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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西甜瓜栽培历史悠久， 不但是全国优
质厚皮甜瓜主产区之一， 而且也是西甜瓜制种的
优势区［1�-�4�］。 西甜瓜产业具有明显竞争优势和发
展潜力， 是主产区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是农业
生产结构调整的主选产业之一， 也是培育富民产
业的最佳选择之一［5�-�6�］。 我们介绍了甘肃省西甜
瓜生产现状， 总结了产业发展成效， 并分析了西
甜瓜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旨在为甘肃省西甜
瓜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1���西甜瓜生产现状

2015 年甘肃省西甜瓜播种面积为 5.57 万 hm2，
较 2014 年减少 3.00%； 产量 201.47 万 t， 较 2014
年减少 6.78%； 产值为 39.73 亿元。 其中， 西瓜播
种面积 3.78 万 hm2、 产量 141.03 万 t、 产值 25.07
亿元， 甜瓜播种面积 1.79 万 hm2、 产量 60.44 万 t、
产值为 14.66 亿元。 总体看， 西瓜、 甜瓜生产较为
稳定。

西瓜主产地是庆阳、 白银、 兰州、 平凉等市，
播种面积分别占全省西瓜播种面积的 35.6% 、
29.2%、 7.4%、 6.9%； 其中庆阳和白银两市播种面
积均超过 1.00 万 hm2， 占全省的64.8%（图1）。 庆
阳、 白银、 平凉、 武威、 酒泉等 5 市西瓜产量均
超过 10 万 t， 占全省总产量的 81.0%（图2）。

甜瓜主产地是酒泉市、 庆阳市、 白银市， 面
积分别为 0.66 万 hm2、 0.45 万 hm2、 0.23 万 hm2，
产量分别为 24.53 万 t、 13.38 万 t、 6.96 万 t， 产值
分别为 4.20 亿元、 3.94 亿元、 1.64 亿元。 其中，
酒泉和庆阳两市的甜瓜面积、 产量和产值分别占
全省甜瓜的 62.0%、 63.0%、 55.5%（图 3、 图 4）。

从西甜瓜种植模式看， 露地栽培面积 4.76 万
hm2， 占全省西甜瓜的 85.5%； 产量 170.70 万 t，
占全省西甜瓜的 84.7%， 产值 28.73 亿元， 占全
省西甜瓜的 72.3%。 其中露地西瓜种植面积 3.46
万 hm2， 占全省西瓜的 91.5%； 产量 123.79 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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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甘肃省各市州西瓜播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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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省西瓜的 87.8%； 产值 20.30 亿元， 占全省
西瓜的 81.0%。 露地甜瓜种植面积 1.30 万 hm2，
占全省甜瓜的 72.6%； 产量 46.90 万 t， 占全省甜
瓜的 77.6% ； 产值 8.46 亿元， 占全省甜瓜的
57.7%。 西甜瓜设施栽培面积 0.81 万 hm2， 占全
省西甜瓜的 14.5%； 产量 30.77 万 t， 占全省西甜
瓜的 15.3%； 产值 11.00 亿元， 占全省西甜瓜的
27.7%。 其中设施甜瓜种植面积 0.49 万 hm2， 占
全省甜瓜的 27.4%； 产量 13.50 万 t， 占全省甜瓜
的 22.3% ； 产 值 6.21 亿 元 ， 占 全 省 甜 瓜 的
42.4%。

2���取得的成效
2.1 优势格局逐步形成

从区域布局看， 甘肃省已逐步形成优质蜜瓜、
西瓜栽培区， 西甜瓜良种繁育区， 优质白兰瓜、
黄河蜜瓜栽培区， 中部白兰瓜及旱砂田优质西瓜
栽培区， 陇东西瓜延后及薄皮甜瓜栽培区， 陇南、
天水西瓜春提早栽培区等六大各具特色的西甜瓜
优势生产区。
2.1.1����优质蜜瓜、 西瓜栽培区 以敦煌、 瓜州为
主的优质厚皮甜瓜和西瓜的主产区。 2015 年西甜
瓜播种面积 0.67 万 hm2， 产量 28.02 万 t， 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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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甘肃省各市州甜瓜产量占全省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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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甘肃省各市州甜瓜种植面积占全省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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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亿元。 其中， 西瓜播种面积 0.11 万hm2（包括
无籽西瓜）， 甜瓜播种面积 0.56 万 hm2， 甜瓜面
积、 产量和产值均占该区的 80%以上， 均占全省
甜瓜的 30%。
2.1.2����西甜瓜良种繁育区 以酒泉市肃州区、 金
塔县为主， 包括张掖市高台县在内。 2015 年西甜
瓜播种面积 0.22 万 hm2， 产量 8.5 万 t， 产值 2.06
亿元。 其中， 西瓜播种面积 0.12 万 hm2， 甜瓜播
种面积 0.10 万 hm2。 该区主要以西甜瓜良种繁育
为主， 繁种面积 0.20万 hm2 左右。
2.1.3���优 质白兰瓜、 黄河蜜瓜栽培区 以民勤县
为主。 2015 年播种面积 0.49 万 hm2， 产量 27.13
万 t， 产值 4.85 亿元。
2.1.4����中部白兰瓜及旱砂田优质西瓜栽培区 包
括兰州市和白银市大部分县区。 2015 年西甜瓜播
种面积 1.82 万 hm2， 产量 55.42 万， 产值 13.86 亿
元。 其中， 西瓜播种面积 1.41 万 hm2， 甜瓜播种
面积 0.41 万 hm2。 该区以露地西瓜种植为主， 其
面积、 产量和产值均占全省西瓜的 31%以上。
2.1.5����陇东西瓜延后及薄皮甜瓜栽培区 以庆阳
市和平凉市为主。 2015 年西甜瓜播种面积 2.10 万
hm2， 产量 72.28 万 t， 产值 12.60 亿元。 其中， 西
瓜播种面积 1.61 万 hm2， 甜瓜播种面积 0.49 万
hm2。 西瓜面积和产量均占全省西瓜的 40%以上。
甜瓜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省甜瓜的 28%和 26%。
2.1.6����陇南、 天水西瓜春提早栽培区 以天水市
和陇南市为主。 2015 年西甜瓜播种面积 0.27 万
hm2， 产量 10.12 万 t， 产值 2.00 亿元。 其中， 西瓜
播种面积 0.21万 hm2， 甜瓜播种面积 0.06万 hm2。
2.2 品种与栽培模式不断优化

西甜瓜品种类型丰富多样， 杂交种应用率达
85%以上， 良种普及率达到 90%以上， 目前应用
的西甜瓜主栽品种已从 110 多个优化到 70 多个。
其中， 西瓜主栽品种 40 多个， 甜瓜主栽品种近 30
个。 品种区域特色鲜明， 已逐步形成了西部和中
部地区以厚皮甜瓜、 大果型西瓜种植为主， 东部
和南部地区以薄皮甜瓜、 小果型和无籽西瓜种植
为主的生产格局。

西甜瓜栽培模式不断优化， 适应不同优势栽
培区的高品质简约化栽培技术得到示范和应用。
如瓜州县在哈密瓜生产中采用的垄膜沟灌节水栽

培模式， 凉州区日光温室西瓜“一年四茬”周年栽
培模式。 甜瓜种植区域相互融合， 补充了当地市
场空缺， 厚皮甜瓜由西向东逐步推移， 如泾川县
引进设施厚皮甜瓜及配套栽培技术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西甜瓜生产逐步向农艺农机结合的方向发
展， 轻简化栽培技术示范作用逐步显现。
2.3 质量和品牌意识显著提高

各主产区对西甜瓜质量安全重视程度普遍提
高， 积极试验示范科学的生产管理技术。 推广了

“双膜双拱” 高产高效栽培、 黄板诱杀蚜虫、 新材
料泡沫板垫瓜防虫防水、 测土配方施肥、 沼液喷
洒防虫、 熊蜂授粉、 蜜瓜套袋等绿色防控优质高
产技术， 从源头上解决质量安全问题。 开展了以
提升产地和品牌形象以及注册原产地标志的活动，
如瓜州创立了“瓜州蜜瓜”品牌， 民勤县蜜瓜获地
理标志认定， 庆阳申请了“庆阳香瓜”地理标志认
定， 山丹县注册了“长城王”牌砂田西瓜。
2.4 农民增收显著

西甜瓜是高效园艺作物， 已成为主产区农业
增效、 农民增收的富民产业。 如张掖市采用“辣
椒—西瓜”间作模式， 效益较蔬菜增加了 3.45 万
元 /hm2； 泾川县引进设施厚皮甜瓜及配套栽培技
术， 收益高达 12.00 万～15.00 万元 /hm2； 凉州区
推广的日光温室“一年四茬” 周年栽培技术， 平
均产值达 31.50 万元 /hm2， 平均纯收入达 24.00 万
元 /hm2， 是当地经济收益最好的生产模式。
3���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品种更新滞后， 种植结构不合理

一是主产区对品种更新的重视程度不够， 严
重制约了西甜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从调研情况
看， 甜瓜品种银帝系列、 玉金香等种植面积较大，
由于这些品种引进已经超过 10�a， 其抗病性、 抗
逆性等各项指标退化严重， 直接影响了西甜瓜品
质和经济效益， 需要及时更新品种。 二是种植模
式和品种搭配不合理。 西甜瓜种植以露地为主，
上市期集中在 7�—8 月， 容易造成产品滞销。 大果
型中晚熟品种占比例较高， 小果型、 无籽西瓜等
的播种面积较小， 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弱。
3.2 产业体系不够完善， 销售方式不够灵活

西甜瓜产业链中产前、 产中、 产后环节极不
配套， 尤其是产后环节较为薄弱。 多采用简易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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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和纤维袋包装进行运输， 增加了运输过程中的
损耗， 降低了品质， 影响了再次销售。 冷链物流
体系还是空白， 只能靠当地经纪人或就近客商在
本地或周边市场进行小规模的销售， 缺乏长远规
划。
3.3 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不高足

全省西甜瓜主产县、 乡虽然创建了一些综合
性的专业合作组织， 但大多数合作社基础条件差、
覆盖范围小、 服务领域窄、 运作不灵活。 同时，
受资金困扰， 多数不能正常发挥作用。 加之经纪
人培训、 认证工作滞后， 导致瓜农与市场的有效
连接不够， 合作经济组织和龙头企业对农户的带
动作用有限， 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低， 难以实
现产销有效对接。
3.4 技术培训明显滞后， 产业发展后劲不足

全省西甜瓜种植面积较为稳定， 但单位面积
产量不高。 先进实用技术、 轻简化栽培技术普及
推广力度不够， 技术培训明显滞后。 先进栽培技
术掌握程度参差不齐， 导致同工不同收， 严重挫
伤了农户的积极性。 从事西甜瓜生产的专业技术
人员缺乏专业培训， 知识更新滞后， 缺乏创新精
神， 产业发展后劲严重不足。
3.5 信息预警体系不健全， 抵御风险能力较弱

政府投入西甜瓜产业的资金较少， 设施建造
中新材料、 设备的运用以及新技术优化和创新能
力不足。 设施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 特别是冬
春季节， 易受旱涝冰冻及沙尘暴等灾害性天气影
响， 预警体系不健全。
4���发展建议
4.1 抢抓机遇， 加大扶持力度

紧抓“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发展机遇， 加强
和中亚地区各国的联系， 发展订单农业， 并在边
界地区建立实体销售体验店及电子商务销售平
台。 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中部和西部）应加大西
甜瓜产业扶持力度， 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内外
环境， 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 提供必要的财力支
持。 同时， 加强西甜瓜产业各环节的监管和执法
力度， 进一步规范市场， 促进西甜瓜产业持续健
康发展。
4.2 增强品种更新和储备能力， 优化种植结构

品种选择围绕市场多元化需求， 突出品质与

抗性。 加大西甜瓜品种引进筛选、 试验示范和推
广力度， 不同生态区和种植模式推广适宜品种。
重点加快小型无籽西瓜、 早中熟中小果型瓤质细
脆西瓜、 早熟大果型优质厚皮甜瓜、 优质薄皮甜
瓜、 中晚熟优质籽瓜等系列品种的引进筛选、 试
验示范推广， 做好品种储备工作。 同时， 加强与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甘肃农业大学、 甘肃省种子
管理局、 种子企业等单位的合作， 构建以市场为
主导、 企业为主体、 产学研相结合、 育繁推一体
化的现代西甜瓜生产及研发制种体系。 要按照区
域化布局、 规模化经营、 产业化发展的思路， 围
绕市场不断调整种植结构， 错季播种， 确保周年
供应。
4.3 培育合作组织， 提高组织化程度

一是培育壮大西甜瓜合作经济组织， 引导建
立科学规范、 合理的利益共享分配机制， 以合作
组织为纽带连接农户、 企业、 市场， 提高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组织化程度。 二是鼓励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广泛开展各项经营活动，
在组织生产、 信息咨询、 技术服务、 市场流通等
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增强带动能力。
4.4 加强技术培训， 加快标准化生产技术的普及

结合阳光培训工程， 加强专业技术人员和农
民培训， 提升西甜瓜产业发展水平。 对 15 个西甜
瓜重点县的农民进行实用技术培训， 培养懂技术、
会管理的带头人。 重点开展西甜瓜轻简化栽培、
嫁接育苗、 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培训。
4.5 推进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西甜瓜生产信息监测预警体系。 鼓
励适度土地流转、 规模化生产。 鼓励农民开通农
信通手机业务， 时时掌握气象、 生产和销售等信
息。 对全省西甜瓜生产、 供求、 价格及外部产业
环境等信息进行采集分析， 预测发布， 及时提供
准确、 全面的产销预警信息， 合理引导专业合作
社和农户错季播种， 促进生产稳定发展、 市场平
稳运行， 保障西甜瓜周年均衡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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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台县地处甘肃省东南部， 陇东黄土高塬南
缘， 海拔 890～1�470�m， 常年日照时数 2�453�h，
无霜期 170�d， 属温带半湿润气候区。 年降水量
650�mm， 降水量分布不均匀， 7、 8、 9 月占全年
降水量的 60%以上。 地貌属残塬沟壑区， 境内塬、
梁、 沟、 峁交错， 地势西高东低， 有达溪河、 黑
河、 涧河、 蒲河四大水系， 其中达溪河自西向东
横贯全境， 将全县分为两大板块， 即南部山区和
北部塬区。 地质属鄂尔多斯台地， 土壤为黄绵土、
黑垆土、 红胶土等类型， 农业耕地以黄绵土和黑
垆土为主。 小麦是灵台县的第一大粮食作物， 常
年播种面积 2.18 万 hm2， 占全县粮食播种面积的
46%， 小麦商品率达到 50%， 是当地群众的主要
经济来源之一。 但近年来， 由于种植业内部结构
调整和农村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小麦生产出
现了许多不容忽视的现象和问题。 我们对灵台县
部分小麦种植大户、 专业合作社、 小麦收购企业、
农资供应个体户等进行了调查走访， 结合多年农

业技术推广实践， 对全县小麦生产现状进行了分
析， 指出了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了亟需
的技术需求。
1���生产现状

全县辖13个乡（镇）184 个行政村， 5.4 万个农
户， 总人口 22.6 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 20.8 万人。
全县总耕地 4.82 万 hm2， 人均耕地 0.23�hm2。 全
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4.41 万 hm2， 粮食总产量
15.8 万 t， 每年向国家贡献商品粮 7.12 万 t， 占粮
食总产量的 45%。 冬小麦是灵台县的主导产业，
也是优势产业， 常年播种面积 2.18 万 hm2， 近年
来， 小麦面积基本趋于稳定， 占粮食作物总播种
面积的 46%。 小麦在全县各乡镇均有种植， 除百
里乡部分区域全部种植玉米外， 其他区域的农户
基本在种植小麦。 小麦在塬地、 川地和山台地均
有种植， 其中塬地种植约 0.8 万 hm2， 占总种植面
积的 36.7%， 平均产量约 3�900�kg/hm2； 川地种植
约 0.1 万 hm2， 多无灌溉条件， 占总面积的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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