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西瓜的时候，多
数人都希望籽越少越
好，以至于人们培育出
了“三倍体无籽瓜”。不
过，你有没有想过，平
时磕的西瓜子都是哪
来的呢？莫非是雇一群
人啃西瓜收集瓜子？或
者是像土鸡蛋那样一
家一户收上来的？你吃
西瓜时吐出来的籽怎
么没有人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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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爱吃的西瓜子从哪儿来？
! 钟凯

术业有专攻的籽用西瓜
其实你磕的瓜子来自专门的西瓜，叫籽

用西瓜，又叫籽瓜，是西瓜的一个变种。由于
长得比较结实，需要拳打脚踢才能弄开，所以
又叫“打瓜”。

籽瓜按瓜子壳的颜色分为红籽瓜和黑籽
瓜，按瓜子大小又可以分为大片、中片、小片。
目前中片黑瓜子是市场主流，大片瓜子或红
壳瓜子是小众品种。

目前中国的籽瓜种植基本呈现“南红北
黑”格局。其中红籽瓜主要分布在广西、江西、
宁夏、内蒙古；黑籽瓜主要分布在新疆、甘肃、
内蒙古。黑籽瓜起源于甘肃一带，典型特征是
黑边白心，因此又叫牛眼或凤眼。中国著名地
方品种有甘肃兰州大片黑籽瓜、靖远大片黑
籽瓜、内蒙古五原黑籽瓜、吉林小黑籽等。红
籽瓜又名“喜籽瓜”，它的瓜子一般比黑籽瓜
小，多数种植在南方，但面积远小于黑籽瓜。
著名地方品种有江西信丰红籽瓜、广西信都
红籽瓜、宁夏平罗红籽瓜等。

籽瓜种植历史悠久
我国是籽瓜种植最多的国家，也是籽瓜

的发源地。
红籽瓜的历史很悠久，最早的史料记载

可以追溯到 !""#年江西省信丰县的栽培史。
黑籽瓜的历史记录则晚了一个世纪，史料记
载 !$$#年在甘肃省皋兰县有种植。

国内的黑籽瓜品种基本上都是陆续从甘
肃中部传过去的。国外黑籽瓜的主要产地是
泰国，其实也是 %&'(年前后从甘肃引进的籽
瓜品种。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籽瓜种植面积相对
较小，主要集中在甘肃兰州附近，以及内蒙古
个别地区。以旱地种植为主，种植密度较低，
西瓜子的平均亩产只有 "(千克左右。

改革开放以后，籽瓜种植区扩大到甘肃
河西、新疆垦区和内蒙古河套的灌溉农业区，

平均亩产也迅速提高到 %((千克以上。随着
高效化肥、地膜覆盖滴灌技术和其他农业技
术的应用，目前旱地平均亩产已达到 %((千
克，灌溉种植区可以达到 %'(千克，有的优良
品种可以达到 %)(千克以上。

籽瓜和西瓜一样，对土壤肥力消耗很大，
一般收过一茬后，需要让土地休息几年。这对
于大规模连片种植的地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
挑战。为了提高农田生产效率，农业技术人员
发展了间作和套种技术。比如让籽瓜和棉花
间作（同时播种），或和毛豆、玉米套种（不同
时播种），可以提高土地产量，增加农民收入。

籽瓜的收获
以绿皮黑籽瓜为例，一般要等瓜皮变黄

才能采摘，后熟 %'天左右再掏籽，可以采用
手工或机械化自动掏籽。掏出来的瓜子要直
接晾晒，如果用水洗，会导致瓜子颜色变浅，
外观品质下降。

机械化作业时需要先将田里的籽瓜排成
一列一列的，然后用拖拉机拉着取籽机作业。

取籽机上有一个布满铁签的轮子，顺着

一列籽瓜开过去，就像牙签扎小番茄那样将
籽瓜“吞”进机器的“肚子”。机器会把瓜子
“吐”进旁边的口袋，而切碎的瓜皮、瓜瓤和西
瓜汁就留在地里沤肥了。

小瓜子大产业
籽瓜是中国北方旱区的主要经济作物之

一，年播种面积超 *(万公顷，种植业产值近
''亿元，下游加工、销售和物流等配套产业产
值超百亿。其中新疆、甘肃、内蒙古、宁夏、青
海五省区为主产区，它们的面积、产量分别占
全国的 )(+和 &(+左右。

西瓜子很早就有出口创汇的记录。据史
料记载，!&,-年内蒙古哲里木盟黑瓜子产量
"(((多吨，其中外销量达 %((吨；%&-%年产
量提高到 $(((吨，外销达 "((吨。到 .(世纪
$(年代，内蒙古依然保持每年出口黑瓜子
'((吨左右。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籽瓜产业规模的不
断扩张，在林歌、正林、永泰丰等台资企业的摧
动下，中国的瓜子炒货大举进军东南亚市场。

.(世纪 &(年代中期，中国籽瓜总播种面

积已达到 %,万!%'万公顷，西瓜子产量超过
.(万吨，当时新疆约占 '(+，甘肃占了近 -(+。

.(((年左右，籽瓜产业受多种不利因素
影响短暂滑坡。.(('年左右，随着新疆籽瓜种
植面积迅速扩大，籽瓜产业重新步入正轨。

目前仅黑籽瓜的种植面积就超过 ,(万
公顷，总产量近 -'万吨，这其中超过 .'万公
顷在新疆，仅塔城和阿勒泰地区的种植面积
和产量就占了全国籽瓜种植面积和产量的
'(+以上！

瓜子产业仍需努力
虽然中国的籽瓜种植历史悠久，但长期

以来籽瓜品种开发和种子繁育没有跟上。籽
瓜的原始品种大多来自甘肃附近的几个地方
种，因此可供选育的素材比较少，种质资源匮
乏也制约了籽瓜的良种选育。

同时，农民长期使用自留种，致使种子
混杂、退化、产量下降、抗病能力弱，甚至引
起绝收。

此外，籽瓜栽培技术不完善，管理粗放，
导致病虫害多发，农田效益欠佳。

籽瓜特殊的食用方式也决定了它的投入
产出比不高，瓜藤、瓜叶、瓜皮、瓜肉消耗了大
量的养分，但最后都浪费掉了。科技人员曾经
尝试籽瓜综合利用，但成效并不显著。

瓜子好吃，食用要适度
瓜子的营养十分丰富，大约含有蛋白质

-(+左右，此外还有较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
质。不过它的脂肪含量也达到 '(+左右，因此
最好适量食用。而且炒制瓜子常用到盐，小孩
子—般不太会磕，常常放在嘴里吮吸，吃多了
口干舌燥，还影响食欲。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每日一小把坚果是有益健康的。

此外，建议消费者从正规超市购买正规
厂家生产的带包装的瓜子，避免违法添加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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