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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王蔚）又到了
草莓大量上市的季节。这些年总
有食客抱怨，为什么现在的草莓吃
不出“小时候的味道”了？还有不
少草莓口感寡淡，到底是什么原因
呢？近日，上海交通大学的科研人
员不仅解开了这个谜题，还为改良
草莓原种苗找到了新路。
日前，来自不同产区的优良草

莓品种在江苏盐城举行的第十届
国际草莓大会上亮相。展会上最
亮眼的成果，是上海交大农生学院
研究员许文平带领团队研发出的
具有“纯品种、减农药、减化肥”效
果的草莓育苗技艺。由这项技术
浇灌出的草莓颗颗香味十足、色泽
娇艳，还被称为“高学历、高颜值”
品种。这项技术有望撬动数十亿
元的产业。
许文平解释：“开放的自然界

中，一个草莓品种在年复一年的育
苗过程中，会不断受到微生物浸
染，导致品种退化。病毒浸染是草
莓品种退化的主要原因，携带病毒
的退化种苗结出来的果实，相应的

味道就有了变化。我们这项成果
就是创新草莓原种苗生产技术体
系，让种苗摆脱病毒的‘纠缠’，解
决品种退化难题，让草莓恢复到我
们‘小时候的味道’。”
十多年前，许文平更关注在种

植末端解决草莓产业中的水肥和

病虫害管理问题。但随着研究深
入，他发现问题的源头在于草莓种
苗质量整体性偏差。随后，他开始
探索草莓原种苗生产技术体系创
新，从源头上解决种苗质量不高的
根本性难题，种植户再也不必因为
担忧种苗长不好而用“多吃点”肥

料的方式来促进草莓生长。
传统草莓种苗培育以匍匐茎

育苗为主，病毒感染普遍、品种退
化严重、种苗质量不高，严重制约
了草莓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通过
脱毒种苗组培和基质育苗这种新
模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培育出高品

质脱毒原种苗。该种苗抗性强、成
活率高，可快速规模化生产，助力
草莓产业升级发展。
“根据中国园艺协会草莓分会

的数据测算，目前国内草莓种苗产
业市场份额约200亿元，而高品质
脱毒种苗培育的草莓占比不足
10%，市场缺口巨大。”许文平说，
“草莓产业的短板和瓶颈主要是种
苗质量不高，目前产业上组培及脱
毒技术水平偏低。我们研发这项
技术是希望能帮助种植户解决死
苗率高、病害多、补苗难、效益差等
种植难题。我们期望通过该项技
术，为种苗繁殖户提供优质的原种
苗去繁育草莓种苗，让种苗结出清
甜、健硕的果实。”

基于该技术，许文平与合作伙
伴从2021年开始验证技术的可行
性和成熟性，今年又成立了上海交
盟种荟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我们目前已与江苏、山东、浙江、
云南等十余个省的100多家企业
合作，涵盖了几十个草莓品种。”公
司CEO李媛媛表示。

上海交大科研人员研发育苗技艺，使种苗摆脱病毒“纠缠”

让草莓恢复“小时候的味道”

科技有“魔力”农业有活力

金山番茄“月月可尝鲜”秘诀何在
滚动种植模式、智能温控管理和科学配比肥料都“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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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品种、减农药、减化肥”是草莓
产业健康发展的种苗保障

▲ 结出来的草莓色香味俱全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位于金山区亭林镇油车村的五色
油菜花海呈现绚丽多彩的春日画卷。
在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油菜多功能场景
融合示范基地，五色油菜除了金黄色

外，还有橙色、桃红色、白色和紫色，美
不胜收，吸引市民游客驻足留影，共享
春日盛宴。

特约通讯员 庄毅 摄影报道

春日邂逅
五彩花田

本报讯（记者 马丹）阳光和南
风强强联手，上海这两天升温势头
迅猛。昨天，徐家汇站最高气温达
到31.1℃，成为1933年以来最早出
现30℃的日子，同时跻身历史3月
最高气温第二，火热程度直逼初
夏。今天，上海晴转多云，早晨全市
气温起步普遍在11℃~17℃，白天吹
偏南风，中午起风力会加大到4~5
级。尽管今天的偏南风“点火”能力
略逊于昨天的西南风，但今天最高
气温仍冲向“30℃+”。气象专家提
醒，这波超级大回暖已达到“巅峰”，
申城天气即将“变脸”，远方的强冷
空气开始南下，上午逐步影响我国
西北部地区。据上海中心气象台预

报，这股冷空气将在半夜后抵达，明
起影响上海，最高气温将速降13℃
左右，体感从初夏秒回寒春。
今天傍晚，本市在活跃的暖湿

气流影响下，可能会出现短时阵
雨。半夜以后，随着冷空气到来，冷
暖交锋，天气将转为阴到多云，有时
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累积雨量可
达中到大雨。明天白天，风向从暖
呼呼的南风转为刺骨的偏北风，气
温加速下探，全天气温倒挂，早晨出
门时气温预计在20℃，但下班时段
的气温会跌到12℃上下。周五雨水
渐止，气温全天降到9℃~13℃，阴冷
感加重。双休日，冷空气“离场”后，
本市气温将再度稳步攀升。

今日“开场”火热
明日“变脸”降温

昨日31.1℃，92年来最早

春暖花开，沪郊地产小番茄迎
来上市季。走进位于金山的上海
思瑶合作社种植基地，只见一排排
翠绿藤蔓上，大小不一的番茄长势
喜人，在阳光下泛出晶莹光泽。
思瑶合作社负责人张卫红是

番茄种植行家。“今年，我们有36
个番茄主推品种。眼下，超过一半
品类已上市。”她透露，4月至5月，
还有不少番茄品种将登场，满足消
费者多样化的口味需求。
番茄的优质品质，得益于辛勤

耕耘，也离不开技术创新。近年
来，金山区番茄产业逐年壮大，成
为“金山味道”的又一张名片，也是
上海农业科技赋能的缩影。

口感“甜鲜糯”
尽享“树上熟”

“龙珠”“香芒皇后”“碧玉”“夏
洛特”“春香”……金山番茄的品种
琳琅满目，各具特色。尤其是近年
来推出的“金湘玉”品种，口感细
腻、酸甜适中，成为“金字招牌”。

张卫红说，思瑶合作社的小番
茄种植规模达200多亩，分布在多
个基地。“通过分批种植，月月都有
新鲜小番茄上市。”她介绍，春天的
小番茄主打“沙带鲜”的口感，秋天
的小番茄则“脆皮带鲜”。特色品
种、潜力品种层层筛选，符合上海
本地市民“甜、鲜、糯”的口味偏好。
与常见水培番茄不同，思瑶合

作社坚持土培传统。土培种植能
让小番茄更好地吸收土壤中的养
分，进一步凸显本地特色口感。“黏
性土壤保水保肥，配合番茄与绿叶
菜轮作，深根系和浅根系交替，土
壤越种越‘活’。”张卫红解释道，这
种“月月种、月月收”的滚动种植模
式，让市民全年都能吃到“树上熟”
的鲜果。

张卫红还有一个身份——金
山区番茄研发中心负责人。她说，
金山番茄品质保障的关键，就是研
发中心与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湖南
省农科院等科研机构保持紧密合
作。农科院为合作社提供新品种，
合作社在本地试种并优化，经过多
年培育，筛选出适应金山地理位置
和气候的品种，提升了小番茄的口
感和产量。她表示，品种的更新不
仅能提高作物的抗病性和适应性，
还能满足消费者对新口味的追求。

添置“新农具”
配制“八宝肥”
在思瑶合作社，手机成了“新

农具”。张卫红点开手机App，记
者看到，200亩大棚的温湿度数据

实时跳动：温度超过28℃，就自动开
棚通风；湿度不足，就立即启动滴
灌。“智能化系统可根据实时数据
自动调整大棚环境。”张卫红说，这
种智能化管理不仅提高了作物的
产量和品质，还减少了人工干预。
“八宝”有机肥利用农场的秸

秆、牛粪、蘑菇渣等废弃物配制而
成，是思瑶合作社小番茄种植的一
大特色。起初，合作社在制作“八
宝”有机肥的配比上存在技术难
题，后来在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的指
导下，经过多次化验和调整，终于
确定了科学配比，使“八宝”有机肥
的使用效果越来越好，为小番茄种
植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使用“八宝”有机肥后，小番
茄的生长周期更加稳定，产量得到

提高，品质也显著提升。而且，“八
宝”有机肥不仅用于小番茄种植，
在种植下一茬绿叶菜时，土壤中的
剩余肥力还能满足绿叶菜的生长
需求，减少肥料使用，调和土壤结
构，保护土壤生态。张卫红自豪地
说：“使用‘八宝肥’，真正实现了变
废为宝。”

2022年，金山区成立番茄研发
中心和番茄产业化联合体。统一
实施绿色食品生产技术、统一标识
包装、统一销售，让区域品牌的影
响力持续扩大。“我们不仅要种出
好吃的小番茄，还要种出有故事、
有品牌的小番茄，让产品在市场上
更具竞争力。”聊起未来，张卫红充
满信心。 本报记者 杨洁

实习生 赵雨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