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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近期山东大白菜价格偏低
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山
东省农业农村专家顾问团蔬菜分团
组织全体成员，赴济南、青岛、泰
安等地，开展了主要产区秋季大白
菜生产、销售情况调研，报告如
下。

生产和销售状况

种植品种
山东各地大白菜种植品种有较大

差异，泰安、济南等地以“北京新三
号”为主；青岛等地以胶东大白菜类
型品种 （如87-114、改良青杂3号、
胶蔬秋季王）为主，同时还种植黄心

秋白菜如秋宝、今锦、秋美、君利、
秋黄、秋虎等，秋黄心大白菜类型占
比较往年有所增加。

种植面积
青岛市秋白菜生产面积约20万亩

左右，与往年基本持平。泰安市岱岳
区大白菜种植面积2万余亩，肥城王
庄镇大白菜种植面积3万余亩，面积
基本稳定。其他地区的播种面积与往
年也差异不大。

产品价格
总体上，山东各地无论批发价格

还是地头收购价格，较最近几年明显
偏低。据调查，泰安绿珍蔬菜批发市
场大白菜批发价去年同期 （1-1.3）
元/公斤，今年 （0.4-0.5） 元/公斤；
地头收购价去年同期 （0.3-0.4） 元/
公斤，今年（0.16-0.2）元/公斤。青
岛市大白菜地头收购价 0.12 元/公斤
左右，较去年同期下降60%以上。济
南唐王地头收购价为0.2元/公斤，同
期去年0.6元/公斤。烟台地头收购价
在 0.2 元/公斤左右，较往年价格偏
低。

据调查，销往外省的大白菜数量
较往年大幅减少。出口量降低、深加
工需求减少。据了解，今年韩国、日
本白菜供应充足，青岛等地大白菜出
口量比去年明显降低。

价格偏低主要原因

一是大白菜长势好，产量大幅增加。
今年秋季大白菜生长期内降水相

对偏少，晴天居多，光照充足，生长
过程中未发生规模化严重病虫害，确
保了今年大白菜大面积丰产，较去年
同期普遍增产 20%-30%，有的增产
40%，造成收购价格走低。

二是来自外省大白菜集中上市的
影响。

据商户反映，大白菜外销量较往
年大幅减少。往年大白菜多销往北
京、东北三省、内蒙古、山西等地，
今年由于气温偏高，各地大白菜上市
集中，没有形成往年一样的时间差。
另外，今年秋季河北受涝灾影响，许
多基地改种大白菜、萝卜等，也是导
致大白菜生产过剩的一个原因。

三是其他蔬菜产品大量上市带来
的冲击。

今年秋末冬初气温较常年偏高较
多，使得露地菜和秋延迟菜产量高，
越冬茬蔬菜也提前上市，市场上各类
蔬菜产品齐全，且价格相对较低，消
费者多样化选择的余地大。

四是消费群体和消费观念的改变。
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工

厂、工地等为代表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

消费群体大规模减少。另一方面，随着
果菜类、叶菜类等其他蔬菜周年供应水
平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发生改变，
大白菜由原先的冬储菜变成了四季菜，
储存量减少导致季节性过剩。

对策与建议

一是进一步建立完善蔬菜生产宏
观监测预警和调控引导机制，畅通生
产、市场信息渠道，为种植者提供有
效信息指导。

二是提高生产规模化和组织化程
度，以规模化生产基地为依托，联合
家庭农场、小农户，构建生产、加
工、销售全产业链。规避“小生产”
与“大市场”矛盾带来的风险，实现
基地与市场有效衔接，提高市场议价
能力，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

三是部分地区出现菜贱伤农问题，
可以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与商务
局、供销社、爱心企业、本地电商平台
等销售平台积极对接产销信息，采用线
上线下多渠道帮助菜农促销。

四是引导农户调整种植结构，选
择优质品种，应用先进技术，依靠品
牌、品质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

五是支持发展采后储存保鲜，提
高错峰上市、延后供应能力。
山东省农业农村专家顾问团蔬菜分团

深冬季节，连续阴雨天气较多，久
阴乍晴，一旦光照强度较大，棚室蔬菜
容易出现萎蔫的现象。提醒菜农，调整
管理措施，别让蔬菜“雪上加霜”。

推迟喷药时间
连续雨雪天气后的第一个晴天不

能喷药，避免发生药害。

合理浇水
连续雨雪天气后的第一个晴天不

能浇水，否则地温低，容易损伤根系。
合理应对萎蔫
如果叶片出现萎蔫，菜农可以采

取两种方式进行缓解，一是及时喷施
氨基酸叶面肥“金壮有”，一喷雾器兑

40ml；二是光照最强的中午阶段，将
保温被放至1/2处。菜农可根据棚室
条件选择其中一种方式，缓解因蒸腾
拉力大引起的植株萎蔫现象。

如果是刚定植20天内的小苗，建
议菜农将保温被拉起至1/3处，观察
小苗见光后的情况，待小苗适应光照

强度后，再将保温被升起至 2/3 处，
继续观察小苗的反应情况，待小苗适
应光照后再将保温被全部拉起，并及
时 喷 施 “ 金 壮 有 ”， 一 喷 雾 器 兑
30ml，可迅速恢复植株活力，提高蔬
菜的抗逆能力。

青州德农超市技术委员会 李萍

近年来，随着人们追求生活
水准的普遍提高，茶余饭后品尝
高端水果成为了时尚，有些商家
抓住人们满足好奇的消费心理，
偷梁换柱、故弄玄虚，把大樱桃
改名车厘子，把猕猴桃改名奇异
果，上述两例仅是改改名堂而
已。但如今令人啼笑皆非的竟然
是又有人把原本定性为糖蜜病
（生理病害）的苹果，荒而唐之的
冠一“糖心苹果”误导消费者。

“糖心苹果”症状表现

这种糖蜜病苹果在新老苹果
产区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生，尤其
过去老品种中的红星、小国光、
青香蕉、印度等品种，现代品种
中的秦冠、富士、嘎啦等品种感
病率相对较高。凡感病的果实失
去了本品种应有的风味，产量、
果形无明显变化，但果实食用价

值和商品价值大大逊色。
感病的果实外表大小与正常

果无异，严重时只在果面或果肉
组织内产生不规则的水浸状、半
透明斑块，果肉变硬、变色、变
味，病部组织含酸量降低，发病
重时容易引起果心变褐色、腐烂。

“糖心苹果”发生原因

多年研究认为，苹果发生糖
蜜病的主要机理是因为果实中山
梨糖醇、钙、氮代谢转化过程失
衡所致。正常情况下，山梨糖醇
是在山梨糖醇脱氧酶的作用下转
变为果糖进入果实细胞内，当这
种酶失去活性时，大量山梨糖醇
无法进入细胞内而充溢于细胞间
隙中，从而导致渗透压增高，被
迫从细胞中吸收水分，当细胞间
充水后，由于光线易于通过，故
而出现透明状。患病部位因得不

到足够的氧气而进行缺氧呼吸，
久之就会产生有毒物质，使果肉
组织发生褐变或烂掉。

通过观察发现，一般情况
下，果实的近果萼部位由于维管
束密而发达，有利于山梨糖醇的
积累，故该部位易发病。在一个
果实内，各部位代谢山梨糖醇的
能力也是千差万别，通常认为，
果心部位相对较弱，所以糖蜜病
果多从果心开始发病。

关于苹果糖蜜病的发生原
因，与生态环境如栽培土壤、海
拔高度、日照时数、昼夜温差、
营养元素供应，浇水习惯、采摘
时期等密切相关……在此，不作
过多赘述。大家明白了“糖心苹
果”的这些常识后，你还会满怀
心喜的去任意听从误导者的忽悠
吗？

本报特聘专家 刘世杰

“糖心苹果”我之见

果心开始发病果心开始发病

大白菜产销状况调研报告

德农论坛 111 久阴乍晴巧管理 蔬菜不萎蔫

编者按 大白菜遇到“白
菜价”，田间迎来丰收，地头却
没人收，超市菜价高时农民也
没鼓腰包……这样的场景，大
概很多人都不会陌生。这样的
尴尬，却大多只留给了农民。

对菜贱伤农、丰产不增收
现象，本报曾进行过深度报道。
山东省农业农村专家顾问团蔬
菜分团针对秋季大白菜产销状
况的调研报告，则为我们提供
了更为专业、深刻的解读。这也
提示我们，在农民遇到困难时，
需要政府与社会施以援手；而
帮助农民看清市场、分析趋势、
理性应对，则是对农民利益同
情理解的更好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