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是全球西瓜生产与消费第一大国，据国家

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西瓜种

植面积 153.3 万~166.7 万 hm2[1]。北京市大兴、通

州、顺义、平谷和延庆都曾作为西瓜种植的主要区

县，尤其是大兴庞各庄镇是全国闻名的“中国西瓜

之乡”。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代西瓜从业者的不

懈努力，尤其是 2013 年北京市西甜瓜创新团队成

立后，通过开展新品种选育和高产优质技术研究与

示范工作，促进了产业的优质化、规范化和品牌化

发展[2]。笔者总结了北京西瓜产业 40 年来生产发

展历程，分析了西瓜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产

业发展提出了展望。

1 西瓜产业发展的四个阶段

1.1 提高总产保供应发展阶段

1980—1989 年期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农业生产由集体农场向个体农户转变、经营体制向

市场转变，西瓜供应不足与需求增加的矛盾更加突

出。这一时期的重点工作是增加面积、主攻单产，

保障市场供应[3]。从图 1~3 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

北京市西瓜的生产面积、1 hm2产量和总供应量均上

升明显。1980—1989 年种植面积从 3 086.67 hm2

增长到 8210 hm2，其中 1984 年种植面积最大为

9 627.73 hm2，年均种植面积为 6 938.23 hm2。种植

区域主要集中在大兴、通州、顺义、房山和延庆等区

县，其中大兴、通州和顺义的年均种植面积都在

1100 hm2 以上。1 hm2 产量从 12 120.00 kg 上升到

45 922.50 kg，年供应量从 5.43 万 t 上升到 38.26 万 t。

主要特征如下：

1.1.1 推进品种快速更新换代 1984 年以前北京

市西瓜的主栽品种为早花，占总面积的 94.6%。但

是这个品种存在着混杂退化、品质低劣、产量低的

问题，为此北京市各级农业技术行政和推广部门与

果品公司生产科积极协作开展优良品种的引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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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从 1984 年到 1987 年引种的郑州 3 号、中育 6

号彻底取代了早花品种，完成了北京西瓜品种的第

1 次更新。从 1986 年到 1989 年引种的京欣 1 号、

郑杂 5 号、丰收 2 号、新优二号和新红宝等品种，又

取代了郑州 3 号和中育 6 号成为主栽品种，完成了

北京西瓜品种的第 2 次更新[4]。尤其是由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蔬菜中心选育的京欣 1 号西瓜，具有早熟、口

感好和品质优良的突出特点，长时间成为主栽品

种[5]。这一时期，杂交品种完全取代常规品种，中早

熟西瓜 6 月底到 7 月中旬成熟上市、中晚熟西瓜 7

月中旬到 8 月初上市，供应时间约 55 d。

1.1.2 推广地膜覆盖、规模化栽培和延后栽培等高

产技术 北京西瓜栽培一直为露天种植，1 hm2种植

密度 7500~9000 株。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开始

改旱地种植为水浇地种植，同时采用地膜覆盖和双

覆盖等系列化保护栽培。尤其是地膜覆盖技术的

应用将采收期一般提前了 10~15 d，产量增加 50%，

每 hm2面积产量能达到 41 520 kg；应用面积占比从

1981 年的 0.06%到 1987 年的 97.00%[6]。北京市西

（甜）瓜新技术开发协作组建立了 3.33~26.67 hm2的

郑州 3 号和丰收 2 号为主要品种的丰产方，实现了

规模化栽培。同时在延庆地区开展延后栽培，种植

面积由 1984 年的 13.33 hm2 发展到 1988 年的

226.67 hm2，总产能达到了 0.094 万 t。此外标色定

熟法、夏播西瓜和低温保鲜贮藏技术的应用面积也

迅速增加。

1.2 优质化多样化发展阶段

1990—1999 年期间，为建设市场经济体制，调

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这一时期主要以“减少种植面

积，促进优质高产，扩大早、晚期瓜比例，保持北京

人民的瓜福气”为指导思想。重点工作是提高西瓜

品质、丰富品种类型、探索规模化运作模式，以满足

市场需求。从图 4~6 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西瓜的年

图 1 1980—1989 年北京市西瓜生产面积变化

图 2 1980—1989 年北京市西瓜每 hm2产量变化

图 3 1980—1989 年北京市西瓜年供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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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 1980—1989 年《北京统计年鉴》。图 2、3 同。

注：数据来源于 1990—1999 年《北京统计年鉴》。图 5、6 同。

图 5 1990—1999 年北京市西瓜每 hm2产量变化

图 6 1990—1999 年北京市西瓜年供应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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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00—2012 年北京市西瓜年供应量变化

均生产面积较 80 年代下降 27.28%，为 5 045.76 hm2；

但每 hm2平均产量和年平均供应量分别较 80 年代

上升 74.88%和 17.81%，为 50 606.96 kg 和 25.53 万 t。

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大兴、顺义和通州，房山的种

植面积迅速减少。栽培模式由露地栽培发展到以

保护地栽培为主，品种向优质化、多样化发展，市场

供应期由 2 个月延长到 6 个月。在品种类型上，大

兴区以中果型早熟有籽西瓜为主、顺义以大果型无

籽西瓜为主、通州以晚熟大果型西瓜为主。主要特

征如下：

1.2.1 品种类型进一步丰富，无籽西瓜发展迅速

1995 年以前北京地区的西瓜品种以京欣 1 号、新红

宝、丰收 2 号和郑杂 5 号等中型有籽西瓜类型为

主，占总面积的 75%以上，为 3900 hm2 左右。此外

郑抗系列、京抗系列等抗枯萎病新品种也有小面积

种植[7]。无籽西瓜黑蜜 2 号的种植面积占总面积的

20%左右，为 1300 hm2左右。1995 年以后京欣 1 号

的种植面积进一步增加，占总面积的 70%左右，为

3300 hm2左右。同一时期，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先后育成花蜜、暑宝无籽西瓜品种，取代了主栽品

种黑蜜 2 号，栽培面积一度达到 1300 hm2，满足了

酒店和饭店等高端市场的需求[8-11]。同时该单位还

开展了红小帅、黄小帅和红小玉等小西瓜新品种的

引进和配套技术研究工作[12]。

1.2.2 保护地栽培进一步发展，新技术应用加速

1986 年北京市开始推广拱棚及中棚保护地西瓜甜

瓜种植技术，增产效果显著。在此基础上，1994 年

开始推广大棚西瓜甜瓜种植技术，1996 年开始推广

温室栽培西瓜，该技术将西瓜采收时间提前到 5 月

初，农户种植效益大幅增加。到 1999 年底全市设

施西瓜种植面积达到了 1900 hm2，每 hm2产量最高

可达到 60 000 kg。几种栽培模式的并存，使得北京

西瓜一年可以种植 2~3 季西瓜，做到了“四季生产、

三季有瓜”[13-14]。针对西瓜主产区连作障碍和土传

病害日益严重的问题，1985 年开始推广西瓜穴盘育

苗和嫁接技术，到了 1999 年底应用比例占到 50%

以上。1990 年蜜蜂授粉技术开始在京郊应用，到

1999 年底应用比例占到 25%以上。以上技术的应

用保障了西瓜生产面积的稳定发展[15-16]。

1.3 全面提升发展阶段

2001—2012 年这一时期主要工作是围绕设施

西瓜早熟栽培、周年生产配套和休闲观光采摘

技术进行的。从图 7~9 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西

瓜的年 均生产面积较 20 世纪 90 年代增加

27.28% ，为 7 516.06 hm2；每 hm2 平均产量下降

5.47%，为 47 839.21 kg；年平均供应量上升 40.93%，

为 35.98 万 t。种植区域以大兴区和顺义区为主，主

要分布在大兴区（庞各庄、北臧村、魏善庄、礼贤、榆

垡、安定）及顺义区（李桥、李遂、大孙各庄、北务）等

10 个乡镇，形成了两个重要的西甜瓜产业带，占总

生产面积的 85%；房山、通州、昌平和延庆还有小面

积种植。小型西瓜种植面积迅速增加，达到 1600 hm2。

西瓜观光采摘吸引了大量市民，销售占比达 30%。

同时，西瓜品牌化销售增加，出现了“老宋瓜王”“乐

平”“世同瓜园”和“小李瓜园”等 20 多个知名品

牌。主要特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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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 2000—2012 年《北京统计年鉴》。图 8、9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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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00—2012 年北京市西瓜生产面积变化

图 8 2000—2012 年北京市西瓜每 hm2产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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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西瓜品种向精品化和多样化发展 2001—

2005 年，主栽品种仍以中型有籽西瓜为主，但主栽

品种京欣 1 号的播种面积由原来的 90%以上下降

到 60%左右，京欣 2 号和航兴 1 号的面积增加到

2600 hm2。此外新秀和红小帅等细肉类型的小型西

瓜种植面积增加到 330 hm2。由于设施西瓜种植面

积进一步增加，导致无籽西瓜种植优势下滑，面积

迅速减少。2005—2012 年，中型有籽西瓜的品种京

欣 2 号和北农天骄等品种已经完全取代了京欣 1

号；硬肉类型小型西瓜品种 L600、蜜童和墨童取

代新秀和红小帅成为主栽品种，面积增加到

1660 hm2，占到总面积的 18%。这一时期有籽、无

籽，大中小果型，不同皮色和瓤色的西瓜品种同时

并存，满足了不同消费需求[17-19]。

1.3.2 新型栽培技术引领产量和品质提升 这一

时期，市区两级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通过开展了以

“嫁接育苗、全地膜覆盖、小果型西瓜吊蔓栽培和双

幕覆盖”等技术为核心的优质高产创建活动，示范

推广了小西瓜“吊蔓栽培”技术，每 hm2 定植数从

10 500 株提高到 18 000 株以上，西瓜产量及商品性

大幅改善[20]；示范推广的“双幕覆盖”抢早技术，上市

时间可提早 15 d，总产量可提高 30%；示范推广的

“大棚西瓜长季节栽培”技术，实现一种多收均衡供

应，解决了北京 6 月西瓜上市过于集中、8 月份无瓜

上市的问题。示范推广的蜜蜂授粉技术，降低

了劳动强度，利于规模化生产[21]。嫁接育苗技术的

应用比例从 2000 年的 56%上升到 98.7%，面积达到

6390 hm2。

1.3.3 休闲及采摘功能突出，品牌化发展迅速 这

一时期，随着北京市都市型现代农业的迅速发展，

西瓜产业观光采摘功能日益凸显，通过采摘销售的

数量占到总供应量的 30%。形成了以“大兴庞安

路”和“顺义龙塘路”为主的两条采摘带。其中，大

兴庞各庄镇的庞安路重点发展设施西瓜生产，打造

成“瓜乡大道”，全长 13.5 km，形成了 1000 hm2西瓜

产业带。2012 年大兴西瓜节期间，休闲旅游和观光

采摘游客达 100 万人次，仅老宋瓜园 1 个园区就达

到 8 万人次[14，22-23]。

1.4 绿色高质量发展阶段

2013 年至今，主要开展了设施西瓜特色、高端

品种筛选，“两减一节”技术和产业链关键技术的研

究和推广工作。从图 10~12 中可以看出，这一时

期西瓜的年均生产面积较上个时期降低 47.74%，为

3 927.60 hm2；每 hm2产量下降 3.10%，为 46 357.09 kg；

年供应量下降 50.33%，为 17.87 万 t。种植区域主

要集中在大兴、顺义，但种植面积下降。北部地区

延庆和昌平面积增加，中型西瓜种植面积下降明

显。此阶段北京优质西瓜产品供应量和稳定性明

显增强，产业链的各环节深度融合，“北京西瓜”特

色、高端品牌深入人心。主要特征如下：

1.4.1 特色、高端品种支撑产业蓬勃发展 这一时

期，北京市西甜瓜创新团队选育出的超越梦想、华

欣 2 号、京美、京颖、京彩 1 号等 10 多个不同类型

的西瓜品种，在京郊种植面积达 90%以上，完成了

品种的换代升级[24-25]。其中小型西瓜的种植面积占

比超过 40%，面积达到 1570 hm2。同时，在“互联

网+”新零售的环境下，通过京东、每日优鲜、抖音等

图 10 2013—2019 年北京市西瓜生产面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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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13—2019 年北京市西瓜年供应量变化

图 11 2013-2019 年北京市西瓜每 hm2产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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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销售量大幅提升，实现了小型西瓜产业供

应链内资源的有效调配。

1.4.2 “两减一节”技术支撑产业绿色高质量发

展 这一时期，北京市西甜瓜创新团队通过示范推

广两减一节”技术，支撑了产业的绿色高质量发

展 [26- 27]。集成了以“膜下微喷及滴灌、减量施肥技

术、单质肥施用技术”等关键单项技术为核心的西

瓜“两减一节”技术规范。每年节水灌溉技术达到

800 hm2，667 m2 灌溉用水减少 34%；667 m2 化肥用

量减至 80 kg 左右，667 m2投入减少 20%，区域生产

的全部产品达到无公害标准，品质提升明显[28]。

1.4.3 小型西瓜产业链条基本形成 这一时期，北

京市西甜瓜创新团队成功打造小型西瓜产业链条，

构建了小型西瓜“两蔓一绳”吊蔓栽培、基质无土栽

培和田间过程管理 3 项综合栽培技术，促进了产业

的优质化和规范化生产。通过开展产品推介和区

域品牌宣传，推动了小型西瓜产业的适度规模化生

产和品牌化销售，实现了产业升级发展[29-32]。

1.4.4 品牌化销售、组织化生产崭露头角 这一时

期，农村合作社进一步发展壮大，农民参与组织化

生产并实现品牌化销售，占比达到 50%，667 m2 效

益稳定增加。“老宋瓜王”“庞各庄世同”等西瓜种

植公司，利用北京品种和种植模式在海南、云南、

河北、天津等省市进行生产，年供应北京市场达到

2 万 t。

2 西瓜产业存在问题及建议

2.1 种植技术问题

2.1.1 技术和设备推广应用速度缓慢 西瓜种植

户对新事物接受时间长，新技术、新设备推广普及

速度慢，科技成果转化不够充分，无法满足西瓜产

业的发展需求。存在如节水灌溉技术推行难、机械

化生产水平较低和“集约化”育苗质量有待进一步

提高等问题。

2.1.2 品种趋同性较高 北京西瓜种植品种具有

较高的趋同性，种植的方式和技术比较接近，上市

时间相对集中，导致产品相对过剩，销售价格偏

低。尤其是中果型西瓜品种结构以“甜王”和“美

都”类型为主，与河北等周边地区品种雷同，缺乏特

色和竞争力[33]。

2.1.3 采后处理与加工方面的技术水平有待提

高 目前，西瓜采后处理与加工技术研究与应用还

比较滞后，保鲜、加工、贮藏、运输等方面的成本较

高，造成技术应用效果缓慢，在运输过程中易产生

损耗，影响品质和市场价值。尤其在疫情常态防控

下，种植户对产前及产后等技术环节提出更高的技

术需求，比如种植品种的选择、上市时间安排、产品

的包装、销售渠道的打通等方面。

2.1.4 灾害性天气及病虫害影响日益严重 冬春

季持续低温阴雨光照少和夏季高温多雨天气，给西

瓜育苗和定植后的管理带来极大困难，病虫害在部

分地区危害严重，尤其是枯萎病、菌核病和根腐病

及根结线虫等土传病虫危害发生有加重趋势。

2.2 产业经营方面问题

2.2.1 专业化程度低，产销矛盾突出 近年来，龙头

企业、产销协会、合作社尚未与瓜农形成紧密的利益

联结机制，多是一种单纯的购销关系，小生产与大

市场的矛盾依然突出。周边省份农业结构调整及大

市场发展造成种植面积过大带来的销售压力。

2.2.2 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压力增加 在西瓜甜

瓜种植过程中，机械化程度较低，而随着老龄化现

象的不断增加，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也越来越严重，

导致了人工成本的上升。

2.2.3 生产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低 由于北京地区

西瓜甜瓜生产仍以农户种植为主尚未全面普及标

准化技术，标准化管理水平不高。尤其是小农户规

范化程度低。技术水平差异较大，导致产品质量和

商品性差异较大，难以形成品牌。

2.2.4 观光采摘发展力度减低 采摘产品活动过

于单一、持续时间较短，吸引消费者的持久力不足，庞

安路等主产区采摘销售占比由 30%下降到 13.2%。

3 西瓜产业展望

3.1 加快新品种换代，打造地方特色产品

选育一批适合北京生产的高品质西瓜品种并

进行产地认证和保护，对生产者进行授权和监督管

理，形成地方特异性产品。构建早熟栽培与质量并

重的模式，力争早上市，同时保证质量，提高单位面

积种植效益和耕地资源利用率。

3.2 大力推广新技术和新设备，加快应用进程

加大对适合西瓜适度规模化栽培模式的农业

机械、环境调控、植保、灌溉、和贮藏加工设施设备

研发和推广工作；加大对集约化育苗、水肥一体化、

蜜蜂授粉和轻简化栽培技术的示范和推广工作。

以点带面，促进新技术新设备大面积及时应用[35-37]。

3.3 加大品牌建设力度，探索多渠道优质优价销售

模式

推介、宣传和维护北京产地品牌，支持企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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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建设商业品牌，拓展北京西瓜销售渠道。

3.4 推动标准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

根据国际、国家、行业以及地方的标准，根据西

瓜实际生产情况，制作出农户一目了然的操作手

册，实现标准化种植。另一方面，加快在西瓜种植

环节中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充分利用“互联网+”新

零售，拓展销售渠道，实现产业供应链内资源的有

效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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