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佛山的蓝莓基地大棚里，一盆盆基
质土有序排放，一株株种苗郁郁葱葱。饱
满圆润的蓝莓身披一层云雾般的白色果
霜，挨挨挤挤地垂挂在枝头，如同一颗颗硕
大的靛蓝珍珠。通常来说，市面上常见的
蓝莓直径约为 8至 15毫米，这里的蓝莓却
肉眼可见的要大上一圈。

观察蓝莓尺寸，是“华南设施大果蓝
莓”项目负责人、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教授陈日远再熟悉不过的工作。“去年我
还见到一个果径 42毫米的蓝莓，和我手表
差不多大！”陈日远抬起手腕，另一只手指
着表盘，描述着蓝莓的尺寸。

他骄傲地表示，“我们蓝莓的平均果
径是市面上普通蓝莓的两倍。同时，蓝莓
的平均糖度控制在 12%到 14%之间，最高
可达 16.9%，可以说是又大又甜，而且口感
也能保持爽脆！”

这样“大甜脆”的好蓝莓的整个研发
过程历时 8 年，“可以说是从零起步。”陈
日远笑道。

蓝莓的原产地为北美地区，我国多在
北方地区种植，要在潮湿的岭南地区种出
好蓝莓并非易事，目前市场上热销的蓝莓
更是以国外品牌为主，大有垄断架势。

“这些技术看上去高深，但说到底还

是栽培。别人能搞的，我们也能搞！”参观
过某国外品牌的蓝莓种植基地后，多年从
事栽培研究的陈日远有了想法。作为广
东省设施园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专家，
他在蔬菜栽培上有着丰富的经验，但对于
蓝莓这类水果却是从未碰过。

没有过往经验和参考标准，摆在陈日
远团队面前的，是道难题。

2016 年，已经 53 岁的他穿上实验服，
一头扎进了华南设施蓝莓项目，带领团队
开始了漫长的探索之路。

走进陈日远团队的育种实验室，一排
排白色架子上整齐地排列着装满嫩芽的
瓶瓶罐罐，瓶身上都贴着白色的标签，上面
记录着幼苗生长阶段。“别小看这些瓶瓶罐
罐，每一罐都有三十株幼苗，这里已经可
以种出几十亩蓝莓了。”陈日远笑得开怀。

在实验室里，技术人员正从无菌玻璃
罩里取出嫩绿的蓝莓实验幼苗，轻轻剪下
仅有几厘米长短的幼苗分枝，再用镊子移
栽到淡黄色的基质上培养。据团队成员、
园艺学院研究生王雨停介绍，不同阶段的
分枝都将获得团队独家配置的专属基质。

所谓的专属基质，主要就是营养液和
光照，这也是让蓝莓长得更为“壮实”的关
键，“其实就像给小婴儿配备不同阶段的

奶粉一样。”陈日远解释。
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和精益求精，在实

验室里体现得最为深刻：最多的时间花费
在重复上，育种、剪枝、配营养液……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没有现成的营养液配方，
没有现成的修剪时间和修剪方式，所有步
骤都只能慢慢摸索。“蓝莓太娇贵了，任何
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不行。”陈日远感慨。

就这样，在已有深厚设施栽培经验的
基础上，陈日远团队利用华南独有的温热
条件，发展大棚基质栽培的生产方式，通
过 8 年时间攻克了树形培养修剪、促花保
果、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最终选
育出适合南方气候种植的“南高系列大果
蓝莓”品种，稳产期快、产量高、品质好，大
大突破了传统蓝莓的限制。

更难能可贵的是，国产蓝莓通常的上
市期在 4-9月、进口蓝莓的上市期在 6-12
月，但有华农高科技“加持”的大果蓝莓可
以做到在 1-4月就率先上市，因此有望成
为“中国最早上市的高品质蓝莓”，抢占消
费黄金档。这对于种植果农、企业和消费
者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优势。

“对果农和企业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收
入，能提早买到高品质的蓝莓对消费者来
说则是一种味觉享受。”陈日远说。

“搞研究不能一天到晚待在实验室里，
特别是应用学科。能不能转化为生产力、能
不能得到市场认可，这才是检验应用学科价
值的根本标准。”陈日远明白，品种选育只是
大果蓝莓成功的第一步，在现代农业产业的
发展中，产学研一体化运营模式才是关键。

2021年，华南农业大学与广州智源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开展“华南设施
蓝莓项目”。由陈日远担任首席技术专家，
园艺学院设施园艺课题组参与组成蓝莓创
新研究团队，校企联合、多学科联合开展全
产业链技术研发。

围绕“南高系列大果蓝莓”这个新品
种，他们要打造的，是蓝莓生产管理的产业
新范式。

种植、采摘、称重、加工、储存、运输、销
售……一颗蓝莓从无到有，从成熟到上市，

需要经过一系列的步骤。和呵护幼苗成长
一样，怎样才能将新鲜美味的熟果原汁原
味地送到消费者手中，也需要对每个环节
的极致追求。

面对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的合作
对象，如何保证大果蓝莓品质始终如一？
在大棚基质栽培、全自动水肥一体化滴灌
系统、种植生产过程管理信息化系统等技
术支持下，每棵果苗在每个生长阶段都能

“饮饱水”“吃饱肥”，品质得到大幅提升，过
程还格外省时省心省力。

在这样的标准化生产管理规范模式
下，“几百亩的大棚只需三到五个人就能实
现全面管理。”陈日远介绍，这种模式已经
成功推广应用到了多家合作企业。

短短几年，大果蓝莓成功落户广东和
云南多个地区，目前投资种植 3000 余亩，

建立产业项目生产基地 15个，累计推广面
积2500多亩，拉动投资近4个亿，成为当地
村民的“致富果”，被多地列为当地乡村产
业振兴的重点推广项目。

接下来，研发团队和合作公司计划在
扩展种植面积的同时，加强品种选育、冷链
运输等方面创新；同时，广泛吸纳加盟合
作，进行规模化技术推广，打造南方设施蓝
莓产业标准及产业品牌，让大果蓝莓走出
国门，走向世界。

陈日远团队还计划围绕蓝莓基地建
设，开发特色农业和生态旅游及蓝莓食品加
工等产业，“这样通过一套‘组合拳’让蓝莓
产业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通过‘华农力量’为
蓝莓创新发展保驾护航，为中国农产品提
升竞争力添砖加瓦，实现农业产业优化升
级。”陈日远说。

打造蓝莓产业新模式
华农科技“带飞”产业链

表盘大的蓝莓，还很甜
华农团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让国产高品质蓝莓与国外
蓝莓在市场上‘掰手腕’！让我
们中国消费者能够在不远的将
来，不仅实现“蓝莓自由”，更能
实现高品质的“蓝莓自由”！在
华南农业大学陈日远教授团队
的“华南设施大果蓝莓”项目
广东佛山种植基地里，已然是
一片忙碌采摘的热闹景象。大
如表盘的果实、掰开后是浅绿
色的果肉、品尝一口，又脆又
甜……这位集颜值与实力于一
身的新晋蓝莓选手究竟为什么
这么强？它的背后，又有怎样
的故事？

16星期五 2023年3月31日
责编：冯海波 gdkjb@126.com 美编：晓阳科技先锋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陈日远：

陈日远在大棚里观察蓝莓。

让中国消费者让中国消费者
实现高品质的实现高品质的““蓝莓自由蓝莓自由””

弘扬
科学家精神

本报记者 刘肖勇
文图素材来源：华南农业大学

陈日远与团队学生在实验室。

过去，一谈到农业工作者，许多人脑海
中便浮现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形象。

“但是在我们现代化的蓝莓设施基地里工
作，你只要穿着皮鞋就可以下地！”陈日远
笑道。

与“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认知不同，
大果蓝莓基地目前的种植过程十分具有

“科技范儿”：蓝莓们“住”在专用种植容器
里，“吃”着泥炭、椰糠等配制的“土壤”，

“喝”着微量元素科学配比的“营养餐”，“享

受”着豪华生活。工作人员需要做的，是从
开花授粉到成熟结果的每个环节都给予蓝
莓精心呵护。

长期以来，蓝莓的市场价格居高不下，
一直都是消费者心中的“贵族”水果，其根
源就在于产量有限、产能不足。产业要发
展，关键还是在人。科技人才赋能产业振
兴，方能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

未来，陈日远希望能够带领团队成员
进一步开展研究，在育种环节实现突破，

“解决制约我国蓝莓产业发展的‘卡脖子’
难题，进而打破国外企业在大果蓝莓市场
的垄断，让国产高品质蓝莓与国外蓝莓在
市场上‘掰手腕’！”

对于蓝莓，陈日远始终怀着一个美好
又朴素的愿望：“希望通过我们的技术和推
广，提高国产蓝莓产量和质量，让我们中国
消费者能够在不远的将来，不仅实现‘蓝莓
自由’，更能实现高品质的‘蓝莓自由’！”

穿着皮鞋去耕田
高科技助力实现“蓝莓自由”

科技工作者助力乡村振兴 系列报道

陈日远团队研发的“南高”
系列大果蓝莓。

基地的现代化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