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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福利

时下正是郁金香怒放的季节。在浙大紫金港校区西区，有

一小片郁金香花田，只有60平方米。粉色的郁金香或含苞待

放，或明艳盛开，远远望去，十分惹眼。

打理这片花田的，是浙大园艺系三个大四男生。他们不只

种花，还有个远大理想。

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在郁金香这种花身上，还有个“南橘

北枳”的故事。

作为荷兰国花，郁金香种球引进到中国后，因为气候等方面

的原因，大多只能种一季。第二季继续种，其种球就会退化，慢慢

地就开不出花了。因为无法实现复种，我国每年大约要向荷兰

订购2亿颗郁金香种球，花费不菲。

三个大男孩，想要为郁金香“改命”，让这种美丽的花国产化。

中国的园艺专家们这么多年也没解决的问题，他们能做到吗？

郁金香种球只能向荷兰购买吗
浙大三个小伙说：NO
中国园艺专家们多年未解决的问题，他们行吗

本报通讯员 张静 柯溢能 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文

通讯员 卢绍庆/摄

从今天下午两点开始，读者可在“浙

江24小时”APP积分商城内，用积分免费

兑换郁金香。500积分兑换一支，一人限

兑10支，兑完为止。因为是鲜花，我们不

提供快递服务。兑换后，请于 3 月 23

日-25 日 9：00-17：00，在杭州三墩镇申

花路791号剑桥公社A座“花草间”，凭兑

换时填写的电话号码自行领取。

郁金香种球无法国产
每种一季就得重新向荷兰订购

三个小伙子都是95后，魏晓华是项目总

负责人，并负责技术支持，沈旭峰负责销售，

赵仁伟管运营。在他们的实验花田里，年纪

最小的赵仁伟随手挖出一颗郁金香种球，看

上去像大蒜头。剥开，里面也跟蒜瓣一样，叫

子球。赵仁伟说，这些子球正在长大。

“郁金香的花茎被包在这些种球里，靠吸

收种球的营养物质成长。”等到每年5月份地

面茎叶枯萎后，将种球从地里挖出，上一年种

下的一颗种球会变成两到三颗。

赵仁伟说，从荷兰引进的第一代种球有

鸡蛋大小，经过一季的种植以后，养分被吸

收，种球会退化成鹌鹑蛋大小。退化的种球

营养不够，开不出花，在第二年无法复种，只

能继续从荷兰引进新的种球。

中国的郁金香种球越种越小，荷兰却能

做到种球不退化。魏晓华说，这是因为郁金

香怕热，当到了人们能穿一两件衣服的气温

时，它就热得受不了，日均温度超过 22 摄氏

度就会“衰老”，植株停止生长，吸收不了养分

导致“营养不良”。

荷兰纬度高，靠近海洋，是温带海洋性气

候，所以荷兰的春天气温低、时间长，会持续

三个多月时间。这三个多月，正是郁金香种

球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的关键期。

魏晓华说，“在气候学中，春季是指平均

气温在10℃至22℃这段时间，这时的温度最

适合郁金香种球的生长。荷兰的春天比较

长，有三个多月；中国的北方，像北京，春天只

有一个月；南方像杭州，最多也只有两个月，

都不足以让郁金香种球生长到合适的大小。”

“以杭州为例，郁金香一般在三月中旬开

花，四月中旬枯萎，适合种球生长的时间实际

上只有一个月。这导致我们的种球营养积累

不够，只能长到鹌鹑蛋那么大。再种下去，就

无法开花了。”魏晓华说，因为国内无法实现

郁金香的复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要花

费巨资，向荷兰购买约2亿颗郁金香种球，来

满足郁金香盆花、切花和景观的需求。

因为成本等原因，郁金香一直无法实现

大规模国产化。

他们想要在国内
大规模培育郁金香种球

魏晓华和沈旭峰出生于1995年，赵仁伟

生于1997年，都很年轻，充满干劲。

他们想做的，就是让郁金香种球在一代

一代的种植过程中，仍然能像鸡蛋那么大。

“让郁金香合格种球在国内大规模生产，在国

内也能大量选育郁金香新品种，实现郁金香

国产化。”

他们开展的这个郁金香创业项目，有个好

听的名字——“国郁今香”。这是由浙江大学农

学院学生科技创新创业“挑战者计划”孵化并打

造的一个现代化农业领域创业项目，旨在解决

国内郁金香产业规模小、效率低的问题。

一代代园艺师都没能解决的问题，凭几

个本科生能行吗？

他们说，自己已经掌握了新技术——郁

金香免耕栽培技术。他们的郁金香不是种在

泥土里的，而是埋在天然基质里。这项技术

目前还在申请专利，到底是什么天然基质目

前还是保密的。“这种植方法省去了耕作这一

步，收获时不用挖土，种球干净不说，还方便

省事。”赵仁伟说。

种花的60平方米实验田，是从学校租的，

半年租金1000多元。第一批4000颗郁金香

种球，是通过辽宁省农科院从荷兰订购的。

“去年七八月份就订购了，没想到入关时

出了点问题，一直到去年12月底才拿到货。”

郁金香耐寒怕热，对季节的要求很高。以杭

州为例，一般在每年深秋就需要将种球埋入

地下，来年2月发芽，3月开花。魏晓华说，一

拿到种球，他们立马就下地种。

就在3月上旬，杭州气温回升，郁金香比

预期时间早了一个星期开花了，“本来还未转

色的花苞，一夜之间就转色，有的完全开放

了。”这打消了沈旭峰的顾虑，也让他摸索到

实际种植的经验，“实验室种植能估计出芽、

开花的时间，但大田的温度不可控，出芽时间

和我们预期的不一样。”

第一批花已经见到效益
他们接下来准备大干一场

种在校园的这片花，分为了两块，一块是专

门用来收获鲜花的，一块是用于收获种球的。

因为没有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郁金香提

前开放让小伙子们有些措手不及。“只有还在

花苞状态的郁金香，才能卖得出去。已经完

全开放的是没人买的，买回去也放不长久。”

沈旭峰说。

因为恰逢白色情人节，销售情况还不

错。单支郁金香 6 元，购买 3 支以上每支 5

元，购买 10 支以上每支 4 元。卖花的文章在

朋友圈发出去，没想到想要买花的学生和老

师还挺多。“第一天就卖出了100来支。”沈旭

峰说，他们还联系两家花店，不过因为第一次

做生意，花店只收了20多支，“我们还会去其

他花店试试。”

一共卖了多少钱？“这倒不重要，重要的

是我们从中获得的鼓励，毕竟是创业，有回报

才能继续做下去。”

整个创业项目的钱，是三个小伙伴一起

凑的，还有一部分由学院资助。

不过，想要实现他们原先的“远大理想”，

光在这 60 平方米的方寸之地小打小闹可不

行。目前，几个人已经通过了安吉笔架山大

学生创业基地入驻答辩，拿到了50亩地。在

安吉，他们将打造自己的种植基地。“不仅要

种植郁金香，培育种球，还要为安吉打造一片

漂亮的郁金香景观，来吸引游客。”

想要大量培育可以在国内复种数年的种

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停地实验、筛

选，以及完善种植技术。

他们还设想，将这个创业项目与主题公

园、民宿、婚庆公司、摄影基地、酒店、咖啡馆

等领域展开合作，拓展盈利模式。“理想的模

式是，赚来的钱用来支持种球研究，早日打破

荷兰垄断，实现郁金香国产化。”魏晓华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魏晓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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