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正是冬瓜成熟上市的季节。这几天，台州市黄岩区院桥镇蒋里村的蔬

菜种植大户王礼米忙着在大棚里采摘冬瓜。今年，他采用搭架“吊瓜”技术种植

冬瓜，种出来的冬瓜特别大，每个瓜重25—35公斤，亩产7000多公斤，按当前市

场批发价每公斤1.4元测算，每亩收入可达1万元。

近年来，受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冬瓜作为老百姓最常吃的蔬菜之

一，其省工省力、高产稳产的生产优势受到不少菜农的重视，种冬瓜正成为宁海、

萧山、黄岩、桐庐、衢江、龙游等地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渠道之一。据

统计，目前，我省每年冬瓜种植面积13.6万亩，平均每亩产值5000元以上，年产

值超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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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瓜是夏秋蔬菜市场“渡淡”的主力军，无论

鲜销还是加工，都有巨大市场需求。因此，应进一

步丰富冬瓜种类，提高栽培水平，发展精深加工，

促进冬瓜产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品种优化调整。以优质、高抗、高产、特

色为目标，加大科研力量投入，鼓励科研机构以及

种业公司积极研发适宜本地种植的各类冬瓜品

种，包括鲜食水果型、炖汤火锅型、炒食煎炸型、腌

制加工型、饮料果汁加工型、瓜糖瓜蓉加工型等不

同用途的优良冬瓜品种。加快品种更新，满足市

场需求。

优化种植技术。良种还需配良法。以优质、

高产、安全、节本增效、省工省力、机械化为目标，

集成推广与新品种配套的各项高产高效栽培技

术。

一是推广标准化集约育苗技术。建立专业

化、工厂化育苗大棚，通过光照、温度、湿度、肥力

的标准控制，创造良好的育苗环境，培育壮苗。

二是推广搭架栽培方式。搭架栽培具有易管

理、产量高、瓜条直、着色匀的优势，可以加大田间

通风量，提高坐果率，减少日灼病、白粉病等病害

的发生。种植大冬瓜推荐用盘蔓“一条龙”搭架模

式，小冬瓜与节瓜推荐自由留蔓棚架模式。

三是推广地膜与地布相结合的全覆盖种植模

式。该模式可有效防止杂草生长和土壤板结，降

低除草和中耕松土的田间管理成本，消除除草剂

对环境的影响，减少根部踩压，有利于根系发育。

四是科学施肥。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减少化

肥使用量。冬瓜生产上，根肥与叶面肥应联合使

用，及时追肥，促进叶片生长，延缓叶片衰老，保证

枝繁叶茂，提高植株抗病性。

五是绿色高效防控病虫害。我省冬瓜种植主

要有蔓枯病、炭疽病、菜青虫、瓜蚜、花蓟马等病虫

害。农民朋友应根据不同病虫的生存特性，抓住

最佳预防时机，正确适时地对症用药，安全高效地

防治各种病虫害。

六是合理轮作与深耕休耕。冬瓜种植存在连

作障碍，用地养地要结合，避免2年以上连茬种植

冬瓜，选择与不同叶用类蔬菜交叉轮作。冬季，冬

瓜种植地通过2-3次深耕翻晒与灌水洗田，对土壤

进行消毒杀菌，改善土壤结构，减轻连作障碍。

大力发展订单式规模种植。相关部门应成

立冬瓜规模化种植技术服务协会，帮助农户与采

购商签订规模种植销售订单，降低种植风险；组

织建立由大型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牵头的规模

化良种良法示范推广基地，邀请专家为瓜农提供

产前、产中和产后全方位的种植技术指导，提高

我省冬瓜种植技术水平与效益，帮助农民增收致

富。

加快发展冬瓜深加工产业。出台相关政策，

鼓励科研院所、相关企业积极开展冬瓜深加工研

究，挖掘开发冬瓜籽油、冬瓜皮色素、冬瓜氨基酸、

冬瓜果胶、冬瓜膳食纤维、冬瓜护肤品、冬瓜保健

药片等高附加值的冬瓜深加工品。同时，加快创

办或引进大型食品加工企业，建立果皮、果肉、果

瓤、种子等生产加工线，做到冬瓜资源“零浪费”，

提升冬瓜应用价值，推进我省冬瓜产业高质量发

展。

省农科院蔬菜所 陈新娟 文/摄

多管齐下做优产业

传统产业重现魅力

冬瓜不仅营养丰富，还具有一定的利尿消炎、

瘦身消肿等功效，深受消费者喜爱。

在我省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种植冬瓜的

习惯。为鼓励农民多种瓜、种好瓜，浙江农业之最

评选委员会办公室从2005年开始每年举办“冬瓜

大王赛”，寻找我省瓜农种植的“巨无霸”冬瓜。

2020年，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红星村农民生产的

大冬瓜，瓜长161厘米、“腰围”194厘米，重达221.4

公斤，获得了“最重的冬瓜”吉尼斯世界纪录。

我省农民种植的冬瓜种类多。除了毛籽粉皮

大冬瓜、光籽粉皮大冬瓜、黑皮大冬瓜等种类以

外，近年来，各地的节瓜种植面积逐渐增加。节瓜

作为冬瓜的一个变种，俗称“小冬瓜”，拥有瓜形小

巧、结瓜率高、老嫩果实随时可采的优势，适合家

庭一餐一瓜，一直深受台湾、两广等地消费者的

青睐。由省农科院培育的可直接生吃的水果型节

瓜新品种“翠星101”和“粉星101”，因具有甜香味、

耐煮、高产、抗病等优点，已在杭州、金华、衢州、丽

水、湖州、嘉兴等地开始小范围规模化种植，除了

满足当地消费市场，还供应上海市场，受到消费者

的一致好评，推广潜力巨大。

产业短板亟需补上

作为冬瓜产区之一，虽然我省种植的冬瓜类

型多样、品种丰富、独具特色，但产业发展仍存在

明显短板。

规模化种植程度不高。目前，我省冬瓜种植

以农户小面积零星栽培为主，普遍存在种植分散、

管理粗放、产量低等弊端，产品基本在当地自产自

销或被小菜贩低价收购。由于产购销脱节，冬瓜

价格波动大，导致我省冬瓜产业整体收益不高。

品种急需改良。目前我省冬瓜主栽品种是农

民自留的本地粉皮大冬瓜为主。其外形呈长炮筒

状，嫩瓜皮青色略带白色花斑，老熟后瓜皮外覆盖

一层厚实的白色蜡粉；果肉白色、水分含量高，风

味清淡，易煮软煮烂；一般长 50-70 厘米，瓜身粗

25厘米左右，单瓜重20-25公斤，亩产3000公斤左

右。这种冬瓜的优点是耐热耐晒、抗病性强，缺点

是腔大肉薄、结瓜迟、产量低。此外，农民长期自

行留种，导致品种抗性和纯度下降，急需提纯改

良。

加工利用水平有待提高。冬瓜全身是宝。冬

瓜肉、冬瓜汁、冬瓜皮、冬瓜籽、冬瓜根均含有不同

营养成分及抗氧化、降血糖等活性成分，而且耐贮

运，可常年供货。近年来，我省一些企业在冬瓜深

加工产品开发上取得了一定成效。宁波三丰可味

食品有限公司、宁波引发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等企

业生产加工“宁波臭冬瓜”，年需上万吨冬瓜原料，

年创产值上亿元。浙江娃哈哈集团以冬瓜为原

料，成功开发“冬瓜蜜”饮料，该饮料低糖低碳、口

感香醇，具有清热解毒、健脾养胃功效，很受消费

者欢迎，每年可消耗几十万吨冬瓜原料，产值几十

亿元。但与台湾、广东等地相比，目前，我省冬瓜

加工业存在产品

种类少、发展后

劲 不 足 等 问

题 。 一 些 加

工企业仅利

用 冬 瓜 肉 或

冬瓜汁等，利

用单一，把冬

瓜皮、冬瓜籽、

冬瓜瓤作为废料

抛弃，不仅造成资源

浪 费 ，而 且 不 利 于 环

保。因此，我省应加快发展冬

瓜深加工产业，对冬瓜进行全方位开发利用，提升

冬瓜产值。

冬瓜种得好，每亩收入可达上万元

浙江冬瓜产业大有可为

科技人员在查看节瓜新品种科技人员在查看节瓜新品种““粉星粉星101101””生长情况生长情况。。

冬瓜种植基地冬瓜种植基地。。

节瓜节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