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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新鲜蔬菜分类与代码》

（SB/T10029-2012）中的规定，蔬菜是指可作为副

食品的草本植物及少数可作副食品的木本植物和

菌类植物。《中国食物成分表》（第6版第一册）结合

蔬菜学上的分类和膳食营养调查的实际应用，将蔬

菜分为根菜类、鲜豆类、茄果/瓜菜类、葱蒜类、嫩

茎/叶/花菜类、水生蔬菜类、薯芋类和野生蔬菜类

等8个亚类。同时，食物成分表中依据果实的形态

和生理特征，将水果分为仁果类、核果类、浆果类、

柑橘类、热带/亚热带水果、瓜果类等6个亚类。因

此，从植物分类和食物分类的角度来说，蔬菜和水

果属于两个不同的食物种类。

那水果型蔬菜只是商家宣传的噱头吗？从科

学角度考虑，水果型蔬菜是具有悠久的研究历史

的，如水果型玉米的育种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

初。20世纪60年代初，原北京农业大学（即中国

农业大学）李竟熊、郑长庚两位教授从国外引进一

批甜玉米，开始进行甜玉米育种研究，1968年首次

育成名为“北京白砂糖”的普通甜玉米。后来经过

科学家的不断研发，到21世纪，我国育成的甜玉米

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超甜玉

米和加强甜玉米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

水果型蔬菜
营养如何

果型蔬菜
对人体有害吗

日常蔬菜
选购建议

更多内容，扫码获取

水果萝卜水果西兰花

“红花狼”茄子 “胖墩花生”南瓜

在11月下旬举办的第十二届中

国·四川（彭州）蔬菜博览会上，水果

化蔬菜成为了一大亮点。60家参展

企业带来造型奇特、功能创新的新

品种，其中有不少水果化蔬菜，以鲜

食为主要特点。

河南豫艺种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带来了一种水果甘蓝，外形看上去

并无特殊，掰下叶片入口时有清爽甜

美的口感。展位工作人员推荐的吃

法，是一次性掰下多层叶片，享受层

叠“咔咔咔”的快感，还可以裹入剁椒

酱增加风味。

“一般的甘蓝不适合生吃，芥辣

味重，甜度只有三度，而味蕾对七度

以下的甜度都不敏感。”工作人员介

绍，这款水果甘蓝甜度可以达到八

度，由于不必加热烹饪，可以为人体

提供更丰富的维生素。

什么样的蔬菜适合向鲜食方向

发展？工作人员介绍，一般而言，蔬

菜需要不太易感病虫害，这样才能

尽可能减少或不用农药。甘蓝本身

的用药量比较少，而且可以大面积

种植，适合机械化采摘，因此是试水

水果化改良的合适品种。

“市场推广几年来，消费者反馈

都很积极。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

根据每年卖给他们的种子估算，他

们种出来的水果甘蓝可以在当地市

场卖到8000万到一个亿。”他表示，

目前高端生鲜商超是水果甘蓝的销

售“主阵地”之一，常见的价格约为

6-10元每斤。

价格方面，水果化蔬菜的价格普

遍比原本的非水果化蔬菜贵20%-

300%不等。四川大澳农业科技带来

了一种水果白萝卜，味甘多汁、肉质

脆而致密，多用于沙拉或腌制。“市场

售价比普通萝卜贵一倍，可以到两块

一斤，”展位工作人员介绍说。他表

示，很多健身者追求减脂餐，但传

统蔬菜生吃口感不佳，而水果化

蔬菜弥补了这一空缺，树立起“低

脂而好吃”的形象，因此快速热

销。此外，水果化蔬菜中部分营

养成分的提高也迎合了“食品功

能化”的浪潮，抓住了注重养生的

年轻消费者的心理，成为了蔬菜

产业的新风口。

其实，水果化蔬菜并非只适合即

食，它们在高温加热时更易软，节省

烹饪时间。一般而言，西兰花根茎比

较坚硬，味道寡淡，做菜时会弃之不

用。而成都金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带来的“婉翠”松花型西兰花，根

茎部分味道微甜，质地清脆，可以切

片蘸料食用，也可以下锅翻炒。

“一般情况下要把西兰花炒软，

至少花费5分钟，而这款西兰花只需

要不到1分钟。”展位工作人员介绍，

水果化蔬菜“一菜两吃”，给了消费

者更多选择。

水果化蔬菜迎合“功能化食品”趋势 价格或可翻倍

金田农业展位工作人员表示，

水果化蔬菜的趋势是消费升级的一

种体现，但是，水果化蔬菜目前尚处

于新奇事物的范畴，消费市场还远

没有成熟。

“比如说，水果化西兰花的售价

可以达到8元一斤，是普通西兰花的

两倍，如果消费者对其亮点没有充

分了解，多半就会滞销。”他介绍，目

前主要通过小区团购、社区生鲜超

市等渠道进行推广，因为这些渠道

有明显的熟人效应，最容易在群体

中建立口碑。“顾客一旦通过熟人推

荐、体会过高品质蔬菜后，就容易成

为忠实粉丝。”

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形成对

一种水果化蔬菜的普遍认知，还需

要多久时间？“要达到水果玉米这样

的知名度，可能还需要5-10年时间

的口碑发酵。”这位工作人员预测。

这一过程，不仅关乎消费者教

育，也关乎种植户的思维转变。对

于种植端，售价更高的水果化蔬菜

会带来更高的收益，但据这位工作

人员观察，种植户的积极性不算很

高。“种植户的老一套思维重视产

量，而不是质量，担心高价的新品种

卖不出去，宁可守着传统果蔬业的

微薄利润。其实，就成都的情况来

看，水果化西兰花常常处于供不应

求的状态，人们的消费热情很高。”

因此他认为，通过市场热情“倒

逼”种植户重视新品种的种植，或许可

以帮助打通水果化蔬菜普及的难点。

只有市场不断拓宽，才有大量的资金

和企业关注这一赛道，为其投入资金

和开拓市场，让整个产业的上下游有

利可图。水果化蔬菜也才能不断放低

价格，成为百姓饮食的一种补充。

熟人圈成为水果化蔬菜消费主流 市场普及或需5-10年

水果化蔬菜折射出的消费升

级，与近年来蔬菜产业中崛起的其

他趋势息息相关。

日前发布的《2023年中国蔬菜

产业发展报告》显示，随着全国冷链

运输的完善，蔬菜流通的损耗率逐

渐降低至18%，这一条件使蔬菜可

以实现长距离运输。水果化蔬菜自

带的“高端”标签，一定程度上弱化

消费者的价格敏感度，即使经过预

处理、保存、运输环节的加价，消费

端也愿意为其买单，形成供应链的

闭环。

《报告》中提到，虽然蔬菜销售

以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主导，线上渠

道销量上升快速，占总销量的15%，

包含传统电商、团购、短视频电商

等，并且或将不断增加。对于很多

年轻人而言，比起下班后去菜市场

买菜，他们更喜欢提前买好食材，到

家就可以洗手做羹汤。

社区电商也迎来了“大厂”时

代：美团旗下的美团优选、拼多多旗

下的多多买菜等已经成为社区电商

中市场份额占比头部的品牌。

电商销售的路径下，菜蔬也

不断“变形”，以更好地适应这一

渠道。

本届菜博会上，高收友道展位

带来了名字叫“胖墩花生”的南瓜，

这种南瓜形似一个加大号的花生，

重量为一斤左右，据工作人员介绍，

这一新研发的果型相比于传统体积

较大的南瓜，属于中小果，适合电商

运输，也更适合家庭消费，可以一顿

吃完。四川广汉龙盛种业有限公司

带来的“红花狼”茄子相比于传统茄

子，保质期几乎可以翻倍，不易在长

距离运输中腐坏。

冷链运输和电商销售 进一步加快蔬菜产业转型

蔬菜盯上蔬菜盯上““水果化水果化””转型转型
鲜食蔬菜为何变成新风口鲜食蔬菜为何变成新风口

水果甘蓝、水果萝卜、水果西兰花……
不知不觉，越来越多的蔬菜走上了“水果
化”转型的道路。它们主打的卖点包括可
鲜食、味甜、质嫩，一度成为畅销产品。在
不断变化的消费市场中，水果化蔬菜究竟

是噱头还是风口？
蔬菜为何纷纷水果化？水果化蔬菜是

否已经具备足够的消费者基础？一个新品
种进入市场，需要多长的周期才能被充分
接纳？从本期专题，或许能找到答案。

新闻多一点：

水果型蔬菜，是噱头吗？

（本版稿件综合光明网、红星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