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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李产业现状及发展建议 

肖金平  张 杰  沈建生  张慧琴  谢鸣 

( 1．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园艺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1; 2． 桐乡市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浙江 桐乡 314500;3． 金华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果树研究所，浙江 金

华 321017) 

【摘 要】 从产业规模、栽培品种、产业科技水平及市场营销等方面对浙江李产业发展现状进行概述，分析浙江

省李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制约因素和潜在优势，并针对现有问题从标准化生产技术研发、质控体系建立、良繁体系

建设及产后商品化处理等方面提出了加快推进浙江省李产业发展的主要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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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是我国南方李的主要产区之一，栽培历史 悠 久，种 质 资 源 丰 富，其 中 不 乏 地 方 名品［1］。但目前李产业

的发展比较缓慢，产业规模和整体效益在全省果树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产业发展的潜力有待于进一步挖

掘。随着浙江省水果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消费者对果品质量要求的提高，李产业中存在的优势品种不具规模、标准化栽培程度不

高和精品果生产能力不强等问题都凸显出来，制约了浙 江 省 李 产 业 水 平 的 提 升 和 可 持 续 发 展。因此，研究探

讨浙 江 省 李 产 业 的 发 展 现 状，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对策，进而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对提 高浙 江 省 李 生 

产 水 平、发展高效生态果业和促进农民增收有着深远的意义。 

1 浙江省李产业发展状况 

1. 1 产业规模 

截至 2012 年 底，浙 江 省 李 栽 培 总 面 积 为 9 533 hm2，占 全 国 总 面 积 的 3. 6% ，产 量 9. 2万 t，占全

国总量的 3. 2% 。省内主要产区包括金华、绍兴、杭州和丽水等，其中金华栽培面积最大，为 2 533 hm2。近年来，随着打造

浙江精品果业战略的实施，浙江省李产业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契机，李 的 栽 培 面 积 稳 中 有 升、品种结构不断优化、果 

品 质 量 明 显 提 升，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逐 步提高。总 的 来说，浙江省李产业的发展正处于蓄势上升阶段。 

1. 2 栽培品种 

1. 2. 1 主要地方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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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李栽培历史悠久，其中文献记载槜李在嘉兴已有 2 500 年的栽培历史［2］。经过长期的天然杂交和基因突变，产生了

复杂多样的品种和类型。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浙江省农科院园艺所为主成立的浙江省李地方品种资源整理开发利用协作组

通过对省内 30 余个县 ( 市) 调查摸底，确定省内李品种 ( 类型) 约有 30 个［1］，其中主栽品种有桐乡槜李、红心李、天

目蜜李、浦江桃形李、嵊州桃形李、牛心李、金塘李等。但是目前很多地方品种在农村城镇化和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已经基本消

失或正濒临消失，这给产业的发展和李的育种工作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在引进和推广商业化品种的过程中，应加强种质资源的

保护，注意对古老地方品种( 类型) 的收集、评价和利用，使浙江省特有的、宝贵的资源能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价值，提高全省

李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1. 2. 2 主要引进品种 

浙江是李的原产地和主产区之一，地方品种资源丰富，但在多年的生产栽培过程中，许多当家品种出现种性退化、品质变

劣等问题，加之管理粗放，造成产量下降，病虫害发生加重，效益下滑也挫伤了果农的种植热情，制约了李产业的健康持续发

展。因此，从 20 世纪 90 年代，浙江省开始大量引进国外李新品种［3］，并陆续在一些产区扩大推广，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通过优新品种的引进丰富了本省李产业的品种结构，推动了浙江李产业水平的提升。 目前生产上栽培的主要引进品种如表 1 所

示。 

1. 3 产业科技水平 

浙江省李的生产多为一家一户经营，生产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加之基础条件差，栽培管理较粗放，因此生产的果品质

量不高。随着浙江省果树产业结构调整和精品水果战略的实施，李产业的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水平也得到显著提升。浙江省农

科院、金华市农科院等农业科研机构及各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为李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针对生产上存在的技术难题和果

农急需，主要开展良种引育及配套栽培技术集成研发等方面的工作。从高效授粉、果实套袋、合理负载 ( 疏花疏果) 、水肥调

控、反光膜覆盖、避雨栽培、适期采收等方面开展研究，通过技术创新和现有适用技术的集成组装，为浙江省李产业的高效安

全生产提供保障。特别是针对南方地区李树开花和座果受到晚霜、倒春寒、阴雨低温及成熟期梅雨等不良气象因素影响的问题，

开展避雨设施栽培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4 － 6］，对李的稳产提质起到了明显的效果。一些主要产区也根据实际情况相继建立

了标准化栽培技术体系［7 － 9］，并制定了浙江省李地方名品 ( 桐乡槜李、浦江桃形李、金塘李) 的生产技术规程，加快推

进了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 

1. 4 品牌建设与市场销售 

目前浙江省李的销售主要以省内市场为主，少部分销往江苏、上 海 等 周 边 省 份。果 品 除 了少量用于蜜饯、果 酱、

果 汁、李 酒 加 工 外，大部分为鲜果销售。近 几 年来，一 些 产 区 通 过逐步提高李加工产品的种类和比例来延长产业

链，从而缓解李果上市期集中的压力。随着产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各地品牌宣传和保护意识也不断加强，在申报农产品

地理标志保护的同时，也通过多种途径 来 做 大 做 强 自 主 品 牌。如“琥珀” 牌槜 李、 “羲 之” 牌 桃 形 李 及 “金 

塘李” 等都在省内外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2 产业发展优势 

2. 1 品种资源丰富 

浙江是我国南方李的原产地和传统产区，栽培历史悠久，品种资源丰富，也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变异类型，丰富的种质资

源为浙江省李品种选育和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物质基础。国外优良品种的引进使本省李产业的品种结构更为多样化，

有利于生产上选择性地发展、开发适应市场需要、优质高效的品种。随着栽培和管理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浙江省李产业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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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优势将逐步转化为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2. 2 良好的产业基础 

李一直以来都是浙江主要的水果种类之一，其中有不少地方传统名品。在长期的栽培过程中果农也总结出一些先进实用的

栽培管理经验，拥有一定的生产管理水平，为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济效益的提升激发了果农的种植积极性，地方

政府对发展李产业也非常重视，通过多种措施加强品牌建设，制定相应的技术规程，在产区逐步提高标准化生产技术覆盖率。 

2. 3 载体功能的拓展 

李树树姿优美，花洁白秀美，果形美观，是理想的观赏植物，可与休闲旅游相结合，春赏花、夏品果，拓展果园的功能，

开发假日经济，提升产业附加值，也可为建设生态浙江、美丽乡村做出贡献。近年来，桐乡、嵊州等地依托当地特色李产业开

展系列的文化旅游活动。自 2011 年，嘉兴桐乡连续举办了三届 “槜李文化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槜李的开发

和利用已经成为桐乡果树产业的亮点之一。 

3 存在问题及制约因素 

3. 1 标准化生产技术到位率低 

浙江省李园管理普遍比较粗放，农户栽培技术水平不高，标准化生产技术的普及率和执行到位率较低。果农掌握的技术参

差不齐，生产标准不统一，管理上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大，栽培技术往往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质量标准体系和生产技术规程

的实施和普及不够，致使果品优质率低，单产水平不高，缺乏市场竞争力，经济效益不佳。 

3. 2 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不完善 

良种繁育体系还不健全，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种苗管理大多处于无序状态，私拉乱调、乱引滥繁的行为还普遍存在，

影响苗木纯度，育苗户自主引种，未经试验自行推广，导致品种不适应而损害种植户的利益。脱毒李苗的生产才刚起步，与实

际需要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由于良种繁育体系建设的滞后，一些古老的地方李品种种性退化严重，品系混杂，品质和产量得不

到保证。 

3. 3 产后商品化处理能力薄弱 

产后商品化处理程度低，大部分李果仍处于统货销售的落后状态，缺乏大型的冷链贮藏设施，已有的贮藏保鲜设施陈旧简

陋，根本满足不了现阶段李产后处理的需要，导致大量鲜果集中上市，供应期大大缩短，销售压力明显增大。产后商品化处理

率低，仅有少部分经过选果、清洗、打蜡、分级和包装后投放市场，且已有处理多不符合国际市场的销售要求。加工能力薄弱，

加工产品单一，有的还停留在初加工 阶 段，市 场 开 拓 力 不 强，附 加 值不高。 

3. 4 市场体系和产业经营不完善 

浙江李生产、经营方式仍以个人或家庭经营为主，生产规模偏小，产业化、组织化程度不高，从生产到销售各环节关联性

差，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突出，很难实现产、运、贮、销一体化，削弱了终端产品的竞争力。销售网络不健全，市场信息网

络建设比较滞后，果农得不到最新果品供求动态和价格行情，从而导致营销无序、相互压价和优果难优价等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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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业发展建议 

4. 1 推进李标准化栽培，加快标准园建设 

引导和推动李特色和优势区域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建设一批质量高、规模大、品牌强、效益好的标准示范李园，集成

推广李优质高效标准化栽培技术，并把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纳入安全生产和标准管理轨道，全面提高果品品质和质量安全，

带动全省李生产水平的提高。在经济基础好、生产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加强设施栽培的推广力度，着重发展具有高标准的现

代果业基地，提高精品果生产能力。 

4. 2 科学规划布局，优化品种结构 

根据生态、经济、技术条件及已有的发展基础，选择一批李的优势产区，建立高效商品化生产基地。对新发展的李园，应

尽量选择立地条件好、肥力较高的低丘地带。优化品种结构，因地制宜确定适宜品种。大力发展优质、抗病、耐贮运的新品种，

调整品种熟期结构，注重发展极早熟和极晚熟品种，提早和延长市场供应期。扩大鲜食和加工兼用品种的种植比例，提高产业

附加值。 

4. 3 加快良种繁育体系建设 

逐步建立和完善李种苗繁育体系，建立相配套的母本园和采穗圃，严格引种试种程序，强化质量检测和病虫检疫，实现苗

木管理规范化。加快无病毒苗木的繁育和推广，从源头克服品种纯度、苗木质量等问题。一些古老的地方品种在长期的栽培演

化中，形成了众多的品系，表现不一，且十分混杂，种性退化现象严重。因此，对这些地方优良品种的提纯复壮也亟待进行。 

4. 4 加速研发和推广省力化栽培技术 

在生产成本持续增长和用工荒的压力下，李生产在优质安全前提下实行省力、省工栽培势在必行。故要加速研发相关技术，

并大力推广专用缓释肥、标准化整形修剪等栽培技术。 

4. 5 适度发展休闲观光李园，提高产地效益 

农业休 闲 观 光功 能 的 开发，在 改善 生 态 环境、促进农产品产地销售的同时，也带动旅游、餐饮、运输等其他产

业的强劲增长，成为近年来浙江农业经济新的增长点。李产区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度发展观光李园，开展休闲、体验、教育、度

假等乡村游活动，发挥李园区 ( 产地) 的综合效益。研究并摸索出一套赏食兼用李栽培管理技术，为发展观光休闲果业提供技

术支撑。 

4. 6 开展配套技术研究，建立质量标准体系 

加大科技投入，针对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开展关键技术研究，建立李质量标准体系，实现果品生产技术规范化，对果品质量

进行全程控制。研发和推广防霜防冻、避雨设施栽培、果园覆盖、肥水一体化、整形修剪、疏花疏果、高效授粉、病虫害综合

防治、适期采收和采后商品化处理等规范化、标准化生产技术，同时加强科研推广部门的协作，注意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与

现有栽培技术组装配套，提高果品产量和品质。 

4. 7 注重加工体系建设，提升产后商品化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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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前浙江省李商品化处理中的薄弱环节，以生产基地为重点，加快引进新技术、新设备的步伐，实现果实分级、包装、

贮藏、运输以及果品加工一体化，提高果实商品化处理率。在省内特色李主产区，培育扶持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鼓励建设

冷藏库和冷藏运输设施设备，逐步建立从田间到市场的冷链销售系统，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产业综合效益。 

4. 8 加强品牌建设，拓宽市场渠道品牌是提升果品附加值、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关键因素。李产业的发展应结合浙

江省精品果业战略的实施，大力加强品牌建设，提高果农品牌意识，培育自主品牌，做大做强优势品牌。开发果品营养保健功

能、果文化等潜在资源，通过媒体、网络等多渠道宣传，扩大社会影响，打造更多知名品牌。对优势品牌加强质量监管，建立

品牌产品品质管理及认证制度，以实现生产安全、流通安全、消费安全的目标。强化市场资讯，建立市场导向的多元化营销渠

道; 扶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产业化组织，扩大经营规模，提升整体经营效率，拓展果品市场，多渠道开拓出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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