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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蔬菜创新团队推动蔬菜产业快速发展

四川省蔬菜创新团队成立于 2009 年，是我省第一批建立的团队。

成员来自我省农业科研院所和大学，这些单位是我省蔬菜产业研究的

主要力量。研究领域包括产前、产中和产后，同时根据我省蔬菜产业

的特殊情况，专家成员数量分布上加大了产中和产后的力量。按照为

我省蔬菜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的要求，采取理清产业链，找出和解

决产业链的瓶颈问题的工作方法。团队开展了岗位专家职责分工、签

订任务书，并与基地示范县分组对接等团队建设工作。开展了蔬菜生

产情况调研、技术集成及试验、示范、人员培训等工作。力争在促进

全省蔬菜产业发展的同时，团队自身实力也得到提升。

一、主要工作

1．团队建设

团队在经过快两轮的建设，团队岗位专家的研究方向已与团队整

体要求紧密结合，团队协作已成常态。团队整体实力提升明显，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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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成员从最初的 28 人发展至 2016 的 63 人，正高职称人员由 7 人

发展至 15人，享受国务院津贴人数由 3 人增至 5人。

基地示范县是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服务对象，也是科研问

题的来源和科研进展的试验和示范平台。本团队成立后，分组与基地

示范开展对接合作，了解决当前和中长期制约基地县蔬菜产业发展的

瓶颈问题。除基地示范县外，各岗位专家还到其它区县蔬菜基地等进

行了广泛的调研，进一步了解全省的蔬菜产业现状。团队根据产业需

求，调整了研究方向，加强了协作。如彭州耐贮运莴笋品种选育、全

省蔬菜十花科根肿病防治、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协同研发。

2．团队研究规划

我省蔬菜产业链由品种、栽培、采后贮运、加工及各生产环节的

病虫害绿色防控组成，蔬菜创新团队通过对各环节的详细调研和分

析，了解了我省蔬菜产业链各环节主要情况，依据我省蔬菜产业在产

前、产中和产后方面的特点，制定本团队的研究规划。

（1）在蔬菜产业的产前上，优良品种选育和应用的总体情况是

缺乏突破性新品种和主栽品种，严重影响了生产的标准化及产后贮运

和加工业的发展。

团队在这方面的近期和中长期研究规划是在黄瓜、番茄、辣椒、

大白菜等主要大宗鲜销蔬菜和以青菜、豇豆、萝卜等泡菜原料为主的

加工蔬菜上进行突破性新品种选育和引进筛选。对已在生产上表现优

异的自育品种进行大力推广和高效配套栽培技术研究，让这些品种尽

快成为生产上的主栽品种。

（2）在蔬菜产业的产中环节上，我省的主要状况是：露地生产

面积大，设施栽培面积总量和比例均小；菜田复种指数高，土壤障碍

严重，病虫害种类多和危害严重；生产规模化、专业化程度低，标准

化栽培技术应用面小，蔬菜产品产量和质量波动较大。

团队在这方面研究规划是：顺应我省设施栽培面积会进一步扩大

的趋势，研究出我省蔬菜主产区的高效、优质的标准化栽培技术，主

要内容有保护地内小气候调控技术研究、专用品种评价（如早春耐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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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弱光品种）、保护地专用机械和水肥一体化等节本增效设备和技术

的应用研究等。开展露地蔬菜高效、营养、节本的标准化栽培技术研

究。明确蔬菜主要病虫害种类、发生特点和危害水平。建立一套适合

我省蔬菜病虫综合防治和产品质量安全的技术体系。

（3）在蔬菜产业链的产后上，重点是放在蔬菜产品的采后贮运

和加工上。在这方面，我省的主要状况是：绝大部分的蔬菜采后商品

化处理率低、贮藏保鲜等环节薄弱，是我省蔬菜产业链极为明显而严

重的瓶颈问题。我省是“中国泡菜之乡”，但也存在着专用蔬菜原料

品种缺乏和大多数产品附加值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

团队在这方面的近期和中长期研究规划是：利用已有的“科研”、

“生产”平台，大力研发蔬菜贮藏保鲜技术，减少采后处理和贮运的

损失率。通过四川泡菜现代加工技术集成与创新，泡菜新产品开发，

标准的研究与制、修订，泡菜加工综合利用研究等环节的建设，为实

现标准化现代化生产，全面提升我省泡菜产业发展水平。

3．取得的主要成效

（1）新品种研发和应用上取得了初步成效。

育种新材料 73份，育成品种 31个。川绿 2 号和川翠 3号黄瓜、

成豇 7 号、成豇 9 号豇豆、川腾 6 号辣椒、蜀萝 9号等为省主推品种。

育成了泡菜用量最大的原料青菜品种宽叶青 1 号和供彭州基地的耐

贮运莴笋品种红尖笋 1 号等大型蔬菜基地急需的品种。以蜀萝 9 号、

川腾 6 号辣椒、川农泡椒 1 号等为核心的成果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二等

奖。获品种权 3 个。

（2）高效、优质和安全生产方面成效显著。

重点研究与示范新集成和完善高效蔬菜生产技术，团队集成技术

由 2009 年的 8 项发展至 2016 的 18 项。如设施蔬菜水肥一体化技术

和避雨栽培技术、瓜类蔬菜双断根嫁接技术、设施蔬菜病虫害综合防

控技术集成、塑料大棚土壤边作障碍综合治理技术集成研究、菜沼畜

循环生产技术、攀西日光温室蔬菜生产和采后处理关键技术、辣椒病

虫害综合防治技术、萝卜软腐病防治技术、蔬菜根肿病防治技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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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大蒜春播反季节栽培技术和大白菜套大蒜的种

植技术等。编制技术规程 33部。其中以设施蔬菜水肥一体化和避雨

栽培技术、瓜类蔬菜双断根嫁接技术以核心的成果获省科技进步二等

奖 2项，高毒农药替代及安全用药技术研究与应用成果获省科技进步

三等奖 1 项，全国农牧渔丰收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各 1项。

（3）在采后及加工研发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系统地开展了黄瓜、青椒、蒜薹等 10种蔬菜贮藏保鲜技术研究，

形成了多项实用技术，获国家发明专利 9项。研发的 3种复合保鲜剂、

护色剂，其产品安全性能好，具有良好的防腐、护色效果。已在多家

企业生产示范应用。

在蔬菜加工上，开发出 3 大类 10 多个泡菜新产品。其中“炒泡

菜系列新产品”自 2010年 7月份上市至今，累计实现销售收入达 3000

余万元。研发出了直投式功能菌技术及泡菜加工废弃物利用技术等共

性技术 5 项，建成中试生产线 4条，已获授权专利 6个。目前这些技

术已应用于吉香居、李记等公司，共计实现经济效益 20 亿元以上。

与泡菜相关的成果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

4．蔬菜创新团队针对已发现的蔬菜产业链的瓶颈问题，组织不

同专业岗位的专家，集成技术，提出解决方案，有些已见成效

眉山市东坡区泡菜重要原料之一的青菜，根肿病发生严重，由正

常亩产 5～7 吨下降至 2～3 吨，给该区 17 万亩原料基地带来了重大

损失。结合理县大白菜根肿病、金堂花菜根肿病，创新团队组织了育

种、栽培和植保专家与农业局一起在两年试验和示范的基础上，研发

的技术方案有效地缓解了根肿病对加工蔬菜原料区的威胁。在省园艺

总站的帮助下，开展了 3次现场会。

川南沿江早菜基地出菜早，价格高，整体效益较好。但调查发现，

沿江早菜生产虽已规模化，但操作上全是手工，人工成本高。创新团

队与江阳区农业局共同试验、示范，研制出了适合我省长江上游早菜

区肥水一体化简易实用技术。召开现场会 2 次。

根据彭州市农发局提出的秋冬蔬菜耐贮运品种缺乏的现状，本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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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组织了育种岗位和贮运岗位专家合作研究，成功解决了本地区极具

特色的外运大宗蔬菜莴笋无专用耐贮运品种问题。

以豇豆以突破口，育种岗位与加工岗位协作，解决了我省蔬菜泡

菜加工量大，但一直没有进行加工品种加工特性的测试问题。

5．为促进产业发展开展的大示范、大培训和扶贫情况

团队成立至 2016 年，建立的示范基地由最初的 3 个发展到 2016

年的 39 个，示范面 5 万多亩；共举办和参与各种培训 500 多场次，

参培人数 4万多人次。通过大量的示范和培训工作，促进和带动了本

地及周边蔬菜产业的发展。如在彭州，标准化生产基地实现了规范化

管理，使蔬菜生产基地良种覆盖率达到 100%，病虫害专业化防治率

达到 80%以上，绿色防控面积达 50%以上，蔬菜农产品的无公害率达

100%。在江阳区，在持继的示范和培训下，涌现出了许多通过蔬菜产

业致富发家的典型，同时许多还成为了“土专家” “田秀才”，有

力地提升了江阳区蔬菜科技种植水平，促进了当地农民的增收致富。

近 3年，团队成员积极参加我省秦巴山区、藏区和乌蒙山区的扶贫开

发工作，除参加各级政府的产业扶贫技术支撑外，还帮扶 200 多户贫

困户。

6．处理突发性事件，为省领导出谋划策情况

2011 年我省川南高温干旱严重，团队与示范县江阳区紧密合作，

及时提出了补种保障当地市民所急需的叶菜类的方案，其中引进叶用

薯品种受到了泸州市政府的好评。

2012-2013 年夏季，川东洪害重，团队一是在为当地规划报务时

建议把排洪防洪放在重要位置、特别是要远离老河道及根据聚雨面进

行排洪系统建设。二是洪灾发生后，积极提供恢复生产的技术方案。

2015 年 8月下旬，我省彭州市 40%以上的秋莴笋苗期出现大面积

萎蔫、矮化、叶片变褐色等症状，菜农怀疑是由一家大型化工企业引

起。应当地政府邀请，本站及时邀请植保专家和土肥专家前往诊断，

并田间采样寄给李宝聚专家。根据李老师的建议和我们的综合诊断，

排除了环境污染的因素，初步确诊为病毒性病害，通过采取相应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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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措施，初步化解了困境。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1．继续按任务书和产业发展的要求开展研发工作。

2．加强与基地县和主产区合作，进行成果示范。

3．加强成果推广应用工作。

4．与扶贫工作相结合，特别是与凉山等以大力发展蔬菜产业来

脱贫的区域相结合，应地制宜开展技术研发和培训工作。

5．配合农业主管部门，做好生产服务工作。

四川蔬菜创新团队

电 话: (028)84504190 邮 编: 610066

地 址: 成都市净居寺路 20号（四川省农科院信息所内）

电子信箱: scnycxtd@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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