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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沟试区引进苹果

王胜琪

品种适应性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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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10 ” ,

摘 要 长武王东沟试区从 1 9 9 1年起
,

先后引进苹果品种 26 个
,

建立了种质资源保存圃
.

通过

多年对引进苹果品种适应性试验研究
,

提出了发展富士着色系 ,新红星及其它短枝型系列
,

乔

纳金及其短枝型
;
王林

、

陆奥
、

金矮生等品种
。

逐渐改变了目前以秦冠为主的单一苹果品种
,

尤

其乔纳金品系
,

是黄土高原气候凉爽地区更为适合的高档次品种
.

关镇词 苹果品种 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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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研究果树种质资源 比较早的国家是英国和 日本
。

单就苹果品种来讲
,

英国布罗格德

品种试验站就保存 2 2 00 多个品种
,

日本 1 40 8个 .l[
’ 〕。

我国从 80 年代起
,

部署果树种质资源的收

集和保存工作 3j[
。

苹果品种保存在辽宁省兴城市
。

全国主要果树研究单位及农业院校都有部分

品种复式种质保存
。

目的是为了研究工作的方便
。

通常的种质保存
,

是在田间自然条件下
,

观察记载种质材料的植物学性状
、

生物学特性
、

抗

逆性
、

适应性以及果实品质等
。

计算机的广泛应用
,

使得研究果树资源数据处理
,

贮存和检索效

率大大提高 [’]
.

现代的种质研究不仅包括丰产性状
、

果实品质
、

抗病性
、

抗寒性
、

抗盐碱性
、

加工

① 收稿 日期
:
1 99 5一 0 9一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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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耐贮等
,

而且研 究其矮化性状
、

同工酶谱系
,

染色体倍数等显微结构
,

目的是为了找到较为

简捷的育种方法和获得优 良品系的遗传片段材料
。

离体保存也是世界先进国家重视研究的课题
。

多数采用低温处理方法 〔 2 〕。

保存的材料包括

休眠枝条
、

花粉
、

种子和基尖的试管保存
。

在世界果树不断培育新品种的同时
,

我国也做了新品种的选育和优 良品种的引进工作 51[
。

渭北旱原
,

是我国苹果优质高产的地区之一 6j[
。

80 年代中期栽植的苹果以秦冠
、

金冠和少

量的富士 品种为主
。

存在品种单一
,

品质落后和早
、

中
、

晚熟品种数量配植不合理等问题
。

渭北

黄土高原地 区
,

旬 邑县果树站搞了部分引进品种适应性观测试验
。

王东沟试验示范区建立苹果

品种圃
,

目的是观察记载归圃品种在当地的结实表现
,

提出推广的优 良品种和 砧木
,

为当地的

生产经济服务
,

二是为将来选育新品种提供优质的种质基因库
。

1 苹果品种的收集与保存

L l 苹果品种的收集

目前归圃的 26 个品种
,

主要来 自以下单位的种质园 (圃 )
:

陕西省果树研究所
; 西北农业大

学果园 ; 山东省烟台果树研究所种质园和陕西省长武县园艺站 尚新发园 ( 品种材料从 日本学习

带回 )
。

以后
,

还将陆续收集其它优良品种
。

L Z 苹果品种的保存

目前广泛采用的保存方法是 田间种植保存和室内贮藏保存
。

后一种需要具备种质长期保

存的条件和管理运行条件
。

对于小范围内种质材料保存
,

利用 田间种植较为方便
。

1
.

3 方法

种植西府海棠 (M a l u s m ie r o m a lu s M a k in o )做根砧
,

脱毒的矮化砧木 M 2 6做中间砧
,

长度为

20 ~ 25 c m
,

再嫁接或高接上引入品种
,

每个归圃品种按入圃时间编号
,

用 N o
.

.l 二 表示
。

每份植

4一 6株
,

随着 品种 的增加
,

逐渐减少其株数
,

最低数量保持 2 ~ 3株
,

栽植密度为 2
.

s m X 1
.

s m
,

集约化保存
。

2 归圃部分苹果品种简介 [,, ,
,

’ 〕

2
.

1 富士及其系列

富士苹果及其着色品种
,

以及近几年选育出短枝型品种
,

都具有富士品种的优良品系
。

是

黄土高原地区逐渐取代品质稍逊色的秦冠的品种
。

这里介绍富士和短枝型品种
。

2
.

1
.

1 编号 N o
.

4 富士 ( F uj i) 日本用国光和元帅杂交育成
,

1 9 6 2年发表
。

是一个综合性

状优于国光的晚熟品种
,

一般 10 月中旬采收
,

果实中大
,

平均重 3。娘
,

最大者可达 “ 。g ,

扁圆形

或圆形
,

果顶有五棱较为明显
,

果面底色黄绿
,

阳面有红晕及不明显条纹
。

果皮薄
,

果肉脆细
,

果

汁多
,

味偏甜
、

微酸
,

清脆可口
,

并有元帅香味
,

品质优 良
,

极耐贮藏
,

树势强健
,

树姿开张
,

萌芽

力
、

成枝 力均强
,

座果率较高
。

唯果实着色欠佳
,

但 已选育出许多浓红型芽变优系和短枝浓红型

品种
。

适应性较强
,

尤其适宜于土层深厚
、

光照充足
,

排水良好的 山地
。

适合授粉品种有新红星
、

金冠等
。

2
.

1
.

2 编号 N 0
.

8 短枝红富士 (惠民短枝 )

惠民短枝红富士是 山东省惠 民县林业局在 引进着色系富士上
,

芽变选育而成
。

19 8 9年 10

月
,

通过技术鉴定
。

果实中大
,

平均单果重 2 0 3 9
,

最大单果重可达 45 8 9 ;
果实近圆形或扁圆形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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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着 色全面片红
,

鲜艳美观
,

果肉黄白或淡黄色
,

肉质脆
,

多汁
,

具有富士苹果典型的风味
,

酸甜

适 口
,

品质极佳
,

耐贮运
,

树势强健
,

树体矮小
,

树姿较直立
,

适宜密植
,

新梢粗壮
,

节间短
,

平均

长度 1
.

95 c m
,

萌芽率高
,

成 枝力低
,

叶片厚
、

肥大
、

浓绿
,

结果早
,

产量高
,

因此
,

要加强肥 水管

理
,

严格疏花疏果
,

控制树体负载量
;
授粉品种以金矮生

、

新红星及其短枝系列为宜
。

2
.

2 新红星及其它短枝型系列

新红星及其它短枝型品种是一个颇受西方人士欢迎的红色鲜艳的品种
,

主要是芽变产生

变异
,

也有通过 电离辐射处理后选育而成
,

它们共同的特点是
,

具有元帅系五棱突出的特征
,

着

色鲜艳
,

树势 比较直立
,

叶片肥大等
,

在渭北的洛川县 已形成较大规模的生产基地
,

在市场上
,

有较强的竞争实力
,

是一个值得推广的优良品系
,

主要介绍以下几个品种
。

2
.

2
.

1 编号 N o
.

1 新红星 ( tS a r kr im柳 J己Zic io us )

美国 R
·

贝斯比于 1 9 5 2年在俄勒 冈州发现的 12 年生红星芽变
,

后经斯达克 兄弟种苗公司繁

殖鉴定
,

1 9 5 6年正式定名发表
。

果子中大
,

平均果重 1 5 0 9
,

最大可达 45 。一 6 0 09
,

果形指数 0
.

9一

1
,

呈长圆锥形
;
果顶五棱明显

,

果面全片浓红
。

果皮蜡质厚
,

果面光滑有光泽
,

外观极佳
。

果肉淡

绿白色
,

肉细质脆多汁
,

甜香
,

味浓郁
,

品质上乘
,

果实耐贮性优于红星
。

树姿直立
,

枝条萌芽力

强
,

成枝 力弱
;短枝多

,

停长早
。

叶片大而厚
,

光合效率高
,

早果丰产
,

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
,

第二

年可正常结果
,

第 4~ 5年进入丰产期
;
栽植宜配置授粉树

,

金矮生
、

短枝红富士等品种
。

2
.

2
.

2 编号 N o
.

2 4 首红 ( R e d C h i e f D e l i c iOU
s )

产于美国华盛顿州奥赛 罗县
,

系红星浓红型短枝芽变
,

1 9 7 6年正式发表
,

是全世界栽植最

广泛的元帅系品种之一
。

由于其品质特好
,

商品价值高
,

为当前美国垄断国际市场的主要品种
。

果实呈圆锥形
,

五棱 明显突出
,

平均果重 2 4鲍
,

果面浓条红
,

鲜明光洁
,

外观艳丽
,

果肉黄白
,

松

脆
,

无涩味
,

多汁
,

酸甜适 口
,

香气浓郁
,

果实成熟期在 9月下旬 至 10 月上旬
,

较耐贮藏
。

树势健

壮
,

树体紧凑矮小
,

树姿较直立
,

枝条粗壮
,

结果早
,

丰产性好
。

授粉树有短枝红富士
,

王林
、

津轻

等
。

2
.

2
.

3 编号 N o
.

2 3 超红 (S t a r k s P u r s u
rP

e m e

eR d D e l ic iou s )

1 9 6 7年在美国华盛顿州雅基码发现
,

系新红星的 自然芽变
,

1 9 7 2年定名发表
。

果实个大
,

圆

锥形
,

果顶五棱突出
,

色泽浓红
,

比新红星更为美观
,

稍晚采收或在着色 良好的地 区
,

颜色也不

过暗
,

果肉绿 白色
,

肉质脆
,

多汁
,

味甜或酸甜
,

品质上乘
, 9月底 10 月初成熟

,

果实较耐贮藏
。

树

冠中大
,

生长势稍强
,

属直立紧凑型
,

丰产性强
。

2
.

2
.

4 编号 N o
.

1 5 魁红 ( S t a r ks UP
r P r im e R e d D e l ic ot u s )

1 9 6 4年华盛顿州布纽斯特的卡尔文将一批顶红枝条用 电离辐射处理后
,

经过两代选择而

得到
.

1 9 7 1年发现
,

1 9 7 5年定名发表
。

果实较大
,

五棱明显
,

果实着色早
,

色泽浓红鲜艳
,

条纹隐

约可见
,

9月下旬果实成熟
,

比同类型果实早熟 5一 7天 ; 果 肉洁 白
,

与一般短枝型品种显然有别
,

为本品种的特点之一
,

肉质脆而细
,

味香甜
,

品质好
,

果实较耐贮藏
,

树势强健
,

枝条较直立
,

树

冠中大
,

比新红星树冠还丰满紧凑
,

产量高而稳
,

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品种
。

2
.

2
.

5 编号 N o
.

2 2 艳红 (& a r ks UP
r

lU t ar D e l iic ou ` )

1 9 6 7年在美国马里兰州发现的红星芽变
,

1 9 7 4年斯达克兄弟种苗公司定名发表
.

果子较

大
,

短圆锥形
,

果顶五棱突起
,

果实着色较早
,

8月上旬开始着色
,

色泽浓红鲜艳
,

着色能力超过

现在元帅系各短枝型品种
。

果 肉绿 白色
,

松脆多汁
,

味甜
,

品质上乘
,

香甜味略淡
。

果个较大
,

短

圆锥形
,

果桩稍矮
,

属
“

肥短型
” ;
树冠中大

,

树势直立
,

短枝系数很高
,

易成花
,

好管理
,

高产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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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

2
.

3乔纳金及其短枝型品种

乔纳金是近几年世界苹果发展最快的品种之一
,

是一个中熟偏晚的品种
,

综合指标都非常

好
,

逐渐可以替代金冠及其它同期成熟的品种
,

特别是适合凉爽气候区生长
,

在黄土高原北部
,

具有天然优势
,

应当积极发展或更新换代
。

2
.

3
.

1 编号 N o
.

1 9 乔纳金 ( J
o n a g of d )

美国纽约农业试验站用金冠和红玉杂交培育而成
, 1 9 6 8年发表

。

果实近圆形
,

单果重 2 0鲍
,

绿黄色底
,

阳面着鲜红霞色
,

果皮较厚
,

光洁无锈
,

贮放后有一层较厚的蜡质层
,

果肉乳白色 肉

质松脆
,

汁液中多
,

味酸甜浓烈
,

品质上乘
。

树冠中等大小
,

叶片大
,

早实性和丰产性均强
,

该品

种为近几年发展最快的品种之一
,

并选育出一些较好的芽变浓红 品系
,

如新乔纳金和红乔纳

金
。

由于是三倍体品种
,

需配植授粉树
,

一般以富士
、

新红星为宜
。

2
.

3
.

2 编号 N o
.

17 新乔纳金 ( N e w J
o n a g ol d )

新乔纳金是 日本青森县弘前市的斋藤昌美发现的乔纳金枝变
。

该品种具有长势快丰产性

强的特点
,

果个大
,

平均单果重 3 4 59
,

最大 5 7 0 9 ; 果实长圆形
,

果面黄底色
,

覆浓红表色
,

着色面

95 % 以上
,

外观艳丽
,

果肉黄色
,

肉质致密
,

脆稍硬
,

汁较多
,

甜酸适度
,

芳香浓郁
,

品质特好
,

耐

贮运
,

该品种树势开张
,

萌芽率
、

从枝率和座果率均高
,

长
、

短果枝及腋花芽果枝均能结果
,

新乔

纳金适应性强
,

抗病
。

授粉树 可选择元帅系短枝系
,

短枝红富士等
。

2
.

4 金矮生
、

王林等绿色品种

金矮生
、

王林和甜香焦等品种
,

都具有淡黄绿
,

或绿色的外表
,

是东南亚一带较为喜爱的苹

果品种之一
,

欧洲人和美洲人不是那么十分喜欢
。

2
.

4
.

1 编号 N o
.

14 金矮生 ( G of d S P ur )

原产美国
,

19 60 年发现金冠芽变得到
。

我国 19 6 4年引入
。

果实性状与金冠相似
,

品质优良
,

树冠较小
,

仅为同龄金冠树的 3/ 4左右
,

树姿直立
,

大量结果后逐渐开张
,

成枝力弱
,

枝条粗壮
,

节间短
,

适合于密植
,

结果早
,

丰产好
,

栽植 2~ 3年开始结果
,

以短枝结果为主
,

短果枝寿命长
,

连续结果能力较强
,

采前落果轻
,

稳产
。

可以作新红星等元帅系短枝品种
,

短枝红富士和三倍体

品种的 良好授粉树
。

2
.

4
.

2 编号 N o
.

9 王林 (W a n g L i n )

原产 日本福岛县伊达郡桑析盯
,

是从大木规只之助 氏的金冠与甜香焦混植园内
,

金冠实生

苗中选出来的
,

1 9 5 2年命名
,

1 9 7 7年引入我国
.

果实大
,

椭圆形或卵圆形
,

单果重 25 09 左右
,

果

皮光滑
,

全面黄绿色
,

果 肉黄白色
,

致密
,

果汁多
,

味甜
,

香气较浓
,

食之爽 口
,

品质上等
,

很耐贮

藏
。

幼树生长迅速
,

发枝力很强
,

分枝角度小
,

树姿紧凑
,

直立
,

树冠耸直
,

呈圆锥形
;
结果树长势

强
,

结果早
,

座果率较高
。

2
.

4
.

3 编号 N o
.

1 3 甜香焦

又名印度
,

亲本不祥
。

果实呈斜形
·

,

左右不对称
,

平均单果重 2 3鲍
,

最大可达 5 0 0 9 ;
果顶有不

明显五棱
,

果皮厚
,

底色黄绿
,

阳面常有橙红色晕
,

果心较小
,

果肉青白色
,

肉质细致密
、

紧硬
,

味

甘甜
,

有香味
,

品质上等
,

含糖量 n
.

9%
,

耐贮藏
。

生长适应性强
.

叶片肥大
,

长形
,

枝条粗壮
,

角

度开张
。

丰产性强
,

授粉树以新红星
、

金冠
、

红富士为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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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期 郑世清等
:

小流域村落系统地面产流冲刷及防治措施

为了更加有效地拦蓄村落系统暴雨径流
,

防止水力
、

重力侵蚀
,

就要本着就地拦蓄入渗
,

以

蓄为主
,

蓄排结合的方针
,

建立综合型防护体系
。

对工程措施各项技术指标要进行计算分析
,

确

定其合理的工程措施
。

为了搞好此项治理工作
,

在原有的基础上
,

应进一步抓好以下几方面的

工作
:

( 1) 首先要搞好宣传教育工作
,

使村 民认识到村落系统地面产流冲刷的危害性
,

以及开发

利用这部分土地的重要性
.

克服封建迷信思想
,

调动开发利用的积极性
。

( 2) 建立户包制度
,

确保水不出院
.

( 3) 建立拦蓄入村径流与入沟径流两道防线
,

对于村庄附近农田和道路以及沟边院落的设

防
,

通过修筑地边硬
、

路旁蓄水槽
、

蓄水窑窖
、

渗坑等
,

实现就地入渗拦蓄
,

确保水不入村
、

水不

下沟
。

( 4) 减少硬地面面积
,

改永久性晒场为临时性晒场
,

对于房前屋后以及庭院的硬地面
.

除保

留一定宽度的道路之外
,

其余应通过降低地面高度
,

可在院内角落修筑渗井
;砍伐一些杂树

.

充

分利用这部分宝贵的土地资源发展养殖业
、

手工业
、

林果业
。

在完善村庄道路涝池群引排工程

的基础上
,

全部就地拦蓄入渗庭院硬地面降雨径流
。

考虑到涝池的入渗情况
,

修建涝池应距沟

边距离不小 50 m
。

( 5 )对于村庄道路涝池群引排工程的管理
,

首先建立户包制度
,

严禁路面堆放杂物堵塞水

道
,

确保水道
、

道路通畅
,

对于涝池沉积物要定期清理
,

确保涝池容积
。

(上接 第72 页 )

3 结 论

( l) 目前 已引入归圃的 26 个苹果品种
,

这里只介绍了一部分
,

计划再 引进一些优 良品种
,

便

于今后开展育种工作
。

有些品种
,

例如延丰
,

延光具备 良好的品质
,

是中熟稍晚品种 中丰产性
、

果个果形
、

树势都比较好的品种
,

虽然未作介绍
,

但其优点
,

在渭北地区 已被广大果农和客商普

遍接受
。

又如当前栽植面积最大的秦冠苹果
,

具有结果早
,

丰产稳产
,

适应性强
,

树势强健
,

栽培

管理容易
,

贮藏性好的特点
,

唯有果味和 口感略差
,

虽说将来有被淘汰的可能
,

但 目前的市场和

管理水平
,

至少还将维持一段时间
。

( 2) 就 目前渭北苹果品种匹配来讲
,

只重视中
、

晚熟品种
,

而忽略了早熟品种
,

早熟品种虽

然有产量
、

品质
、

耐贮藏性等令人不满意之处
,

但它可以弥补中
、

晚熟苹果品种与其它果品的脱

节
,

满足市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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