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正是
水果上市的旺
季，价格也在
下降，让众多
消费者实现了
水果自由。不
过，很多消费
者在品尝水果
的同时又心存
疑惑：为什么
产地相同的某
种水果，口味
却相差甚远？
为什么不同时
间不同地点购
买的同一品种
水果，连外形
都差异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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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产地同品种的水果 口味为何不同？
产地品种相同口味却不同

从事水果销售行业十几年的批发商刘
鑫对记者说：“现在水果供应不分季节、地
域，不论冬夏还是南北，想买就有。相比
价格，如今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口感口味
更好的水果。从消费者的反馈中我们发
现，‘大、脆、甜、香’是消费者喜欢的水
果口味。”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所长
董超告诉记者，随着国内水果种植技术的
提升、种植面积的扩大以及物流冷链快速
发展，消费者对水果的消费态度也发生了
变化，“许多消费者抱有‘宁咬仙桃一口，
不吃烂杏一筐’的心态，需求的变化深刻
影响着水果从种植到销售的各个环节。”

消费者秦云说：“现在生活好了，吃水
果都是挑着吃，尤其是孩子们，口味稍微
差点儿的水果，他们可能都不愿意吃。”

虽然口感、口味成了消费者吃水果更
看重的因素，但同时也为“高价买回来的
水果不如宣传中的好吃”而苦恼。消费者
李女士反映：“我曾在一家专卖山东水果的
小程序上花200元买了一箱6个装的山东奶
油苹果，个头大、甜度高、果汁丰富、果
肉细腻，非常好吃。但是该小程序上经常
会出现长时间断货的情况。后来我看到有
个直播间在卖山东奶油苹果，60 元一箱。
我想着价格便宜可能品质会差些，但是相
同的品种应该不会差太远。结果买回来发
现，苹果个头很小，果肉也没什么滋味。”
李女士说，类似经历她一年能碰上好几
次，往往换了商家，即便宣称品种相同的
水果，口味也会大相径庭。

一位消费者向记者吐槽：“买的水果是
否好吃全凭运气。”他表示，听宣传买水果
上当是常有的事儿，在网上买的水果品质
经常低于预期。比如，我在一家直播间花
73元购买了3斤一箱的海南荔枝王，买回
来一吃，既不新鲜也不怎么甜；我还在网
上买过陕西绿心猕猴桃、中华丑梨等，结
果好吃与不好吃的概率大概各为50%。”

明明是同一产地的同一个品种，水果
的口味怎么会差这么多？一位水果直播店
铺的主播告诉记者，直播间里相同产地和
品种的水果口味不同很常见。“同一产地的
同品种水果，不同批次的口味都有差别，
有的时候差别还比较大。因此，我们进货
后都会检测、品尝，口味好的就定价高
点，口味差的就定价低点。”该主播说。

该主播告诉记者：“很多直播间都说卖
的是自家果园的水果，这怎么可能。一个
果园一年的产果量非常有限，而且季节性
强，直播间天天都在卖水果，自家果园哪
来那么多水果。都是从不同渠道进货来
卖，水果品质不可能很稳定。”

栽培技术不同带来口味差异

水果的品质如此不稳定，难道是水果
也有假货？事实上，这很可能与栽培技术
有关。

在一座阳光玫瑰葡萄大棚中，一串串
葡萄犹如绿宝石般挂在藤蔓上，这里的葡
萄香、甜、脆，能达到一级果标准。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上有的阳光玫
瑰葡萄卖十几元一斤甚至几元一斤，但这
里的阳光玫瑰每斤售价在30元左右。同样
的品种采用不同的栽培技术，口味和价格
的差距也会很大。”

栽培技术的优劣直接影响着水果的品
质。从事多年水果品质检测的唐军对记者
说：“我们在日常检测中发现，两个相邻的
果园种植同样品种的苹果，但口感完全不
一样，这就是栽培技术造成的。比如同样
是阳光玫瑰葡萄，栽培技术好的颜色翠绿
且甜度高、口感脆，栽培技术不好的则颜
色发黄，虽然也很甜，但没有将该品种的
优越特性充分体现出来。”

“一些国际品牌水果商在产品标准化
方面做得比较好。比如猕猴桃，为了可以
全年供应全球市场，可能同一品牌在新西
兰、智利、意大利都种植同一个品种的猕
猴桃，且针对其个头大小、成熟度控制等
都有一套标准。按照该标准种植、采收出
来的产品口感差距就会比较小。”唐军介
绍说。

胡胜杰向记者介绍说，很多水果的口
味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以蓝莓为例，
为避免外部因素对蓝莓生长过程中的干
扰，有些蓝莓种植基地通过建设以色列脉
冲灌溉设备、覆盖希腊无影膜的智能化大
棚等，实现对蓝莓生长所需营养、温度、
湿度的标准化，让蓝莓口味达到更高标准。

唐军还告诉记者：“除了栽培技术的影
响，采摘、储存、销售时间也都影响水果
的口味。比如维纳斯苹果，刚采摘的苹果
口感并不是最佳，一般是采摘后在仓库里
存放两个月，也就是10月份左右摘下来，
在春节时销售，那时口感可达到最佳。”

一样的水果，生长环境的不同，带来

了口感的不同。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我
国一家一户的果园较多，栽培技术也良莠
不齐，所以导致同产地、同品种的水果口
味并不相同，继续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是
提高水果口味的重要路径。

“贴牌”冒充大品牌、原产地产品

除了影响水果口味的客观因素，水果
“李鬼”的存在也成为消费者对水果口味疑
惑的原因。多位生鲜水果商家告诉记者，
由于不同品质水果的价格差距很大，一些
商家通过销售假冒消费者喜爱的产地和品
种的水果来获利，这也导致同产地、同品
种水果的口味“千奇百怪”。

农业农村部相关数据显示，2023 年，
我国水果消费量达到3.13亿吨，比上一年
增长3%。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升，越来越
多消费者愿意为好口味的水果支付合理溢
价，高品质的水果在市场上持续走俏，这
也让一些商家动起了歪脑筋。今年 5 月，
一些网店开始销售“北寨红杏”，但明明这
种红杏6月中旬才会成熟。执法人员调查
发现，这些网店用“骆驼黄杏”假冒“北
寨红杏”进行售卖。为遏制侵权假冒行
为，北京市平谷区市场监管局启动“北寨
红杏”“平谷大桃”地理标志保护专项行
动，目前已立案1件，移送违法线索6条。

“假冒”的水果，口味当然与正品不

同。唐军告诉记者，水果这种初级农产品
的“假冒”产品，主要体现在品牌、地理
标志产品方面。一些知名品牌、地理标志
产品品牌都会在果品上贴上自己的商标，
用以证明产品的品质。于是，就会有一些
水果商“贴标”假冒，这对于消费者来说
很难判断，只能吃了以后发现品质大不相
同才能知道。

“还有原产地产品，都要经过原产地
认证。原产地认证产品的要求非常严格，
比如要在该产地进行了 30 年以上的规模
种植，有市场知名度与良好认知度等多项
要求。因为有着严格的管理以及品牌宣传
等投入，原产地产品会产生溢价，这也就
吸引了一些水果商假冒、蹭名气。”唐军
介绍说。

“假冒品牌、地理标志产品无疑是违法
的。我见过一些假冒水果产品，虽然有的
在外形、口味上与真品非常接近，但多数
品质都存在问题，这也导致消费者觉得同
产地、同品种的水果口味却不一样。”刘鑫
对记者说。

业内人士表示，农产品的特点就是品
质不容易统一控制，只有推广优质的栽培
种植管理技术，再加上严格的市场监管，
才能让消费者买到口味有保证的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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