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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东魁杨梅已成
为全国栽植面积最大的杨
梅单一品种，达 463.5 万
亩。福建漳州于1984年引
进东魁杨梅，现已在福州、
三明、龙岩、南平、宁德等地
扩种，总面积达 63 万亩。
同时，东魁杨梅的外销逐
年增加，销往多个国家，售
价每斤达30~50美元。

当被问到为何能独具
慧眼，看出东魁杨梅的潜
在价值时，翁老深情地说：

“这得感谢母校，感谢恩
师！”1951年，福建协和大
学农学院院长兼系主任李
来荣教授亲自为他的毕业
论文选题，研究福橘不同

采收期的品质变化，所以
翁老对果实采收时期影响
糖、酸转化的科学规律的
认识特别深刻。他认为，
这株大杨梅或是采得过
早，导致味道不佳，实践证
明果然如此。

东魁杨梅改变了过去
杨梅因太酸不受待见的局
面，多省掀起种植热潮，带
动农民增收，形成新兴产
业链，这在果树发展史上
极为少见。出生在浙江黄
岩偏僻小乡村，无人问津
的东魁杨梅，终于从酸涩
不堪到走进千家万户，成
为人们在炎炎夏日里无可
替代的酸甜记忆。

从野果到“顶流”东魁杨梅何以逆袭
酸涩野梅变身全国栽培面积最大的杨梅单一品种，背后“功臣”是位近百岁的福州老人

“国际标准的话语权
背后是科研实力和产业
底气的较量。”孙威江教
授回忆道。在国际贸易
领域，乌龙茶国际标准为
其全球流通提供了统一
规范。曾经，由于缺乏国
际标准，乌龙茶在国际贸
易中常受技术贸易壁垒
阻碍，发展困难重重。如
今，有了这份标准，乌龙
茶通往全球市场的大门
被打开。

而制定国际标准，并

非只在实验室里做研究。
再次回看这段给乌龙茶上

“身份”的经历，是福建农
林大学茶学学科牵头、植
物保护和林学学科多学科
协作的一次成功。

团队里的植物保护
学科专家化身“茶叶保
镖”。运用植物保护技术
监测茶树病虫害，深入分
析病虫害对茶叶品质的
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特
定病虫害侵袭会改变乌
龙茶的香气和滋味。基

于此，采用生物、物理等
绿色防控手段，减少化学
农药使用，从源头保障茶
叶原料品质。

林学学科专家则成
为“生态管家”。研究人
员运用林学知识分析茶
树生长环境，发现茶园周
边植被丰富的区域，茶树
生长更健康，茶叶品质更
优。所以种植时要保留
一定比例的自然植被，优
化茶树生长环境，进而提
升乌龙茶风味和品质。

福建高校主导 制定茶叶国际标准
福建农大孙威江教授团队主导制定的白茶国际标准草案，已获国际标准化组织采纳，

即将开启全球投票

日前，第五届中国白茶大会上，福建农林大学孙威江教授再传捷报，其团队主导制定的白茶国际标准草案，已
于今年4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采纳，即将开启全球投票。这也是孙威江教授团队继2022年主持制定的全球
首个中国主导的特种茶类产品国际标准《乌龙茶——定义与基本要求》发布后，再次站在国际舞台上。

国际上将茶叶分为红
茶、绿茶、黄茶、白茶、青茶、黑
茶六大类，而我国既是茶叶
第一大国，也是世界上唯一
一个既种植又消费六大茶类
的国家。但提起国际标准，
红茶、绿茶的国际标准早已
由其他国家制订发布，而作
为茶叶大国的中国，在茶类
国际标准制订上还未突围。

2008年，当年的国际标
准化组织食品标准技术委员
会茶叶分技术委员会提出，
将乌龙茶等标准研制纳入计

划，中国果断“接招”。在多方
配合下，福建农林大学整合
资源，最终组建了以孙威江
教授为核心的科研团队，为
标准草案的撰写做足准备。

回忆起那段时间，团队表
示，当时的乌龙茶化学特性尚
不明确，如何将其与红茶、绿
茶等其他五大茶准确区分开
来，成为关键问题。为了给
乌龙茶找到精准的“国际定
义”，他们做了海量的成分分
析工作。在工艺研究上，团
队反复走访制茶大师，记录

不同发酵程度、摇青次数下
茶叶的变化。经过无数次的
试验和研讨，最终创新提出
以“做青工艺”和8项核心化
学成分指标为判定依据。

2022年，全球首个中国
主导的特种茶国际标准《乌
龙茶——定义与基本要求》
正式发布，这项历时十四载
的科研成果，终结了中国特
种茶无国际标准的历史，让
中国乌龙茶在国际市场有
了“身份证”，在全球茶产业
树立起了“中国标杆”。

十四年奔走 乌龙茶率先树立“中国标杆” 跨学科的“茶园实验室”

N海都见习记者 蔡怡晴 文/图

近日，“果大如乒乓”、酸甜适中的东魁杨梅新鲜上
市，迅速成为福州水果市场的“香饽饽”。其平均单果
重25克，大者超50克，远超普通杨梅。虽价格不低，但
销量可观，更成为不少爆款的原料。但少有人知的是，
这明星巨果，曾是浙江黄岩山间无人问津的酸涩野梅，
蜕变背后离不开福州学者翁迈东，还有郭枢、洪湘汉、
李三玉等园艺专家的努力。

“一口下去全是果肉，
汁水多，酸甜恰到好处。”市
民张先生说，这么多杨梅，
东魁杨梅最对胃口。记者
走访福州市场，在鼓楼一水

果店，老板称东魁杨梅识别
度高、回头客多，一天能卖
十几盒。

线下热卖，线上同样热
销。虽然价格一斤从近 30

元到85元不等，但晋安一家
水果店3天能卖出17斤。

这款“杨梅界的爱马
仕 ”，产 地 遍 布 浙 江 、福
建、广东、云南等多省。可

很少有人知道，如今深受
欢迎的东魁杨梅，其母树
出世近百年却从未被看
好，若未被发现，大概率将
自生自灭。

“能够第一个发现东魁
杨梅的潜在价值，要归功于
我在福建接受的教育，包括
严谨的科学精神、踏实的田
间调查作风。”近日，99岁高
龄的翁迈东向记者讲述当
年的经过。

翁老出生于福州，是福
建协和大学（今福建师范大
学、福建农林大学的主要前

身之一）1952 届园艺系学
生。1959年6月19日，时任
浙江黄岩农校果树老师的
他，带学生到黄岩县东岙村
实习，主要任务是调查杨梅。

那时东岙村到处都是
野杨梅，一天下来并没有发
现好的品种。“当晚我向学
生提出第二天的调查要求
——要在没有嫁接的实生

树中，寻找有特点的。”翁迈
东说。

次日上午，有学生打听
到村外山边有株实生树，果
实特别大，村民叫它“野杨
梅”或“大杨梅”。下午，树
的主人带翁迈东和学生到
了现场，这棵野杨梅是其爷
爷留下的，估计树龄已近百
年。翁迈东看到野杨梅树

体高大、直立，但树势衰老，
枯枝多，已失管多年。

初步检测后，学生们认
为这株杨梅的叶片、果实明
显比普通杨梅大，但味特
酸、肉质粗、汁液中等，并不
好吃。翁迈东告诉学生，这
棵野杨梅树是实生变异，可
能还有潜在优良性状没表
现出来。

同年 8月，浙江组织全
省范围的果树资源调查，黄
岩附近几个县由黄岩柑橘
试验站站长郭枢带队，队中
6月曾参加东岙村实习的学
生提到了那棵大杨梅，引起
郭枢的重视，对这株大杨梅
做了观测记载。

1959 年 10 月，黄岩县

澄江区农技站果树干部洪
湘汉与翁迈东交流后，按照
翁迈东的建议，在次年春天
对东岙村那株大杨梅施下
化肥，恢复树势，并延迟到6
月下旬采收。在他的干预
下，迟采的杨梅一改往日酸
涩，取而代之的是恰到好处
的酸甜鲜美，这一消息迅速

在当地传开。
1960年 6月中旬，浙江

农学院园艺系教师李三玉
到黄岩县，对这株大杨梅做
了详细观察记载，材料编入
《浙江杨梅品种资源集》，后
浙江农业大学吴耕民教授
为之取名“东魁”，意即“东
岙大杨梅”。

东魁杨梅的优良品质
得到表现，但洪湘汉的研究
并未止步。他利用嫁接技
术，繁殖东魁杨梅的营养系
后代作系统观察，1983年通
过良种选育的项目鉴定，很
快引种到全国各地，浙江仙
居县 14万多亩规模栽种的
成功经验成了表率。

走进千家万户的酸甜记忆

人为干预一改往日酸涩

发现树龄近百年“大杨梅”

明星巨果市场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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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魁杨梅大如乒乓（受访者供图）

N海都见习记者
何丹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