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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为蔷薇科草莓属浆果类多年生草本植物，果肉

鲜美，带有浓郁的芳香，营养价值高，素有“水果皇后”的

美称，在国际市场上备受欢迎[1,2]。草莓属有 24 个种，广泛

分布于世界各地，其中有 13 个种自然分布在中国[3]。山

东省地处华东沿海、黄河下游，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

条件使山东成为全国重要的草莓生产基地。

山东省草莓产业现状及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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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草莓营养价值高，是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山东是全国重要的草莓生产基地，为进一步促进草莓产业的发展，

文章概述了草莓产业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对策，以期为山东草莓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持和决策依据，为

乡村振兴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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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important economic crop, strawberry can provide of high nutritional value for people. Shandong

province is an important strawberry production base in China.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rawberry industry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current situation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devele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strawberry industry in this region, in order to provide technological

support and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strawberry industry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revitalize the 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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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东省草莓产业发展飞速，逐渐成为农民经

济创收的主要手段之一，山东安丘石埠子镇、山东诸城地

区被誉为“中国草莓之乡”。为促进山东地区草莓产业发

展，对草莓产业现状、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针对存在问

题提出发展建议，以期为山东草莓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

科技支持和决策依据。

1 山东地区草莓产业现状

我国栽培草莓起步较晚，但 2012 年在北京昌平召开

的第七届国际草莓研讨会，带动了草莓产业的发展，到

2015 年全国草莓种植面积 15 万 hm2，产量 400 万 t[4]。山

东草莓生产以烟台、泰安、临沂、青岛、威海、潍坊等市种

植面积较大。2011 年山东农业大学培育出山东草莓品种

妙香 1 号，随后妙香 3 号和妙香 7 号相继育出，并在山东

各地得到大面积推广示范，带动了山东草莓产业的发展。

近几年，由于山东省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草莓生

产栽培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日益显著[5]。山东各地还涌现

了一大批草莓苗专业繁育基地、草莓种植专业合作社及

草莓种植能手，成为集科研生产、观光旅游、农家乐为一

体的现代化农业田园综合体。如山东安丘市石埠子镇草

莓种植面积达到 1000hm2，1996 年被农业部命名为“中国

草莓之乡”。山东潍坊昌乐县崔家庄镇，从 80 年代种植草

莓，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以崔家庄镇为中心的连片种植基

地已达 667hm2，其中大棚栽培 33.3hm2，年产草莓 1 万 t，

从 12 月份到次年 6 月份都有鲜品供应。山东临沂郯城县

新村乡草莓种植基地于 2009 年 1 月 1 日开园面市，现有

大棚草莓和露天草莓约 700hm2，主要品种有丰香系列和

甜查理系列，生产的草莓个大、味美、果形正、耐储运。

2018 年第 16 届中国（临沂）草莓文化旅游节，暨中国临

沂草莓大会在山东临沂召开，以“创新未来、合作共赢”为

主题，以“诸葛故里、‘莓’好相约”“临沂草莓、‘莓’好临

沂”为宣传口号，以展现产业链四新成果为亮点，以促进

产业链合作共赢为使命，以体验草莓文化旅游为特色。

2 山东地区草莓产业存在问题

2.1 缺乏自主培育的新品种

目 前 经 济 栽 培 的 草 莓 为 凤 梨 草 莓 （F.×ananassa

Duch.），是弗吉尼亚草莓（F. virginiana Duch.）和智利草

莓（F. chiloensis Linn.）的杂交后代。20 世纪初我国引入

凤梨草莓，至今约有百年，随后从国外引入了日系和欧美

系草莓品种。目前山东地区栽培的草莓品种大部分是从

国外引进的品种，如日系品种红颜、章姬、宝交早生、枥乙

女等；欧美系品种甜查理、全明星、美国 3 号等。据不完全

统计，全世界现有草莓栽培品种多达 2000 多个，而山东

地区通过审定、备案、登记、鉴定、认定的草莓品种仅山东

农大培育的妙香系列、青岛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育成的

84-1-9 和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育成的红丰[6]，

可见山东地区严重缺乏自主选育的新品种。

2.2 栽培管理技术粗放落后

目前山东草莓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日益扩大的

种植规模与栽培管理技术落后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

品种更新慢，种苗质量差、市场乱，栽培模式与技术滞

后，集约化程度低。环境因素和栽培管理技术对草莓产

量有重要的作用，山东地区设施草莓栽培模式和管理技

术相对粗放，草莓种植大户仅凭以往经验而极少遵循草

莓高标准化栽培技术种植，导致大棚草莓长势差，果实

畸形，采摘不合理，病虫害严重，另外，不规范、不科学的

管理措施，严重影响了草莓的产量和品质。从产业发展

的角度来看，提高草莓的经济效益仅靠扩大生产规模是

难以实现的，应将重点放在栽培技术的更新升级以及栽

培模式的转变上。如何学习掌握科学的种植技术，依靠

肥水一体化设备实现减肥增效，由粗放化向集约化转

变，形成标准化、规模化的经营模式，是实现产业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所在。

2.3 连作障碍问题严重

近年来，草莓在山东地区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栽培

面积也逐渐增加。特别是在青岛、潍坊、泰安、威海等地发

展速度和规模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了标准化设施类型、现

代化生产模式和配套技术体系。连作仍是困扰草莓生产

的一个严重问题[7]，目前，草莓连作的机理尚未完全明确，

大部分学者认为多种病原菌的综合性土传病害是产生连

作障碍的主要原因。甄志先等[8]在研究大棚草莓连作障

碍时发现，土传病害与土壤根际菌和线虫数量变化有关。

甄文超等[9]通过对草莓的根际土壤及根表微生物动态变

化的研究发现，种植草莓农田的土壤微生态环境对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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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殖有利，对细菌、放线菌不利。草莓连作年限的增加

造成土壤环境恶化、病虫害严重、产量降低、品质下降等

不良现象，连作障碍问题已成为山东地区草莓栽培亟需

解决的问题。

2.4 过度使用化肥农药

人们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草莓生产中过度使

用化肥农药。特别是近年来山东设施草莓大面积种植，

冬春季节设施内湿度过高，病害增多，农药使用过量。食

品安全是政府和广大民众高度关注的问题，过度施用化

肥和农药，导致农残超标、果品不合格等问题，也使草莓

品质、口感变差，严重影响了草莓的品牌声誉。

2.5 鲜食草莓贮藏时间短

新鲜草莓富含多种有益物质，兼具营养和保健功效[10]。

其 VC 含量较高，可有效预防坏血病；富含多酚、纤维素

等物质，可预防心血管及肠胃疾病的发生；此外，草莓还

含有丰富的花青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等。草莓含水量高

达 90%[11]，组织娇嫩，导致其不耐储运，常温下仅能储存

2~3d，冷藏条件下也仅 7d 左右。因此，要创新草莓的保

鲜技术，延长其货架期成为山东地区草莓产业发展的重

中之重。

3 山东地区草莓产业发展对策

3.1 培育无毒种苗，选育优质新品种

无毒草莓苗种植，可以减少草莓病害发生，提高草莓

产量和品质，是一种新型育苗技术[12]。根据山东地区草莓

种植情况，培育适合本地区种植的苗木，同时做好草莓苗

期的管理工作，以提高草莓产量、提升果品品质。

加大科研力度，选育适合山东种植的优质新品种。

育种目标要结合山东地区情况，考虑草莓不同品种的丰

产性、风味、耐贮性、繁育性、适熟性和抗逆性等特点，量

化评价指标，建立不同用途的优质草莓指标评价体系，根

据指标评价体系，查找资料、引进、选育、培育各类优质草

莓品种，以丰富山东地区草莓栽培品种，满足草莓产业不

同发展阶段的不同需求。

3.2 建立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模式

高效、合理的农业科技投入是我国由传统农业向现

代农业转变的重要保证。作为农业大国，无论是国家还

是地方对于农业的科技投入都在与日俱增，从政策支持、

资金投入、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山东作为草莓

种植大省，积极扶持产业发展，拓宽延长产业链条。鼓励

发展设施草莓，对设施大棚及配套设施给予一定的补助；

宣传高产优质栽培技术，推广水肥一体化新型种植模式，

科学水肥管理，提高草莓的产量和品质；发展草莓深加工

产业链，进一步挖掘产业价值，促进农民增收。因此在发

展产业的过程中，要以乡村振兴战略齐鲁样板为主线，牢

牢把握市场供求关系，着力提升草莓品质，全力打造高端

草莓品牌，转变生产方式，以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为导

向，制定且执行统一规范的栽培管理技术，从而建立草莓

标准化种植模式。

3.3 加强绿色生产，保障草莓质量安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鲜食草莓不仅

要营养，更要健康。近年来，在山东地区建设草莓无公害

生产、绿色生产、有机生产基地，推广应用草莓绿色防控

技术、病虫害农业防治措施，如在种植前对种苗实行地膜

覆盖、避雨栽培和土壤消毒；科学肥水管理，实行壮苗栽

培，增强植株抗逆性；采用高架立体基质栽培方式、深沟

高畦栽培方式，加强通风透光、控制棚内温湿度，合理整

枝掰叶等农业防治措施。推广应用物理虫害防治技术，如

悬挂黄板、蓝板和性诱剂杀虫灯等。推广应用生物病虫害

防治技术，利用赤眼蜂、捕食螨、等天敌，应用短稳杆菌、

枯草芽孢杆菌等生物农药。通过应用上述防治措施，可有

效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保障草莓的

质量安全。

3.4 开拓销售渠道，实现产销一体化

目前草莓传统销售渠道有路边或集市售卖、生鲜超

市和商场超市，在传统销售渠道的基础上，可以结合电商

进村入户工程，对草莓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等进行培训，

鼓励其开设网店，在网上进行销售。与此同时，再结合山

东地区现代生态农业与乡村观光旅游业的发展，通过在

草莓种植产区举办草莓文化节，吸引周边及外省游客进

行观光、采摘、以及交流各方经验。另外，根据当地情况，

对一些草莓品种进行深加工，不仅降低市场风险，而且能

提高果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13]。

产销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已经成为商品流通的主要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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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公司（企业）+基地+农户”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在网

络农户和开拓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山东作为草莓

种植主产区，草莓栽培面积大，建议种植户与产业化经营

组织合作，种植户负责生产，产业化经营组织负责销售，

实现产销一体化。

3.5 加强草莓贮运工作

草莓属于浆果类多年生草本植物，因此，鲜食草莓

货架期短，极易腐烂[14]。随着草莓种植规模逐年增加，草

莓产业的发展速度和市场扩张速度也随之增加，草莓主

产区应建设一定规模的预冷贮藏设施，还可以采用气调

贮藏技术。朱麟等[15]发现，使用气调包装可以较大幅度

地延长草莓保鲜时间。另外，购买一定数量的冷藏车，应

对草莓旺季、雨季集中上市和远距离运输的需求。

3.6 加大草莓宣传力度，创造地域品牌

依托科研院所、高校、现代化农业生态园、专业种

植合作社、草莓协会和草莓文化旅游节，结合省级农

业“三新”工程项目，采用多形式、多角度、全方位做好

草莓产业宣传推广工作，努力创造出属于山东地区的

草莓地域特色品牌，依靠政府加强监管，提高山东地区

草莓的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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