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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砧用南瓜种子产业现状、问题及发展对策
江玉萍　孙旭亮　周庆强　陈炳强

（山东省青岛市种子站，青岛 266071）

摘要：在对青岛市砧用南瓜种子产业现状展开调研的基础上，对青岛市砧用南瓜种子产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并

提出了助力青岛市砧用南瓜种子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砧用南瓜种子；产业；现状；问题；分析；对策；建议

蔬菜嫁接发源于中国，自公元前约 30 年《汜胜

之书》有瓠瓜嫁接记载的历史以来，迄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目前，中国蔬菜种植面积居全球第一，

蔬菜嫁接应用面积最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60%
的保护地西瓜和甜瓜以及 90% 的保护地黄瓜都是

用南瓜作为砧木进行嫁接，但其中我国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砧木品种不多，因此蔬菜专用砧木品种选

育工作亟待加强。近年来，青岛市农科院和青岛金

妈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种子企业迎难而上，在砧

用南瓜种子研发方面异军突起，发展迅猛，生产的砧

用南瓜种子销往除西藏、新疆、东北三省以外的国内

大部分地区。嫁接技术的推广应用，大大减少了农

药的使用量，是对“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绿色

种业建设的有力实践。砧用南瓜种子产业已成为青

岛市继大白菜、干制辣椒、花生、小麦和蓝莓之后的

又一特色优势种子产业。为摸清青岛市砧用南瓜种

子产业现状，青岛市种子站深入砧用南瓜种子研发

的科研院所和种子企业，对此进行了专题调研，在此

基础上，找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发展青岛

市砧用南瓜种子产业的对策和建议。

1　青岛市砧用南瓜种子现状
1.1　育种情况　目前，青岛市从事砧用南瓜种子研

发的科研单位和种子企业主要有青岛市农科院和青

岛金妈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市农科院在国内

属较早开展砧用南瓜种子研发工作的单位，先后育

成了瓜类砧木品种青研砧木一号、青研甜砧和黄诚

根 2 号，并大面积推广了青研砧木一号和黄诚根 2
号，主要应用于省内外棚栽西瓜主产区。青研砧木

一号是西瓜嫁接专用砧木，高抗枯萎病，耐低温，亲

和性高，不影响西瓜品质；黄诚根 2 号为黄瓜嫁接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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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情况下，运用公司之优势弥补自己之短，根据公

司统一的工作部署，找到适合自己的有效方法，然后

纵深运用，做有效、有价值的工作，这就是引爆点，

然后让其产生蝴蝶效应，达到面的推进，就事半功 
倍了。

5.3　持续持续再持续　就是要有水滴石穿的精神，

只要紧盯目标，再一步一步地推进各阶段的工作，

把每个阶段的工作都做到极致，结果定会达到预期

甚至超越预期的结果。只要用心做了，输和赢都是 
精彩。

在当前激烈甚至会越来越激烈的农资经营新

时代，基层农资经营者只要按上述方法，不忘初心，

用心经营，永葆当年创业红心；重新焕发奋斗激情，

提振做大做强的信心；与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结好

同心，制订好新的目标，选好自身经营的产品，高效

运用公司总结的有效方法；下定决心，踏踏实实地

做好农资经营各环节工作，把好产品推广到农户手

中，让农户增产增收，自身定会在经营中得到好的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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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砧木，根系发达，高抗枯萎病，耐低温，与黄瓜嫁接

亲和力好、共生亲和力强，对黄瓜口感品质无不良影

响。近年来，青岛市农科院又育成了西瓜嫁接专用

砧木伟砧 1 号和黄瓜嫁接专用砧木黄诚根 3 号等瓜

类砧木品种。

青岛金妈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 2008 年始开

展砧用南瓜种子研发工作，起步虽晚，但发展很快，

2014 年公司成立了国内首家黄瓜砧木研究中心，是

中国“油亮型”黄瓜砧木的开创者与标准制定者，一

直保持“油亮型”黄瓜砧木研发优势及市场份额领

导者地位。通过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体嫁

接再繁殖技术”和“三交种选育技术”，深入开展黄

瓜砧木育种研发，现已育成油亮型黄瓜砧木品种 12
个，不但极大地提高了黄瓜的抗病性，而且也使作为

接穗部分的瓜条具备了持续油亮以及不扎根的优

势，并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近年来，黄瓜砧木市

场份额一直保持在全国的 80% 以上，从而确立了瓜

类砧木产业“领头羊”的地位。该公司以中国和印

度的南瓜品种为砧木基础材料，针对不同茬口选育

出了耐寒品种金妈妈 519、抗病性强的阿耕品种、高

产耐低温的砧大力、适合苗厂大规模生产的砧省薪，

以及茎秆坚硬、黄瓜持续油亮的砧茎石等系列高价

值类型的砧用南瓜品种。公司以主打产品黄瓜砧木

为中心，不断将产业链条向两端延伸，随着对砧用南

瓜资源的深入研究，现在已陆续开展西瓜、甜瓜、苦

瓜等良种砧木的开发。

1.2　种子生产情况　目前，青岛市从事砧用南瓜种

子生产的种子企业主要有青岛金妈妈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青岛国际种苗有限公司和青岛三和种业有限

公司等 10 余家企业。青岛金妈妈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非常重视种子标准化生产，为确保种子质量，牵头

制定了我国第一个砧用南瓜种子生产的地方标准

《砧用南瓜种子生产技术操作规程》；为提高种子加

工质量，2013 年公司投资 200 万元用于种子生产加

工设备的改造与升级，建立了种子消毒、干燥、清选、

脱毛、包衣等全套种子加工设备，通过设备的改造升

级，大大提高了种子加工效率，改善了种子加工质

量，加工技术装备水平已达到国内同行业的领先水

平。目前，青岛市企业的繁种地点大多选在甘肃、新

疆、河北等地，因甘肃、新疆、河北地域广阔、光照时

间长、昼夜温差大，生产出的种子质量优、商品性好，

90% 以上销往青岛以外的地区。

1.3　经营推广情况　目前，青岛市从事砧用南瓜种

子经营推广的科研单位有青岛市农科院，种子企业主

要有青岛金妈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国际种苗有

限公司、青岛三和种业有限公司等 10 余家企业。青

岛市砧用南瓜种子总销售量400余 t，销售额1.3亿元，

其中青岛市农科院育成品种青研砧木一号和黄诚根

2 号已在山东昌乐、陕西大荔、安徽砀山等西瓜主产

区以及山东寿光温室黄瓜、青岛早春薄皮甜瓜等生产

中广泛应用，2000 年以来累计推广面积 22.7 余 hm2，

成为瓜类蔬菜生产的有力科技支撑；青岛金妈妈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采用了三交方式制种，年生产销售砧

用南瓜种子 120t，销售额 5500 余万元，年推广面积 2 
万 hm2，占国内黄瓜砧木市场份额的 80%，每 667m2

为农民增效 4000 元。其中第 2 代黄瓜砧木品种精品

合生三号目前年销量达 30t，推广面积 0.4 万 hm2；第

3 代黄瓜砧木产品金妈妈 519 和阿耕，经过 4 年的苦

心培育，于 2013 年上市，上市后以独特的产品优势迅

速占据了北方越冬茬及早春茬砧木种子市场，目前年

销量达 20t，推广面积 0.3 万 hm2；2017 年公司第 4 代

高价值砧木研发成功，砧大力、砧茎石、砧省薪、砧见

抗四大高价值砧木问市，目前已建立品种示范站 300
个，示范面积 33.3hm2；从事砧用南瓜种子经营推广的

其他种子企业，每年的销售量 260 余 t，销售额 7800
余万元，但由于这些企业研发能力有限，大多只是中

间销售商，销售的南瓜砧木品种主要是酒砧一号、板

田砧木、新土佐等老品种，其中酒砧一号的销售量占

到了 60%，板田砧木和新土佐这 2 个品种面临被淘汰

的局面。

2　存在问题
青岛市企业从开始生产、销售砧用南瓜种子到现

在做到一定规模历时 20 余年的时间，从全国来看也属

做得比较早、销售总量比较大的地区，但经过调研发

现，部分企业在生产发展中仍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

2.1　企业间发展不平衡，阻碍产业区域优势的形成　

青岛金妈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砧用南瓜种子研究

方面走在了全市乃至全国的前列，该公司在种质资

源的积累、研发技术的成熟和育种人才的集聚都是

其他小企业所无法企及的。而位于平度明村镇、灰

埠镇的 9 家主营砧用南瓜种子的企业，规模都很小，

大多属于“前店后屋”作坊式经营模式，厂房属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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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建筑，没有产权，固定员工大多 3~4 人，都是亲戚

关系，繁忙季（10 月至次年 3 月）会根据业务量雇佣

临时工。企业间发展极度不平衡，这种“一家独大”

的格局很难形成产业的区域优势。

2.2　企业采用“两头在外”的生产经营模式，运营成

本高　所谓“两头在外”即企业异地繁种、产品销往

全国各地、加工包装在本地。企业的繁种基地大多

选在新疆、甘肃、河北等地，因这些地区地域广阔、

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繁育的种子质量优、商品

性好。种子收获后运回青岛进行加工、包装，然后销

往全国各地。异地制种虽产品的商品性比较好，但

也存在着诸多弊端，比如种子容易被套购、运输成本

高，且老育种基地由于连年使用病害多，开发的新基

地由于基地人员技术水平不高，生产的种子纯度和

产量都受影响。

2.3　品种老化，同质化竞争严重　目前，青岛市从

事砧用南瓜种子生产的企业，极少有开展育种工作

的，且研发能力有限，大多数企业主要销售酒砧一

号、板田砧木、新土佐等老品种。由于企业缺乏高端

的育种手段，品种的更新换代跟不上蔬菜病害的升

级速度，这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瓶颈。企业间靠低

价竞争市场，导致利润率低、种子质量难以保证，从

而影响到企业的做大做强和可持续发展。

2.4　企业规模小难以留住人才　市场环境下的企

业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而青岛市这些从

事砧木生产的企业由于自身规模较小、实力比较弱，

地处偏僻，往往很难留住人才。种子行业属高科技

行业，种子的更新换代需要专业育种人才从事长期

的科学试验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才的匮乏制

约了企业的发展和砧用南瓜种子产业的壮大。

3　发展对策与建议
在 2017 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会议上，明确提出

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纳入七大战略之一写入

党章，释放出中央强农重农信号。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上，又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全面部署。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重点、是关键。蔬菜是

青岛市的传统优势产业，大白菜、辣椒、黄瓜、瓜类砧

木等种子销往全国各地，有效占领全国蔬菜种子市

场。做大做强做优本市砧用南瓜种子产业，是发展

青岛市绿色种业、特色作物种业，推进农业供给侧改

革的需要，是解决青岛市种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有效途径。

3.1　成立企业联盟，整合资源，共同发展　青岛市

从事砧用南瓜种子生产的企业除青岛金妈妈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具有一定的规模外，其余 9 家企业规模

都属小微企业，企业间发展很不平衡。目前甘肃、河

北一带从事砧木生产的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

来，这势必影响青岛市砧用南瓜种子生产企业的市

场份额。基于此，在种子市场风云变幻的今天，企业

如不求创新改变，在市场的大浪潮下，这些企业要么

破产、要么被吞并，很难能长久生存。建议由当地政

府搭台，本着“资源共享、利益共赢、互惠互利、共同

成长”的原则建立企业联盟，企业间加强合作、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分工协作、以小博大，增强企业竞争

力和抗风险能力，共同取得协同效益。

3.2　积极研发新品种，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　砧用

南瓜种子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品种也经历了几代

更迭，但目前的品种依然同质化严重，急需品种的更

新换代，但青岛市企业的育种技术仅停留在提纯复

壮阶段，目前最先进的基因标记育种方式因成本太

高，作为企业难以企及，企业可与科研院所合作，借

助科研院所的资源、技术、成果优势，开展商业化育

种，选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广适、抗病、优质，

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品种，实现高端种业品种的突破，

提高行业竞争力。

3.3　增强新品种保护意识，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农

业部于 201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非主要农作物品

种登记办法》，旨在提高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的保护意

识，增强企业研发新品种的热情。企业在育种成功

后，应积极申请新品种的登记，并申请植物新品种

权，这也杜绝了品种被侵权、异地制种被套购的风

险。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公平

公正的市场秩序，保护企业的品种权益。

3.4　资源共享，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在走访调研中

部分企业主反映，因砧用南瓜种子大多在甘肃、新疆

等地制种，运回青岛地区进行加工、包装，但青岛地

区的气候比较潮湿，影响种子的含水量和发芽率。

因此企业要保证种子的质量必须使用冷风库进行储

存，如果每家企业都建冷风库，投入大且造成了资源

浪费。建议政府有关部门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入手，

将农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园区等建立的贮藏

库、冷风库等出租给企业，达到公共资源共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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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种业发展及打造种业基地的思考
孔祥云

（河南省新乡市种子管理站，新乡 453000）

摘要：为推进新乡市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将新乡打造成优质小麦基地和中国种业基地，对基层种子市场进行了调研，从

种子市场主体、农作物新品种选育、种子基地建设等方面分析了新乡种业发展现状，梳理其存在的问题，研讨、明确了今后种业

发展思路，提出了做大做强新乡种业，打造种业基地的建议。

关键词：种业发展；问题；种业基地；思考；建议

新乡是农业大市，小麦种子基地占河南省基地

面积 1/5，种子企业数量居河南省第 2 位，种子市场

活跃。近年来，在各级政府重视下，新乡种业得到了

长足发展，市场秩序逐步规范。为科学制定种业发

展规划，推进全市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将新乡打造

成优质小麦基地和中国种业基地，我们深入有关县

（市）区、科研院校进行了全面调研，分析种业发展

现状，梳理存在问题，研讨、明确了新乡市种业发展

思路。

1　目前种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新乡市种业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培育出矮抗 58、百农 207 等具有较高利用价值的新

品种，良种繁育基地面积逐年扩大，黄淮海地区种子

大市地位日益巩固，种子市场主体得到多元化发展，

种子生产经营日趋向好，为确保农业生产作出了积

极贡献。

1.1　种子市场主体　截至目前，全市持证种子企业

48 家，其中经营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的 7 家，经营

主要农作物常规种子的 39 家，经营非主要农作物种

子的 2 家。

1.2　农作物新品种选育　“十二五”至今，新乡市通

过国家、省审定的农作物新品种近 100 个，平均年

审 15 个左右，这些品种的审定推广使全市品种结构

进一步优化，一批优质高产新品种占据主导地位，

全市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持续提高。其中小麦、

玉米、水稻、棉花良种覆盖率达 100 %，花生、大豆约 
为 60%。

1.3　种子基地建设　小麦种子基地面积常年在 5.3
万 hm2 以上，实现了由优质小麦生产大市向小麦种

子基地大市的转变。生产种子除满足新乡市用种外，

还能大量支援周边省、市小麦生产用种的需要。

2　存在问题
2.1　种子企业问题　龙头种子企业少，不适应市场

竞争的需要　80% 种子企业注册资本在 500 万元，

从事科研育种的企业占 20%，无品种权的企业占

70%。多数企业既无自育品种，又无独家经营的品

种，主要为别的企业代繁代销，竞争力和抵御市场风

险力差。

企业创新能力较弱，不适应现代种业发展的需

要　多数企业科技创新、研发能力弱，新的育种体制

机制尚未建立。

种子供应体系不完善，不适应应对农业生产风

险的需要　科研育种与生产脱节，企业发展运行机

制不健全，种子科研生产推广保障能力差。

2.2　种子生产基地问题　政府对良种的研发、繁

育、收购等政策与资金的支持力度小，种子繁育基地

可以预见，青岛市通过采取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资源整合、科企合作、政策支持等措施，将青岛市砧用

南瓜种子产业做大做强，发展成为全市的绿色种业、

特色产业，将青岛市建成全国砧用南瓜种子的重要供

应中心和集散地，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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