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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蔓越莓、蓝靛果、树莓、黑穗醋栗面积、产量均居全国首位——

寒地浆果
□本报记者 周静

金秋十月，去年冬天火爆出圈的蔓越
莓进入了新的丰收季。东极“红海”成了
人们向往的热门打卡地。

在我省，像蔓越莓一样既可鲜食又能
入药，堪称“第三代黄金水果”的浆果还有
很多。从春季第一批蓝靛果成熟，接着就
是桑葚和露地草莓陆续上市。到了夏季，
夏果型树莓、黑穗醋栗、笃斯越橘、红豆越
橘轮番上阵。随着天气转凉，就到了蔓越
莓、葡萄、软枣猕猴桃和秋果型树莓的主
场。而绵延整个冬季的，是营养极其丰富
的沙棘和设施草莓。整整一年，不同季节
都有不同的浆果在丰盈着国人的“果篮
子”，为我省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贡
献一份力量。

在浆果产业蒸蒸日上的背后，是一群
科技工作者几十年的坚守与创新。近日，
记者走访了黑龙江省寒地浆果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协同创新推广体系首席专家、国
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蓝靛果哈尔滨试验
站站长、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寒地
特色果树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主持人、东北农业大学霍俊伟教授，深入
了解了体系专家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助
力我省寒地浆果四季飘香。

全省浆果种植面积约60万亩

其中蓝靛果8.5万亩，树莓3.96万亩，黑穗醋栗2.31万亩，蔓越

莓0.45万亩，均居全国首位
而且蓝靛果和蔓越莓的种植面积分别居世界和亚洲首位

此外，还种植了沙棘30万亩，葡萄11.58万亩，草莓1.84万亩，

软枣猕猴桃0.16万亩，桑葚0.22万亩，蓝莓0.5万亩

我省大小兴安岭还蕴藏着极其丰富的野生蓝莓和红豆资源，
采收量更是占到了全国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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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是我国小浆果产业发源地，
百年历程，底蕴深厚。

我国 3个小浆果“国字号”平台均
在我省——寒地小浆果开发利用国家
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小浆果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国经济林
协会小浆果分会。

黑龙江省寒地浆果产业技术协同
创新推广体系成立以来，在黑龙江省
农业农村厅的领导下，在全体岗位专
家、推广专家的共同支持下，一直将把
我省打造成我国小浆果优势产区作为
奋斗目标。他们围绕寒地浆果产业发
展需求，持续强化浆果新品种、新技
术、新产品的研发与试验示范，做强寒
地浆果种业“芯片”，助推我省成为国
内外小浆果科研及产业中心，为实现
龙江浆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及乡村振兴
作出了重要贡献。

体系自 2023年成立以来，共选育
出20余个新品种和品系，示范推广了
12个品种和 20余项各类栽培及育苗
技术，推广面积近 5000 亩；破解产业
技术难题10项，获发明专利3项；在蓝
靛果贮藏保鲜、无损检测、采收及加工
方面获得了良好成效；累计举办各类
培训 20 余次，培训果农和技术人员
1200余人。

目前，我省不仅是我国种植小浆
果树种最全、面积最大、产量最多的省
份，而且小浆果科研人员数量居全国
首位，育种水平全国领先：霍俊伟团队
研发的蓝靛果品种乌蓝、蓝精灵；单金
友团队研发的沙棘品种晚黄、晚霞，均
获得国家新品种保护权。此外，省内
科研机构还育成了树莓、软枣猕猴桃、
果桑等大量优良品系。我省拥有国内
最大、最全、最丰富的小浆果资源库，
还有 3 个单项国内最大的种质资源
库：蓝靛果、黑穗醋栗和沙棘。

霍俊伟说，“下一步我们体系重要
的是要做好以下这些工作：一是抓产
业，立足于产业发展，集思广益，助推
龙头加工企业，主动参与招商引资，带
动我省小浆果产业的全面发展。谋划
以体系内科研单位、企业等为班底，成
立黑龙江省小浆果产业协会。二是抓
协同，浆果体系组建了由育种、栽培、
机械、加工、信息、经济等多个领域的
岗位专家，通过协同，深入研究产业的
每个环节，形成产业闭环。三是抓创
新，针对产业需求和存在的问题，组织
体系内岗位专家有针对性地解决，创
新品种和栽培技术，创新产品和加工
工艺，通过创新引领产业发展。针对
保鲜、采收、高附加值产品开发等关键
技术瓶颈要集中攻关。四是抓推广。
利用体系科研成果，在省内各主产区
推广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新技术，
促进成果本土化推广，不仅让原有种
植户和企业增效，还要助推浆果面积、
产量和总产值、效益增加。五是抓调
研，建立每个树种的产业数据库，要发
挥可依靠、靠得住、离不开的智库作
用。六是抓典型，果树生产周期长、见
效慢、技术相对复杂，因此，要大力扶
持和宣传典型案例和人物，充分发挥
综合示范园的作用，依靠典型的示范
作用带动农民和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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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靛 果 俗 称 山 茄
子、黑瞎子果、羊奶子
等，富含花青素、有机
酸、微量元素等生理活
性物质，还含有 18种人
体所需的氨基酸等，多
酚类物质含量最高达到
2800mg/100g，抗 氧 化
剂含量约是蓝莓的 13
倍。营养、医疗保健价
值极高，适合加工和鲜
食，被称为“世界长寿
果”、“口服化妆品”。在
我省已推广种植 10 万
亩，成为世界最大的蓝
靛果种植基地，占全国
90%以上。主要分布在
勃利、甘南、黑河、大兴
安岭、伊春、哈尔滨、牡
丹江等地。已有多家企
业生产浓缩汁、花青素、
果酒、饮料、口服液、冻
干果等产品。

“勃利蓝靛果”是我
国唯一的蓝靛果地理标
志。

桑葚

桑葚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就被列为药食同源
食品，既是水果又有保
健功效和药用价值，含
有丰富的花青素，含量
位居第三。我省昼夜温
差大，所产桑葚甜度高、
口感好、营养丰富，且不
易发生桑葚菌核病。目
前桑葚主要种植在齐齐
哈尔市甘南县。

树莓

树莓，又称覆盆子、马林、托盘，根据果
实的颜色分红树莓、黄树莓、黑树莓、紫树
莓。果实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微量元素以
及大量纤维、树莓酮、SOD、花青素等，被誉
为“生命之果”。我省早在 100多年前就开
始栽培树莓，目前已形成了以尚志市为中
心的黑龙江树莓产业群，包括延寿县、宾
县、庆阳农场、佳木斯市、林口县等。“尚志
红树莓”是我国唯一的红树莓地理标志。

黑穗醋栗

黑穗醋栗，又名黑加仑、黑豆、黑果茶
藨，含有非常丰富的多种维生素、磷、镁、钾、
钙等活性矿物质、花青素、糖、有机酸和特殊
芳香成分，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
值。黑穗醋栗是世界四大小浆果果树之一，
我省有 100多年种植历史，主要在尚志、海
林、桦川等地，目前产量占全国80%以上。

笃斯越桔

笃斯越橘即野生蓝莓，是我省一种十
分重要的野生浆果树种。果实富含广为人
知的多酚、黄酮和花色苷等生物活性物质，
具有显著的营养保健价值。该树种在我省
大、小兴安岭林区分布面积在 230 万亩以
上，年采收量几千吨，是我省最具特色的优
势野生浆果资源之一，我省大兴安岭和伊
春等地有多家笃斯越橘加工企业，开发生
产了几十余种产品。

红豆越橘

红豆越橘也叫牙格达，是一种营养价
值很高的野生浆果，含有大量有机酸、各种
矿物元素、挥发性成分、维生素、氨基酸、糖
类等营养成分。从红豆越橘中可提取出非
常好的天然食用色素。该树种在我省大兴
安岭林区分布面积在 450 万亩左右，年采
收量 1万吨左右，是我省优势野生浆果资
源之一，极具商业开发潜力。

蔓越莓

蔓越莓，又称蔓越橘、小
红莓，含有花青素、黄酮类，
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素，
蛋白质，叶酸以及大量的维
生素等物质，具有抗氧化作
用，能够维持体内细胞的活
力。我省抚远拥有亚洲最大
也是唯一的蔓越莓种植基
地，已开发出包括鲜果、果
脯、浓缩果汁、冰激凌、口红、
面膜等系列产品，产品全面
覆盖全国高超生鲜水果渠道
和各大电商平台。

葡萄

我省是我国葡萄栽培的
重要区域之一，拥有丰富的
葡萄品种和悠久的栽培历
史，为我国设施葡萄的起源
地。因高寒、土壤肥沃、昼夜
温差大等环境优势，我省所
产葡萄病虫害极少，品质上
乘，以大庆市大同区最为典
型，有着“寒地提子之乡”的
美誉。酿酒葡萄主要种植地
区为牡丹江市东宁市，东宁

“冰酒”独具冰雪魅力，已被
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为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

软枣猕猴桃

软枣猕猴桃俗称软枣
子，是一种新兴的小浆果水
果，我省张广才岭、完达山等
地分布着丰富的野生资源。
果实富含蛋白质、维生素C、
矿物质、黄酮、生物碱等，
具有较高的营养保健
价值。由于外观小
巧、果皮无毛、洗食方
便、软糯多汁、香气浓
郁，颇受喜爱。我省
现栽种 1600亩，未来
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沙棘

沙棘富含果油、籽油、
黄酮、多种维生素氨基酸、
蛋白质、有机酸和矿物质，
具有“抗癌之王”、“天然解
毒剂”的美誉，被我国列为
药食同源植物。我省是我
国最早引入俄罗斯大果沙
棘并进行规模化种植的省
份，孙吴县曾被评为“中国
大果沙棘之乡”。近年，穆
棱、林口、桦南等地以冬果
型沙棘“深秋红”为主栽品
种，其特点为晚熟，高产，
果实经冬不凋，适于冬季
采收。“穆棱沙棘”被评为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填补
了国内沙棘地理标志农产
品空白。

草莓

草莓素有“水果皇后”
的美誉，富含维生素和矿
物质，草莓在我省栽培已
有百年历史，也是我省著
名“三莓”之一，有露地栽
培和设施栽培两种。当前
我省露地草莓和设施草莓
种植面积 1.84 万亩，产量
5.6万吨，已成为我省发展
较快的浆果产业之一。

技术研发与推广
浆果育种新进展：东北农业大学选

育出3个新品种及10余个适合鲜食、无
苦味蓝靛果优系；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和东北农业大学选育10个树莓、黑穗醋
栗优系；哈尔滨市农科院筛选3个抗寒
果桑优系；在沙棘、草莓、笃斯越橘、软
枣猕猴桃上也选育出多个品系。

栽培技术新进展：研发了葡萄
高光效大冠稀植技术、水稻育秧棚套
种葡萄技术及延后活体保鲜栽培技
术，节本增效明显；集成组装了寒地草
莓日光温室高效栽培模式，解决了我
省多数草莓生产苗外购营养钵苗成本
高和花芽分化晚等问题；创制了葡萄
抗盐碱根域限制栽培关键技术，有效
解决盐碱地区日益突出的葡萄盐碱危
害问题；开发了蓝靛果无损检测系统，
可实时检测蓝靛果不同生长阶段的品
质指标；推广了系列蓝靛果加工技术，
生产了多个产品；研发了靛果机械采
收技术，在相关企业转化后生产出样
机，试验效果良好。

技术培训与宣传
科技培训，培养专业人才：体系

成员通过技术讲座、微信和电话咨
询等多种形式，累计举办各类培训
20 余次。重点培训了种植大户、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企业技术
人员、农村经营管理人才、现代青年
农场主和村干部等，编写了生产技
术手册，通过办培训班无偿发放到
果农手中。

技术服务，推动产业发展：体系
各岗位专家以乡村科技振兴和农民
增收为主，常年为果农、合作社和相
关企业进行技术服务，助力基地建
设，有力地推动了各地浆果产业的
发展。

科技扶贫，助力乡村振兴：体系
专家助力甘南县发展小浆果产业，
帮助引进龙头企业，扶持带动贫困
户种植庭院树莓1000多亩。2023年
秋季实现农民年增收 700 多万元。
同时在哈尔滨市呼兰区、双城区，双
鸭山市集贤县等地大力发展蓝靛果
庭院种植。

现场观摩，交流技术成果：体系
各岗位专家组织了多次现场观摩活
动，既起到了同行交流和技术培训
的作用，又起到了科技成果的宣传
效果，得到了同行、当地政府及农户
的一致认可。

产业发展与振兴
浆果产业管理、采收等环节用

工量大，产业链条长，直接和间接带
动包装、运输、服务等相关产业发
展，社会效益显著。2024 年，“蓝靛
果新品种及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与
推广”入选 106项“黑龙江省首批最
具转化潜力科技成果”之一。体系
由此大力推广蓝靛果相关成果，
2024年春季新增面积3000余亩。同
时，积极对接黑龙江省农投、龙江森
工食品集团、牡丹江仁和堂药业、哈
尔滨森莓园公司等企业，生产销售
蓝靛果鲜果和加工产品，带动整个
小浆果产业朝着产业化、工业化、现
代化、规范化迈进。

①蓝靛果冻干粉；②蓝靛果汁；
③蓝靛果酒；④蓝靛果冻干果；⑤蓝
靛果果酱；⑥蓝靛果果浆；⑦蓝莓原
浆；⑧浆果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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