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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该成果面向我国草莓产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升级转型的重

大需求，立足环渤海湾和西部高原的立体气候优势，依托国家

科技支撑等 3 个国家计划，历经 12 年联合攻关，在草莓品质

形成与调控、周年化供应和优势区域标准化生产 3 方面取得阶

段性理论创新和技术突破，支撑高品质草莓区域化周年生产新

格局的形成。 

2.创新点 

（1）发现温度调控草莓品质的信号转导新通路，创建品质提升

新技术，引领产业优势区域的形成：首次报道草莓通过 ABA

和高温下调 FaSnRK2.6 表达，调控果实糖代谢的信号转导机

理，以及 FaMYB44.2 调控糖酸品质新机制；发现低温通过激

活 FvMAPK3 调控花青素积累的新信号通路，解析了

FaKAR23 调控维生素 C 的生物学功能；系统分析基因型×环

境互作调控品质的表型规律，确定环渤海湾和西南高原是高品

质草莓优势产区，创建采前环境+花果调控、采后冷链+气调处



理的全产业链品控关键技术，提升优质果率≥20%，春节前大

果（≥25g）率≥50%，提高果实含糖量 1-2 个百分点，延长

货架期至 2天以上（通常为 1天），减少损耗≥20%。 

（2）首创草莓夏秋生产技术体系，填补市场空白，支撑我国区

域化周年生产新格局形成：系统研究了西部高原多区域花芽分

化规律，推动育苗体系变革；发明南繁北育、高原促花育苗和

短日草莓秋夏结果技术体系，支撑环渤海湾和云南短日草莓由

冬春 2季向秋冬春 3季供应转变；创建四季草莓定向化育种和

“多年一栽”等关键技术，带动云南和冀北四季草莓夏秋生产

规模达全国 85%以上。短日草莓和四季草莓互补，实现鲜果周

年供应。 

（3）制定优势区域产业链标准，孵化区域公共品牌，引领产业

升级换代：立足优势产区气候，因地制宜，制定和落实了 11

项采前栽培和采后贮运标准与主推技术，孵化了“丹东草莓”、

“昌平草莓”等 6 个知名品牌和地理标志，支撑供应链由“批

发市场”向“观光采摘+电商平台+商超+批发市场”多元化、

中高端化转变，引领产业向高品质、周年化升级换代。 

3.知识产权情况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7项，实用新型专利 4项；选育新品种

13 个，获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授权 7个；制定地方标准 4

项、省级主推技术 2项、团体标准 2项和企业标准 3项；发表

论文 80余篇（SCI 18 篇）；主编著作 10余部；获省级一、二



等奖共 4项。 

4.技术先进性成熟性比较  

    草莓品质形成与调控的原创性代表作发表在《The Plant 

Cell》、《Plant Physiology》等国际著名期刊，单篇最高被引

72 次，受到国际学术组织 Faculty Opinions 平台（原 F1000）

等推荐，理论水平达国际领先水平；建立了高品质草莓区域化、

周年化、标准化全产业链关键技术体系，技术转让累计>1000

万元，获得产业认可，引领草莓产业向高品质、周年化供应的

升级换代，技术水平达国内先进。 

    经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组织院士专家评价，该成果技术集

成和熟化度高，推广方式方法与机制有重大创新，组织管理水

平国内领先，创新成果推广范围广、规模大、普及应用率高，

促进产业发展、农民增收效果显著。 

5. 推广应用及经济效益 

成果在全国累计应用 100余万亩，提早结果>40天，亩增

效益约 2万元，新增经济效益约 200亿元，建立核心示范基地

40余个，培训 10万余人次，带动就业 66.6万人。引领环渤

海湾短日草莓和西南高原四季草莓优势产区的形成，支撑产业

向高品质、周年化升级转型，推动了供应链的多元化变革，促

进了休闲农业发展，实现优果优价和产业扶贫致富，产生了重

大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