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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水生蔬菜产业现状及发展对策 

胡美华，金昌林，杨新琴，潘慧锋，陈能阜 

(浙江省农业厅 农作物管理局，浙江  杭州 310020) 

【摘 要】总结浙江省近年来水生蔬菜的产业发展现状、成效，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根据浙江蔬菜产业规划总体

要求和发展水生蔬菜的资源等优势条件，提出稳定面积，优化布局，改进育苗技术，提高良种覆盖率，推广优良品

种和高效种植模式，推行标准化生产和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提升品质，发展贮藏加工，延长产业链，实现废弃物

综合利用等发展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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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地处长江流域以南，气候温和，水资源较丰富，具有发展水生蔬菜的良好自然条件。水生蔬菜栽培历史悠久，“里叶白

莲”早在南宋就被钦定为皇家贡品，“西湖莼菜”、“处州白莲”、“南湖菱”等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1］

。随着浙江种植业结

构的调整优化，各地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水生蔬菜。目前水生蔬菜主要有茭白、莲藕、芋、荸荠、菱、芡实、

莼菜、水芹、慈姑、水蕹菜等。水生蔬菜产业的快速发展，在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丰富“菜篮子”

产品、保障蔬菜有效供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3］。 

1 产业现状 

在种植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各地根据当地资源优势，瞄准国内外市场需求，把水生蔬菜作为重要的特色蔬菜品种进行培育，

有力促进了水生蔬菜产业的发展。2010 年全省水生蔬菜面积达 41667hm
2
(不含 2667hm

2
左右籽莲面积，下同)，总产量达 89.9 万

t，产值 30 亿元以上。2001－2010 年(图 1)，浙江省水生蔬菜面积从 31007hm
2
发展到 41667hm

2
，增长了 34.38%，其中茭白面积

从 20427hm
2
增加到 27940hm

2
，增长了 36.78%，为水生蔬菜面积的 68.15%，茭白产量从 55.01万 t增加到 64.92万 t，增长了 18.01%，

为水生蔬菜总产量的 72.18%，产值约 20亿元。莲藕面积、产量均逐年持续增加，面积从 4933hm
2
增加到 7780hm

2
，增长了 57.68%，

产量从 14.44万 t增加到 18.78万 t，增长了 30.03%。相反荸荠因采收劳动力成本高，栽培面积逐年下降，面积从 3940hm
2
减少

到 2593hm
2
，减幅 34.49%，产量从 7.89万 t减少到 5.47万 t，减幅 30.7%，呈日益萎缩趋势。2010年水生蔬菜面积比上年小幅

增长的情况下，产量则均明显下降，茭白、莲藕、荸荠分别比上年下降 17.7%，12.1%和 14.9%，主要原因是年初的持续低温阴

雨天气影响，茭白、莲藕等因冻害减产明显，甚至秋茭也因分蘖苗不足、孕茭期温度高而减产，使得价格持续走高，效益反而

上升。近年来全省水生蔬菜产业呈现以下特点。 

1.1生产布局优化，栽培模式、品种丰富多样 

浙江省水生蔬菜种类较多，基本形成优势区域布局(表 1)，如台州(黄岩、温岭、椒江、临海)、宁波(余姚、慈溪)、嘉兴(桐

乡、南湖、海盐)、绍兴(诸暨、新昌、嵊州)、金华(磐安、婺城、武义、兰溪)、丽水(缙云、景宁、龙泉)、杭州(余杭、桐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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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湖州(德清、吴兴、长兴)。其中茭白是栽培面积最大的水生蔬菜，全省各地均有栽培，近年来面积稳定在 26667hm
2
左右，居

全国第 1，产量 65 万 t。浙江省茭白的优势区域重点分布在台、甬、嘉、丽、绍 5 市，2010 年种植面积达 20807hm
2
，占全省种

植面积的 74.48%，总产量达 49.41 万 t，占全省总产量的 76.11%，其中黄岩、临海、余姚、桐乡、南湖、新昌、磐安、缙云、

景宁、余杭等 10个区(市县)种植面积为 16120hm
2
，占总面积的 57.69%，产量占 56.81%。 

 

 

栽培模式与品种丰富多样。各地根据当地的气候资源和品种特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栽培模式与水生蔬菜品种。如浙北双

季大棚-露地茭(桐乡、余杭)、浙中双季-单季茭(嵊州、上虞)、浙东南双季棚茭(余姚、黄岩、临海、温岭)、浙中浙西南山地

茭白(新昌、磐安、缙云)等，义乌、余杭、鄞州的莲藕产区，南浔、南湖、金东的特色菱角基地，建德、龙游、武义的子莲基

地等。 

1.2品种与栽培技术不断创新 

浙江省茭白资源丰富，双季茭地方品种有梭子茭、蚂蚁茭、晚茭、四九茭、梭子茭、河姆渡双季茭等。单季茭传统地方品

种有一点红、八月茭、象牙茭等;单季茭有嘉兴的新篁茭、丽水的美人茭、绍兴新昌的回山茭、湖州的和平茭等。近年来先后自

主选育推广了金茭 1号、金茭 2号、龙茭 2号、浙茭 2号、黄岩双季茭白等一批优良品种。 

黄岩在全国首创大棚设施茭白及“三改两优化”设施促早栽培，嵊州小拱棚、桐乡大棚茭规模生产，义乌、金东等地大棚

莲藕、菱角促早栽培，余杭大棚芡实等，产品上市期大大提早;缙云、磐安、新昌、景宁等地利用高山台地发展高山反季节茭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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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还总结出单季茭白促早栽培 1 年收获 2 茬技术;新昌山地茭白采用双季茭品种，采收两季，提高产量;义乌等地最早利用水

库冷凉水资源优势发展冷水茭白，错开上市季节。各地总结推广应用藕-稻、茭-稻轮作，茭田养鱼、茭田养鸭等立体种养模式，

效益大幅度提升。受稻田养鸭技术日趋成熟的启示，新昌引进绍兴麻鸭，每 667m
2
茭白田放养 10～15 只鸭子，茭白田养鸭后，

使杂草及时得到清除，害虫减少，节省了耘田和治虫支出。衢州等地探索出了一批高效生产模式，如“水芹+莲藕”模式，667m
2

效益高达 1.5 万～2 万元，茭白与莲藕隔 2～3 年轮作，基本上解决水生蔬菜连作障碍问题。龙游等地开展莲田套养鱼(虾)的探

索
［4－5］

。各地还开发了水枪采藕、机械化剥壳(芡实、莲子)、大型翻耕机打田清茬等实用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 

1.3质量安全水平明显提升 

水生蔬菜在田间长期连作，会产生严重的病虫害。茭白病虫害主要有二化螟、大螟、长绿飞虱和纹枯病、锈病、胡麻斑病

等。二化螟是危害茭白最严重的害虫，可减产 20%以上。全省通过大力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制定和应用一批生产技术规程和产

品质量标准，强化生产投入品管理，推广绿色安全生产技术。通过建立生产档案、实施产地产品质量安全准出制等综合措施，

依托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提高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基本杜绝了农残超标现象的发生。茭白产区利用频振式杀虫灯及套养

红鲤鱼模式，用性诱剂扑杀茭白二化螟，在二化螟发生严重的地区效果较理想。如磐安约 1333hm
2
茭白基地全面安装杀虫灯和昆

虫性诱捕器，并对玉山、万苍、尚湖等乡镇的约 533hm
2
实行统防统治，大大提高了病虫害防治效率。茭田养鱼(甲鱼)、养鸭等

模式的推广应用，既有利于消灭茭田的杂草、有害生物(如福寿螺、螟虫等)，又可造就友好的生态环境，提高综合效益。 

1.4组织化和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1.4.1培育主体，壮大品牌 

黄岩、缙云、景宁等水生蔬菜主产区通过扶持培育合作社运作，实行统一生产管理，统一收购，分级包装，品牌化销售等

措施，已形成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品牌。义乌“东河”田藕、黄岩“剑山”茭白、缙云“山啦”茭白、新昌“回山”茭白、磐

安“玉山”茭白、余杭“径海园”芡实、嘉兴“南湖”菱角、建德“里叶”白莲等，都具有较高知名度。 

1.4.2培育营销队伍，拓展销售市场 

如丽水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人员参加台湾南投县“美人腿”茭白节，大力展示和宣传丽水茭白，新昌茭白节、义乌莲藕节，

增强了产品知名度和市场美誉度，拓展了市场销路，培育了贩销队伍，茭白等产品销往上海、江苏、安徽、湖南、山东等全国

大中城市，形成了比较稳定的销售网络。 

1.4.3拓展保鲜、加工领域 

茭白主产区已广泛应用冷库贮藏技术，不仅解决了茭白收割上市后的货架期问题，还大大延长了茭白上市供应期。不同栽

培模式的鲜茭销售时节可从 3 月上旬直到 11 月中旬，加上冷库贮藏茭白基本实现周年供应(表 2)，在丰富居民菜篮子的同时，

有效保护了茭农的正常收益，促进了茭白产业的稳定发展。建德、龙游已初步形成通芯白莲、实芯干莲、新鲜通芯白莲、鲜莲

篷、莲芯及莲芯保健茶、纯莲藕粉、荷花、荷叶及荷叶粉、莲子酒等系列商品，尤其是富硒子莲供应不求。芡实、莲藕等加工

品也有一定的消费群体。景宁、缙云等地的茭叶草编工艺品出口日本，残体作为栽培食用菌的辅料、生产有机肥等，初步实现

茭叶资源的有效利用。 

2 存在问题 

浙江杭嘉湖等平原水网地带，浙中、浙西南高山台地均适宜水生蔬菜栽培，水生蔬菜发展潜力和空间较大。同时浙江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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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产区紧靠上海、苏州、南京等大中城市，交通运输十分便捷。因此，全省发展水生蔬菜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十分明显。

但是，水生蔬菜的发展还存在不少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品种退化明显 

由于水生蔬菜多为无性繁殖，繁殖系数较低，新品种推广应用步伐较慢。引种较混乱，异名同源化(同一资源选育出不同品

种)较普遍;良种覆盖率不高，水生蔬菜种植存在传统品种大面积长期单一连作，农户受高利益驱使，单一地追求当季产量，选

种不严格。如莲藕种植习惯取优留劣的方式作为下茬种藕，茭白存在连年老蔸种植现象。这些传统栽培方式导致品种退化、品

质变劣、产量下降。 

2.2生产技术落后，配套研究有待深入 

茭白孕茭时节受环境影响较大，可调节能力较差。孕茭期若管理不当，或遇到高温天气，雄茭增多，减产田块年年发生。

资源、劳动力上涨限制了产业的发展。一些传统的名优品种如莼菜、荸荠等，由于受劳动力短缺、采收成本高等因素制约，基

地规模日益萎缩。产品质量安全仍存隐患。尽管各产区在农药的安全使用及绿色安全生产技术上已做了较多的工作，但由于相

关技术上还存一定的缺陷，农民使用某些药物的作用机理或对产品是否安全仍缺乏系统的研究。如茭白在孕茭期使用敌克松等

农药或植物生长调节剂来促进茭白孕茭，使用激素保鲜等。 

2.3采后处理技术与冷链系统的完善 

目前全省大多水生蔬菜产品没有实行严格的分级包装，以马路市场、外地客商收购为主，品牌也多为块状区域性品牌，知

名度有待提高。近年来安徽岳西大别山等地的高山茭白产业发展较快，同类产品竞争日趋激烈，如遇上市期集中，市场行情波

动较大。除子莲、芡实及莼菜等加工产品外，其他水生蔬菜基本上以鲜销为主，因此货架期较短。若缺乏冷链系统，难以远距

离贩运。同时由于资金等原因，在仓储场地、冷库及加工设备方面投入不足，抗市场风险能力弱，制约了产业健康稳步发展。 

3 发展对策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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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十二五”蔬菜产业转型升级方案提出了“围绕三稳定、三提升、三培育，即稳定生产规模，稳定发展区域，稳定设

施蔬菜、山地蔬菜和加工出口蔬菜三个发展重点;提升质量效益，提升抗灾保收能力，提升产业素质;培育现代种业体系，培育

规模经营主体，培育产业技术体系”的总体发展思路。水生蔬菜作为浙江省蔬菜的重要种类之一，发展水生蔬菜有利于蔬菜市

场均衡供应，有利于发挥湿地生态功能，有利于抵御市场风险、保护菜农利益，各地要以省现代农业园区、主导产业示范区、

精品园和农业部园艺作物标准园创建为抓手，培育水生蔬菜规模化经营主体和品牌，拓展水生蔬菜销售区域，提高组织化程度，

进一步推进水生蔬菜的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商品化处理、品牌化销售、产业化经营，努力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

竞争力，采取以下对策措施。 

3.1稳定面积，优化布局 

一是在稳定平原水生蔬菜面积的基础上，实行特色发展，拓展区域。平原地区限于资源等多重因素，应稳定面积，而高山

冷浆田种植其他作物效益低，但较适宜茭白等水生蔬菜的生长条件，效益相对较好。地形低洼每年内涝严重的田块，通过发展

莲藕、茭白等水生蔬菜，在暴雨洪水期间可调蓄涝害。台州等地提出蔬菜“上山涉水”的发展思路，地势低洼年年受台风暴雨

危害的内涝田，改种茭白等水生蔬菜品种，避灾减灾和增收效果明显，值得借鉴。二是发展特色水生蔬菜品种，满足现代农业

环保、生态、休闲、观光等新领域延伸的需求。 

3.2改进育苗技术，提高良种覆盖率 

开展现有地方品种的整理和提纯复壮工作，对已推广的品种进行种性鉴定，规范品种名称，有针对性推出几个重点品种，

提高良种覆盖率。改进繁育方式。茭白育苗移栽技术推广应用潜力大，有条件的基地要积极推广年年育秧栽插方式，可提高产

量和商品整齐度，逐步淘汰连年分墩方式。各产区结合当地气候条件，选择适宜的地方建立种苗繁育基地，为生产提供优质种

苗。如黄岩等地采用山区异地育苗集中供应的方式值得各地借鉴。重视莲藕等脱毒苗的应用，扩建大棚育苗基地，解决优质种

苗供应难的问题。 

3.3推广适用高效种植模式 

大力推广茭田养鸭、养鳖等生态种养模式。因地制宜推广单季茭、双季茭、设施栽培等不同品种、栽培类型及接茬种植模

式，提高产量和产品品质，错开上市季节。推广水生蔬菜与旱生蔬菜轮作模式。如茭白与豇豆轮作，不仅有利于减轻豇豆土传

病害的发生，还有利于改善土壤理化性状，促进蔬菜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3.4加快标准化生产技术推广和相关配套技术研究 

进一步完善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体系，大力推广频振式杀虫灯、昆虫性诱剂、生物和植物源农药等绿色安全生产技术，茭

白主产区要加大茭白病虫害统防统治示范应用力度，确保上市产品质量安全。集成配套栽培技术应用。重点强化肥水管理，推

广配方肥，减少化肥施用。加强产学研联合攻关，解决技术难题。积极开展植物生长调节剂促进孕茭的作用机理及安全使用技

术的研究，抗坏血酸在保鲜延长货架期等方面的作应用机理及规范使用技术研究等。 

3.5发展采后贮藏加工，延伸产业链 

一要进一步加强冷链系统建设。在集中产区扶持建立冷藏库，在采收上市量大、价格较低时收贮存冷库，实行错时销售，

提高产出效益。从浙江省茭白产销时节来看，三个阶段可收贮存冷库:6 月中旬双季茭末期、单季茭上市初期进库，7 月中下旬

起陆续出库;9月中下旬进库，价格反弹即陆续出库;10月末 11月初进库，可一直供应到春节前后，实现浙江省茭白周年供应。

二要适当发展加工产品、延伸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菱角可干制成菱米、菱粉、菱糕，或作冰淇淋的栗粉代用品。莲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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荸荠、慈姑、茭白、嫩芡米等制成的速冻品可用于贮藏和外销。应努力实现莲子加工脱壳去荚通心、芡实菱角脱壳等加工机械

化，进一步深度开发白莲功能食品和医药原料，延伸和做大水生蔬菜加工品产业链。 

3.6积极探索茭叶等废弃物综合利用方式 

水生蔬菜的副产品往往较多，如茭白、莲藕、芡实的叶片，目前利用率低，堆弃于田间，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

缙云、磐安等县已开展茭叶综合利用，如茭叶经处理后编制草编工艺品，可作为栽种大球盖菇的草料，也可粉碎堆沤还田等。

水生蔬菜特别是茭白主产区应积极探索茭叶堆沤还田、采收时就地还田、清茬时机器翻耕还田等综合利用方式，有效促进茭叶

等废弃物的利用和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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