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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胡萝卜种植面积约占世界总面积的 40%，

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主要分布在华

北、华中、西北、东北的部分省份［ 1 - 2］。甘肃省

是我国重要的胡萝卜产区，种植区域主要在陇东、

渭河流域、河西地区及中部地区。2013年，全省

胡萝卜种植面积达到 2.355万 hm2，产量达 69.5万

t，胡萝卜产业成为甘肃省农民增收新的增长点。

为促进胡萝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现就甘肃省胡

萝卜生产优势和产业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发展建

议，以供相关部门参考。

1 现状

1.1 胡萝卜产区概况

甘肃胡萝卜传统主要是以夏秋播种，秋冬收

获，零星分布于全省各地，供应冬春蔬菜淡季市

场。2000 年后胡萝卜生产有了长足发展，截至

2013年，全省胡萝卜种植面积达到 2.355万 hm2，

产量达 69.5万 t，较 2001年面积增加了 57%；较

2007年面积增加了 30%，产量增加了 33%。甘肃

省种植区域主要在陇东、渭河流域、河西地区及

中部地区，其中，平凉市种植面积约 0.667 万

摘要：在分析甘肃省胡萝卜产业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了甘肃省胡萝卜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做好
产业发展规划，发挥区域优势；依靠科技，提高产品品质；实施品牌战略，打造特色农业支柱产业；大力发
展胡萝卜深加工业，提高产品附加值；培育行业组织，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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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2，集中在崆峒区、灵台县、泾川县，分别占全

市面积的 43.5%、21.5%、16.1%；庆阳市 0.200万

hm2，主要在西峰区、庆城县，分别占全市面积的

35.9%、19.1%；天水市 0.400万 hm2，主要在秦州

区、武山县、甘谷县，分别占全市面积的 43.4%、

19.3%、16.2%；兰州市 0.167万 hm2，主要在永登

县，占全市面积的 41.4%；定西市 0.333 万 hm2，

主要在临洮县，占全市面积的 95%；金昌市 0.167

万 hm2，主要在永昌县，占全市面积的 92%。

胡萝卜除单种外，主要以复种和套种为主，其

中，陇东、天水一带以油菜、胡麻、小麦等收获后

复种为主，河西及中部地区以单种和套种为主。陇

东、天水一带在前茬作物收获后，于 7月上中旬播

种，品种主要有新黑田五寸参、菊阳五寸参、小红

顶、透心红、柿子红、七寸红，长城红钥、红秀 34

等，品种繁杂，多为常规种，价格较为便宜，一般

生产成本在 9 000～12 000元 /hm2。种植模式有平

作、垄作栽培。垄作栽培一般垄顶部宽 20 cm，垄

高 15～20 cm，垄底宽 25～30 cm，垄沟为 10 cm，

每垄种植 2行，一般株距 8～12 cm。平作有撒播、

条播。灌水方式主要为漫灌和沟灌。上市期一般

在 10月中下旬。

河西地区最大的胡萝卜种植基地为永昌县，

从 2000 年开始种植，到现在种植面积已达到

0.153万 hm2。永昌县胡萝卜产品获得国家 A级绿

色认证，主要为单种、露地栽培，在 4月中下旬

播种，品种主要以牛顿 1070、幕田佳参等杂交种

为主，生产成本 12 000～15 000 元 /hm2。种植方

式为高垄作栽培，一般垄宽 50 cm，垄高 20～25

cm，垄沟为 30 cm，每垄种植 3～4行，一般株距

6～10 cm。有撒播和条播，上市期一般在 9月上

中旬。近年来，各地大力推广地膜穴播和塑料拱

棚种植等多种覆盖种植技术，利用塑料拱棚 +地

膜覆盖方式种植胡萝卜，可在 7月初上市，地膜

覆盖栽培胡萝卜在 7月下旬上市［ 3 - 4］。

定西市临洮县是近年快速发展起来的胡萝卜

种植大县，从 2008年的 1 333 hm2 发展到目前的

3 000 hm2。该县主要为单种，平作。种植模式有

地膜穴播种植、大棚地膜穴播种植、小拱棚地膜穴

播种植 3种模式。地膜穴播在 3—5月种植，7—9

月上市，一般人工开穴点播或采用滚筒式点播器

播种，株距为 12 cm，行距为 12～15 cm。幅宽

120 cm的地膜播种 7行，140 cm的地膜播种 8行。

大棚地膜穴播在 1月中旬种植，4月中旬上市。小

拱棚地膜穴播在 2月下旬种植，5月中下旬上市。

该县还积极推广塑料大棚多层覆盖和日光温室种

植，实现了产品的周年供应。生产中主要品种为

荷兰 101、1070、斯卡纳、七寸红、百提茂等，多

为引进荷兰和日本的杂交种。一般生产成本

18 000～21 000 元 /hm2，平均产量高达 75 t/hm2。

灌水方式主要为漫灌。采收主要以人工为主，采

收机械应用程度较低。

1.2 胡萝卜销售市场

全省专业市场主要以当地的蔬菜批发市场为

主。产品主要销往重庆、成都、上海、广州为主

的东南沿海市场和青、宁为主的西北市场。

1.3 科研概况

胡萝卜科研主要集中在品种引进、栽培技术、

种植模式、栽培生理方面，育种方面还没有涉及。

如平凉市开展了复种胡萝卜垄作栽培密度研究［ 5］；

临洮县开展了塑料大棚多层覆盖及复种技术研究，

提出了塑料大棚（多层）+小拱棚+地膜覆盖种植、

小拱棚 +地膜覆盖栽培、地膜全覆盖栽培等多种

植模式及胡萝卜复种其他蔬菜的复种技术［ 6 - 8］。甘

肃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在永昌县开展了胡萝

卜播种时期、播种密度、平衡施肥、灌溉制度、

覆盖方式等栽培技术［ 9 - 10］，开发了高原夏季无公

害胡萝卜专家系统［ 11］，开展了高原夏季胡萝卜肉

质根膨大与内源激素含量的关系、胡萝卜内源激

素含量分布与畸裂肉质根形成的关系等研究［ 12 - 13］。

2 存在的问题

2.1 品种繁杂，种子成本不断飙升

目前生产上推广的优质品种多数是从荷兰、

日本引进，由于种源受控制，加上行业经济利益

驱动，种子成本越来越高，种子成本占种植成本

的 60%以上，已制约着甘肃省胡萝卜产业整体竞

争力的提升。

2.2 加工技术落后，深加工程度低

目前胡萝卜加工企业整体规模小，产品加工

还处在简单冷冻和保鲜的初级水平，主要是以保

鲜外销为主。此外，深加工程度低，缺乏胡萝卜

汁、胡萝卜泥、脱水胡萝卜等深加工企业。产品

附加值低，农民增收不明显。

2.3 种植管理粗放，产量较低

种植方式多为撒播和条播，种植密度较大，

产品品质不高。标准化生产主要在标准化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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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少数几个蔬菜基地推行，大部分村都是采取一

家一户的种植模式，在种植、施肥、喷药等方面

都是凭借自己的经验进行，缺乏统一的指导和实

施标准。

2.4 机械化程度较低，人工成本较高

种植多为人工点播或撒播，费时费力，浪费

种子，增加了成本。收获方式主要以人工收获和

半机械化分段收获为主，机械化或半机械化收获

率不到 10%。

2.5 农民组织化程度低，难以形成合力

从事胡萝卜购销的农民经纪人很多，但多处

于松散状态，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农民利

益很难得到保障，协会作用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

另外，产品宣传推介力度不够，没有特色品牌。

3 发展建议

3.1 做好产业发展规划，发挥区域优势

充分发挥甘肃省具有的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

优势。根据各地土壤、气候特点及栽培技术水平，

制定甘肃省胡萝卜产业发展规划，坚持“因地制

宜，相对集中，规模经营”的原则，以点带面，适

度发展规模化种植，充分发挥区域优势，促进胡

萝卜产业健康发展。

3.2 依靠科技，提高产品品质

依托科研单位和地方技术部门，加大新品种

培育和引进力度，加强新品种试验、示范与推广，

打破行业垄断，尽量降低种子成本。大力推广节

水滴灌、测土配方施肥等节本增效技术以及精量

播种等先进栽培技术，不断提高栽培技术水平，

提高单产和成品率。强化胡萝卜标准化生产技术

的研究与推广，提高产品品质。大力推广胡萝卜

产品清洗、分等分级、包装等采后商品化处理和

贮运保鲜技术。

3.3 实施品牌战略，打造特色支柱产业

甘肃省胡萝卜产业虽规模较大，但至今尚缺乏

拳头产品。要使甘肃省胡萝卜生产走出低水平、低

层次发展的困境，就必须依托当地优势，大力实施

品牌战略，促进甘肃省胡萝卜生产向优质化、品牌

化方向发展。要创立和注册品牌，积极开展商标注

册、地理标志、原产地商标以及无公害、绿色食品

的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打造特色优势品牌。

3.4 大力发展胡萝卜深加工业，提高产品附加值

政府应制定政策，扶持加工企业特别是农业

龙头企业引进深加工技术，开展胡萝卜汁、胡萝

卜泥、胡萝卜纸等产品的生产及胡萝卜色素、β-

胡萝卜素提取等深加工生产，延长产业链条，实

现产品增值。进一步开拓出口市场，应积极拓展

日本、韩国、欧美、俄国市场，以降低市场风

险。

3.5 培育行业组织，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

积极扶持、引导建立农民经济合作组织，鼓

励专业种养大户、科技示范户、农产品购销大户、

农产品加工企业等，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通过

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入股，组建各类专

业合作社或专业协会，为标准化生产分散经营的

农户提供市场信息、农资供应、技术咨询、资金

信贷和农产品贮藏、加工、运销等系列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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