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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在田间管理、 收获、 加工、 运输、 销售过
程中需要除去的残枝枯叶， 以及受病虫危害、 不能
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部分叫蔬菜剩余物或蔬菜废弃
物， 也称尾菜［1�］。 不同种类的蔬菜产生的尾菜数量
不同。 尾菜主要产生于两个方面， 一是生产环节即
田间管理、 收获时产生的尾菜， 二是在流通环节即
蔬菜保鲜库加工、 储运中产生的尾菜。 随着市场需
求的变化， 蔬菜的净菜上市、 商品化处理量不断增
加， 产生的尾菜数量急剧攀升。 为了确切掌握榆中

县高原夏菜产生的尾菜情况， 切实加强“尾菜”治理
工作， 保护高原夏菜种植基地土壤和空气环境， 我
们对榆中县蔬菜生产环节产生的尾菜进行了调查，
以期摸清榆中县主要种植蔬菜生产环节尾菜的产生
量， 为开展综合利用提供依据。
1���调查区基本情况

榆中县是兰州高原夏菜的主产区， 全县有 16
个乡（镇）， 148 个行政村， 近 6 万农户种植蔬菜，
涉及农业人口约 24 万人。 2015 年榆中县高原夏菜

摘要： 对兰州蔬菜主产区榆中县生产环节中产生的尾菜进行了田间调查。 结果表明， 榆中县蔬菜在生产环节
中年产生尾菜约 90万 t， 平均单位面积产生量为 37.52 t/hm2， 尾菜量占蔬菜总产量的平均比例为 31.29%； 产生尾
菜最多的是花椰菜 35万 t， 占全县尾菜量的 1/3多。 在各种蔬菜中， 尾菜比例最高的是青梗松花菜、 西兰花和花椰
菜， 尾菜占总产量的比例在 50%左右， 单位面积产生的尾菜量也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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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面积达 2.4 万 hm2， 总产量 86 万 t， 实现蔬菜
总产值 14 亿元， 蔬菜产业已发展成为当地种植业
中最具竞争力的优势产业， 也是当地群众增加收
入的主要渠道［2�］。 榆中县种植的蔬菜以花椰菜、
青梗松花菜、 西兰花居多， 产生的尾菜量大， 由
于缺乏经济适用的处理技术， 利用转化率低、 无
公害处理不到位， 致使大量尾菜堆积于田间地
头、 乡村道路旁、 沟渠内， 发生腐烂变质， 造成
污染， 成为一大“公害”， 给无公害、 绿色蔬菜生
产基地环境安全造成了威胁， 制约全县循环农业的
发展［3�-�4�］。
2���调查范围与方法

2014�—2015 年， 在蔬菜收获季节对全县范围
内种植的主要蔬菜于收获前在田间进行调查取样，
共取样 550 个， 其中花椰菜 190 个、 青梗松花菜
80 个、 娃娃菜 100 个、 莴笋 55 个， 芹菜 50 个、
西兰花 35 个、 甘蓝 35 个， 其他 5 个。 取样方法
为在田间随机抽取 5 个样点， 每个样点随机选择 5
株蔬菜， 先称量总重， 然后按给菜库交售的标准

剥除尾菜， 分别称量商品菜（净菜）和尾菜的重量。
3���结果与分析
3.1 榆中县主要蔬菜种类与面积

目前榆中县种植的主要蔬菜有叶菜、 瓜果、
根茎三大类的近 20 个种类， 2015 年种植面积达
2.4 万hm2（见图1）， 其中花椰菜分布范围最广、 种
植面积最大， 达 0.83 万 hm2， 占蔬菜总面积的
34.72%， 是榆中县川东片、 南部二阴山区冷凉型
蔬菜的主栽种类； 其次是青梗松花菜， 面积达 0.3
万 hm2， 占蔬菜总面积的 12.5%， 由于易入味、 口
感好， 近几年发展较快； 娃娃菜、 莴笋、 芹菜、
甘蓝种植面积每种均在 0.27 万 hm2 左右， 均占蔬
菜总面积的 10%左右。
3.2 榆中县主要蔬菜尾菜比例与单株尾菜产生量

收获期间对榆中县主要蔬菜调查取样统计的
结果（图2）表明， 尾菜比例最高的是青梗松花菜和
西兰花， 分别为 59.81%和 59.37%， 单株尾菜量分
别为 2.06�kg 和 1.28�kg。 其次是花椰菜， 尾菜比例
为 41.48%， 单株尾菜量为 1.12�kg。 芹菜和莴笋尾

图 1 榆中县 2015年蔬菜种植面积与比例
a.�2015年榆中县主要蔬菜种植面积 b.�2015年榆中县主要蔬菜种类占蔬菜总面积比

图 2 榆中县主要蔬菜单株尾菜产生量与尾菜比例
a.�榆中县主要蔬菜单株尾菜占比 b.�榆中县主要蔬菜单株尾菜产生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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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榆中县主要蔬菜尾菜产生量
a.�榆中县主要蔬菜尾菜单位面积产生量 b.�榆中县主要蔬菜尾菜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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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比例较低， 分别为 21.2%和 19.79%， 单株尾菜
量分别为 0.39�kg 和 0.19�kg。 娃娃菜尾菜比例为
12.63%， 单株尾菜量为 0.24�kg。 其实娃娃菜在田
间产生的尾菜很少， 主要是一些没有生长成型、
不能作为商品出售的小菜， 因为娃娃菜是按株出
售， 收获时为了保持蔬菜的新鲜， 一般不剥掉外
边的叶片， 其尾菜的产生主要在流通环节， 即在
精选、 包装环节产生大量的尾菜。
3.3 榆中县主要蔬菜尾菜产生量

从图 3 可以看出， 榆中县在蔬菜生产环节共
产生尾菜约 90 万 t。 其中花椰菜由于种植面积较
大， 产生的尾菜最多， 达 35 万 t， 占全县尾菜量
的 1/3 多， 其次是青梗松花菜， 达 18.08 万 t， 其
余蔬菜都在 10 万 t 以下。 平均单位面积尾菜产生
量为 37.52�t/hm2， 占蔬菜产量的 31.29%。 单位面
积尾菜的产生量以青梗松花菜和西兰花较多， 分
别为 60.26�t/hm2 和 57.6�t/hm2； 其次是花椰菜、 芹
菜和甘蓝， 为 38.25～42.00�t/hm2； 莴笋产生的尾
菜最少， 只有 10.83�t/hm2。
3���小结

根据调查可知， 榆中县主要蔬菜的种植以花椰
菜分布范围最广， 种植面积最大， 达到了 0.83 万
hm2， 占蔬菜总面积的 34.72%， 是榆中县川东片、
南部二阴山区冷凉型蔬菜的主栽种类； 其次是青梗
松花菜， 面积达 0.3 万 hm2， 占蔬菜总面积的
12.5%， 由于易入味、 口感好， 近几年发展较快；
娃娃菜、 莴笋、 芹菜、 甘蓝种植面积均为 0.27 万
hm2 左右， 均占蔬菜种植总面积的 10%左右。

尾菜比例最高的是青梗松花菜和西兰花， 分
别为 59.81%和 59.37%， 单株尾菜量分别为 2.06�kg

和 1.28�kg。 其次是花椰菜尾菜， 比例为 41.48%，
单株尾菜量为 1.12�kg。 芹菜和莴笋尾菜比例较低，
分别为 21.2%和 19.79%， 单株尾菜量分别为 0.39�
kg 和 0.19�kg。 娃娃菜尾菜比例为 12.63%， 单株尾
菜量为 0.24�kg， 主要在精选、 包装时大量产生。

在生产环节全县共产生尾菜约 90 万 t， 尾菜
最多的是花椰菜， 35 万 t， 占全县生产环节尾菜量
的 1/3 多。 平均单位面积产生量为 37.52�t/hm2， 占
产量的平均比例为 31.29%。 单位面积尾菜的产生
量以青梗松花菜和西兰花较多， 分别为 60.26�t/hm2

和 57.6�t/hm2， 占产量的比例在 50%左右； 其次是
花椰菜、 芹菜和甘蓝， 为 38.25～42.00�t/hm2； 莴
笋产生的尾菜最少只有 10.83�t/hm2。 说明生产环节
产生尾菜的量主要由蔬菜种类决定， 其次与种植
水平、 产量、 产品要求等有关。
参考文献：
［1］ 晋小军. 尾菜利用技术与研究［M］. 北京： 中国农业

出版社， 2015.

［2］ 张俊科， 陈雪璟， 晋小军， 等. 兰州市蔬菜产业发展

现状及建议［J］. 甘肃农业科技， 2007（10）： 32-34.

［3］ 杨富民， 张克平， 杨 敏. 3 种尾菜饲料化利用技术

研究［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2014， 22（4）： 491-

495.

［4］ 李 桃， 金胜利， 张光全， 等. 榆中县农业环境污染

防控思路与对策浅议［J］. 农业环境与发展， 2012

（3）： 68-71.

［5］ 李晓蓉， 欧巧明， 赵 瑛， 等. 城市蔬菜废弃物处理

及其资源化利用模式探讨［J］. 甘肃农业科技， 2015

（1）： 52-56.

（本文责编： 杨 杰）

种类 种类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