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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柿子是一种在中国广泛种植的水果，深受消费者喜爱，尤其以其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独特的口感而闻名。

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和自然食品的关注度不断提升，柿子产业也在不断发展壮大。河北省的柿子产业在

发展过程中，依托自然资源和农业技术的不断提升，已经成为该省农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尽

管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河北省柿子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仍遇到问题。本文阐述了河北省柿子产业发展现状，

分析探讨其在种植、加工、销售等环节中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通过设备升级和高附加值

产品研发，销售环节加强数字化营销和物流科技优化，使河北省柿子产业有望实现高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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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ospyros kaki, rich in nutrition and uniquely flavored, is a kind of widely cultivated fruit in China 
and popular among consumers. With growing focus on healthy eating, the persimmon industry is 
expanding. In Hebei Province, it’s an important part of agriculture, boosted by natural resources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hjfns
https://doi.org/10.12677/hjfns.2025.143046
https://doi.org/10.12677/hjfns.2025.143046
https://www.hanspub.org/


杜佩霓 等 
 

 

DOI: 10.12677/hjfns.2025.143046 407 食品与营养科学 
 

and tech progress. However, despite growth, it faces development challenges. This paper details 
Hebei’s persimmon industry status, analyzes key issues in cultivation, processing, and sales, and 
offers strategies. By upgrading equipment, developing high-value products, enhancing digital mar-
keting, and optimizing logistics in sales, Hebei’s persimmon industry aims for high-quality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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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柿子作为一种富含抗氧化物质和多种营养素的水果，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河北省

凭借适宜的气候和地理优势，结合其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价值，已成为中国主要的柿子生产基地，

广泛受到消费者青睐，且柿子产业在为当地农民提供经济收入的同时，亦在推动区域经济和农业现代化

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随着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及消费者对产品质量要求的提升，河北省柿子产业

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本文旨在分析河北省柿子产业发展现状，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持续发

展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为其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2. 国内外柿子研究现状 

2.1. 种植技术 

在国际领域，日本在柿子种植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通过研发先进的矮化密植技术，合理控制树

体高度与种植密度，不仅提升了土地利用率，还便于果园管理和采摘作业[1]。此外，利用基因编辑技术

培育的多种抗逆性强、果实品质优良的柿子新品种，既保持了原有口感，又增强了对病虫害的抵抗力。 
在国内，广西特色作物研究院在甜柿品种选育与栽培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自 2015 年起，

院方引进了 30 余个甜柿品种进行综合评价，筛选出适合当地种植的“太秋”“阳丰”等品种[2]，这些品

种在果实成熟后能够在树上自然脱涩，便于贮运。同时，团队集成了甜柿的优质高效栽培技术，包括精

准的肥水管理、科学的整形修剪、有效的保花保果与病虫害防治技术，并制定了地方标准，为甜柿产业

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2.2. 加工工艺 

在柿子加工工艺方面，国外善于应用高新技术，韩国研发的柿子冻干技术能够在低温真空条件下干

燥柿子，既保留了其营养成分和风味，冻干柿子片也因此成为高端零食；意大利 Galletti 企业利用膜分离

技术对柿子汁进行澄清与浓缩，从而提升了产品的纯度与稳定性，生产出高品质柿子汁饮料。 
国内柿子加工工艺同样在不断创新，部分企业引入了自动化设备，提升了柿饼、柿子醋等传统产品

的生产效率与质量[3]。例如，富平永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采用新型脱涩与糖化工艺及自动化设

备，推出了冰柿等创新产品。然而，河北省柿子加工企业的设备自动化与智能化程度参差不齐，大多数

企业仍依赖传统设备，在利用现代食品科技开发高附加值新产品方面能力有限，且产品同质化问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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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北省柿子产业种植现状 

3.1. 种植规模 

根据 2023 年河北省农业统计年鉴，河北省柿子种植面积已达 35 万亩，年产量超过 50 万吨，位居全

国前列。其中，鲜柿产量占主导地位，干柿及深加工产品产量逐年增加。柿子的规模化种植和集约化管

理已成为河北省农业产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鲜柿产量占比约为 70%，干柿及深加工产品占

比约为 30%。这一生产结构反映了河北省柿子产业在鲜果销售和深加工领域的均衡发展。 
近 10 年来，河北省柿子种植面积稳步增长，产业化进程加快，柿树种植规模在全国范围内占据重要

地位。根据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统计数据，2023 年河北省柿子种植面积为 52.36 万亩，占全国柿子种植总

面积的 3.56%。单位面积产量为 285.74 公斤/亩，总产量达到 14.96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了 1.82%、4.35%
和 6.12% [4]。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rend of average yield per unit area of persimmon in Hebei Province 
图 1. 河北省柿子平均单位面积产量变化趋势 
 

河北省柿子种植主要集中在衡水、邢台、保定等地区，其中衡水市柿子种植面积最大，达到 15.23 万

亩，占全省柿子种植面积的 29.09%；邢台市种植面积为 10.45 万亩，占比 19.96%；保定市种植面积为 8.37
万亩，占比 15.99%。 

2012 年至 2022 年，中国柿子平均单位面积产量整体呈正增长态势，仅在 2013 年、2014 年和 2018
年年因主产区受干旱和病虫害影响而出现过小幅同比下降趋势。 

3.2. 种植技术 

河北省柿子种植技术体系包含精准施肥、滴灌、间作、大棚栽培、嫁接及修剪整形等关键技术[5]。
基于土壤养分测试的精准施肥技术通过匹配作物需求实施定量施肥，显著提升产量与果实品质，而滴灌

技术则优化了水肥利用率，尤其适用于干旱地区。间作模式不仅能改善土壤肥力，还可有效抑制杂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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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维持土壤生态平衡。 
大棚栽培技术通过延长育苗期解决了寒冷地区的种植限制，嫁接技术则增强了树体抗性与适应性。

修剪整形通过优化树体结构改善通透性，促进果实均匀发育[6]。这些技术的集成应用不仅提高了产量与

品质，还推动了生态可持续种植模式的发展。 

4. 河北省柿子产业生产现状 

4.1. 政策支持 

河北省柿子产业发展历史悠久，可回溯至 20 世纪 80 年代[7]。在当下，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

下，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科技赋能，出台诸如《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绿色生态、科技

赋能农业强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方案》《河北省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示范工程》等一

系列政策文件，为科技助力农业生产提供顶层设计与政策支撑，积极推动科技力量下沉至农户，为柿子

产业后续发展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凭借科技力量的深度介入，河北省柿子产业实现从品种培育源头创新，到种植管理过程优化，再到

产品加工工艺革新、市场销售渠道拓展的全产业链创新升级。这一系列积极变革，不仅显著提升了柿子

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改善民生福祉，更有力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注入强劲动力。 

4.2. 品种结构 

河北省柿子品种丰富，主要包括甜柿、涩柿和干柿三大类[8]。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无涩口柿子需

求的增加，富士柿逐渐成为市场主流品种。此外，传统涩柿品种如磨盘柿和牛心柿仍占据一定市场份额，

主要用于深加工和出口。其中甜柿以富士柿为主；涩柿以磨盘柿和牛心柿为主；干柿以传统干柿为主。

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tructure of persimmon varieties in Hebei Province 
表 1. 河北省柿子品种结构 

地区 主要品种 特点 食用形式 

保定易县 磨盘柿 果实个头大，形似磨盘，口感清甜，汁水丰富，种植历

史超千年，依托当地优质自然条件，产量可观 
鲜食、制成柿饼、加工

成柿子醋、柿子酒等 

石家庄元氏县 满天红 果实扁圆形，色泽鲜艳，果肉致密，含糖量高，耐储

存。当地多山地丘陵，为其生长提供适宜环境 鲜食、制作成柿子罐头 

邢台内丘县 牛心柿 因果实形似牛心得名，果皮薄，肉质细软，味甜多汁。

当地注重品种改良与种植技术提升 鲜食、晒制牛心柿饼 

邯郸涉县 绵柿 果实较小，果肉绵密，甜度高，在山坡梯田种植，风味

独特，加工成的柿饼软糯香甜 鲜食、制成柿饼 

保定满城 磨盘柿、

甜心柿等 
磨盘柿果实硕大、果形周正；甜心柿无需脱涩，可直接

食用，口感脆甜。种植规模大，产业成熟 
鲜食、制作柿子果脯、

柿子果酱等 

 
国内市场需求方面，鲜柿和干柿作为秋冬季节的传统食品，深受消费者喜爱。尤其是无核甜柿，因

其口感佳、营养丰富，市场需求持续增长。国际市场方面，河北省柿子产品出口量逐年增加，2023 年出

口量达 2.3 万吨，主要出口至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9]。干柿作为河北省的特色出口产品，

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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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产业模式 

河北省柿子产业采用“政府 + 企业 + 合作社 + 农民”的产业联合体模式，有效推动了规模化种植

与品牌化发展，其中保定市通过打造“保定磨盘柿”区域公用品牌，提升了产品市场知名度；在产品创

新与销售模式方面，保定市推出“保定冰柿”创新产品，成功开拓新市场，通过深加工与特色品牌化提

升了产品附加值，拓宽了销售渠道，为柿子产业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而顺平县 2023 年柿饼产值超过

200 万元，反映出当地柿子深加工与销售的成果，尽管创新产品规模不及“保定冰柿”，但柿饼作为传统

加工品仍占据一定市场份额。 

5. 河北省柿子产业面临的挑战 

5.1. 种植环节科技应用短板突出 

品种改良进程迟缓 
在现代生物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基因编辑技术已能精确修饰植物基因，培育出具有优越性状的

品种，如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及提升果实口感和营养价值。然而，河北省柿子种植领域科研投入不足，导

致难以开展基因编辑等前沿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未能充分利用这些技术培育适应本地环境并满足市

场需求的优质新品种，从而造成品种更新换代未能跟上市场需求变化的步伐。 

5.2. 加工环节精深程度亟待提升 

柿子中平均 2.5%~4.0%的高单宁含量显著制约了产业发展，未脱涩鲜果的食用体验差，导致消费者

接受度低，即便是成熟柿子，涩口感仍然影响其消费[10]。高单宁不仅抑制了直接消费，还降低了柿子汁、

果酱等深加工产品的口感与品质，部分品种涩味过重，限制了市场扩展，成为产业发展的瓶颈。因此，

培育低单宁品种、优化加工工艺以降低单宁含量并改善口感，已成为提升柿子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技术路径。 

5.2.1. 管理系统落后 
河北省柿子产业中的管理系统存在显著局限性，功能上主要侧重于记录果园土地面积、柿子树数量

等基础信息，而缺乏土壤肥力动态监测和病虫害精准预警等核心功能，未能根据土壤养分和柿子树生长

阶段提供科学的施肥方案，导致盲目施肥，肥料利用率降低 15%~30%，不仅增加了成本，还引发土壤养

分失衡与板结，影响根系对养分的吸收，从而影响果实产量与品质[11]；此外，技术集成度低，难以融合

传感器、物联网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环境监测主要依赖人工录入，未能有效挖掘环境与柿子生长之间

的关联，决策缺乏智能支持，且管理系统仅在大型果园中应用，许多中小果园因成本和认知问题依赖人

工管理，导致分散的种植资源无法实现统一管理和数据共享，从而制约了产业管理效率和抗风险能力的

提升。 

5.2.2. 产品创新能力欠缺 
河北省柿子加工产品主要集中在柿饼、柿子醋、柿子酒等传统品类，存在严重同质化，缺乏在口味、

包装和功能上的差异化，难以吸引消费者，而现代食品科技如微胶囊和超临界流体萃取的应用可从柿子

中提取有效成分开发功能性食品[12]，但由于河北柿子加工企业研发投入不足且与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合

作不够深入，导致新技术难以在产品开发中应用，从而使得产品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不足。 

5.3. 销售环节科技赋能不够 

5.3.1. 加工技术水平偏低 
柿子种植技术虽具有较强适应性，能够在贫瘠土地上生长，但由于精准农业、智能灌溉和病虫害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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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监控等现代化技术普及度低，导致生产效率较低，柿子品质难以稳定提升；与此同时，柿子深加工技

术升级缓慢，依赖手工或半机械化操作，限制了产业规模化与标准化发展，尽管部分企业尝试引入现代

加工设备，但整体产业链技术含量仍较低，无法满足市场对高品质、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 

5.3.2. 数字化营销滞后 
河北省已建立柿子产品的线上销售平台，但在运营中，大数据精准营销手段尚未得到广泛应用，目

前该平台仅能实现基础的产品展示与交易功能，未能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消费者的浏览记录、购买偏

好及地域分布等关键数据进行深度分析；理论上，借助大数据分析可精准识别不同地区消费者在柿子产

品口味、包装、价格等方面的差异化需求，从而灵活调整产品策略与营销方案[13]，但实际上，多数线上

销售平台未能实现精准的产品信息推送，导致营销效果不佳，难以准确定位目标客户群体，进而影响了

产品的市场推广进程及销售业绩的提升。 

5.3.3. 物流配送科技落后 
在河北省柿子物流体系中，运输路线规划与包装技术成为限制产业发展的核心症结。运输路线规划

高度依赖人工经验，智能算法应用严重不足。人工规划易受主观因素左右，无法全面整合交通路况动态

变化、配送网点空间布局等复杂多元信息，最终导致运输路线迂回曲折，配送时长显著增加，运输成本

大幅上扬，物流时效性大打折扣[14]。 

6. 河北省柿子产业发展主要对策 

6.1. 种植环节科技升级 

6.1.1. 推进品种创新 
为培育优质柿子品种，政府、科研机构与企业应协同合作，政府可设立专项基金，引导河北农业大

学等科研力量，结合河北各地气候、土壤条件，利用基因编辑与杂交育种技术开展育种工作。例如，针

对张家口等寒冷地区，重点培育抗寒高产品种；在石家庄周边土壤肥沃区域，选育果大味甜品种，以此

改良基因，提升抗病性、营养、效益并降低风险。同时，以满城磨盘柿、涉县绵柿等地方特色品种为基

础，建设种质资源库，收集、保存与研究优良基因[15]，为培育特色新品种提供资源，保护地方品种独特

性，提升河北柿子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6.1.2. 智能化种植管理 
大力推动传感器、无人机、卫星定位等技术在柿子种植中的应用[16]，在柿园内广泛部署传感器，实

时采集土壤酸碱度、温湿度、养分含量，以及空气温湿度、光照强度等环境数据，通过无线传输反馈到

管理终端，帮助种植户精准掌握环境变化。利用卫星定位结合 GIS 系统，为每棵柿子树建立“数字档案”，

记录位置、生长状况等信息，并借助搭载高清摄像头与多光谱成像设备的无人机定期巡检，通过影像与

光谱分析，精准监测病虫害隐患。基于采集的数据，运用智能算法制定精准灌溉与施肥方案，结合土壤

墒情与柿子树生长需求，实现精准作业，减少资源浪费，提高种植效率与果实品质，为后续产业环节奠

定基础。 

6.2. 完善加工体系，优化产业结构 

6.2.1. 技术研发与创新投入 
为促进柿子产业技术提升，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需加强合作，加大柿子深加工技术研发投入，设

立专项科研基金，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联合开展相关研究项目，研发如低温干燥制柿干、优化柿

子酒发酵等新工艺，提升产品品质与附加值[17]。高校应与企业携手，开设柿子深加工专业课程，培养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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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食品加工兼具的复合型人才，同时组织针对农民和企业员工的定期技术培训，邀请专家实地指导，

通过培训班、讲座等提升从业人员技术水平，为产业发展提供智力保障。 

6.2.2. 产业链的综合利用 
为推动柿子产业发展，需多管齐下。在种植端，要加大对柿子种植户先进种植技术的培训，推广科

学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先进栽培技术[18]，农业专家定期下田指导，同时官方建立涵盖土壤、施肥、

病虫害防治等标准的种植体系，保障柿子产量与品质的一致性、稳定性。加工环节，鼓励企业采用绿色、

节能加工技术，如以低温烘干替代传统晾晒，提升效率与质量，倡导间作、生物防治等生态种植模式，

减少污染。此外，针对柿子皮、核等加工废弃物，建立处理和循环利用机制，降低环境负担，政府强化生

态资源保护，为产业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 

6.3. 销售环节科技赋能 

6.3.1. 数字化营销体系建设 
政府应引导企业与专业数据服务公司合作，借助大数据技术收集并分析消费者在淘宝、京东等电商

平台及社交媒体上的购买行为、兴趣偏好等数据，如搜索关键词、浏览记录与购买频率，运用人工智能

算法深度挖掘，构建消费者画像，明确不同群体在口味、包装、价格等方面的需求差异。基于此，制定精

准营销策略：面向年轻消费者，通过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的趣味短视频和图文展示创意吃法与加工过程；

针对中老年消费者，通过传统电商精准投放广告，突出产品的营养价值。同时，拓展线上销售渠道，鼓

励企业入驻主流电商平台，搭建官方电商网站，开展直播带货与社群营销，扩大河北柿子产品的市场覆

盖面[19]。 

6.3.2. 物流科技优化 
引入物联网技术，在运输车辆、仓储设备及包装材料中嵌入传感器，实时采集运输过程中温度、湿

度、震动等数据，并通过网络传输至物流管理平台。物流企业与销售商可通过该平台实时监控货物运输

状态，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如温度过高或车辆偏离预定路线，便可及时采取调整措施。通过优化运输路

线，并利用智能调度系统综合考虑交通状况、配送距离与货物重量等因素，规划最佳运输方案，降低运

输成本，扩大河北省柿子产品的销售半径，将新鲜、优质的柿子产品迅速送达全国乃至国际市场。 

7. 结论 

河北省凭借独特的气候与地理优势，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柿子生产基地，显著推动了农业发展和农民

增收。然而，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柿子产业在种植、加工、销售环节暴露出诸多问题。种植方面，品种

改良进展缓慢，传统品种和技术仍占主导，智能化程度低，导致产量和品质不高；加工方面，设备陈旧，

缺乏创新，多为初级产品，附加值有限；销售方面，数字化营销滞后，物流配送缺乏科技支持，损耗较

大，严重制约市场拓展。 
本文系统分析河北省柿子产业现状，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科技助推策略：在种植环节，推动品种创

新，利用前沿技术培育优良品种，建设种质资源库，推广智能化管理设备如传感器以实现精准作业；在

加工环节，鼓励引进智能设备，提高效率与品质，研发高附加值产品以延伸产业链；在销售环节，建设

数字化营销体系，依托大数据拓展线上渠道，借助物联网完善冷链物流，降低损耗并扩大销路。科技的

全方位赋能有望提升产业竞争力，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8. 未来展望 

科技的持续进步为河北省柿子产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良好前景。一方面，应紧跟前沿技术动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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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因编辑技术在生物技术领域改良柿子品种，培育出优质、高产且抗逆性强的新品种；信息技术可为

柿子种植的智能管理及物流运输提供全程监控，显著提升管理和物流效率；先进食品加工技术则有助于

挖掘柿子产品潜力，开发更多高附加值产品。这些技术应及时引入柿子产业，推动产业升级。另一方面，

应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共建研发中心和联合项目，促进成果转化应用，同时重

视复合型农业技术与市场营销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推动产业向更高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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