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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是我国蔬菜生产、加工、出口的大省，山东蔬菜生产量
占我国蔬菜生产总量的１６％以上，蔬菜加工出口量占我国蔬菜
加工出口总量的３０％以上，蔬菜生产在山东农业生产中占有相
当重要的位置。发展蔬菜安全生产和出口创汇，是当今蔬菜生
产发展的热点和难点，也是现代蔬菜生产发展的重点。为了帮
助广大农民了解山东蔬菜出口的现状和前景，满足广大农民对
蔬菜安全生产知识和技术的需求，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
想，我们组织省内从事蔬菜安全生产和加工出口技术研究的部
分专家，编著了《山东出口蔬菜安全生产技术丛书》，由山东科学
技术出版社陆续出版。

当前，我国的蔬菜生产和供应已基本能满足国内需求，蔬菜
生产已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蔬菜供应已由满足国内需求向
出口贸易转变，发展蔬菜安全生产和出口贸易已是大势所趋。

发展蔬菜出口贸易，必须建立在蔬菜安全生产的基础之上。出
口贸易对蔬菜产品的安全卫生质量要求比较严格，确保蔬菜产
品安全是保证蔬菜产品能顺利出口的前提。发展蔬菜安全生
产，首先要了解和掌握蔬菜安全生产知识和技术，进行蔬菜标准
化生产。广大农民为了提高出口蔬菜的安全生产水平，提高出
口蔬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提高蔬菜生产的经济效益，

迫切需要一套简明实用、通俗易懂、内容系统全面、针对主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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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蔬菜的安全生产技术丛书，在此背景下，本丛书应运而生。
本丛书立足主要出口蔬菜作物，以提高出口蔬菜的产品安

全卫生质量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提高出口蔬菜的经济效
益为目标，重点介绍主要出口蔬菜的安全生产知识和技术。本
丛书的突出特点：一是针对性强，重点突出。主要针对主要出口
蔬菜作物，重点是蔬菜安全生产知识和技术。二是内容全面，技
术系统。内容涉及出口蔬菜生产、出口现状，发展前景，出口蔬
菜产品类型，出口蔬菜安全生产、产品加工和标准化生产应依据
的相关技术标准等；系统介绍了出口蔬菜的品种选择，产地要
求，基地建设，栽培、加工方式，生产、加工、贮藏、运输等技术。
三是知识和技术先进、实用，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丛书作者均为
省内知名专家、教授，不仅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生产实践
经验，而且是各学科的领军人物，掌握着较先进的科学技术，能
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将先进技术通俗化、实用化，使本丛书具
有更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我相信，本丛书的出版发行，必将对山东乃至全国蔬菜安全
生产和蔬菜出口贸易事业的发展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何启伟

２００７年７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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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菜，又名绿菜花、西兰花、绿花椰菜、意大利芥蓝、木立
花椰菜、茎椰菜等，属于十字花科芸薹属，一二年生草本植物，为
甘蓝的一个变种。青花菜起源于意大利，演化中心为地中海东
部沿岸地区，由野生甘蓝演化而来。在地中海沿岸和大西洋东
岸野生甘蓝很普遍。

青花菜的栽培历史比花椰菜短，约在 2 000 多年前，青花菜
在地中海沿岸地区栽培。约在 1490 年前后，意大利人从地中海
东部引入意大利，在 17 世纪初传入德国、法国和英国。青花菜
是西餐中的重要蔬菜之一，在意大利、法国、英国、荷兰等国广为
种植和消费。19 世纪初传入美国，后传到日本。美国在 19 世
纪 60 年代以后普遍栽培，目前已经成为本国的主要蔬菜之一。
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栽培普遍，选育出了适合当地气候的品
种，栽培规模正日益扩大。

我国栽培青花菜历史较短，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才传入
我国，但当时我国消费者不习惯食用，且产品保存期短，市场消
费量小，因而栽培面积不大。青花菜以花蕾供食，营养丰富，随
着青花菜营养价值和食用方法逐渐被认识和接受，尤其是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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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引进日本和美国青花菜新品种的同时，开
展了栽培、贮藏技术研究和育种工作，栽培面积逐渐扩大。现
在，台湾、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南方省份已普遍种植，上海、
江苏、山东等省( 市) 大、中城市郊区种植也渐趋普遍。

青花菜是重要出口创汇蔬菜，山东省是重要的青花菜出口
省份，在全省有一定规模的出口青花菜生产基地。青花菜主要
以速冻产品出口。大力发展青花菜出口，不仅可增加出口创汇，
而且带动青花菜种植，增加农民收入。

(一)青花菜的营养价值

青花菜的食用部分为带有花蕾群的肥嫩花茎，颜色翠绿，风
味好，营养价值很高。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的分析，每
100 克食用部分含蛋白质 3． 6 克、脂肪 0． 3 克、维生素 A 3 800
个国际单位( IU) 、维生素 C 110 毫克、维生素 B1 0． 1 毫克、维生
素 B2 0． 6 毫克、钙 78 毫克、磷 74 毫克、铁 1 毫克。青花菜维生
素 C含量比花椰菜或结球甘蓝的维生素 C 含量高近 1 倍，是番
茄果实( 20 ～ 25 克 /100 克) 的 4 倍多。维生素 A的含量是结球
甘蓝的 19 倍，是花椰菜的 95 倍。青花菜钙、磷、铁、镁、钾含量
都高于其他甘蓝类蔬菜( 表 1 ) ，其中青花菜的钙含量可与牛奶
相媲美。还含有丰富的叶酸，是一种营养成分齐全的蔬菜。

表 1 甘蓝类蔬菜的主要营养成分( 100 克鲜重)

种类
蛋白质
( 克)

脂肪
( 克)

维生素( 毫克) 矿物质( 毫克)

A( 国
际单
位)

B1 B2 C 钙 铁 镁 磷 钾

结球甘蓝 1． 2 0． 1 200 0． 05 0． 03 60 38 0． 4 22 34 230

花椰菜 2． 2 0． 1 40 0． 02 0． 6 71 30 0． 5 12 45 230

青花菜 3． 6 0． 3 3 800 0． 10 0． 6 110 78 1． 0 39 74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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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菜是世界公认的健康食品，是美味的蔬菜良药。青花
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可以增强机体免疫力，提高人体对疾病
的抵抗能力。而维生素 A 能使皮肤保持弹性，延缓皮肤衰老，
有较强的美容作用，还有保护视觉和明目的作用。据报道，青花
菜含有芳香异硫氰酸，是癌细胞的天然抑制剂，所以经常食用青
花菜也能起到预防癌症的作用。

青花菜食用方法多样，它适宜炒、煮、做汤，或凉拌，还可以
盐渍。青花菜烹饪后仍能保持鲜亮绿色的特点，使其成为中西
餐的重要配菜，风味独特，是营养价值和色、香、味俱佳的高档蔬
菜。

(二)青花菜的生产现状

我国青花菜栽培历史较短，过去由于消费习惯和食用方法
等问题，青花菜消费量和市场销量较小，且因其产量低、不耐贮
运等，种植面积一直较小。随着人们对青花菜营养价值认识的
提高，特别是随着青花菜国际出口贸易量的增加，青花菜的栽培
面积越来越大。出口青花菜的种植主要集中东南部沿海省、市，
如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

浙江省临海市是全国最大的冬春青花菜生产和出口基地。
该市利用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进行青花菜露地越冬栽培，在寒
冬 1 ～ 2 月上市，常年种植面积 4 000 公顷左右，总产量 5 万 ～ 8
万吨。2003 年 11 月临海市被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授
予“中国青花菜之乡”。

江苏省东台地区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种植青花菜，到
2005 年全市种植面积近 2 000 公顷，年出口青花菜近万吨，当地
通过合理安排栽培茬口，延长供应期，并配合应用工厂化穴盘育
苗，适时灌水调肥，综合防治病虫害等技术措施，使当地的青花
菜达到了高产高效。

山东省青花菜种植规模较大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蔬菜出口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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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较为集中的地区，烟台龙大集团有限公司、泰安亚细亚蔬菜加
工出口公司等是以蔬菜为主的加工出口企业，这些加工企业每
年都有大量的青花菜加工出口，在企业附近地区都建有出口青
花菜生产基地，以保证加工原料的供应。

山东省泰安市为配合出口，大力发展包括青花菜在内的有
机蔬菜生产，到 2004 年，有机蔬菜种植面积达到了 6 000 公顷
以上，主要种植青花菜、青刀豆、菠菜、牛蒡、胡萝卜等 20 余种蔬
菜，青花菜是种植面积最大、出口量最大的几种蔬菜作物之一，
并获得国家有机蔬菜发展中心( OFDC) 、国际有机作物促进协
会( OCIA) 、欧盟( BCS) 及日本( ICS) 等 20 余个国际、国内组织
的认证。全市有有机蔬菜加工企业 14 家，2004 年销往日本、美
国、欧盟、东南亚等地区的有机蔬菜制品 17 万吨，创汇 3 500 万
美元。当地出口蔬菜的生产达到了区域化布局、规模化发展、一
体化经营，还具有农户生产订单化、服务系列化、种植管理标准
化、产业运作国际化的特征，对当地蔬菜产业起到引领和提升作
用。

青花菜出口贸易中遇到的问题，迫使人们加强青花菜生产
基地建设和安全生产技术的提高。发达国家一直对其他国家有
一种不信任态度，农产品农残问题一直是国际农产品贸易的焦
点。日本是我国青花菜的主要出口市场，从 2001 年我国加入
WTO以来，青花菜出口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农药残留超标。2002
年 1 ～ 4 月，日本连续检测出我国输日蔬菜农残超标后，日本对
中国进口蔬菜实施“批批检疫的临时农残加严检疫”，日方提出
农残检测项目达 24 项，2004 年日方农残检测项目达 247 项。
2006 年 6 月起，对我国农产品实施《食品中残留农药化学品肯
定列表制度》，检测农药数达到 298 个。

为促进青花菜出口，各地正在实行以降低农药残留为中心
的安全生产措施，严格选择生产基地; 加强田间管理( 选择优良
品种、培育壮苗、科学进行肥水管理) ;对病虫害的防治，优先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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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配合使用化学防治，严禁使用
高毒、高残留农药; 严格按出口标准采收和加工等。

(三)青花菜出口现状及国际市场分析

由于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饮食由温饱型向营养
型、保健型过渡，不少发达国家大力提倡食用青花菜，其需求量
越来越多。世界上青花菜栽培的比重逐年增加，面积大有超过
花椰菜的趋势。

近几年来，我国种植的青花菜的出口国主要有日本、新加
坡、马来西亚、俄罗斯、欧盟等。

1．日本市场
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青花菜进口国，也是我国青花菜的主

要出口市场。日本每年从海外大量进口蔬菜，主要进口品种有
洋葱、南瓜、芦笋、莴苣、花椰菜、青花菜等。根据有关资料，2003
年日本从中国进口的青花菜为 6 354 吨，进口量居进口新鲜蔬
菜的第 11 位; 2004 年 1 ～ 5 月份进口青花菜 29 500 吨，居进口
新鲜蔬菜的第 3 位。

青花菜等蔬菜出口日本具有三大优势，一是品种优势，我国
地域辽阔，各种蔬菜种类和品种齐全，并有许多名产、特产，尤其
是在发展有机食品和绿色天然食品生产方面具有优势; 二是质
量优势，我国蔬菜相对质量较高，营养丰富，通过近几年日本官
方对中国蔬菜的系列调查活动，尤其是对中国蔬菜出口基
地———山东的调查发现，中国蔬菜在营养等方面好于日本的蔬
菜; 三是价格优势，中国蔬菜产品价格普遍较低，在市场竞争中
占有明显优势。

2．新加坡市场
新加坡也是我国青花菜的重要出口市场。新加坡农业产值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很小，所需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大量靠
从国外进口，主要进口来源为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印度、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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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以色列等国家。中国蔬菜在新加坡市场的占有率不断提高，
中国销往新加坡的蔬菜出口额在新加坡蔬菜进口市场占有率已
经从 2001 年的 24． 48%提高到 2004 年的 30． 60%，新加坡每年
从中国进口的蔬菜保持在 5 万吨左右。我国出口新加坡的蔬菜
种类主要有大白菜、大蒜、青花菜、马铃薯等。近年来，青花菜对
新加坡的出口量有逐年扩大的趋势。向新加坡出口蔬菜主要来
源于广东、山东等省。

3．马来西亚市场
在马来西亚，粮食、蔬菜的种植不普遍。受热带气候条件的

限制，国内无法生产或产量不足的园艺产品仍需大量进口，其中
蔬菜进口量最大。2003 年中国出口到马来西亚的各类蔬菜共
35． 95 万吨，占中国总出口量的 7． 41% ; 出口额 8 104． 08 万美
元，占总出口额的 3． 72%。进口的主要品种有洋葱、大蒜、花椰
菜、青花菜、豆类、马铃薯、白菜和甘蓝等。主要进口国依次为中
国、澳大利亚、印度、泰国和荷兰。

我国蔬菜产品在马来西亚市场上已占有一定份额，据统计，
从我国进口的蔬菜占其进口总量的 20%左右，在各类产品的主
要进口国中名列第一。青花菜等蔬菜出口马来西亚具有三大优
势，一是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地域辽阔，生产蔬菜产品品种丰
富，尤其是温带及亚热带产品，与马来西亚园艺产品的消费市场
有很强的互补性;二是价格优势，我国蔬菜产品生产成本相对较
低，在价格上有明显优势; 三是青花菜等货物，对运输贮存条件
要求很高，我国距马来西亚较近，贮运时间短，降低了出口成本。

4．俄罗斯市场
俄罗斯基本属于北温带及亚寒带的大陆性气候区，冬季漫

长、寒冷，夏季短暂、温暖，蔬菜等园艺产品种类不多，产量不高，
难以满足居民生活需要，每年需从国外进口蔬菜约 160 万吨，总
额为 3 亿美元。主要进口品种为洋葱、青葱、番茄、青花菜、胡萝
卜，各类冷冻蔬菜和干制蔬菜等。俄罗斯的主要进口国为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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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比利时、美国、中国和法国等。
我国生产的青花菜等蔬菜出口俄罗斯的优势，一是我国地

域辽阔，大部分地区处在温带和亚热带地区，蔬菜种类充足，品
种齐全，受季节性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前提
下可以稳定出口;二是交通便利，中俄边境地区交往贸易频繁，
经贸合作日趋活跃; 三是我国的蔬菜、水果在价格上有竞争优
势。

5．欧盟市场
1999 年，欧盟从盟外进口蔬菜总量为 689． 97 万吨，总额

24． 52 亿欧元，进口的主要蔬菜品种为花椰菜、番茄、黄瓜，进口
的主要品种为速冻蔬菜、干制蔬菜和罐头类等，如芦笋罐头、速
冻青花菜、番茄酱等。

除以上国家外，我国青花菜还销往菲律宾、韩国等。
青花菜不耐贮藏，采收后很快就萎缩，变黄，有时甚至开花。

据报道，我国台湾已培育出具有抗黄化效果的青花菜，即使在常
温下也能放置 30 天，这种转基因青花菜仍能像刚采摘下来一样
鲜嫩，延缓黄化基因除了可以延缓蔬果变熟、变老时间，可能还
有让蔬菜变嫩的效果。过去，青花菜种子全部依赖从国外进口，
近年来，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农业科学院、北京市蔬菜研究中
心等单位先后开展选育工作，并育成了可以替代进口的优良品
种，促进了青花菜生产和出口的发展。

种植青花菜，投资少，栽培管理方便，易获得较高的产量。
无论出口和国内销售，价格都较高，所以发展青花菜生产及出口
有广阔的前景。

(四)出口青花菜的经济效益分析

目前，我国青花菜主要以鲜菜或速冻形式出口到日本、欧盟
等国家，尽管不同年份之间青花菜的价格有所变化，但一般加工
品的价格在每千克 1． 5 美元左右。出口创汇企业通过青花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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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冻或脱水加工出口，增加创汇非常显著。
青花菜出口量的增加带动了生产基地的建设和生产面积的

扩大，也拉动了国内市场消费。目前，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青花菜
销售状况良好，市场零售价格一般在每千克 3 元以上，最高的可
达 12 元。各处生产基地因气候等因素的差异，每年生产茬次不
同。根据山东省的气候特点，青花菜露地一年可种植 2 ～ 3 茬，
每茬亩产量可达 3 000 千克以上，蔬菜加工企业的收购价格多
为每千克 2 ～ 3 元，每亩收入可在 6 000 元以上。如山东兖州市
秋季种植有机青花菜，采用选用良种、培育壮苗、合理施肥和科
学防治病虫害等措施，仅秋季的亩产量就达到 2 500 千克左右，
菜农当季收入达 6 500 元左右。随着设施栽培技术水平的提
高，青花菜可以通过保护设施种植，并综合运用各种栽培新技
术，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且增加了年栽培茬次，菜农收入进一
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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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口青花菜的产品类型

出口青花菜的主要产品类型有三类，一是保鲜青花菜，即将
青花菜花球洗净、整理后包装直接出口; 二是速冻青花菜，即经
过一定的速冻工艺程序后制成出口; 三是冻干青花菜，是将新鲜
青花菜快速冷冻后，再送入真空容器中升华脱水而成。山东省
出口青花菜主要产品为速冻青花菜。

(二)出口青花菜的规格质量标准

我国生产的青花菜的出口国主要有日本、新加坡、马来西
亚、俄罗斯、欧盟等，进口国对于青花菜产品的要求因国家而异。
日本是我国青花菜产品的主要市场，以下主要以出口日本为例
介绍出口青花菜的规格质量标准。

1．日本上市蔬菜的基本要求
日本从 1970 年开始，规定进入日本批发市场的蔬菜在质

量、大小、包装等方面要严格执行统一的规格标准。列入日本国
内通用标准的蔬菜包括洋葱、莴苣、青花菜、黄瓜、番茄、茄子、青
椒、白菜、葱、芋头、菠菜等。从 2006 年 5 月 29 日起，日本一项
针对进口农产品的新规《食品中残留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简
称为“肯定列表制度”实施，这是日本为加强食品( 包括可食用
农产品) 中农业化学品( 包括农药、兽药和饲料添加剂) 残留管
理而制定的一项新制度。该制度规定: 食品中农业化学品含量
不得超过最大残留限量标准; 对于未制定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的
农业化学品，其在食品中的含量不得超过“一律标准”，即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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