设四个委

员会, 分别主管猕猴桃的销售、质量控制、品种的培育及产后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 Sci .2007 ,35(21) :6413 - 6414                     责任编辑 罗芸  责任校对  李洪



的运输问题。而周至猕猴桃没有统一的注册商标, 商品化程

度低, 而且无专门的组织, 猕猴桃从生产到销售由不同的部

门分管 , 没有明确的部门进行长期的、有效的管理。

3  猕猴桃产业发展的对策

3 .1 进一步加强品种结构调整 , 引进新特优品种  一方面 ,

加强对原有种植区域内的品种改进工作。通过嫁接、扦插等

技术对现有果树进行优良品种改良。在保持原有“秦美”、

“亚特”品种的基础上, 扩大“海沃德”品种的栽种面积, 逐步

进行品种结构调整 , 发展新特品种。另一方面, 依托现有的

科研机构, 多方吸引资金 , 加大对猕猴桃新品种的研究开发 ,

开发出一些名优品种, 提升周至县猕猴桃品种结构。

3 .2 努力提高猕猴桃生产的技术水平, 提高猕猴桃质量  

以提高猕猴桃的产品质量为中心, 结合“西安万亩绿色猕猴

桃示范园”工程, 大力推广猕猴桃“单枝上架、配方施肥、定量

挂果、生物防治”四大技术 , 真正实现猕猴桃的有机种植和标

准化管理, 促进了猕猴桃生产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提高型的

彻底转变。把好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节 , 在注重优良品

种的同时, 引进一些耐贮藏的迟熟品种 ; 施肥过程中 , 严禁使

用“膨大剂”, 重施枯饼等有机肥和磷复合肥, 积极推广锰渣

富硒肥, 提高果实中硒的含量; 后期采摘中 , 禁止未成熟采

收, 使果实充分生长, 提高果实中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 真正使

猕猴桃成为味美、营养丰富、无污染的绿色食品。

3 .3 提高储藏保鲜技术, 减少物流损失  周至县现有的猕

猴桃贮藏冷库中大多为普通冷藏库和中小型冷库, 从规模和

技术上均不能满足猕猴桃产业发展的需要, 也易造成资源的

浪费。因此, 一方面, 应采用罩帐气调、膜分离制氮设备等技

术方法, 对现有的冷库进行升级换代, 降低储藏中的消耗。

另一方面, 可通过多种方式对现有的冷库进行资源整合, 扩

大规模, 降低成本 , 提高竞争力。此外, 兴建一些技术水平先

进的大规模气调库, 以提高周至县猕猴桃冷藏库的储藏能

力, 满足猕猴桃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3 .4 培育市场, 扩宽销售渠道  一方面 , 加强果农的市场意

识, 发展猕猴桃品牌, 形成注册商标, 以品牌带动市场。另一

方面, 通过培育农村经纪人、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等 ,

积极推行“农户+ 公司”、“农户+ 专业组织+ 公司”、“农户+

科研机构+ 公司”等开发模式 , 打破现有的单一销售模式, 将

农户与市场更紧密地连接起来, 拓宽猕猴桃销售渠道, 外联

市场, 内联农户, 逐步形成贸工农一条龙, 产加销一体化的经

营模式。此外, 进一步完善乡村信息网络系统的硬件设施建

设和软件服务工作, 为猕猴桃的生产和销售架起信息桥梁 ,

连接内外, 发展猕猴桃产业。

3 .5 大力发展猕猴桃加工业, 提高猕猴桃产业附加值  要

进一步招商引资, 发展多元化加工业。可在技术成熟的条件

下, 对猕猴桃进行深加工, 开发果汁、果酒、果醋等产品, 提高

猕猴桃产业的附加值。但在开发的过程中, 要严格按照科学

提炼方法, 使之成为口味纯正, 营养丰富, 不含防腐剂且符合

卫生标准的真正健康长寿的优质名牌绿色食品。

3 .6 成立专门组织, 提高专业化程度  通过政府的积极协

调, 对现有的猕猴桃生产、技术、质量管理等机构进行整合 ,

形成统一管理的局面, 专门负责解决、协调猕猴桃及相关产

业在生产, 技术、质量、仓储、销售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

题, 从政府层面为猕猴桃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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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提前, 并且低剂量和高剂量的辐射可使芽的长度增加 , 其

增幅分别为12 % 和15 % 。

  表3 60Co-γ射线辐射剂量对松叶牡丹芽长的影响

辐射量

Gy

芽长∥mm

11-14 11-15 11-16 11-17 11-18 11-19

0  4 .41  5 .78  6 .57  6 .32  6 .21  7 .25

10 4 .16 6 .44 7 .01 7 .78 6 .25 7 .76

20 5 .86 8 .18 8 .11 7 .98 8 .18 8 .42

30 5 .26 4 .24 6 .94 6 .72 6 .26 6 .42

40 6 .62 5 .18 6 .51 6 .85 6 .95 6 .59

50 5 .55 6 .14 6 .06 6 .28 7 .32 6 .56

60 4 .56 6 .33 7 .76 7 .56 7 .56 7 .91

70 5 .04 5 .28 5 .56 4 .52 5 .51 6 .40

80 6 .40 4 .09 5 .04 7 .86 7 .60 7 .85

90 6 .79 9 .06 4 .46 10 .06 9 .26 8 .83

平均 5 .47 6 .07 6 .40 7 .14 7 .11 7 .40

R 0 .581 0 .166 0 .036 - 0 .159 0 .865 0 .733

Sig 0 .078 0 .646 0 .922 0 .622 0 .001 0 .009

3  小结

试验表明 , 经过γ射线辐射的松叶牡丹种子的内部结

构发生了变化 , 辐射对发芽率、根长和芽长的作用并不一

致。在60 ～80 Gy 辐射剂量范围内种子的出芽率较好, 低剂

量和高剂量对种子的根长和芽长都有促进作用 , 且90 Gy 时

对根长的增幅达51 % 。在辐射剂量90 Gy 时, 种子的发芽

会受抑制 , 抑制幅度为6 % 。辐射剂量30 ～80 Gy 时 , 种子根

长和芽长会受抑制。由此可得 , 辐射对根长的作用最为

明显。

由于试验时辐射剂量只在10 ～90 Gy 内, 而在此范围之

外的辐射对种子的影响及最佳辐射剂量的确定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 4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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