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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豌豆尖是一种优质美味、速生的绿色蔬菜，深受我国各地消费者青睐，畅销南北方及港澳台、欧美市场，产值达 8000 元 /

667m2 以上，且豌豆尖种植还具有固氮改土等优点，也是适合果园间套作的优选豆科蔬菜; 豌豆尖产业在带动农户增收、促进乡村

振兴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对我国豌豆尖栽培历史、种植区域、研究现状、典型基地等进行提炼总结，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发展建

议，旨在对豌豆尖产业相关科技工作者、种植业主、销售业主等行业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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豌豆尖是豌豆的嫩梢和嫩茎叶部位，富含维生

素 A、维生素 C、钙、磷等营养成分及异黄酮、香豆素

等植物激素类物质，有很好的抗癌抗氧化及消炎作

用，其 丰 富 的 膳 食 纤 维，具 有 增 强 新 陈 代 谢 的 功

能［1 － 3］。同时，豌豆尖采收周期短，播种 30d 后即可

采收，其后每隔 15 ～ 20d 即可采收 1 次，生产过程中

无需大量施肥用药，是一种优质、食用安全、速生无污

染的高档绿色蔬菜［4］，具有较高营养价值和经济价

值，深受我国各地消费者青睐的高档绿色蔬菜［5］，需

求空间大，在南北方的各大城市与乡村市场均很畅

销，基地批发平均价格 1． 53 ～ 2． 55 元 /kg，销往我国

港澳台及欧美市场的优质豌豆尖产品，基地批发平均

价格高达 510 元 /kg 以上，平均产量 1000 ～ 1300kg /
667m2，产值达 8000 元 /667m2 以上。且豌豆尖种植

还具有固氮改土的优点，是适合轮套作的首选露地豆

科蔬菜，豌豆尖产业在带动农户增收、促进乡村振兴

起着重要的作用。

1 栽培历史与区域

豌豆原产于地中海和中亚。首先传入印度北

部，再经过中亚西亚传入中国。初以取食嫩豆为主，

后南方如广东广州、梅州等地亦以嫩梢和嫩茎叶入

馔，称为豌豆尖，豌豆苗。我国豌豆尖栽培历史可追

溯到 2000 多年前。豌豆尖种植地域广阔，然而，受

消费习惯、种植方式、气候条件的影响，在北方地区

以规模化种植收籽豌豆为主，豌豆尖栽培较为稀少。
而豌豆尖是南方喜食叶菜里最受欢迎的一种，四川、
贵州、云南以及江浙地区栽培最多。

2 研究现状

2． 1 优质种质资源挖掘及利用研究

目前，国内对食用豌豆尖的专用豌豆优质种质

资源挖掘及利用、优异品种选育的研究报道相对较

少。我国收集保存的豌豆种植资源约 4000 余份，其

中约 80%来源于国内 28 个省区，约 20% 源自世界

五大洲［5］。国内外利用豌豆农艺性状和分子标记

对豌豆种质资源鉴定及其遗传多样性研究均有报

道［6 － 12］，崔翠等人以国内外收集到的 97 份菜用豌

豆为研究材料，采取豌豆嫩尖测定叶绿素、可溶性蛋

白、维生素 C、纤维素含量等品质指标，通过频次分

布、遗传多样性、平均隶属函数、聚类分析等方法，进

行豌豆种质进行评价，筛选适用于优质豌豆尖生产

的优良品种［13 － 14］。在豌豆尖专用品种选育上，仅云

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于海天等在《中国

蔬菜》上报道了矮生无须菜用豌豆新品种云豌 1 号

的选育过程、品种特性及适栽区域等［15］。国内豌豆

尖主栽区主栽品种仍多为适宜当地消费习惯和气候

土壤特点的传统地方品种。因豌豆尖多年种植会导

致种子退化，造成商品品质、产量效益下降，近年来

以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为经营主体的规模

化生产基地加快与科研院校、种子经销公司合作，采

用系统选育法进行豌豆尖种子选育扩繁与提纯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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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再通过品比与区域试验，加快新品种示范推广。
市场上销售的品种主要有朱砂红、黑眉豌、大白豌、
无须豌豆尖、台湾豌豆尖、美国大叶豌豆等，多数为

半蔓生、有须品种。代利娟等人［16］、宗绪晓等人［17］

对食用豌豆尖品种进行不搭架栽培技术研究和筛

选，报道了豌豆尖品种在种植过程中一般不搭架，无

须豆尖 1 号、无须豌 171 等蔓生无须豌豆品种易倒

伏，搭架栽培增加种植成本，不利于生产。
2． 2 绿色高效栽培模式及技术研究

全国各生态区均有豌豆尖栽培，从四川、浙江、
广东等平坝浅丘地区到云南、贵州半高山地区再到

海拔 4000m 以上的西藏地区、甘阿凉三州地区，根

据不同主栽区生态条件及栽培习惯，我国学者通过

多年试验实践，研究集成了平坝浅丘秋冬栽培、秋提

早春延后栽培、高山错季栽培等不同生态区适宜栽

培模式及果树、烤烟、蔬菜、水稻等高效轮套作栽培

技术［18 － 23］，基本实现我国豌豆尖全年一半时间可上

市，成为保障“菜篮子”，满足人们餐桌供应的经典

必备菜品。如王辅音等人研究报道了贵州省中部以

山地、丘陵为主的丘陵盆地，海拔 1180 ～ 1450m，北

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为特征的清镇市“豌豆尖 － 春

白菜 － 菜用红薯 － 菠菜”一年四收高效栽培模式，

实现单豌豆尖 产 量 1300kg /667m2，产 值 5000 元 /
667m2，合计年产值约 25000 元 /667m2，纯收益可达

10000 元 /667m2，实现了经济高效栽培［18］。朱迅泳

研究报道了江苏省南京市大棚“豌豆尖 － 辣椒 － 丝

瓜”一年三熟高效栽培技术模式，平均产量豌豆尖

1500kg /667m2、辣椒 2000 ～ 2500kg、丝瓜 3000kg，合

计全年产值达 2． 5 万元 /667m2 以上，该模式已成为

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24］。在病虫害综合防

控方面，我国学者对豌豆白粉病、根腐病、炭疽病、病
毒病、美洲斑潜蝇等主要病虫害的防治技术研究较

多［25 － 27］，而针对豌豆尖病虫害防控机理研究较少。
刘晓姝等人研究发现芽孢杆菌 B1、B2 对豌豆尖孢

镰孢菌有很强的抑菌作用［28］; 吴石平等人研究发现

微量三唑酮能有效提高木霉拮抗菌株在豌豆根际、
根外土中的定殖能力［29］。
2． 3 营养成分及储运保鲜技术研究

豌豆尖作为畅销净菜，在外贸出口上占有一定

比重，但鲜豌豆尖质地柔嫩，很不耐储运，极易萎焉、
变黄和腐坏，严重影响长途销售和供应，我国学者在

豌豆尖的营养成分及储运保鲜上的研究也很少。曹

晓华等人研究并建立 HPLC 双波长法同时测定豌豆

尖中类 黄 酮 水 解 产 物 槲 皮 素 和 山 奈 酚 含 量 的 方

法［30］; 马杰等人对豌豆尖叶片、卷须和茎不同食用

部位主要营养成分、生物活性物质含量及抗氧化能

力分析表明，不同食用部位间的营养成分和生物活

性物质含量及抗氧化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可溶性蛋

白、可溶性固形物和叶绿素、类胡萝卜素、VC、原花

青素、类黄酮、总酚 6 种生物活性物质含量及抗氧化

能力均呈现叶片 ＞ 卷须 ＞ 茎的趋势，而总糖和还原

糖则在卷须中含量最高［13］。庄虚子等人对无须豌

豆尖保鲜技术进行了研究，得出豆尖包装量 50g，分

子筛加入量常温贮藏 2． 5g、冷藏 1． 5g，常温加高吸

水树脂 3g、冷藏不加入，豆尖采后 3h 入袋为宜的结

论［31］。

3 优势种植区

随着豌豆尖种植标准化、规模化、专供化程度增

加，现已形成了国内几大标准化、规模化、高效化与

安全化的优势种植区，其中以贵州龙里、四川金堂丘

区柑橘套作、四川广汉平坝稻豆轮作、理塘高原错季

等基地为代表，引领我国豌豆尖产业发展。
3． 1 贵州龙里无公害基地

龙里豌豆尖是我国地理标志产品，产于享有

“中国豌豆尖之乡”之称的贵州省龙里县。据《贵州

农业志》记载，龙里县 1943 年开始试种豌豆尖，已有

超 50 年的种植历史。目前，龙里县豌豆尖常年种植

面积 0． 2 万 hm2，其中省级农业科技园区龙里湾滩

河现代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园区种植面积达 0． 13 万

hm2，是全国最大的豌豆尖生产基地，播期分为秋冬

茬 8 ～ 11 月份和春夏茬 3 ～ 4 月，实现了周年上市。
龙里豌豆尖严格按照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规范和标准

生产，生产的豌豆尖产品具有产量高、品质好、口感

好等特点，产品安全质量符合 DB522700 /T29 － 2010
《龙里豌豆苗( 尖) 生产技术规程》及 DB522700 /T28
－ 2010《龙里豌豆苗( 尖) 》标准。全县豌豆尖年产

量可达 2． 1 万 t，总产值 8400 万元，龙里豌豆尖畅销

省内外，还通过香港丰泰农业科技公司销往香港、澳
门地区，平均售价 120 ～ 160 港币 /kg，最高售价可达

536 港币 /kg，助推当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3． 2 四川优势种植基地

3． 2． 1 金堂丘区柑橘套作基地 金堂县是四川省

最大的丘区特色秋冬茬豌豆尖种植县，种植面积达

0． 13 万 hm2，播期为 9 ～ 10 月。以省级示范家庭农

场———金堂县赵家镇平水桥村双堰家庭农场为代

表，注重“产学研联合”，以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和金

堂农业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为技术推广支撑，利用豌

豆尖投入成本低、产出效益稳、市场需求大的特点，

与当地优势柑橘产业相结合，示范推广“柑橘 + 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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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尖”套种、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绿色综合防控等

模式与技术，有效实现豌豆尖品质提升、产品安全可

追溯，采用“家庭农场 + 科研单位 + 基地 + 农户”运

作模式加大技术服务，产品采用订单销售、农超对

接、市场直销等模式拓展销售渠道，还与港澳、藏区

建立对口供应需求，保障了市场销售，把小豆尖做成

助农增收的大产业，成为四川省重要秋冬填闲豌豆

尖基地。
3． 2． 2 广汉平坝水稻轮作基地 广汉是四川省最

大的平坝特色水稻 － 豌豆尖轮作种植区，农户历来

有稻后播种豌豆，采收豌豆尖的传统，从九十年代初

开始广汉通过鼓励发展优质市级以上龙头企业、积
极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发展龙头企业国家级 1 家、省级 6 家、市级 50 家，家

庭农场 409 个、合作社 556 个，采用“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的模式，按照无公害生产管理技术要求生

产，促进豌豆尖产业标准化、规范化、产业化、效益化

发展，种植面积已达 0． 13 万 hm2。稻后豌豆尖充分

利用稻田剩余养分，减少氮肥施用，产品无农药安

全、色泽翠绿、气味清香、细嫩无筋，深受广大消费者

喜爱。通过电商销售模式，线下线上相结合，促进广

汉豌豆尖热销全国各省市，总产量达 0． 18 万 hm2，

批发均价 9． 6 元 /kg，实现销售收入 2． 66 亿元，实现

产销两旺。
3． 2． 3 理塘极高海拔错季基地 理塘县豌豆尖基

地是四川极高搞吧海拔错季豌豆尖基地典范，海拔

4000m 以上。该基地通过政府引导，结合国家脱贫

攻坚项目、定点援建项目，引进理塘县世界高城天然

食品有限公司、理塘康藏阳光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等企业，充分发挥企业在资金、技术、信息和人

才等方面的优势，建成理塘县现代农业科技示范观

光园，发展高原无公害有机豌豆尖基地 67hm2。公

司利用高原与平坝、丘区气候差异，日照长、昼夜温

差大、土地无污染优势，实现了 6 ～ 7 月播种、7 ～ 10
月错季上市。通过“公司 + 农户”的模式，引导贫困

户参与豌豆尖等绿色蔬菜种植，结合订单销售，预冷

包装、空运外销到台湾、香港、北京、成都等餐桌，公

司实现收益 500 多万元，为两个贫困村增收 30 多万

元，当地 11 户贫困户全家进农场务工年收入将达 4
万元，助力理塘精准脱贫。

4 发展建议

豌豆尖深受全国各地消费者喜爱，作为一种高

档绿叶蔬菜，如何促进产业提质增效，笔者针对当前

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展望: 一是市场上销售品种质

量仍存在退化、发芽率不高等问题，加快科研单位、
企业专用豌豆尖优良品种选育和地方品种提纯复壮

工作，加强统一供种，通过试验示范加快新品种推

广。二是豌豆尖种植中，仍存在偏施化肥，导致土壤

条件恶化，豌豆尖与轮套作果树、蔬菜、水稻等产品

质量降低的问题，在生产上要加强有机肥替代化肥、
化肥减施技术、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还田等研究

与应用，降低化肥施用。三是豌豆尖生产中，农户因

病虫草冻害防控中未科学用药，严重影响产品品质，

注意提前预防，加强全生育期生物农药的示范应用。
四是豌豆尖生产中劳动力需要特别大，特别是采摘

全靠手工，因此要加强机械化采收研究，加快播期机

械化应用，推广豆肥机械翻耕等技术，有效降低劳动

力成本，进一步提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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