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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保定地区草莓产业
基本情况调研报告

杨 会 苗，毛 清 云，刘 兰 英

（北京市海淀区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实验室，北京市植物组织培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９１）

　　摘　要：为了解京津冀地区草莓产业现状，依据项目的需要，通过发放问卷、电话咨询、
访谈调查等方法对北京和保定地区的草莓生产规模、布局、品种结构、种苗生产情况等进行

了调研。结果表明：草莓种植从业者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草莓种植面积相对较小，集约化程

度较低，草莓脱毒苗的应用比例相对较低；主栽品种和种植方式较单一，大部分主栽品种为

“红颜”，种植方式为设施栽培；草莓栽培的经济效益相对较高，但地区间差异较大。同时对

草莓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进行了分析，以期对草莓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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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莓（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ａｎａｎａｓｓａ　Ｄｕｃｄｅ）属 蔷 薇 科

草莓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其浆果色泽鲜艳，芳香味

美，富含丰富营养成分，是世界性水果之一。由于

其具有适应性强、结果早、周期短、经济效益高、见
效快等 特 点，近 年 来 草 莓 产 业 发 展 迅 速，截 至

２０１２年，我国草莓栽培面积超过１０万ｈｍ２，产量

超过２７０万ｔ，均已超过世界总量的１／３，居世 界

第一位［１－３］。国内 草 莓 主 要 生 产 区 为 河 北、山 东、
辽宁、江苏、安徽，河北是五省中种植面积最大区

域，保定作为河北省主要草莓种植区，自２０世纪

初开始种植草 莓，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草 莓 得 到 迅 速

发展，截 至 ２００９ 年 保 定 草 莓 栽 培 面 积 达 到

１０　０００ｈｍ２［４－５］；北京 作 为 中 国 的 经 济 政 治 中 心，

草莓产业也得到迅速发展。为了解北京及周边地

区草莓产业现状，该研究对北京、保定地区的草莓

生产规模、布局、品种结构、种苗生产情况等进行

调研，以期对草莓产业的发展及科学研究提供新

的思路。

１　调查方法

２０１７年１０、１１月，通 过 采 用 发 放 问 卷 调 查、

电话咨询、访谈调查方法对北京、保定地区的草莓

产业现状进行调查，共调查１５个县（区），调查草

莓种植面积６０．８３ｈｍ２，统计有效问卷３４份。主

要从草莓的生产规模、布局、品种、脱毒苗应用以

及种苗生产等几方面进行调查。调研对象为草莓

种植农户、园区。

２　产业基本情况

２．１　农户基本情况

根据调查统计，共调查农户１３户，且 均 为 男

性。农户户主年 龄 分 布 在４０～６２岁，４０～６０岁

农户共１１户，占比８４．７％，说明在调查样本中以

中老年为主；户主文化程度为初中及初中以下占



比１００．０％，高中及以上 占 比０％，说 明 草 莓 种 植

农户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家庭人口数多为４人，
占 比７６．９％；劳 动 力 在 家 庭 人 口 中 的 占 比 在

５０％～１００％，其中全部家庭人口为劳动力的占比

５３．８％，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占比６１．５％（表１）。

表１　农户基本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类别

Ｃｌａｓｓｅｓ

样本量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占比

Ｒａｔｉｏ／％

＜４０　 ０　 ０

年龄 ４０～５０　 ５　 ３８．５

Ａｇｅ　 ５０～６０　 ６　 ４６．２

＞６０　 ２　 １５．３

性别 男 １３　 １００．０

Ｓｅｘ 女 ０ ０

小学 ７　 ５３．８

文化程度 初中 ６　 ４６．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高中 ０ ０

大专及以上 ０ ０

３　 ２　 １５．４
家庭人口

Ｆａｍｉｌｙ
４　 １０　 ７６．９

５　 １　 ７．７

５０．０　 ３　 ２３．１

劳动力／家庭人口 ６６．７　 １　 ７．７

Ｍａｎｐｏｗｅｒ／Ｆａｍｉｌｙ／％ ７５．０　 ２　 １５．４

１００．０　 ７　 ５３．８

２．２　种植园基本情况

根据调查结果，共调查２１户。在调查的种植

园中，园 主 为 女 性 占 比 为２８．６％，男 性 占 比 为

７１．４％，与农户种植者相比，女性 明 显 增 多，这 可

能与女性接受教育程度、身体素质及思想状态相

关。种植园园主年龄最大为６０岁，最小为２９岁，
年龄在４０～６０岁 的 种 植 园 占 比 为９５．２％，说 明

在调查的种植园中园主多为中老年，与种植农户

情况相似。种植园园主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学

历占比４２．９％，高 中 学 历 占 比 为３８．１％，初 中 学

历占比１９．０％，在调查种植园中无种植园园主文

化程度为小学学历；与种植农户相比，种植园园主

的文化程度明显高于农户。种植园中均聘请有技

术人员；在调查的种植园中，均与各大高校或研究

所的专家老师有密切联系，对于生产中遇到的问

题 会 与 专 家 进 行 探 讨，积 极 邀 请 专 家 进 行 指 导

（表２）。

表２　种植园基本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类别

Ｃｌａｓｓｅｓ

样本量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占比

Ｒａｔｉｏ／％

＜４０　 １　 ４．８
年龄 ４０～５０　 ９　 ４２．９

Ａｇｅ　 ５０～６０　 １１　 ５２．３

＞６０　 ０　 ０

性别 男 １５　 ７１．４

Ｓｅｘ 女 ６　 ２８．６

小学 ０ ０

文化程度 初中 ４　 １９．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高中 ８　 ３８．１

大专及以上 ９　 ４２．９

技术人员 有 ２１　 １００．０

Ｔｅｃｈｎｉｃｉｓｔ 无 ０ ０

２．３　草莓产业基本情况

２．３．１　种植情况

该次调 查 草 莓 种 植 面 积 共６０．８３ｈｍ２，农 户

种植面积１．４３ｈｍ２，平均种植年限１０．３年；种植

园种植面积５９．４ｈｍ２，平均种植年限７．６年。由

图１可知，种植面积≤１ｈｍ２ 的农户或种植园 占

比５８．８２％，１～２ｈｍ２ 占比２３．５３％，２～４ｈｍ２ 占

比８．８２％，≥４ｈｍ２ 占 比８．８０％。通 过 比 较 发

现，≤１ｈｍ２ 种植户占比最大，由此 推 断，草 莓 种

植户种植面积较小，集约化程度较低。根据调查

结 果 显 示，草 莓 种 植 面 积 在 耕 地 中 占 比 最 少 为

０．２％，占比最多为１００％；由图２可知，草莓种植

面积在耕地 中 占 比 为１０％～３０％的 种 植 户（园）
最多，在 总 调 查 样 本 中 占４１．２％；其 次 占 比 为

３０％～５０％的 种 植 户（园）在 总 调 查 样 本 中 占

２３．５％；另外占比＜５％，５％～１０％，＞５０％的 种

植户（园）有１１．８％、８．８％、１５．０％。由 此 可 推

断，草莓种植户（园）不仅种植草莓，同时搭配种植

其它植物，如玉米、小麦等大田作物，葡萄、苹果、
梨等果树，番茄、黄瓜、辣椒等蔬菜。

２．３．２　品种结构

从图３可以看出，种植面积最多的草 莓 品 种

是“红颜”，为３８．１０ｈｍ２；其次为 “章姬”“童子一

号”，分别种 植７．６７、６．６７ｈｍ２；其 余 草 莓 品 种 种

植面积达 到０．６７ｈｍ２ 的 有“明 星”“香”“白 雪 公

主”“京桃香”“京藏香”“小白”“红星”；种植面积在

０．６７ｈｍ２ 以下品种有“丰香”“九九”“玫瑰香”“法

兰蒂”“大赛”“白 草 莓”“皇 家 御 用”“点 雪”“圣 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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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草莓种植面积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

图２　草莓种植面积在耕地面积中的占比情况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　ｏ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红”“颜星”。从图４可以看出，调查的种植户（园）
中，仅种植单独一个草莓品种的种植户有１７户，
占 比 ５０％；种 植 ２ 个 品 种 的 有 １０ 户，占 比

２９．４％；种植３个及３个以上品种的有７户，占比

２０．６％。种植“红颜”的种植户 最 多，有２１户；其

次是“明星”，有７户种植户种植，“章姬”６户，“丰

香”与“小白”各４户，“京桃香”３户，“九九”“玫瑰

香”“大赛”与“圣诞红”各２户，“法兰帝”“白草莓”
“香”“白雪公主”“京藏香”“皇家御用”“红星”“点

雪”与“颜星”各１户。在调查中还发现，草莓品种

种植与地域相关，同一村或区域种植的草莓品种

具有极高相似性，如保定满城宋家屯村和两分庄

村种植户同时种植明星，南辛庄村种植户同时种

植丰香，北京地区种植户均种植红颜。对于品种

选择方面，种植户（园）会从多方面进行考虑，如市

民的喜好，品种产量、抗病性、甜度、硬度、色泽，种
植年限、储藏运输、栽培条件。

图３　不同草莓品种种植面积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

２．３．３　种植模式

在调查的种植户中，河北地区农户均 采 用 设

施栽培，内部覆盖地膜的栽培方式，其中８户种植

户进行冷棚即 塑 料 大 棚 栽 培，５户 种 植 户 进 行 暖

棚即日光温室栽培；且１３户种植户在草莓栽培过

程中 均 对 土 壤 做 药 剂 处 理，所 用 药 剂 为 氯 化 苦。
北京地区草莓种植方式采用日光温室栽培；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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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种植户（园）中草莓品种的种植情况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温室土壤消毒，采用的方法有高温闷棚、石灰氮、
石灰和 氯 化 苦 处 理。其 中 使 用 氯 化 苦 的 种 植 户

（园）仅有１户。

２．３．４　经济效益

草莓６６７ｍ２ 产量因栽培品 种、种 植 模 式、销

售方式 不 同 而 不 同。统 计 发 现，北 京 地 区 草 莓

６６７ｍ２ 平 均 产 量 在３００～２　５００ｋｇ，销 售 方 式 主

要是采摘、礼 盒 销 售 模 式；河 北 地 区 草 莓６６７ｍ２

平均产量在１　５００～２　５００ｋｇ，销售方式主要是小

贩批发、零售、采摘，但以批发为主，平均每公斤售

价为４～９元。大部分种植户（种植园）不仅仅种

植草莓。还栽培有其它大田作物、果树、蔬 菜 等，
每年 草 莓 收 入 在 种 植 户（园）总 收 入 中 占 比 为

１０％～１００％。

２．３．５　种苗繁育

草莓栽培生产过程中，需要 大 量 的 种 苗。种

苗分为脱毒种苗、非脱毒种苗。对于种植户（园），
草莓种苗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自己繁育、购买

脱毒种苗或非脱毒种苗。通过调查发现，自己繁

育种苗 的 种 植 户（园）有１５户，占 比４４．１％。自

己繁育种苗，同时购买种苗的种植户有１１户，占

比３２．４％；其中购买种苗是脱毒种苗的种植户有

７户，购买种苗是非脱毒种苗的种植户有２户，同

时购买２种种苗的农户２户。只购买种苗的种植

户８户，占 比２３．５％；其 中 购 买 种 苗 为 脱 毒 种 苗

的有４户，购买非脱毒种苗的有２户，同时购买脱

毒种苗与非脱毒种苗的种植户有２户。购买的草

莓种苗价格不一，基本呈现“脱毒种苗价格高于非

脱毒种苗，本地种苗高于异地种苗”的规律。对于

种植户（园），能够接受的脱毒草莓种苗的最高价

格范围是０．４～３．５元。脱毒种苗来源可 以 分 为

３种，分别为个人、公司、科研单位；认为科研单位

繁育 脱 毒 种 苗 可 靠 的 种 植 户（园）２５户，占 比

７３．５％；认 为 公 司 繁 育 脱 毒 种 苗 可 靠 的 种 植 户

（园）４户，占比１１．８％；认为个人繁育脱毒种苗可

靠的种植户（园）２户，占比５．９％；另外有３户表

明不会盲目的相信个人、公司及科研单位繁育的

种苗，只会选择具有多年脱毒种苗繁育经验，且口

碑良好的脱毒种苗繁育单位或个体（表３）。

表３　草莓种苗繁育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　ｓｅｅｄｉｎｇ

类别

Ｃｌａｓｓｅｓ

样本数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占比

Ｒａｔｉｏ／％

自繁Ｂｒｅｅｄ　ｓｅｅｄｉｎｇ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１５　 ４４．１

脱毒种苗 ７自繁＋购买

Ｂｒｅｅｄ　ｓｅｅｄｉｎｇ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ｂｕｙ

非脱毒种苗 ２　 ３２．４
脱毒种苗与非脱毒种苗 ２

脱毒种苗 ４
购买

Ｂｕｙ
非脱毒种苗 ２　 ２３．５

脱毒种苗与非脱毒种苗 ２

个人 ２　 ５．９
　

种苗来源可信度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

公司 ４　 １１．８

科研单位 ２５　 ７３．５

其它 ３　 ８．８

２．３．６　草莓栽培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对草莓栽培中急需解决问题进行调查。调查

发现，种植户反映急需解决的问题有重茬，水肥一

体化，病虫害（红蜘蛛、白粉病、土传病害、根腐病、

炭疽病），畸形果，起垄、打药机械化，种苗问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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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质量差，不能长时间种植，稳定性差，品种退化

严重，苗期种苗长势弱，甚至死亡）。其中共有１６
户种植户表明重茬是急需解决的问题，种苗问题

４户，白粉病３户；红蜘蛛３户，水肥一体化２户，
土传病害，根腐病，炭疽病，畸形果，起垄、打药机

械化各１户。

３　存在问题及措施

３．１　种植户及种植园方面

农户及种植园园主年 龄 普 遍 偏 高，多 为 中 老

年，家庭劳动力大部分输入城市。农户文化程度普

遍偏低，草莓相关专业知识较为薄弱，与高校及科

研院所专家、老师联系不紧密。对于这方面问题，
政府部门应加强本地的品牌建设，创造更多岗位，
使更多劳动者投入家乡建设；政府及农技推广部门

应加强科技普及工作，并聘请专家对农户进行专业

性的指导，使其掌握更多草莓高产优质栽培技术。

３．２　种苗繁育方面

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农户自己繁种，育苗环

境差，管理 粗 放，种 苗 质 量 无 法 保 证，参 差 不 齐。
脱毒种苗质量差，推广力度小，应用范围不广泛。
高品质种苗是高产、稳产的保证。对于这方面问

题，应该建立专业的育苗基地，规范育苗体系，加

强种苗繁育过程中的病毒检测，大力推广脱毒种

苗，对优质脱毒种苗及时更新复壮。

３．３　草莓种植方式方面

草莓栽培方式多是设施栽培，并结合 地 膜 覆

盖。地膜覆盖具有保温保湿作用，由于其具有这

样的特 点，自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以 来，得 到 广 泛 推

广［６］。但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关注，地
膜覆盖对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引起人们的关注。
对于这种问题，应大力展开地膜的回收循环利用

工作，或加强可降解地膜替代品的研发，以期在高

产稳产的基础上，达到环境无害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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