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瓜甜瓜生产在世界园艺中占有重要地位，面

积和产量在十大水果中仅次于葡萄、香蕉、柑橘和

苹果，居第 5 位 [1]。西瓜富含葡萄糖、苹果酸、维生

素 C、维生素 A、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等多种营养

成分，甜瓜果实主要含糖类、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B、维生素 C、有机酸类、胡萝卜素、磷、钠等营养成

分[2]。西瓜甜瓜汁多味甜，深受人们的喜爱，在夏季

水果市场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江苏地处我国东

部沿海，居长江、淮河下游，东临黄海，西连安徽，北

与山东接壤，南与浙江和上海毗邻。江苏属亚热带

和暖温带地区，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具有寒暑变化

显著、四季分明的特征，全省年平均气温为 13~
16 ℃，春季升温西部快于东部，东西相差 4~7 d；秋
季降温南部慢于北部，南北相差 3~6 d。全省各地

日照时数以夏季最多，冬季最少。独特的区位优势

和自然环境，政府强农惠农政策的大力推动，江苏

省各地抓紧契机，以市场为导向，加快推进西瓜甜

瓜产业发展，西瓜甜瓜种植面积逐步增加，尤其是

设施栽培比例大幅提高，区域特色基本形成，品种

不断优化，西瓜甜瓜产业稳步提升，成为全省高效

园艺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 产业现状

1.1 设施种植面积逐年增加

近年来，江苏省西瓜甜瓜播种面积逐年增加。

西瓜甜瓜种植面积从 2012 年的 18.3 万 hm2增加到

2016 年的 19.28 万 hm2，增加了 9 800 hm2，增加了

5.35%。其中，西瓜种植面积增加了 6 300 hm2，甜瓜

增加了 3 500 hm2。设施面积从 10.6 万 hm2增加到

14.21 万 hm2，增加了 34.05%，其中西瓜设施面积增

加了 2.6 万 hm2，甜瓜设施面积增加了 1.01 万 hm2。

2016 年甜瓜设施面积达到了 89.03%，西瓜设施面

积达到了 70.77%，设施种植占主导地位（表 1）。江

苏省 13 个市中，西瓜甜瓜种植面积在 6 667 hm2以

上的市有盐城、宿迁、连云港、徐州、南通、南京、淮

安，其中盐城市达 4.46 万 hm2、宿迁 3.65 万 hm2、连

云港 1.6 万 hm2，这 7 个市有 6 个位于苏北，占全省

种植面积的 79.85%。

表 1 2012—2016 年江苏省西瓜甜瓜种植面积
万 hm2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西瓜面积

15.55
15.62
15.77
15.72
16.18

设施西瓜面积

8.85
9.46

10.14
10.99
11.45

甜瓜面积

2.75
2.83
3.03
3.00
3.10

设施甜瓜面积

1.75
1.88
2.66
2.66
2.76

1.2 种植品种趋于稳定

经过多年多点西瓜甜瓜种植情况调查，西瓜按

照其种植方式选择不同的品种：连栋及单体大棚西

瓜品种以‘小兰’‘8424’‘早春红玉’‘京欣 1 号’为

主；小拱棚露地西瓜早熟品种以‘8424’‘京欣 1 号’

为主，晚熟以‘西农 8 号’‘抗病苏蜜’‘黑蜜 2 号’无

籽西瓜品种为主。甜瓜主要是连栋及单体大棚种

植，品种以‘中甜 1 号’‘中甜 2 号’‘玉菇’‘雪里红’

‘9818’为主，少量种植‘珍珠’‘红珍珠’‘苏甜 1 号’

‘苏甜 2 号’等品种。西瓜甜瓜品种结构全面调优，

品质、产量、抗性较之前有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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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种植效益略有波动

在 2012—2016 年，对全省西瓜甜瓜种植面积

达到 6 667 m2以上的种植户进行了随机调查。天气

是决定效益高低的因素之一。根据气象监测，2016
年江苏省 2—3 月份天气条件较好，温度、光照好于

正常年份，降雨量与往年持平，4—5 月份，光照比

常年少 29.1%，降雨量增 25.7%，温度与正常年份相

当，总体有利于西瓜生长。2016 年高产农户西瓜

667 m2 产量达到 4 600 kg、甜瓜达到 3 000 kg，总产

值达到 316.82 亿元。2015 年江苏 5 月份仅有 2 d
晴天，20 d 多云，9 d 中到大雨，平均温度 25 ℃左右，

5 月上、下旬以多云天气为主，5 月中旬雨水较多，6
月 14 d 多云天气，16 d 雨水天气，最高平均温度

26 ℃左右，西瓜需求量明显减少，价格较上年下滑，

2015 年西瓜甜瓜总产值为 275.62 亿元，比 2014 年

低 2.38 亿元，比 2016 年低 41.2 亿元（表 2）。
表 2 2012—2016 年江苏省西瓜甜瓜效益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西瓜

产量/
万 t
750.21
757.99
817.60
815.22
877.95

产值/
亿元

128.15
177.40
180.52
179.31
207.20

单价/
（元·kg-1）

1.70
2.34
2.20
2.20
2.36

667 m2产量/
kg
3 215.79
3 234.44
3 457.23
3 457.05
3 617.30

甜瓜

产量/
万 t
71.08
74.37
85.40
83.90
94.34

产值/
亿元

69.90
95.60
97.48
96.31

109.62

单价/
（元·kg-1）

9.84
12.86
11.42
11.48
11.62

667 m2产量/
kg
1 721.07
1 749.88
1 876.93
1 864.45
2 028.71

1.4 种植技术不断革新

经过农业技术研究推广部门的共同努力，形成

了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多项技术体系，江苏省西瓜甜

瓜种植新技术研究推广利用率大幅提高。目前主

要运用的技术体系有以下几个方面：

1.4.1 西瓜甜瓜健康种苗集约化生产技术体系 建

立了西瓜甜瓜健康种子生产技术，西瓜甜瓜种子健

康度得到有效提升。建立了西瓜甜瓜健康种苗生

产技术，集约化嫁接苗场受损事件基本杜绝，保障

了嫁接苗产业可持续发展。建立了西瓜甜瓜嫁接

苗关键节点技术，嫁接苗普及率居全行业首位。

1.4.2 西瓜甜瓜高品质简约化栽培技术体系 建

立集成了机械整地、机械起垄铺膜、机械移栽等简

约化体系，667 m2节省用工费 480 元左右。集成创

新肥水一体化技术，水肥协同共效、实时定量调控

节水达 30%以上，节肥 20%左右，增产 10%以上。

规模化利用肥水一体化技术的面积居全国瓜菜产

业前列。大面积示范推广蜜蜂授粉技术，显著提高

劳动效率与产品安全，667 m2节约成本 283 元。研

究集成示范了西瓜甜瓜远途运输保鲜技术，使农民

效益得到大幅提高。

1.4.3 土壤连作障碍综合防治技术体系 示范推

广了合理轮作、夏季高温闷棚、嫁接换根、增施有

机肥关键技术，通过水旱轮作、旱地轮作，可使病

菌失去寄主或改变生活环境，达到减轻或消灭病虫

害的目的，同时可改善土壤结构。通过高温闷棚

15~30 d，能杀死 70%~90%的病菌，减少土传病害的

发生。

以上 3 项技术体系在盐城、南通、连云港、南

京、淮安运用广泛，80%以上农户采用了新技术体

系，覆盖面广，效益高。

1.5 品牌效应突显成效

通过申报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三

品认证，注册西瓜甜瓜商标、品牌和地理标志，组织

西瓜节、推介会、展示会等加大宣传推介，培育了多

个品牌和名牌。“东台西瓜”、南京的“绿王大自然”、

阜宁的“香玉”、姜堰的“河横”、“洪流”、“五叶香”、

沭阳的“蜜蜜”等西瓜甜瓜品牌，正逐步成为江苏省

西瓜甜瓜知名品牌，品牌效应不断放大。盐城东台

市诺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逍遥农夫的瓜”

远销海内外，在香港市场销售的“全美”系列西瓜论

个卖，最低每个 68 元，最高的达到了 128 元。

2 存在问题

2.1 种植人员趋于老龄化

在 2012—2016 年，对全省西瓜甜瓜种植面积

达到 6 667 m2 以上的种植户进行了随机调查（表

3）。从事西瓜甜瓜种植的农户 85%左右在 41~60
岁，2012 年达到了 88.52%，2016 年 60 岁以上有

6.98%。接收新技术最快的 31~40 岁农户只有 15%
左右。可见，从事西瓜甜瓜种植的农村青壮劳动力

少，中老年占了绝大多数，从业人员素质低，实用技

术服务困难，技术应用到位率不高。西瓜甜瓜是劳

动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高素质的青壮劳动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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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新知识的指导，因此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出台优惠政策引导青壮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刻

不容缓。

2.2 上市期过于集中

全省西瓜甜瓜种植还是以设施为主，露地栽培

相对较少，上市期主要在 5 月初至 6 月中下旬，9—
10 月份江苏省销售的西瓜主要是来自河南、宁夏等

地，当地瓜较少。

2.3 品牌意识薄弱

近年来，在江苏省农委的精心组织下，江苏省

农产品的品牌建设得到了加强和提升，培育出了一

些政府大力扶持的知名品牌，这些品牌远远不能满

足市场需求，以公司、合作社等单位主打的品牌相

对较少，高档优质精品的西瓜甜瓜还非常缺乏。

2.4 深加工技术落后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目前西瓜甜瓜大量

用于鲜食，已经不能满足生活需求，而且西瓜甜瓜

鲜食利用率低，瓜农效益不高，更主要的是阻碍了

西瓜甜瓜产业化的发展。对西瓜甜瓜再开发、再利

用技术研究不够。

3 对策及建议

3.1 政策扶持作保障

政府切实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整合农业资源开

发、农田水利等项目资金，重抓基地沟渠路、涵桥闸

等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基地灌排设施配套、农田平

整肥沃、田间道路畅通。对在发展西瓜甜瓜生产的

大棚、滴灌、育苗等设施农业给予补助，对建立质量

安全追溯的基地给予一定奖励。扩大设施农业保

险覆盖面，优化赔付结构，对自然灾害、病虫害、市

场剧烈波动等风险加以保险，提高设施农业保险赔

偿率，逐步实现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的双重保险，切

实保障西瓜甜瓜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3]。

3.2 农民培训作基础

整合各部门涉农培训项目资金，依托各级农广

校的师资力量，根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设施农业

的发展需要，高标准制定务实的农民培训方案，为

推动农村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4]。对西瓜

甜瓜生产经营主体，以科技创新培训、高效种植模

式等为主，着力提高经营者应对市场的能力。制定

优惠扶持政策，吸引 80 后、90 后青壮年群体种瓜，

以保障未来的西瓜生产与发展，塑造与时俱进的新

型职业农民。对 30~50 岁的农民，以新技术、新机

械使用培训为主，提高青壮年农民的专业技能；对

50 岁以上农民，以简单操作规范培训为主。

3.3 品牌建设作动力

结合“农业品牌推进年”活动，统筹把握好产品

品牌培育创新与整合提升的关系，围绕各地特色，

积极开展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等认

证工作，根据地域特点、气候条件、优势品种，积极

开展中国区域品牌、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等申报认

定工作，提升产品质量及品质，培育一批具有地方

特色的优质农产品品牌，增强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

力。并在上海、南京、苏州等地区设立农产品精品

专柜，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加强宣传推介，提升

农产品形象。组织开展品牌培训，强化经验交流，

提升农业品牌建设与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3.4 优势区域做特色

围绕地方特色，加强优势特色产品生产、加工、

贮藏等技术研发，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技术体

系 [5-6]。加快信息、绿色制造等高新技术向西瓜甜瓜

生产、经营、加工、流通、服务领域渗透和应用，加

强优势产品和营销体系建设。加快推进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建设，制定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规划，

推动项目资金向优势区、特色产区倾斜。实施优

势特色区域提质增效行动计划，促进西瓜甜瓜产业

提档升级，把地方特色品种做成带动农民增收的大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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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2—2016 年江苏省西瓜甜瓜

种植户年龄段调查
个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31~40 岁

4（6.55%）

7（26.92%）

9（8.18%）

9（18.75%）

18（13.95%）

41~50 岁

37（60.65%）

14（53.85%）

64（58.18%）

28（58.33%）

60（46.51%）

51~60 岁

17（27.87%）

5（19.23%）

30（27.27%）

10（20.83%）

42（32.56%）

60 岁以上

3（4.93%）

0(0 .00%)
7（6.37%）

1（2.09%）

9（6.98%）

合计

61
26

110
48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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