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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报告阐述了 2020~2022年吉林省西甜瓜产业发展概况，分析了当前产业特点，并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内产业发

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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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report described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of melon and watermelon industry of Jilin Province in
2020-2022, analyzed on the industrial present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ce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industrial de⁃
velopmen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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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7月中旬，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瓜类研

究团队先后赴本省西甜瓜主产区 9个市县进行了

西甜瓜产业情况专项调研。经过调研和跟踪问

询，形成此报告。

1 吉林省西甜瓜产业概况

1.1 西甜瓜种植与产值

综合有关统计数据分析，2020~2022年吉林省

年均西瓜播种面积约为 2.8万 hm2，单产约 3 570
kg/667 m2，总产量约为150万 t，瓜农种植纯收入约为

28亿元；全省年均甜瓜播种面积约为3.1万hm2，单产

约为2 340 kg/667 m2，总产量约为110万 t，瓜农种植纯

收入约为33亿元。籽用西瓜在通榆县有较大面积种

植，年均种植面积约为1.9万hm2，瓜子产量约为1 200
kg/667 m2，全省种植纯收入超过11亿元。综上，全省

西甜瓜年均种植纯收入达到72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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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西甜瓜生产区域分布状况

露地西瓜、露地薄皮甜瓜集中连片的大面积

规模种植是吉林省西甜瓜生产主要特点，其优势

产区分布在省内的中西部地区，东部山区、半山

区西甜瓜分布比重在增加。西瓜主产区种植面积

的排序为松原、白城、长春、吉林、四平地区；甜瓜

主产区种植面积的排序为长春、白城、松原、四

平、延边。

1.3 西甜瓜品种结构与分布情况

西瓜主栽品种主要是圆瓜地雷类，如京欣类

型圆瓜、鼎盛 888、林丰 666、庆红 999和百亿甜王

等；薄皮甜瓜品种呈现多样化，但主要以金妃、八

里香类型为主，如早特甜、花宝 3等；博洋 9号、羊

角蜜类也有一定面积。籽用西瓜品种主要是地方

品种“本地凿”等，在通榆县有一定面积种植，籽

瓜也是通榆县的传统特色种植作物。

1.4 西甜瓜栽培与田间管理情况

吉林省西甜瓜栽培大多以育苗移栽方式为

主，极少量采用直播方式，在连作区域和设施生

产中嫁接苗应用广泛。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基

本实现全覆盖。早春设施西瓜甜瓜主要采用暖棚

内吊蔓栽培、简易实用棚地爬栽培的模式；夏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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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露地西瓜主要是单膜覆盖栽培的模式；露地薄

皮甜瓜采用单、双膜覆盖栽培模式，其中以双膜

覆盖小拱棚相同栽培为主 [1]。

1.5 西甜瓜品质与品牌状况

吉林省现有“黑水西瓜”“镇赉甜瓜”“华家甜

瓜”三个地标产品。“大安甜瓜”“绿野甜瓜”“甜瓜

魂”“王氏西瓜”等合作社、经销商自主注册品牌，

逐渐被市场接受。吉林省西甜瓜品质以绿色食品

为标准，甜瓜品质 90%达到了商品要求，生瓜上

市现象在逐年降低。西瓜品质 100%达到商品要

求，夏秋季晚熟西瓜品质更优。

1.6 西甜瓜市场及贸易概况

西甜瓜上市时间主要集中在 5~8月，除去在省

内的批发、零售以外，主要销往黑龙江、辽宁、内蒙

古、河北、山东、安徽等地。梨树、公主岭温室抢早

模式最早 3月 10日前定植，5月上旬甜瓜开园上

市；榆树地区露地甜瓜在 6月中旬上市；秋季露地

的甜瓜在 8月中旬上市；最晚大棚甜瓜持续到 10月
15日左右。6月上旬，榆树大棚西瓜最早开园上

市；7月 10日左右，梨树县喇嘛甸镇露地双膜西瓜

上市，随后各个主产区露地西瓜逐渐上市；9月下

旬至 10月上旬，白城地区晚熟西瓜上市结束。

近三年，棚室西瓜开园价格达到 10元/kg；露
地西瓜价格约 2.0元/kg，最低时 0.7元/kg，均价约

为 1.8元/kg；甜瓜的价格跨度较大，由 5月温室开

园的 30元/kg，到大棚开园的 8.0~10.0元/kg，当露

地甜瓜大量上市时最低价格为 2.5~3.5元/kg，均价

约为 3.0元/kg。
2 吉林省西甜瓜产业特点分析

2.1 种植面积稳定，产值快速提升

吉林省西部等地沙化土壤较多，雨水较少，光

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具有发展西甜瓜的自然

禀赋优势，是生产优质西甜瓜的理想区域。西甜

瓜“优质优价”的水果特点比较明显，在本地市

场，地产西甜瓜价格往往高于其他产区西甜瓜价

格；在国内市场，吉林省西甜瓜同样具有明显的

品质优势 [2-3]。同时，吉林省生产的西甜瓜可填补

部分国内市场空档期。近年来，吉林省西瓜甜瓜

的商品瓜销售呈现旺盛状态，年种植面积稳定在

6.0万~6.7万 hm2，产值逐年提升至 100亿元。

在调研的 9个县市区中，2021年种植西瓜，大

多种植户每公顷销售收入 20万元以上；甜瓜价格

较稳定，风险小，农安县华家种植户张景伟 2021
年种植 5 000 m2大棚甜瓜，销售收入 33万元，净收

入 20万元以上。同时，多数露地种植户采取瓜-
白菜两季复种模式；棚室种植户采取瓜-果菜两

季复种模式，进一步提升了单位面积效益产出

率。2021年，复种白菜平均每公顷销售收入 8万
元以上，净收入约 7万元。西瓜、白菜复种，每公

顷净收入 17万元以上。

2.2 传统产区面积萎缩，新兴产区面积提升

因茬口原因，传统核心产区种植面积严重萎

缩，种植面积逐步向附近区域转移。黑水西瓜在

2015年前，种植面积高峰期达到 5 000 hm2以上，

2022年，种植面积萎缩到 1 000 hm2；镇赉甜瓜核

心区种植面积同样急剧萎缩。

2.3 生产管理和投入水平不均衡

梨树县、德惠市已经基本全域采用嫁接苗生

产，种植模式多样、田间管理水平较高，实现了优

质高效生产。镇赉县建平乡平保村种植户反映，

镇赉县基本没有采用嫁接苗生产，大家尚有嫁接

苗影响品质的疑虑。前郭县八郎镇具有近 30年
的甜瓜生产历史，在高峰时期几乎每户都有种

植，是当地优质甜瓜的代名词，但现今深陷“膨大

剂”和“甜蜜素”使用泥潭。

种植西甜瓜普遍存在租地难的现象。2022年
西瓜主产区乾安县种西瓜地租达 15 000~18 000
元/hm2；甜瓜主产区农安县种甜瓜地租达 18 000~
21 000元/hm2。

2.4 西甜瓜嫁接苗需求逐步增加，工厂化育苗发

展滞后

目前，西瓜露地栽培虽以轮作倒茬应用直根

苗为主，但传统优势产区对嫁接苗依赖性较强 [4]。

甜瓜生产除了设施大棚温室连作需要嫁接苗外，

拱棚和单膜生产适宜地块逐年减少，地租猛涨，

种苗需求旺盛。调查发现梨树、德惠、农安等地，

部分农户在自用的基础上，有部分对外出售，少

部分农户开始接受周边农户订单，开始形成育苗

工厂雏形。乾安县大布苏镇李文江 2022年育嫁

接甜瓜苗 12万株，选择整齐一致的苗自用，剩余 5
万株出售给其他种植户。梨树平安村杨海波

2022年职业代育西瓜嫁接苗 70万株，以 0.8元/株
销售，利润 0.3~0.4元/株。松原市宁江区善友镇

开始使用嫁接甜瓜苗，从德惠请嫁接工人，工资

20元/h，因养护技术不成熟，成功率较低。梨树庆

丰兄弟种苗有限公司年产 2 000万株种苗，但西甜

瓜苗不到 100万株。随着西甜瓜生产的专业化水

平提高，西甜瓜种苗市场化成为必然。



134 东 北 农 业 科 学 48卷

3 对吉林省西甜瓜产业发展的建议

3.1 注重提高种植技术和耐运品种研发

薄皮甜瓜货架期、销售半径均较短，是当前吉

林省品牌优质甜瓜销售的瓶颈。通过控水和科学

施肥等栽培技术、提高品种的耐运耐储性，可延

长货架期。通过研究应用瓤紧质优薄皮甜瓜品种，

可解决吉林省主栽薄皮甜瓜品种运输半径小、货架

期短的技术难题，为创立吉林省薄皮甜瓜地标品牌、

扩大全国性的市场空间打下基础。

3.2 推广西甜瓜高效栽培技术，加强瓜农食品安

全意识

除了推广西甜瓜水肥一体化和甜瓜吊蔓等高

效栽培技术外，推广嫁接苗应用对于提高优势产

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推广蜜蜂授粉技

术，可提高商品瓜品质，打造吉林区域特色品牌。

3.3 科技引领，政府主导，建立区域产业研究院

为全面推进科技引领西甜瓜产业发展，以点

带面，基于“镇赉甜瓜”与“黑水西瓜”地理标志农

产品效应，建议依托相关研究机构，建立区域性

“西瓜/甜瓜产业研究院”，如在镇赉县建立“镇赉

甜瓜产业研究院”，在洮南市建立“黑水西瓜产业

研究院”，在瓜农家门口开展试验示范、技术培

训、成果转化等工作。

3.4 建立西甜瓜种苗中心，全面推进嫁接苗标准

化生产

按照播种面积和不同栽培模式计算，全省年

均需求西瓜种苗约 2.0亿株、甜瓜种苗约 8.0亿株。

按照嫁接苗使用率 30%计算，全省嫁接苗需求量

为 3.0亿株。依前阐述商业化种苗达到 30%是可

能的，因而至少要有 9 000万元市场空间。也就是

说，全省建立种苗基地 30个，产值可达 300万元/个，

加上其他蔬菜类种苗销售收入可达到千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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