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2 卷
1 9 9 4年

第 4期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10月 A et a Un i

v
.

AZ对 e
.

E心 r e a li
- O c e

id en t a li
s

V o
l

.

2 2 N
o

.

4

o et
.

1 9 9 4

陕西省柿树资源的开发利用

葛秀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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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振 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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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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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场陇
·

7 12 10 0) (3 渭南农校
,

陕西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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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当前陕西省柿树资源开发利用的必要性
、

有利条件
、

存在问题及前景
,

并

提出有关建议
。

关键词 陕西
,

柿树资稼
,

开发

中圈分类号 5 6 6 5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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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近年来陕西省苹果 生产的发展迅猛异常
, 1 9 8 5 年苹果面积为 5

.

01 万 hm
, ,

1 9 8 6 ~

1 9 9 2 年
,

新增苹果面积 21
.

02 万 h m
, ,

为 19 8 5 年的 5
.

2 倍
;
平均每年新增 3

.

0 万 h m
Z ,

为

全部果园新增面积的 77
.

8 %
.

柿子原产我国
,

世界每年产柿 10 0 万 t 左右
,

我国占 50 绒以上
,

日本占 20 % ~ 30 %
,

其他国家只占 20 %左右
〔” .

据 日本农林水 产省果树 花课统计
,

1 9 9 1 年我国大陆产柿

6 4 1 5 7 6 t
,

台湾产 7 0 0 0 t
,

日本为 2 8 9 g o o t
,

韩国 9 7 o 3 l t ,

巴西 4 1 0 0 0 t
,

以色列 1 3 0 0 0

t ,

美国 2 7 2 4 t
,

新西兰 1 o o o t (推断值 )
.

1 柿树开发利用的前景

柿子打入 国际市场
,

其前景要 比苹果乐观得多
.

陕西省柿树不仅栽培面积广
,

且产量

高而稳
,

年产鲜柿 10 万 t 以上
,

占全国鲜柿产量的 20 %左右 (附表 )
.

柿树抗旱耐涝
,

病虫

害少
,

适应性强
,

管理容易
,

成本低
,

无农药残毒之优
,

无环境污染之害
。

果实味甜清 口
,

营

养丰富
,

可做多种加工品
。

果实
、

柿霜
、

柿蒂
、

柿涩等还有重要营养保健医疗价值
〔卜

, , 。

用柿

叶制成的柿叶茶
,

含有多种维生素
、

胆碱
、

黄酮昔
、

蛋 白质等营养成分
,

尤其是 v c
在 1 00 9

干叶中达 3 5 0 0 m g 以上
,

比以 V 。
含量高而著称的枣

、

称猴桃
、

柠檬
、

柑桔等高出 10 一 60

倍
,

含芦丁 (是增强人体毛细管
、

软化血管的维生素 ) 9 90 ~ 1 50 0 m g ,

超过特级茉莉花茶

( 9 10 m g )
.

柿叶茶已成为当今日本畅销的一种健身饮品
〔幻 .

柿树夏天绿叶浓阴
,

秋季碧叶

丹果
,

是房前屋后地梗堰畔栽培的优 良果树
.

它根深叶茂
,

对防止水土流失
,

防止干热风以

及改善 田间小气候方面具有显著的生态效应
〔。 。

因其落叶早
,

萌芽迟
,

对冠下及树冠附近

的小麦
、

油菜等作物影响不大
,

也可以实行柿粮间作
〔。

.

可见
,

利用现有资源优势
,

进一步

开发利用柿树
,

不仅投资少
,

且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十分显著
,

这是柿产区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途径
。

如乾县枣子沟流域 4 个行政村
,

平均每人有柿树 5
.

8 株
,

每户

2 7
.

5 株
。

由于 近年来柿子 价格上 扬
,

由 1 9 5 6 年的 0
.

2 4 元 / k g 增加到 1 9 9 3 年的 0
.

4 0

元 / k g
,

平均每人增加收入 92
.

8 元
,

占人均增加收入的 40 %左右
〔5 , 。

收稿 日期
: 1 9 9 4一 0 1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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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我国柿产 t居前 0 1名 的省 (市 )柿年产 t
, ’ ( 1 9 87 ~ 1 9 9 2 )年 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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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1) 数据来自 l , 8` ~ 1 99 3年的 《中国农业年鉴 》 . 2) 台湾产 t 未计在内
。

2 柿子及其加工品产销展望

目前我国产柿量最大
,

其次是 日本
。

因 日本国土小
,

柿树栽培面积难以扩大
;
但栽培技

术先进
,

单产会有提高
.

如和歌山县果树试验场红北分场
,

在温室栽培柿树
,

第 5 年 0
.

0 67

h耐 产柿 3 0 00 k g
,

第 6 年达 3 7 52 k g
旧 本柿有 54 %以上为甜柿

,

鲜柿供应 自给有余
,

部分出口
; 涩柿面积缩小

,

柿饼产量减少
,

每年需进 口 3 0 00 一 7 00 0 t
.

我国及东南亚国家
,

都有喜吃柿子的 习惯
,

是柿子的主要销售市场
。

陕西省柿树资源丰富
,

各地都有优良品种
,

如能在原有基础上适当发展对路品种
,

很

易形成大宗商品
,

且早中晚熟品种俱全
,

供货期长
; 目前脱涩保鲜技术 已 日臻成熟

,

进一步

完善和推广
,

就能解决运销问题
,

便可提高产值
。

如果我省年产鲜柿以 10 万 t 计
,

若能外

运 5%
,

即 。
.

5 万 t (即 500 万 k g )
,

每 k g 增值以 0
.

02 元计
,

就可多收入 10 万元
.

如收购价

由原来的 0
.

3 元k/ g 提高到 。
.

4 元 k/ g
,

柿农即可多收入 50 万元
.

为运销需用的包装
、

运

输
、

装卸等各环节
,

估计每 k g 约 1
.

00 元左右
,

经商者每 k g 赚 0
.

10 元
,

就可收入 50 万元
.

农副产品的加工所带来的增值众所周知
,

如将柿子制成柿汁
,

可增值 5 倍左右
;
若再

加工成柿酒
,

又可增值 4 ~ 5 倍
;
制成保健 口服液

、

果茶
、

柿涩饮料
,

可增值 10 一 20 倍以上
;

而用柿叶制成柿叶茶
,

更是变废为宝
,

创造更多的价值
。

遗憾的是
,

至今除柿饼外的其他柿

子加工品国内外市场寥寥无几
。

柿叶茶在 日本已有生产和饮用习惯
,

我国近几年生产的主

要销往 日本
,

国内市场很少见
。

因而
,

开发和生产柿子系列新型加工品
,

尤其是有益人们健

康的保健
、

功能性柿子 (或与其他果菜类复合 )食品和饮料
,

必将受到人们的喜爱
。

3 目前柿树生产中的主要问题

3
.

1 树龄老化
,

管理粗放

柿树栽植以后
,

大多采取了只收不管的
“

掠夺式
”

生产方式
,

因而树势衰弱
,

影响产量

和品质
。

3
.

2 旺季过剩
,

价格低廉

柿区多数交通不便
,

而且收获期集中
,

加工运输不配套
,

保鲜脱涩技术未完全过关
,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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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产地积压浪费
,

价值低廉
,

影响群众生产管理积极性
。

3
.

3 规格不一
,

商品性不强

栽培品种繁多
,

良芳不齐
,

大小不一
,

无一定规格
,

商品性不强
,

不能适应商品化生产

的要求
.

鲜柿 出口少
,

不能满足国际市场需要
。

3
.

4 加工品单调
,

产品质 t 差

由于加工中许多问题没有解决
,

各柿区除主要靠太阳晒柿饼外
,

其他加工品很少
,

遇

阴雨柿饼霉烂变质
,

出口比率甚低
,

远远不能满足 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要求
。

4 陕西省开发柿树的有利条件

4
.

1 柿树在陕西省栽培历史悠久

据文献记载
。

至少有 3 0 00 年栽培历史
,

至今还有存活二
、

三百年的结果柿树 .)[
。

群众

对柿树嫁接
、

栽培管理等经验丰富
。

栽培面积和产量都居全国第一
。

4
.

2 陕西省柿树资源丰富

经过长期人工选择
、

人工培育等
,

已形成 了丰富的柿树种质资源
。

现 已初步整理了

1 74 个品种
,

初步选出了 28 个优良品种
,

各地都有适宜鲜食
、

加工和不同成熟期的优良品

种
,

并引种栽培成功日本甜柿
〔, , .

4
.

3 科研队伍不断壮大
,

取得一定科研成果

目前陕西省从事柿树研究的科技人员越来越多
,

陕西省果树研究所专设有柿研究室
,

从全国和 日本引种
,

建立了全国柿种质资源圃
;西北农业大学

、

陕西林业研究所
、

西北林学

院等都有柿树研究人员
,

且得到各重点柿产区县农 (林 ) 业局及乡村重视
,

取得一定成果
.

如西北农业大学在乾县枣子沟 台原阶地试验示范区 (吴店乡 )
,

已总结出粗放柿树土壤管

理及树体管理
、

保花保果
、

提高柿子品质及产量等一套旱地丰产技术措施
;
根据多年试验

研究
,

总结出“
柿子 G A

·

M S
一

M A 无公害节能贮藏技术
” 嘟

,

使火柿
、

水柿在常温下贮藏保

硬期分别达到 60 ~ 10 o d 以上和 30 d 左右
; 还试验解决了柿酱

、

柿脯
、

柿果丹皮等加工中

的返涩问题
,

研制出具有柿子风味和营养及麦饭石营养的柿涩 口服液
、

柿蜜
、

柿果茶
、

柿涩

饮料等系列功能性营养保健加工品
` , , ; 对柿叶茶采摘适宜时期及最佳加工工艺进行了系

统研究
,

试制加工成麦饭石营养保健袋茶
。

该校园艺系
、

食品科学系和基础课部的博士硕

士研究生还就柿子采后生理
、

贮藏保鲜
、

柿饼人工干制等进行了专门研究
,

发表多篇论文
,

为柿子生产及贮藏加工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理论依据
。

4
.

4 形成了国家
、

集体
、

个人多渠道运输体系

乾县阳浴乡凭借贯穿东西的西兰公路之便
,

形成了乾县北部地区柿子的集散地和销

售中心
,

柿果出乡越县
,

运往 内蒙
、

宁夏
、

甘肃
、

青海
、

吉林等省
,

还远销香港及东南亚一些

国家
。

从上可见
,

陕西省的柿树生产
、

科研基础好
,

有一定优势
。

如果领导重视
,

给予一定

投资
,

加强科学管理
,

就能把柿资源优势转化为振兴陕西经济的强大力量
.

5 对开发利用柿资源的建议

1) 领导重视
,

充分认识柿资源对经济欠发达的柿 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作用
。

改变轻视
、

冷落和忽视柿树生产的状况
,

经济上给予一定投资
,

搞好并充分利用产量
、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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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

市场预测
,

使产值
、

销售收入和农民纯收入同步增长
。

2 )加强组织领导
,

成立
“
农民柿子协会

” ,

及时指导
、

交流柿子生产运销中的问题
,

培训

技术骨干
,

提高柿树管理运销水平
。

3) 改造低产老柿树
、

老柿园
。

在柿子主产区
,

推广早地节水施肥技术
、

复草埋草的土壤

管理技术
、

保花保果技术
、

更新修剪技术等
,

恢复树势
,

稳定和提高产量
。

4) 瞄准 21 世纪
,

瞄准国内外市场
,

建立柿子商品基地
.

除在房前屋后埂坎等栽植外
,

应选择交通较为便利
、

乡村建设基础好的县
、

乡
、

村
,

以承包形式
,

建立良种矮化密植示范

园及柿子商品基地
,

进行品种更新换代
,

集约化栽培
,

提高商品竞争力
.

可在我省年均温

13 ℃以上地区选背风向阳
、

土壤肥沃土地建园
,

生产优质日本甜柿
。

5 )加速柿子多用途
、

多品种的加工品开发研究
。

首先在柿区建烘房
,

进行柿饼人工干

制
,

提高产品质量
,

为稳定出口 创汇创造条件
。

其次
,

研究开发功能性柿子系列营养保健品

及饮料
,

选择技术成熟
、

工艺设备简单且具有广阔市场潜力的新型产品为龙头
,

建立柿子

系列加工厂
。

6) 组织多学科联合攻关
,

统一研究柿子生产
、

加工
、

包装
、

贮运
、

销售等环节的难题
,

使

产运贮梢实现系列配套
。

目前先就较为成熟的柿子贮藏加工技术进行推广
,

加速集约化栽

培丰产示范园的建立及其配套技术研究
,

工厂化脱涩和防返涩加工工艺研究
,

特定加工设

备的研制和生产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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