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销量增幅是我国近年来平均增幅排名稳居前五的果类产品之
一，它销售市场潜力巨大，价格优势明显，在扩大销售市场范围
和盈利上还有很大的空间，抱我火龙果生产现状和发展前景，对
于生产商做出有效决策意义重大。

一、火龙果产业发展现状

（一）生产种植状况和品类分布状况
我国火龙果种植地区主要是我国的广西、广东、云南、贵

州、海南、台湾和福建七省，其中广西是我国的火龙果主产区，
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26.8%，在 2009 年后，我国火龙果种植面积
呈现出快速增长，从 2009 年的不到 4 万亩，到 2019 年已经超过
了 74 万亩。在产量上，也从 2009 年的 7 万吨增长到 2019 年超过
100 万吨的生产规模，如今，我国火龙果种植面积仅次于越南，

在品类分布方面，火龙果在长期的培育中发展出了多个品
种，其中广西地区是我国火龙果的主产区，其品种主要有“金都
一号”，分布在广西南宁隆安地区；有“软枝大红”，主要分布在
武鸣区和宾阳县；有“洪金宝”，主要分布在广西南宁市西乡塘
区、崇左龙州县和百色田东县等地区。在广东省，主要种植地区
为粤西地区，品种为“粤红”和“红水晶”；在云南省主要品种为
“软枝大红”和“普红”，种植区域在红河、澜沧江、怒江和金
沙江流域；在贵州省主要是“紫红龙”“晶红龙”和“粉红龙”，
在福建省主要是“大红”“蜜红”和“光明”，基本集中在闽西南
地区，在海南省全省都有种植火龙果，主要品种有“金都一号”
和“大红”。

（二）生产消费情况
我国的火龙果成功收获面积比例高、亩产高，每年的产量较

大，产品主要以鲜果的形式进行销售，为了增加保存期，通过外
表打蜡可将鲜果保存期提升到两个月，另外，在生产上，我国越
来越注重火龙果的二次加工，比如制作火龙果酒，生产火龙果冻
干片，还有制作成火龙果原浆、火龙果酱进行销售，每种加工方
式都要经历大约十来个步骤，其中消毒灭菌是各个加工方案中的
重要环节，产品中以火龙果酒的制作时间最长，储存发酵周期可
达两年以上。如今，虽然我国火龙果的二次加工占比率处于不断
上升阶段，但是依然不到鲜果总量的 1/10。

在消费方面，火龙果主产区也是消费的重要地区，不过在我
国现代物流网络的支持下，我国的火龙果销售区域逐渐开始覆盖
全国各地，其中主要消费地区为一线城市，占据了总产量的 50%
以上。

（三）进出口情况
如今我国的火龙果生产量虽然呈现出急速的增长，但是依然

难以满足我国的国内市场需求，在 2019 年进口上，我国进口数量
超过 43.57 万吨，金额达到 36213 万美元；在出口方面仅有 0.51
万吨，出口金额为 903 万美元，全面进出口表现出巨大的贸易逆
差。从进出口趋势来看，我国自产火龙果区域的大量增加，导致
我国进口火龙果数量正在缓步降低，近三年的平均进口数量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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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了 8%左右，在出口方面则是急剧增加，在 2017 年的火龙果出
口量仅有 0.1 万吨，在 2018 年则是达到了 0.4 万吨，在 2019 年则
是超过了 0.5 万吨，不过整体来看，我国对进口火龙果的需求量
依然很大。

（四）价格波动情况
消费市场价格波动会较大程度影响火龙果的生产水平，从历

史数据波动情况来看，我国近年来火龙果价格呈现出平稳波动略
带上涨的势头，2019 年的平均价格为每千克 9.73 元，在节假日的
价格会呈现出一定限度地上涨，最高为每千克 13.46 元，具体价
格和品种以及等级有关，其中海南地区的一级蜜宝和一级临家红
韵品种价格可达到每千克 14 元，而一级的普红和木兰品种每千克
只有 7.5 元左右的价格，四级火龙果的价格不及一级果的 1/2。

二、火龙果产业持续发展方向分析

虽然我国的火龙果种植产业正处于急速的扩张阶段，但是其
中有一些问题必须引起各方重视，并在这些问题上做出有效改进：

（一）加强火龙果生产环境控制管理，降低生产环节中的风
险

我国原本就不是火龙果的原生地，在引入火龙果种植产业
后，面临病虫害的概率较大，这容易影响种植户的经济收入，比
如在种植区常发生溃疡病和有害病毒威胁的情况，在优良品种的
培育上进展又较为缓慢，再加上我国主要的火龙果种植区经常遭
受台风、高温、多雨天气的影响，这种环境容易导致产量、口感
和品质下降，最终在国际市场中失去竞争力。所以在这方面的
控制上要加强风险管理，从育苗阶段开始，就要做好精选育苗工
作，培养良好高抗品种的火龙果幼苗，加强生产环节中的标准化
生产，配套水肥一体化滴喷灌设施，坚持现代化生态循环农业的
建设理念，加强物理防病治虫措施，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和施用
量。

（二）产期调节对鲜果市场均衡调配
在栽培技术方面，做好产期调节工作，鼓励科研部门开展相

应的栽培技术攻关，根据火龙果生长发育的特性，一方面通过栽
培手段一年三茬限产，调整大小批次挂果成熟时间，错峰上市，
均衡市场供求关系，优化不同产区自然成熟上市日期和产量分
配，解决鲜果上市高峰期与市场需求匹配度较低的问题，有利于
缓解火龙果鲜果全年的上市与市场需求之间的错配矛盾；另一方
面通过研究水肥及其他微量元素的应用等栽培手段，提升果品耐
贮运方面的质量。再一方面是控制成熟期果实水份的供应吸收，
减少即将上市果实的水份供给，提升果品糖度口感质量等措施，
增强鲜果市场竞争力。

（三）提升冷链物流建设改善火龙果供应不均衡的问题
我国火龙果不均衡主要体现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在时间上，

由于火龙果的集中上市，导致我国火龙果消费市场在冬春季等非
产出时节出现严重的供应不足的问题。在空间方面，则是集中在
产地附近，远距离运输成本较高，所以在这方面，要加强我国的



物流运输建设，适当增设冷库，完善冷链系统，加强技术研发，
降低冷链运输中的成本问题，提升火龙果在运输中的保鲜率，同
时，在火龙果贮运加工环节可适当采取防腐措施，比如通过打蜡
延长贮存时长，将其从 15 天的期限延伸至两个月，在物流对接
点，要做好储存环境的控制指导工作，延长火龙果的储存周期。

（四）加强火龙果二次加工生产建设
加强火龙果的二次加工产业链建设，能有效消化火龙果集中

上市导致的产业波动过于剧烈的问题，但是我国在火龙果加工产
业上的建设明显不足，其中加工产品不到总产量的 1/10。如今，
随着我国现代加工业还面临劳动力短缺及人工费用日益增加的问
题，这会导致二次加工成本越来越高。在这样的环境下，首先需
要加强火龙果二次加工的技术研发，尤其要注重机械化建设，从
长远角度降低二次加工的成本，避免人工成本升高导致产业成本
的剧增。为了推动技术研发，相关企业应当加大投入，同时政府
方面要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渠道支持，帮助推进行业规模
化、标准化和产业化建设。同时行业内要做好推广，打造品牌，
形成全国火龙果产销联盟，整合国内各主产区火龙果产业资源，
做大做强中国火龙果品牌市场。

三、结束语

如今火龙果在我国产业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做好相关
生产销售环节的控制，实现生产、销售产业链一体化建设越来越
有必要，我国在这方面应当予以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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