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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草莓生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郑亚杰，姚环宇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吉林 公主岭 136100)

摘 要：根据吉林省草莓生产情况，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及论述，并提出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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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早在 40 年代就有草莓栽培，但一直处于半野生化栽培状态。草莓生产是在 20 世纪 80 年

代才开始发展起来的，虽然起步晚，但发展迅速。据统计，1987 年全省草莓生产面积 333.3 hm2 左右，

到1989年已发展到1 333.3 hm2，增长了4倍。但近年来，随着草莓栽培面积的不断扩大，生产中存在的

问题也日渐突出，并严重制约了吉林省草莓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将草莓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

解决对策做以简要概述。

1 存在问题

1.1 栽培品种单一

吉林省早期的草莓栽培品种多是日伪时期留下的当地老品种，以鸭嘴、鸡心等为主。80 年代至今

主要栽培比利时品种戈雷拉。栽培品种非常单一，栽培形式以露地栽培为主，少部分采用小弓棚栽

培，草莓上市期集中，销售期很短。单一的栽培品种和连年的无性繁殖，品种退化现象非常严重，产量

降低，品质变差，从而降低了草莓的经济效益。

近几年，果农也陆续从外地引进了一些新品种，如 C 果、北辉和全明星等，但栽培面积很小，只有

零星栽培，基本上处于试栽阶段。

1.2 栽培、管理水平低

栽培、管理水平低是我省草莓生产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①育苗方式陈旧。许多草莓产区

大多采用的是生产园长出的幼苗，秧苗细弱，须根少，展开叶在 4 片以下，质量差，病虫害多。②管理

粗放。生产园内不控制匍匐茎生长，既是生产园也是繁殖圃，影响了草莓的产量和质量；没有灌溉设

施，干旱时不能及时灌水；越冬防寒质量差等。栽培技术的落后影响了我省的草莓产量。

1.3 病害逐年严重

长期以来，我省草莓栽培主要集中在部分草莓产区。草莓产区大都依靠传统的生产田中匍匐茎苗

作为生产种苗，病毒病、线虫和一些重茬造成的根系病害就随着草莓的无性繁殖而不断传播，病害逐

年加重，草莓植株大批死亡，果实变小，品质变劣，使草莓大幅度减产，商品价值降低，严重影响了果

农的经济收入和草莓生产的发展。

1.4 缺乏规划，发展不平衡

我省草莓生产基本上是自发发展起来的，没有统一的规划与管理，造成生产分布极不平衡。如我

省的草莓栽培主要集中在浑江、吉林、通化地区，而在长春、延吉和白城等大城市人口密集、消费量大

的地区发展的很少。草莓与其它水果不同，其果实不耐贮运。在我国现有的贮藏及运输设备还很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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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条件下，人们要想吃到质量好且新鲜的草莓，必须靠地产自销，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人们对鲜食草

莓的需要。

1.5 销售渠道单一，缺乏加工企业

目前我省草莓主要以鲜食为主，很少对其进行加工。单一的栽培品种和单一的栽培形式，再加上

缺少加工企业，使草莓果实无法大批量储存和运输，极大地限制了栽培面积的进一步扩大。

2 解决对策

2.1 新品种选育及开发

吉林省草莓以露地栽培为主，而目前从国外引进和国内育成品种大部分都是适于保护地栽培的品

种，适于露地栽培的品种很少。这是造成吉林省草莓品种单一、更新换代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科研

单位要加强新品种选育和新品种引进。选育出适合吉林省栽培的不同类型的草莓品种。防止各地盲目引

种造成品种混杂，影响草莓生产。科研单位与基层单位要紧密配合，使优良品种能尽快地在生产上推广

应用。

2.2 采用多种栽培形式，提高管理水平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我国食品加工业的发展，对草莓的周年需求量也越来越多。而目

前我省草莓生产现状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草莓周年鲜食及加工的需求。因此，采用日光温室、大棚、

弓棚和露地相结合的栽培形式是延长草莓供应期和增加经济收入的有效途径。另外，栽培优良日中性

草莓品种也是北方寒冷地区解决草莓周年供应的最佳途径，并将成为草莓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

要把我省的草莓生产搞好，必须提高栽培管理水平：①培育壮苗。草莓高产，培育壮苗是关键技术

之一。壮苗的标准是：有须根8条以上，根茎粗0.8～1 cm，4片以上展开叶，叶柄短粗，叶色浓绿，单株重

25～30 g，无病虫害。②避免重茬，及时防治病虫害。种植草莓要尽量避免重茬。对重茬引起的病害应

采取的对策是：一是发病初期挖除病株烧毁，用溴甲烷进行土壤消毒；二是倒茬换土。③科学施肥。由

于草莓根系浅，耐肥力差，常因追肥不当而出现烧根死苗现象。而草莓的叶片具有较强的吸肥能力，

叶面喷肥不仅节约肥料，而且发挥肥效快。如在花期前后叶面喷施0.3%尿素或0.3%磷酸二氢钾3～4次，

可增加单果重，改善品质，提高坐果率8%～9%；初花期和盛花期喷0.2%硫酸钙+0.05%硫酸锰可增产

14%～42%，还可提高果实储藏性能；花期叶面喷施0.4%的硼酸和磷酸二氢钾两次，不但可提高坐果率

和产量，而且还可减少畸形果。

2.3 大力开发推广草莓组培脱毒苗

为避免草莓因重茬和连年无性繁殖造成病害蔓延和品种退化，栽培组培脱毒苗是一有效途径。在

我国辽宁、山东和河北等大部分地区草莓栽培都采用组培脱毒苗。应用组培苗的优点：①繁殖系数

高。草莓组培脱毒原种苗的繁苗能力比普通匍匐茎苗的繁苗能力高 50%以上，特别对自身繁苗能力

低的品种效果更加明显。②生长健壮。由于组培育苗是在无菌条件下进行的，所以组培脱毒原种苗不

仅脱除了病毒，而且不带病原菌，没有线虫，因而繁育的种苗生长健壮、抗病性强。③果个大、产量高。

国内外多年的研究结果表明，草莓组培脱毒原种繁殖的生产用苗比带病毒的普通生产用苗结的果个大，

品质好，产量增加 30%以上。因此，选用草莓组培脱毒苗作为生产原种苗，建立严格的种苗繁育体系

是实现草莓优质高效栽培的有效途径。

2.4 发展绿色无公害草莓

无公害草莓是草莓鲜食和对外出口的需要，也是今后草莓成功发展的关键。吉林省地处冷凉地区，

病虫害种类少，露地草莓栽培中，应尽量减少重茬，控制病虫害的发生。一旦发生病虫害，应选择生物

农药或低毒、低残留化学农药进行防控。研究部门应尽早提出吉林省无公害草莓栽培技术规程，在草

莓种植区普遍推广。

2.5 深化加工，拓宽销售渠道

草莓适宜加工成草莓酱、草莓酒、草莓饮料和草莓罐头等，亦可进行速冻保鲜。目前，国际市场对

草莓及其制品的需求量极大，日本、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每年从我国进口数万吨速冻草莓，而且近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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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3 页)主要微量元素的比例上明显低于高产土壤。

3 结 论

吉林省玉米高产土壤与一般土壤在肥力体型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为高产土壤在土体构

造以及与其相关的土壤通透性、水分状况和土壤紧实度等方面与一般土壤有质的差别。

吉林省玉米高产土壤与一般土壤在土壤养分状况方面亦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

各种营养元素在绝对量上的不同，同时，也表现在各种营养元素在比例上的差别。

吉林省玉米高产土壤与一般土壤在综合肥力上的差异，不仅表现在 0～20 cm 土层，而且更主要是

表现在 21～40 cm、甚至 41～60 cm 土层上的肥力差别。因此，在进行高产土壤的建立过程中，应以深施

肥料(有机和无机肥料)和机械深松等项技术为主，重点加强 21～40 cm、甚至 41～60 cm 土层土壤综合

肥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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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按样品的操作程序测其含量，测得丁草胺的回收率为 98.82%，扑草净的回收率为 97.67%(表 1)。

4.4 方法精确度和精密度

按上述方法和条件，准确称取样品 5 个，平行测其含量，丁草胺和扑草净的标准偏差分别为

0.17、0.20，变异系数分别为 1.66%、0.96%(表 2)。

5 结 论

综上所述，本方法线性范围广，有较高的精密度和准确度，方法简单、快速、准确，实现两种农药

在同一操作过程完成分离测定，可用于生产监测及监督部门的抽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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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又增加了草莓进口量，但我国草莓在数量、质量和加工能力上还未能全部达到出口草莓商品的要求。

因此，草莓加工市场潜力巨大。大力发展草莓深加工企业，是拓宽草莓销售渠道，提高草莓经济效益

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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