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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

四川果桑产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果桑为桑树品种选育过程中开发出的新品种，以采摘优质桑椹为主，

兼顾桑蚕饲养。桑椹甘甜爽口，营养价值高，富含芦丁、花青素、白黎芦

醇等多种活性成分，被医学界誉为“21世纪的最佳保健果品”，是国家

卫生部确定的首批“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农产品之一，具有多种食用、

保健及治疗功效。发展果桑产业，对调整产业结构，延伸蚕业产业链，开

发功能型保健产品，提高蚕桑业的附加值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发展高

效观光生态蚕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四川果桑产业发展现状

1.果桑基地初具规模 近年来，我省果桑产业快速发展，据不完全统

计，全省规模以上果桑基地县（市、区）达20余个，果桑种植面积超过

11万亩，占全国的60%以上，居全国第一。果桑基地主要分布在攀西地区

的德昌县、盐边县，川东北地区的南部县、南充市嘉陵区，川南地区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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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县、内江市东兴区等地；种植果桑品种以“德果1号”、“无核大10”、

“嘉陵30号”、“蜀椹1号”等为主。

2.桑椹精深加工体系初步形成 围绕果桑产业基地，相继涌现出一大

批桑果加工企业。截止目前，全省共有果桑加工企业10余家，研发和生

产的桑果汁饮料、桑椹浓缩汁、桑椹干红、桑椹干、桑椹醋等10余种

桑果系列产品已部分投放市场。全省初步形成年加工能力2万吨、年产值

10亿元的果桑产业配套加工体系。

3.果桑产业助农增收效果显著 2015年，全省桑果产量突破4万吨，

农民出售鲜果收入2.5亿元。以德昌县为例，2015年全县果叶兼用桑园

面积达2.2万亩，投产面积1.8万亩，产桑果 15043吨，农民售果收入

9043万元，平均每亩售果收入达5023元，加工企业年产桑椹浓缩汁500

吨、饮料1000吨，果桑实现总产值2.1亿元。

4.高效观光生态果桑产业新业态已具雏形 果桑产业既具有休闲观

光、体验采摘的功能，又具有很好的科普教育价值。近年来，以果桑为主

导的生态文化、乡村旅游产业在全省各地正蓬勃兴起，在城市近郊相继建

立果桑观光、采摘基地40余个，发展各类农家乐、蚕家乐50余家。

二、四川果桑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果桑品种单一、熟期结构搭配不合理 在各果桑主产区，果桑

品种结构单一，早、中、晚熟品种结构搭配不合理的问题较为突出，

导致桑果挂果期短、成熟期较为集中，病害易大规模爆发，桑椹采收

和运输劳动强度大，劳动力紧张，收购加工企业压力大等问题。

2.果桑种植标准化水平不高、技术规程不完善 主要表现在果桑

栽植密度太大、果桑园专用化程度低、间套作搭配不当、修剪方式不

规范、树型凌乱、田间管理措施不到位等，导致桑园管理及采收难度

大，成本高，易爆发桑椹菌核病，桑椹产量低，品质差等问题较为突

出。

3.防控措施不到位，“一病一虫”严重制约果桑产业的发展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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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攀西果桑主产区因为春季气候干燥不易发生桑椹菌核病和桑椹浆瘿

蚊以外，其它各区域由于春季高温多湿的气候特征，均有不同程度的

病虫害发生。以桑椹菌核病为例，近年来全省平均发病率高达30%以上，

发病严重的果桑园甚至颗粒无收，给果农及桑椹加工企业带来巨大的

经济损失，严重影响了果桑产业的健康发展。

4.组织化程度低，服务体系不健全 目前，果桑产业发展以地方政

府主导为主，农户种植较为分散、规模较小，龙头企业带动能力较弱，

现代果桑产业组织体系和新型双层经营体系尚不健全，农民面对市场、

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服务主体单一，以政府主导为主，市场和

合作服务能力较弱，多元化服务体系尚未形成，配套栽培技术措施贯

彻不到位，特别是市场信息滞后，导致桑果滞销。

5.产业化水平不高，加工能力不强，产能过剩的矛盾日益凸显 桑

椹属浆果类水果，不耐贮运和保鲜，是制约大量鲜果上市的主要原因。

龙头企业实力不济，加工能力不强，产品单一，深度开发不足，对原

料的需求非常有限。近年来，各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桑椹滞销、产能

过剩的现象。

6.品牌意识不强、市场开拓不够、缺乏引导市场的主导产品 目前，

全省桑果获得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的仅有4个，大多数加工企业市

场知名度不高，甚至多为小作坊式生产。果桑加工工艺主要以简单套

用其它水果的加工工艺为主，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桑果深加工中的共性

问题、瓶颈问题，产品质量低端，缺乏引导市场的主导产品，市场竞

争力较差。对桑椹食用、保健及药用功效的宣传力度不够，品牌影响

小，销售渠道受限，产品市场占有率低。

7.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研究和产业发展资金投入不足 果桑品种

选育、果桑标准化种植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研究，桑椹精深加工关

键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等均属于基础性工作，缺乏专项资金支持；果

桑基地建设、桑椹冷藏、烘干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产业发展资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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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足，投入结构不合理；招商引资力度不够，缺乏有实力进行高端

产品开发的大型加工企业投入桑椹精深加工产品开发。

三、四川果桑产业发展对策及建议

1.科学规划，合理定位果桑产业发展思路 全省应根据各果桑主产

区的土壤状况、气候条件、人口多少、种养习惯、交通便利程度等，

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当地果桑产业发展。一是攀西果桑主

产区地处金沙江、安宁河流域干热河谷地带，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

差较大，桑椹产量高、品质优，不易发生桑椹菌核病，是发展果桑产

业的优势区域，适宜规划成全省的优质果叶兼用桑产业带，既可采果，

也可以采叶养蚕。二是盆地及丘陵、山区蚕桑产业基础较好，是发展

果桑产业的宜栽区域，但由于空气湿度较大，容易导致桑椹菌核病的

发生，建议适度规模、稳步推进。其中：盆地周边及城市近郊适宜规

划成高效观光果桑旅游产业带，大力发展休闲观光、体验采摘、科普

教育、蚕家乐、蚕桑宴等，推动当地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丘陵、山

区由于交通不便、旅游资源匮乏，但空气、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较少，

适宜规划成优质果桑产业带，建立高标准、规范化的优质果桑原料生

产基地，以满足当地桑椹加工企业的加工需求为主。

2.加强新品种引进与试验示范，合理布局品种的功能与熟期结构

各地应根据果桑产业发展思路、产业带规划及桑椹用途，筛选适合当

地栽培的优质高产品种。攀西优质果叶兼用桑产业带重点筛选果叶兼

用桑品种，盆地周边及城市近郊高效观光果桑旅游产业带重点筛选适

合于鲜食的果桑品种，丘陵、山区优质果桑产业带重点筛选适合于加

工的果桑品种。同时，做到早、中、晚熟品种配套，丰富品种类型，

延长桑椹挂果期，减轻采摘、运输和企业加工劳动强度。

3.提高果桑标准化种植水平，完善果桑种植技术规范 各地应建

立高标准果桑产业示范园区，重点开展果桑栽植模式及栽植规格、剪

伐方式、肥培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桑椹采收等的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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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果桑标准化栽培技术体系，制定栽培技术规程，提高标准化种植

水平。

4.多措并举，抓实病虫害绿色防控关键技术推广，保障桑果产品

质量安全 依托全省桑树病虫害监测防治体系，开展果桑病虫害绿色

防控专项研究，对病虫害种类、发生规律、致病机理、防治措施等进

行深入、系统研究，总结防治经验。在防治策略上，遵循“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在防治措施上，坚持农业防治、物理防治、

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绿色防控技术。

5.培养新型经营和服务主体，提高果桑产业组织化程度 一是积

极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多元化新型经营主

体；二是建立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四位一体”现代果桑

产业组织体系和“合作社+农户”为主的果桑产业新型双层经营体系；三

是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以果农利益为核心，积极推行订单农业、保

护价收购、利益兜底、二次返利等，建立农民土地租金、股民土地股金、

农业工人薪金“三金”并立的利益形成机制；四是加强技术培训，建立健

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推行合作式、订单式、托管式等多种服务模式，加强

农业科技服务，深入推进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建立产学研技术创新联

盟、专家大院、科技特派员、果桑科技示范基地、园区等农业科技服务体

系和平台，打通成果转化和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6.创新机制，提高果桑产业化水平 一是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果桑

产业。结合土地流转，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实现规模效益；加大

对桑椹、桑叶、桑芽等废弃物及副产物的集约、精细、高效和可持续开发

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及桑园林下种养。二是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果

桑产业。积极构建果桑产前、产中、产后完整的产业技术体系，延伸产业

链，大力发展桑椹精深加工及物流商贸等。三是拓展果桑产业功能支撑。

拓展桑树的生态功能，发展生态农业；拓展蚕丝的文化功能，发展科普农

业、休闲观光和乡村旅游产业。四是拓展桑椹产品支撑。以绿色健康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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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为导向，生产绿色、有机、无公害桑椹产品和旅游产品，特别是加大

对桑椹膏等易消费品和桑椹提取花青素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力度。

7.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培育引导市场的主导产品 一是要加大对桑

椹的营养、活性成分及其食用、保健及药用功效的宣传，积极引导本地

市场鲜食消费。二是要抓好品牌培育，积极支持申报无公害、绿色、有机

认证和农产品地理保护标志登记“三品一标”等认证。三是要充分利用媒

体、网络等大力宣传桑果产品，提高知名度，支持企业大力实施品牌发展

战略，创新营销模式，发展互联网+，支持企业参加“西博会”、“农博

会”、“酒博会”等展销活动，扩大产品市场影响，提升产品市场占有率

和企业竞争力。

8.加大投入，大力提升果桑产业发展的保障能力 建议省政府建

立果桑产业基金，启动省级蚕桑产业创新团队建设，促进果桑产业发

展，支持科研单位从事果桑新品种选育、果桑标准化种植及病虫害绿

色防控技术研究、桑椹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等公益性研

究，支持果桑主产县（市、区）进行基地及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合作

社、家庭农场、业主大户等经营主体进行桑椹冷藏、烘干等条件建设，

支持果桑加工企业技改扩容、产品研发及品牌打造等。

（四川省农科院蚕业研究所 刘 刚 研究员 黄盖群 副研究员）

分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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