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无人小车正在种源基地巡检并收集种源小苗的

表型数据

■ 黄岩蜜橘迎来丰收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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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节，是橘乡一年一度的盛会，也是爱橘者的盛宴。上周末，2023年浙江台州黄
岩柑橘节在“中华橘源”启幕，这场聚会，将属于秋天的色、香、味演绎得淋漓尽致；这场
聚会，汇集来自全世界柑橘行业的大咖，一同探讨柑橘产业如何更好发展。面向未来，
老字号橘乡黄岩，将有怎样的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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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蜜橘里的科技密码

■ 红美人智能选果机根据果实甜度等指标自动分选

农文旅盛会拉开大幕
黄岩蜜橘历史悠久，品质优良。据考证，1700多年

前，史料就有黄岩蜜橘的记载。自唐代起，黄岩蜜橘便

被列为贡品，宋元时更有“天下果实第一”之美誉。1996

年黄岩被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等单位命名为“中国蜜

橘之乡”。黄岩蜜橘曾多次获得全国农博会金奖、中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浙江省名牌农产品等荣誉。

台州黄岩柑橘节自1989年开始举办以来，已经举

办16届，经过多年的精心浇灌和迭代升级，黄岩柑橘节

已经成长为国内颇有影响的节会，成为促进台州柑橘、

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和对外交流窗口，推动当地农

业种植业、加工业的发展。据悉，今年黄岩柑橘种植面

积约5.4万亩，预计总产量达6.5万吨，销售产值达4亿

多元，亩均产量有望较去年增加10%。

“天下蜜橘源，开史在黄岩”，今年的柑橘节将持续

至12月12日，在为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系列农文旅

联动的活动精彩登场，将节日氛围拉满。

开幕式上，发布了黄岩蜜橘溯源成果，宣布黄岩蜜

橘入选浙江省土特产名录；黄岩与华中农业大学、西南

大学柑桔研究所、浙江省柑橘研究所签订科技创新合作

协议；与明康汇公司签订农产品公共品牌策划与推广战

略合作协议；台州曦禾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工

程院外籍院士、非洲科学院前院长菲利克斯签订技术合

作协议；“一座甜了千年的城”黄岩首届柑橘电商直播

大赛、浙江黄岩蜜橘筑墩栽培系统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等两项仪式启动。

柑橘节期间，黄岩以“一座甜了千年的城”为主题，

“万人游黄岩活动”、柑橘采摘节、柴古唐斯沙埠森林音

乐越野赛、2023年台州马拉松等一系列丰富的文旅、农

旅、体旅活动，将串联起黄岩优质的农业特产资源、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奇丽的山水自然风光，进一步打响黄

岩文旅的知名度。

种源地溯源擦亮品牌
柑橘节对于黄岩来说，绝不仅仅是好吃、好玩而

已。柑橘对于黄岩，是城市最重要的一张名片，更直接

关系着橘农的生活、西部山区的乡村振兴。为了擦亮黄

岩的这块“金字招牌”，柑橘节期间，一场关于黄岩蜜橘

起源与传播的国际研讨会重磅开启。

蜜橘起源于哪里？如何培育更优质的种苗？各地有

何具有参考价值的种植经验？蜜橘DNA研究的意义何

在？……开幕式当天下午的探讨会现场，来自国内外柑

橘界的大咖们齐聚一堂，围绕柑橘的育种、DNA溯源、病

虫害防治等话题，进行深入的分享与交流，一项项研究成

果、一个个案例清晰可见，观点鲜明、技术含量十足。

在黄岩，种橘子早已不单纯是一项传统的农活，随

着去年中国黄岩蜜橘种源研究中心的落地，一批国内一

流团队聚焦黄岩蜜橘种源，深化科研攻关，全面开展品

种培优、品质提高、品牌提升“三品”联动行动，黄岩成为

了国内外未来柑橘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看得清来路，方知去处。“未来的蜜橘产业，一定离

不开科技化、数字化应用，更多地使用科学技术手段，这

对种源创新而言非常重要。比如DNA技术，可以更精

准地控制口感、抑制酸味、筛选绿色多抗基因，显著提高

育种效率。当前，黄岩已经在新技术、新材料应用上下

了大功夫，要继续加大力度、提速探索。”华中农业大学

园艺林学学院副院长徐强说。

而徐强也带着华中农业大学基因组学与分子育种

团队强势加盟。团队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和高校学科

优势，围绕柑橘“优质营养高效”新品种培育开展分子育

种，聚焦果实品质、抗性及繁殖特性等，在育种新资源、

新基因、新技术、新方法、大数据平台等方面取得了重要

进展。实验室构建了国际上种类最多、覆盖面最广的柑

橘DNA指纹数据库，系统梳理了我国地方柑橘资源，为

种源溯源、品种选优搭建了重要平台。

目前，种源研究中心已引进柑橘优系27个，其中杂

交育种优系20个，细胞工程优系7个；已引进世界各地

核心种质资源102份和自主培育的新种源材料1559份；

以黄岩蜜橘为亲本，通过杂交、胚抢救获得离体培养幼

胚8778个，为创制具有黄岩特色的新品种打下基础。

高科技种植可视可控
“品种+品质＝品牌”，这是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

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田生科一直放在嘴边的话。如果

种源研究是在品种上做文章，那么他的“大田苑”就是

扎根土地，向土壤要数据，科学种植，为蜜橘的品质保

驾护航。

坐落在宁溪镇岭根村，背靠富山，田生科的“大田

苑”是藏在黄岩西部山区里的黄岩蜜橘科技小院。土壤

成分、微生物情况、土壤养分、光照情况……院子里的系

统，可以对试验大棚里种植的每一株果树数据进行监

测、分析，看得见改变，才能更精准地“对症下药”。

从培育健康土壤开始，田生科在山里的研究已经持

续了5个年头。过去的5年，他把所有果农干过的活都

干了一遍，也把所有果农不会干的活都干了一遍。不同

的土壤、不同的营养成分、不同的种植方式会对橘树产

生怎样的影响，不同的光照时间强度、不同的挂果位置

又会让橘子的色香味发生怎样的变化，在无数次的尝

试、无数组数据建模的基础上，他和他的团队已经慢慢

摸索出了一套科学种植的方法。

解民生，治学问。5年来，田生科带领着他的团队

研究人员在当地完成根域限制栽培体系、智慧水肥一体

化系统、智慧物联网、红美人堆肥技术等一些柑橘前沿

的种植技术课题，探索推进柑橘种植的新模式。这些

“自找苦吃”的实践，学术价值自是不用说，更重要的是，

实践的成果要在大地上生根，让农民受益，这才是田生

科眼里，科研更为重要的现实价值。

“让我们更多的科技人员把论文写在橘乡的大地

上，让更多乡村农民在应用科技过程中获得收益，让更

多青年人在科技创新创业中茁壮成长。”田生科说，基于

研究数据的、更有针对性的柑橘种植肥料配方已经陆续

有了应用，这些肥料可以让橘树更健康成长，让橘子更

有效吸收养分，“所以我们吃橘子，吃的是健康。”

在黄岩，为了一颗橘子，越来越多高能级的团队和

项目正在集聚，“天下蜜橘源”正努力蓄积能量，不负这

个头衔赋予的使命，让一颗橘子惠及一方百姓，让黄岩

蜜橘万里飘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