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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再也不怕买不到种子了
一位资深西兰花种植户的“脱困”感叹

□通讯员 傅丽 章红运

本报记者 葛勇进

眼下正是西兰花开始成熟上市的季

节。放眼望去，一片绿油油的景象尽收眼

底，李正龙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目前这

千亩西兰花长势非常好。”他欣慰地说。

这里是临海市杜桥镇塘下村1000

多亩西兰花基地，从事西兰花种植达20

多年之久的李正龙就是这个基地的主人。

让李正龙感到自豪的是，这千亩西兰

花种植的大部分是“台绿”系列国产品

种。这些年来，李正龙种过的西兰花品种

有进口的、也有国产的，他对各个品种的

特征了如指掌。“好的西兰花离不开好种

子，选对品种很重要。”李正龙说，“10年

前，我们种的大都是进口品种，现在基本

上以国产品种为主了。”

有了自己的品种作后盾，菜农们的后顾之忧被

解除了，也就可以放心种西兰花了，种植面积也随

之不断扩大。近年来，仅临海的西兰花种植面积每

年达十万余亩。李正龙也被推选为临海西兰花产

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会长。

日前，在2020年度浙江西兰花新品种大会上，

国家西兰花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组发布信息，

2020年全国西兰花种植面积135余万亩，国产西兰

花种子使用率达20%，其中“台绿”系列品种占有率

达10%。也就是说，“台绿”系列品种在国产种子中

贡献率达到50%，占据国产西兰花种子市场半壁江

山。

浙江勿忘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展

林介绍，近年来，“台绿”系列种子市场订购量越来

越大，供不应求，不仅打破了日本、荷兰等国外公司

对我国西兰花种子市场的垄断，同时也获得了同行

的好评和广大农民的认可。

“中国西兰花看浙江，浙江西兰花看台州”。

“台绿 5 号”入选 2019 年中国十大西兰花新品种；

“台绿 5 号”和“台绿 6 号”“台绿 328”分获国家西

兰花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2019年度、2020年度

优秀品种。

一组数据印证了“台绿”系列品种的市场认可

度——

2018-2020年“台绿”系列西兰花品种累计推

广种植面积达35.5万亩，“台绿”系列品种数及推广

面积均居全国第一，新增种植效益8.4亿元，为农户

节约种子成本7512万元，不仅促进了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而且为西兰花产业健康安全发展提供了坚

强保障。

国产品种，梦想启航

种菜赚钱，种源被卡

西兰花，花菜的一种，本是舶来品。众所

周知，花菜是十字花科芸薹属甘蓝种的一个变

种，而西兰花原产于地中海。

因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维生素B1、维生

素B2、维生素C及大量的蛋白质等，营养价值

很高，西兰花颇受消费者欢迎。

在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西兰花逐

渐进入国人视野。李正龙是临海最早一批从事

西兰花种植的菜农之一。李正龙表示，在上世

纪90年代末，因西兰花出口需求大，进入快速增

长期；随着其营养价值得到国人的认可，国内的

消费量也不断攀升，种植面积迅速增加。

“随着种植面积的增加，一个很实际的问

题日益突显。由于没有自己的品种，只能从国

外引种，种子的货源和价格全由国外公司控

制。”李正龙说，那时种植的绝大多数都是国外

品种，如日本的“耐寒优秀”“炎秀”“绿雄 90”

“强汉”等品种，长期占据我国西兰花种子供给

的垄断地位，市场占有率高达95%以上。

对西兰花种植户而言，种子垄断造成的直

接影响主要有两方面：种植成本和种子供应

量。李正龙对此感触颇深：“2008年，我们合作

社种了1000多亩西兰花，都是日本品种。由于

种植面积比上一年增加不少，种子供应十分紧

张。当时，西兰花种子在市场上被炒到200元/

包（10克，约1000粒，一粒约0.2元）。一亩地仅

种子成本就要四五百元。有时想多种点，还买

不到种子。”

西兰花产业受制于国外种业企业的尴尬

局面，不仅影响种植户的效益，更给国内西兰

花产业带来严重风险和隐患。国外种业企业

一旦因为某种原因“断种”，势必影响国内整条

西兰花产业链及成千上万农民的生计。

台绿种子，雪中送炭

对于西兰花产业，种子不仅关乎产量与效益，

也与“舌尖上的安全”息息相关。抓住了种子话语

权，也就抓住了这个产业发展的命脉。如何打破西

兰花种子“卡脖子”问题？育种家、种子企业在不断

创新与突破。

目前，我国是全球西兰花种植面积最大的国

家，年用种量30吨，拥有超4亿元的种子市场。浙

江作为全国秋冬西兰花的主产区，种植面积高达

21.1 万亩，其中仅台州市种植面积就超过 14 万

亩。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冬春西兰花生产基地及

集散中心，我省对突破西兰花种子垄断问题尤为迫

切。

从2003年起，浙江勿忘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和台州市农科院开始合作选育西兰花新品种。经

过十多年研究攻关，从全国各地收集各代育种材料

1500多份，每年配制杂交组合1000多份，在新品种

选育、杂交制种和示范推广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

进展，于2011年选育成功并审定通过了全省首个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西兰花新品种“台绿1号”，之

后陆续推出“台绿2号”“台绿3号”“台绿5号”“台

绿6号”“台绿328”等一系列新品种。目前，“台绿”

系列品种中，已有4个通过审定或认定。

“去年我种了1000多亩西兰花，其中700多亩

用的是‘台绿’系列品种，还有 300 亩用作品种试

验，引种一些其他进口和国产品种，比较一下，看看

哪个更好。”李正龙说，“通过比较，觉得‘台绿’系列

品种适应性广、产量高，商品性强，花球漂亮，无烂

点，抗寒性比进口品种要好。”

对不同西兰花品种的的特性，李正龙深有体

会。一些从日本引进的品种在当地种植，遇到低

温，花球颜色容易变浅；有的品种花球大，播晚了

花球变松、不紧实，商品性就差。“现在我们当地

农民种得最多的是‘台绿’系列品种，今年冬天由

于气温特别低，‘台绿’品种耐低温性强，而进口

品种的耐寒性差一些，产量没有‘台绿’品种高。”

李正龙说。

“‘台绿’系列品种不仅抗寒性、生长性表现优

异，而且产量也高，去年我种的‘台绿5号’和‘台绿

6 号’，平均亩产达 3000 公斤，比进口品种增产

20%，增收近百万元。”李正龙说起自己种植的西兰

花新品种“台绿”系列，赞不绝口。

“过去我们的种子都是从日本进口，现在我们

有了自己的好品种，各方面表现都不错，而且亩产

比进口品种要高，种子成本还略低，以后再也不需

要依靠外国种子了。”李正龙的一番话说出了众多

农户的心声。

据了解，“台绿”系列品种由于性状优越，近

年来发展势头较猛，逐步在云南、河北、甘肃、山

东等地推广开来，帮助当地菜农降低成本、提升

品质，基本打破了国内西兰花种子受国外公司垄

断的局面。

李正龙李正龙（（右右））正在田间查看正在田间查看““台绿台绿””西兰花的性状西兰花的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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