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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蓝莓的生物学特性以及蓝莓栽培的自身特点 , 根据皖沿江丘陵区域自然、经济状况 ,着重分析了该地区发展蓝莓有机种植的
可行性, 并结合首家有机蓝莓科技示范园的认证工作实践 , 总结归纳 , 初步形成了安徽省蓝莓有机栽培技术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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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机农业简介

1 .1 有机农业的起源  由于化学农药、化肥、除草剂和食品

生产加工过程中合成添加剂( 防腐剂、人工色素等) 的普遍使

用, 造成食品污染和品质下降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

注。早在20 世纪30、40 年代就有人提出保护土壤的“健康”,

为人类生产没有污染的健康食品, 在此形势下产生了有机

农业。

1 .2 有机农业的概念  有机农业是指在植物和动物的生产

过程中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

剂等物质, 不使用离子辐射技术, 也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及

其产物, 而是采取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技术, 协调

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平衡, 维持农业生态系统持续稳定发展的

一种农业生产方式。

1 .3 有机农业的特点  有机农业最主要的特点是在其生产

过程中不使用任何人工合成的农药、肥料、除草剂、生产激素

等化学物质, 要求原料产地没有工业企业的直接污染 , 大气、

土壤、水体等环境要素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因此, 它是一种

新型农业, 是现代科技和传统农业的结晶, 具有科技含量高、

对生态环境和劳动者素质要求严格的特点。特别是在肥料、

饲料、植保和疫病防治方面具有很高的要求, 需要先进的技

术支持。

2  蓝莓有机栽培的独有优势

蓝莓( Blue berry) 是杜鹃科越橘属多年生灌木。果实为

蓝紫色小浆果, 甜酸香爽, 风味独特, 既可鲜食, 也可深加工 ,

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高纤维、低热量, 其营

养价值远高于普通水果, 尤其是蓝浆果的花青素含量居各种

果蔬之首。医学研究证明, 花青素具有明目强心、预防脑神

经老化、增强人体免疫力、抗癌等独特的保健功效。因此蓝

莓被誉为水果之王, 是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重点推荐的人

类健康食品[ 1] 。

蓝莓不同品种之间尽管存在一定的特性差异, 但都具有

相同的生物学特征: 耐酸性土壤环境、耐低温、耐瘠薄、较强

的抗旱能力和抗病虫害能力; 不耐化肥( 嫌钙、嫌氯、嫌钠) 、

除草剂。这些生物学特征使蓝莓具备优先发展有机栽培的

独有优势[ 2] 。

3  皖沿江丘陵地区适宜蓝莓种植的自然条件

3 .1 环境优势 皖沿江丘陵地区地处亚热带, 光热条件好 ,

雨量丰沛, 生态系统多样, 自然本底良好。低山丘陵地区占

沿江流域总面积的40 % 左右, 部分县( 区) 的森林覆盖率超过

30 % , 具有较高的生物多样性。土壤主要为黄红壤和黄棕

壤,pH 值一般在5 左右, 不利于农作物的种植。一般农作物

品种单调, 并且生产难度大, 生产力水平低, 农村经济发展相

对滞后。因此, 大部分地区属于山林荒地 , 无工矿企业, 没有

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 生态环境良好, 这为从事有机生产提

供了良好的生态基础。

3 .2  区位优势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 沿江丘陵地区尽管

地处山区, 但水陆交通便利, 同时与苏、沪、浙经济发达城市

相邻。此外从生产成本上考虑, 该地区土地成本低、劳动力

资源丰富, 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生产成本 , 提高了经济效益。

4  蓝莓有机栽培研究与示范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绿色食品工程研究所与安徽蓝莓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 , 在安徽省率先开展蓝莓有机栽培技术

研究与示范园建设。2004 年, 在地处沿江丘陵的安庆市怀宁

县黄墩镇投建安徽省首家蓝莓有机栽培科技试验园( 约2

hm2) ;2005～2007 年又投建了省内规模最大的安徽蓝莓有机

栽培科技示范园, 制定并实施《安徽蓝莓有机栽培技术操作

规程》, 经浙江万泰有机认证机构的3 年跟踪检测,2007 年12

月获得国内首家有机蓝莓正式认证[ 3] 。

4 .1  环境选择  基地选择在安庆怀宁县黄墩镇林场 , 交通

便利, 是206 国道和318 国道交会处, 毗邻沪蓉高速公路, 面

积12 hm2( 原为马尾松林地) , 坡度约为10 % ～25 % ; 有松、槐

等树种将基地与四周山林分开, 远离工矿企业 , 空气质量良

好, 环境优美; 基地内的水源为水塘、水库天然水或地下水。

4 .2  土壤管理  基地土壤类型属于酸性红黄壤, pH 值

4 .5～5 .5 , 土质疏松、通气良好、湿润、排水性能好 , 可以满足

蓝莓生长对土壤酸度的基本要求。实际栽培中除了土壤掺

入有机物外, 主要应用土壤覆盖技术。在植株的根际半径1

m 的土壤地面范围内, 覆盖5～10 c m 的锯末, 从而增加土壤

有机质含量, 改善土壤结构、调节土壤温度和湿度、降低土壤

pH 值。

4 .3  施肥技术  结合有机生产技术的要求, 兼顾蓝莓植株

对土壤酸度的特殊要求, 以松针、锯屑、沙土、腐苔藓和草炭

等天然物质进行试验筛选, 考虑沿江丘陵地区的土壤实际状

况, 采用“天然有机物+ 有机肥”方式种植, 具体以腐苔藓和

草炭, 或松树、杉树的烂树皮和锯末, 与一定量的饼肥和畜禽

厩肥按比例混合并充分腐熟, 可在定植时作为底肥施入定植

穴, 也可作为追肥使用。这种蓝莓专用肥具有多重作用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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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改善土壤结构, 提高粘土的通透性; 有利于控制和降低

土壤酸度 , 使其保持蓝莓正常生长所需的土壤pH 值; 提高土

壤有机质含量和肥力水平。

4 .4  草害控制 除草是蓝莓果园管理中的重要环节。基地

山林荒地、杂草丛生 , 其中一年生或多年生杂草很难控制。

而使用除草剂往往会对蓝莓树体产生伤害, 如常用药剂草甘

膦, 在生长季应用可引起蓝莓枯梢、叶片失绿等症状 ; 在成年

树土壤中施入少量时, 药害症状需要经过1 年才能恢复。并

且有机蓝莓的栽培中也不允许使用化学除草剂。基地目前

主要采用全园人工中耕除草, 穴内采取锯末或地膜覆盖防

草, 行间采取生草法抑制草害, 既能保护树体 , 又能满足有机

生产的要求。

4 .5  病虫害综合防治体系 引入的苗木或扦插苗在移入基

地前, 先进行消毒处理, 同时对土壤进行消毒 , 减少病害的发

生。从沿江丘陵地区3 年的实际栽培过程来看, 仅在1 个年

份里发生过少量叶甲类食叶害虫, 多采用人工捕捉、烧剪和

清除重害植株等控制田间环境的措施。在害虫发生量较大

的时期 , 可辅以一定的生物BT 进行防治。

4 .6  安全生产追踪体系的建立 按有机生产的相关要求 ,

公司设立了内部检查员, 基地有专人负责, 建章建制 , 定期培

训, 建立了一整套有机生产的严格的可追溯体系。从苗木的

引进、栽种、生产管理、田间活动、基地工作人员的管理到整

个基地物资的引进支出都进行严格的记录, 从各个环节上控

制禁用物质的流入和使用, 保证蓝莓生产的安全性。

4 .7 效益分析  一般情况下, 有机食品的市场价格是普通

食品的2 ～3 倍, 以目前蓝莓产量15 000 kg/ hm2 、常规蓝莓收

购价格约 50 元/ kg 计算, 有机蓝莓的效益将达到75 ～90

万元/ hm2 。

5  讨论

5 .1  当前国内蓝莓种植对高产高效的追求与有机栽培注重

品质的矛盾 有机栽培的核心是品质, 强调从生产的源头和

整个的生产过程上保证产品的安全无污染, 要满足农产品安

全生产对品质的要求 , 或多或少会造成产量的降低。而目前

蓝莓市场需求量大、价格高、效益好, 更刺激了种植者对蓝莓

高产栽培的冲动。应该注意的是, 对高产的盲目追求曾经给

我国苹果、梨和猕猴桃等经济果产业的发展带来过毁灭性打

击。因此, 如何处理品质与产量的关系是事关我国蓝莓产业

能否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

5 .2 目前蓝莓种植业的加速发展与蓝莓保鲜、加工相对滞

后的矛盾 我国的蓝莓生产由于受到资金、地域、技术、认识

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一直发展滞缓。近年来, 随着国内消费水

平的提高和对蓝莓保健价值的发现, 尤其是受到国际蓝莓市

场需求的拉动, 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开始加速蓝莓产

业发展 , 其种植面积急剧扩张。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 : 蓝

莓果不耐贮存, 而当前国内在蓝莓的保鲜、贮运和加工方面

无论是技术研究还是产业发展均未同步跟进, 这将成为国内

蓝莓规模化、快速稳健发展的巨大隐患 , 也是亟待解决的现

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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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拥有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目的的工具性价值。人类

作为自然的伙伴, 必须认识到 , 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 人类

不仅具有享用自然资源的权利 , 而且具有维护自然的持续

生存和健康发展的义务。②整体自然观。应抛弃那种合理

的大地利用只是经济利用的传统思路 , 转而开始从伦理学

和美学角度考察什么是正当的问题 , 也从经济角度考察什

么是有利的问题。

地域性景观设计具体做法包括重视对设计地段的地方

性、地域性理解, 延续地方场所的文化脉络 ; 增强适用技术

的公众意识 , 结合建筑的功能要求 , 采用简单合适的技术;

最大范围内使用可再生的地方性材料 , 避免能耗; 针对当地

的气候条件, 采用被动式能源策略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 推

动新的建筑形式的产生。另外, 地域性景观设计的延续应

利用高新技术, 在建造的整个生命周期内达到全方位的低

能耗 , 使设计真正成为改善未来的一种途径。

3 .2  地域性设计的人地共生理念  首先强调景观设计不

能脱离自然、经济、社会人地系统而独立存在 , 只有以生态

持续为基础 , 以经济持续为条件, 以社会持续为目标, 才能

保证地域性景观设计创作体系的完整性和动态适应性。在

创作过程中 , 首先只有保持和尊重景观设计及景观设计所

在环境的自然属性 , 并将之作为创作手段和目标之一贯穿

设计的全过程, 才能促成景观设计与环境的长期协调与融

合, 并因此产生新的地域性特征。其次, 在人类社会不断发

展的背景下 , 不能单纯地依靠传统景观设计原有适应环境

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由于人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 , 人

们可通过技术进步不断创造景观设计与环境协调共生的新

途径。其三, 地域性景观设计, 必须立足于维护生态平衡的

思想, 既要考虑人类社会的人工建造行为不超越自然生态

环境所能容许的极限, 又要考虑在不断更新发展的过程中,

保持人类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延续与和谐, 保护地域文

化的多样性与特殊性 , 并最终实现自然、社会、经济3 方面

的可持续发展。

4  结语

地域性景观设计是根据中国国情的现状所提出的现代

景观设计的新观念 , 是地域性设计理论在现代景观设计层

面上的体现。地域性景观设计决定了城市景观设计特色塑

造的长期性和连续性, 景观设计应是在“守特色”的基础上

求“发展”。在经济实力强大的文化蚕食经济实力较弱的文

化的今天, 倡导尊重自然和保持地域文化延续性的景观设

计, 应引起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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