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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化蔬菜为何频现市场？
北京北农三益黄瓜生态育种

科技中心法人蔡洙湖表示，水果一

般是指新鲜、多汁、可食用的果实，

三餐之外的补助性食物，也少有蔬

菜化水果；蔬菜多指粮食之外可食

用的草本植物，是三餐必备食物。

把蔬菜与水果联系起来，并称

为水果型的提法，最早可追溯到上

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彼时，北京农

业大学园艺系黄瓜育种课题组朱

其杰教授首先提出这一概念，源于

当时新育出的外观无刺、油亮光

滑、甜脆爽口、更适合于鲜食的黄

瓜品种。为转变当时人们对黄瓜

“顶花带刺”普遍认知和炒食为主

的传统习惯，提出“好吃、好看、好

洗”、更适合鲜食为主要特征的水

果型黄瓜概念。

水果化蔬菜多指用于鲜食果

实为主的蔬菜，如黄瓜、番茄、辣椒

等。由于新、优、特适合鲜食品种

的不断涌现，水果化也在多种作物

中开始出现，如水果甘蓝等。

近年来，蔬菜大军吹响了向

水果界进军的号角，消费市场中，

水果化蔬菜也在市场不断地变化

中拥有了属于自身的一亩三分

地。从默默无闻到司空见惯，一

路走来，水果化蔬菜身上究竟有

何魅力？

从种植端来看，水果化蔬菜的

售价相较于普通蔬菜定价更高，本

身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商业价值

的提升使得种植者也有了更高的

积极性和参与度。此外，让蔬菜水

果化也是企业和种植户发展农业

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

从消费端来看，与同类蔬菜相

比，水果化蔬菜中部分营养含量的

提高也迎合了当下“食品功能化”

的风潮，更抓住了在日益浓厚的保

健意识的社会氛围下大众的心理

需求。以“甜萝卜2号”水果型萝

卜品种为例，其维生素C的含量比

苹果、橘子还高，有着“维他命萝

卜”之称，已成为深受消费者喜爱

的保健类蔬菜。

此外，消费的升级也带动了水

果化蔬菜的需求，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温常龙表示，

水果化蔬菜往往与高品质、高消费

挂钩。伴随着国人消费方式的转

变，作为蔬菜衍生物的水果化蔬菜

历经“改头换面”，在全新的包装或

是营销方式的影响下已在消费者

心中树立了“高端”“高质量”“健

康”等形象。基于此，广大消费者

也心甘情愿为其掏出钱包，水果化

蔬菜也因此迅速成为市场上较为

畅销的产品。

蔬菜为何纷纷水果化？
水果化蔬菜前景如何？

水果玉米、水果萝卜、水果黄瓜、水果冬瓜……近年
来，市面上的蔬菜纷纷投向了水果市场的怀抱。不难发
现，在消费者所购买的蔬菜品类中，凡是之前加了

“水果”做定语修饰的蔬菜品种，其价格也是“扶摇
直上”，令人直呼被“刺”。

蔬菜为何纷纷水果化？水果化蔬菜是否已经
乘风而起？在对美食亘古不变的追求下，其是否会
成为食物界的新风口？

链接
蔬菜“悄悄”变水果 价格马上就翻倍

水果甘蓝：水果甘蓝生

食脆甜、可口，没有丝毫的

芥辣味，而且水果甘蓝营养

丰富，生吃、凉拌、清炒，想

怎么吃就怎么吃，改变了人

们对甘蓝这种大众蔬菜的

固有印象。

水果辣椒：水果辣椒外

形上，看起来好像和普通辣

椒没什么区别，但它吃起来

酸酸甜甜，还特别地脆，口

感好。水果辣椒不仅口味

和普通辣椒不一样，而且辣

椒本身的营养价值也大有

不同。首先是糖度比较高，

可达 11 到 12 度，跟西瓜的

糖度含量近似。此外，水果

辣椒维 C 含量比一般的辣

椒要高很多。

水果冬瓜：水果冬瓜，

个头比普通的青皮冬瓜小，

每个重量只有一斤多，瓜皮

呈绿色，还带有一层较硬

的小绒毛。由于个头比较

小，水果冬瓜存放的时间

也比较久，价格比普通冬

瓜贵一些。

水果茄子：水果茄子的

栽培对环境要求比较高，因

为水果茄子是直接采摘食

用，所以不能打农药，不能

乱施肥。水果茄子不仅营

养价值高，而且口感也相

当好，价格自然就高些。

水果化蔬菜是否会成为
日后“餐桌上的新常态”？

在消费者日益多变、

越来越寻求差异化的口味

需求中，水果化蔬菜是会

如同未水果化之前一般在

餐桌“长青”，或是沦为当

前的“快消品”，这一问题

或许值得探讨。

蔡洙湖认为，水果化

蔬菜作为百姓饮食生活的

补充，必将成为一种新常

态。当今常见的西兰花、

生菜、荷兰豆等蔬菜，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只是

在北京等现代化大都市偶

有售卖，其特供涉外宾

馆、西餐厅的特采就是最

好的例证。而如今，它们

已经在菜市场上随处可

见。“我相信，水果化蔬菜

也会像西兰花和荷兰豆一

般，从稀有变得平常。”

同时，水果化蔬菜也拥
有着广阔的前景。随着品

质优良的水果化蔬菜新品

种不断推陈出新，百姓的

饮食生活也会更丰富。由

北京北农三益黄瓜生态育

种科技中心原创、即将面

世的水果化零食型黄瓜

——“樱桃黄瓜”，也期待

在这大好形势下创造出更

好的成绩。

“我们现在也在做一

些能推动水果化蔬菜普及

的事。”温常龙说。

通过试点种植的方

式，种植户中会涌现出水

果化蔬菜的带头人和领军

者，在他们的影响下，水

果化蔬菜的辐射范围也将

从一部分人群逐渐扩散到

普通消费者，以此带动水

果化蔬菜的普及。

温常龙相信，随着水
果化蔬菜市场规模的扩
大，消费者的接受度会有
所提高，种植户积极性也
会相应得到提升。在此基
础上，水果化蔬菜的价格
势必也会下降。

供与需难题待解，水果化蔬菜如何突出重围？
尽管水果化蔬菜的发展已然

欣欣向荣，但其仍有众多难题等待

破解。

从供应端来讲，水果化蔬菜采
收期较为集中、保存不易等是供给
端需要面临的第一道关卡。品相

和鲜度是水果化蔬菜在采摘、运

输、售卖期间各个主体都看重的一

大特质，能够直接对商品售卖价格

产生影响，然而，水果类蔬菜脆嫩

的口感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其较普

通蔬菜更薄、更易受损的外皮，因

此，这也使得种植户在种植、采收、

贮藏等过程中必须对其倍加“呵

护”并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以水果玉米为例，在灌浆期进

行采收是最佳的收货时间，采收期

非常短，一旦晚收，其品相和口感

都会大打折扣，其自身的经济价值

也会迎来断崖式的跌落。

技术的普及也是一大难点。

要想获得高产量和丰产，水果化蔬

菜种植时必须对栽培环境和管理

进行严格把控。因此，这也对种植

者提出了一定技术水平的需求，如

若没有适宜的技术和管理方式引

领种植者，水果化蔬菜的种植仍摆

脱不了传统果蔬种植看天吃饭的

窘境。

除此之外，水果化蔬菜短暂的
时间窗口也值得人们关注。货架

期是商品保值和增值的一大重要

因素，水果化蔬菜采后商品化处理

和储藏运输中的保鲜技术水平对

商品的最终售卖有着巨大影响，

数据显示，因上述原因，采后的损

耗率高达20%至 30%，每年造成

的经济损失达 2000 亿元。而水

果化蔬菜由于其外皮造成的难以

保存，其采后损耗率或许会更高。

蔡洙湖也有着同样的忧虑，他

指出，水果型蔬菜的供应目前仍以

蔬菜供应链为主，市场尚未形成

相应的定位及销售体系。培育这

种宜菜宜果且品质要求高的新型

蔬菜相应的专有供应链，非常有

必要。

高昂的价格是消费端所面临
的最现实的原因。以水果黄瓜为

例，8 月 10 日，记者在盒马鲜生

App 上搜索到的价格为 9.9 元/

400克（折合约12.4元/500克），而

同一时段、同一平台上普通的带刺

本地黄瓜售价为6.5元/500克，销

售终端一斤水果黄瓜较普通黄瓜

高了将近一倍的价格对普通消费

者来说的确略显昂贵。

针对上述问题，温常龙给出了

他的看法的意见。他指出，首先需

要明确的是水果化蔬菜所面向的

消费群体，随后再根据消费端的需

求制定合适的包装策略，以此倒逼

生产端品种和技术的更新换代。

供应链也是发展水果化蔬菜
的一个重点。温常龙表示，商品在

产业链上任何一个环节做到极致

以后，就会拥有重新建造链条的条

件和底气。水果化蔬菜的供应两

端一端连着生产基地，另一端连接

着餐桌，而这一联系的最大问题来

自于冗杂、繁琐的中间环节。然

而，水果化蔬菜自带的“高端”标签

在一定程度上能打破中间环节的

桎梏，高端产品的售卖由产地直供

终端消费场所，才能为种植户牟取

最大的利润空间，消费端也愿意为

其买单，才会形成供应链的闭环。

（本版稿件综合人民网、《中国蔬菜》、河北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