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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农垦局热带作物处

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热作发展处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加快香蕉、芒果产业发展

热作产业是我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

家践行大食物观、保障多元化热带农产品供给，支

撑热区乡村全面振兴、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

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香蕉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定

为发展中国家第4大粮食作物，全球5亿人以其为主

食。我国是全球第2大香蕉生产国，现有种植面积近

500万亩（1亩≈666.7m2，下同），产量1200万t。

芒果是我国热带亚热带地区乡村振兴的支柱型产

业和特色优势农产品，我国现有芒果种植面积近

600万亩，产量500万t，生产规模持续保持世界前

列。香蕉和芒果总产量占我国整个热作产业的44%，

总产值超过640亿元，对助力农民增收、产业增效，

丰富百姓餐桌影响深远。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强调，推进农业科技力量协同攻关，加

快科技成果大面积推广应用，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

质生产力[1]。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业科技创新重点领

域（2024—2028年）》提出，要聚焦农业新品种培

育、农作物病虫害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等10大领

域[2]，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这为香

蕉、芒果产业快速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本文通过梳理香蕉、芒果产业的科研新进展，

分析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香蕉、芒果产业科技

工作的建议，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一、香蕉、芒果产业科研成果显著
香蕉枯萎病防控取得突破性进展。创建了以

“抗病品种应用为核心、病原菌快速检测为指导、

土壤调理为基础、有益微生物添加为补充、少耕免

耕栽培为配套”的“五位一体”综合防控技术体

系，使重病区枯萎病发病率降至10%以下、中轻病

区发病率降至3%以下，增产13%～35%，实现了香

蕉枯萎病可防可控。2024年该技术推广面积达180

余万亩，有力支撑了我国香蕉产业的全面复苏和热

区乡村振兴，研究成果获得了2023年度海南省科技

进步特等奖。

新品种选育取得一批新成果。全年收集、引

进、评价香蕉资源145份；通过杂交技术，获得杂

交组合2123份。同时围绕产业需求、市场需求，不

断推陈出新，选育出了‘宝青1号’等一批更具抗

病虫害能力、适应不同种植环境且品质优良的新品

种，进一步优化了品种结构，有力支撑了产业发

展。‘宝岛蕉’‘桂蕉9号’入选农业农村部2024

年农业主导品种，‘美食蕉1号’入选2024年中国

农业农村重大新产品，‘中热1号’香蕉新品种授

权使用成功转让。

绿色高效技术得到大面积推广。加快推广“早

中熟产区芒果绿色成花调控新技术”等一系列精准

化、绿色化的栽培模式，不仅提高生产者种植管理

水平，而且促进生产方式更加科学、高效、环保；

研发“易花1号”等新产品，制修订《香蕉中吡虫

啉最大残留限量》等标准，有效提升了香蕉果品的

产量与质量。

科技服务推动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通过举办各

类培训班、建立示范基地等方式，带动了主产区

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形成“岗站协作	+	多级联

动	+	龙头企业	+	基地	+	新品种新技术	+	示范	+	培

训”“技术	+	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	+	渠道”模式或

者工作机制，增强了产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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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国民财富增加，社会消费

持续增长。同时，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关于给予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

产品零关税待遇的公告》的实施，预计全球热带农

产品的国际贸易将进一步增长，市场竞争将更加激

烈，热作产业也面临一系列挑战。

品种结构单一、栽培品种同质化的问题没有彻

底解决。香蕉以‘威廉斯’蕉和‘巴西’蕉为主，

‘粉蕉’‘苹果蕉’‘米蕉’等品种推广面积仍然

不大，影响市场多样化供给和产业效益提升。芒果

主产区产期重叠现象仍严重，如广西、云南上市期

碰头容易造成“卖难”问题。

我国香蕉产业在预冷、保鲜、催熟等技术环节

仍与世界领先水平有差距，芒果果品分级不规范、包

装粗糙，保鲜技术和方法落后，鲜果贮运期和货架期

短，采后商品化处理水平不高。香蕉深加工产品缺

乏，芒果精深加工能力弱，对种植端缺乏有力支撑，

难以有效化解产业风险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香蕉枯萎病仍未能完全攻克，成为制约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芒果遭受炭疽病等病害、

果蝇等害虫的侵害，严重影响产量和品质。同时，

各地还不同程度存在不规范使用农药以及生长调节

剂等问题，影响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和产品安全优

质供给。

三、对策建议
（一）聚焦产业发展问题，推进产业提档

升级

加强产业优势区域布局。围绕产业差异化、特

色化、集群化发展，研究适应产地生态环境的品种

和配套栽培技术，不断优化香蕉、芒果优势区域布

局，形成品种结构优、错峰上市、周年供应的产业

体系。加强香蕉、芒果种质资源引进评价保护利

用和种质创新，通过基因编辑等先进技术手段，

建设香蕉、芒果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创新体系，不

断丰富品种结构，加快选育高抗枯萎病、丰产、

质优的突破性特色化品种，夯实产业基础。加强技

术培训指导，通过创建科技特派团、科技小院、专

家工作站、示范园等方式，密切科研机构、农机推

广机构、政府部门、企业、农民的联系，举办多层

次、全方位的技术培训和指导活动，送技术到田间

地头。强化香蕉、芒果产业决策分析，加强自然灾

害、病虫害发生、市场价格变化、国际贸易等情况

的监测预警，为主管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二）聚焦全产业链，推进先进技术成果转

化应用

立足全产业链理念，集成各环节生产技术和模

式，加强香蕉、芒果全过程标准化生产，提供产业

综合技术解决方案，提升全链条整体效益。加强主

导品种推广力度。加快示范推广‘宝岛蕉’‘中热

1号’及‘桂蕉9号’‘美食蕉’等特色优质香蕉品

种及‘攀育’‘热品’系列芒果新品种，逐步丰富

品种结构，提高产业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加强种

植技术成果转化应用。普及推广“五位一体”香蕉

化肥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两增两精”香蕉化

肥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一点多线”早熟芒果

化肥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早中熟芒果绿色成花

调控新技术等绿色高效技术，提高质量和品质。加

强储藏加工技术成果转化应用。低乙烯粉蕉保鲜技

术成功应用于粉蕉商业物流，能延长粉蕉常温贮运

保鲜时间3至4倍；低糖芒果果脯加工技术可使高温

生产时间缩短30%、生产成本节约16%、果脯含糖

量低于45%，进一步提升了加工品质。广泛应用先

进贮藏技术，保证鲜食口感和加工品质，实现绿色

加工，不断提升香蕉、芒果产业附加值。

（三）聚焦协同创新，强化科研联合协作

加强全产业链各个环节的横向合作。目前香

蕉、芒果产业全产业链科研布局已经较为完善，要

同心协力、联合攻关，多走动、多联系、多合作，

推动产业内部资源流动、信息互通、成果共享，合

力攻破产业难题。加强不同科研主体间的纵向合

作。目前，香蕉、芒果主产区各省都建立了科研机

构，要加强组织协调、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形成

整体创新合力，推动香蕉、芒果科研工作迈上新台

阶。强化与热带作物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沟

通协调，促进品种、技术成果集成凝练，推动其上

升为标准体系，让技术在更大范围推广应用。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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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单位、推广部门与企业、生产者的联合协作。

进一步强化联合协作，在产品创制、示范推广、技

术研发等方面充分发挥企业等生产主体的主观能动

性，做好技术指导帮扶，带动产业增效、农民增

收。

（四）聚焦自身建设，加强规范管理

增强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责任感使

命感，整合跨地域、跨行业、跨领域技术专家力

量，互通有无、互相帮助、优势互补、并肩作战，

集中力量开展联合攻关。做好技术传帮带，建立科

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打造有利于人才辈出的良

好氛围。聚焦产业中长期目标任务，做好技术研发

推广工作，加大协同创新力度。

		

受到天气变化、地区产量波动、地缘政治局势、贸

易关税壁垒和合成橡胶扩产拖拽价格等不确定因素

冲击而出现短期波动。

（二）对策建议

一是提升胶园综合生产能力。用足用好现有天

然橡胶良种良法补助政策，加大胶园地力补贴、产

胶大县补贴等政策争取力度，持续推动低产残次胶

园、老龄胶园和灾毁胶园更新改造，加强定植胶园

抚育期管理，集成应用标准化定植和抚育技术。进

一步完善胶园道路、管护用房、储胶池、林间桥涵

等胶园基础设施，优化胶工生产生活环境。在条件

适宜区多样化开发胶园复合经济（林下经济）模

式，提升胶园经济产出能力。

二是提升高端特种用胶供给能力。要聚焦高端

特种领域用胶，建设现代化专用生产线、专用加工

车间，建立健全产品标准和检测体系，加快推进国

产高性能胶商业化进程。加强天然橡胶初加工生产

线自动化改造和工艺改进，升级优化环保设施设

备，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充分发挥农垦橡胶产品

品牌优势，提升产品议价能力和盈利能力，实现优

质优价。

三是提升产业科技支撑能力。我国天然橡胶产

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要不断加大科技投

入研发力度，加快成果转化应用速度。强化天然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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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关键核心领域创新攻关，尽快解决种子种源、智

能装备等一批“卡脖子”技术问题，为培育新质生

产力提供原创成果支撑。

四是提升全球资源获取能力。要稳固和拓展境

外橡胶进口渠道，深化与传统产胶国经贸合作关

系，加快与新兴产胶国的合作步伐，形成多元化供

给渠道。要加快国际化大胶商建设步伐，发挥龙头

企业在产业发展中的骨干引领作用，加强境外仓储

物流体系建设，完善全球供应链，提升资源掌控

力。要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密切与国际组织和相关

国家沟通协作，持续提升全球天然橡胶可持续发展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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