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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南
北各省市农业市场对枇杷的需求量也在显著上升，南北枇
杷种植量也不断上升。为了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做好
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引进选育和推广，有效提升枇杷的产
品质量，提高果品贮运功能，延长售鲜果期，成为枇杷生
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枇杷相关概述
枇杷是我国南方特色水果之一，也是我国南方重点发

展的果树之一，近十年来，我国枇杷生产发展迅速，其中
福建省的枇杷种植面积和产量居全国首位。枇杷果实甜酸
适度，风味独特，尤其是白肉类的白沙品种，肉质细嫩，
风味鲜美，堪称果中珍品；且枇杷成熟于初夏，正是鲜果
稀少之际。因此，深受人们喜爱。

（一）枇杷生长习性
枇杷适宜温暖湿润的气候，在其生长和发育的过程

中，枇杷的生长环境需要保持比较高的温度，13 ～ 14℃最
佳，花期和幼果期生长环境不能低于 0℃。太多的雨水，
会使枇杷枝条徒长，宜选择缓坡山地种植。枇杷根系普遍
较浅，通常离地面 5 ～ 30cm。因枇杷根系分布狭窄而浅，
在枇杷繁殖、栽培时应特别注意深耕和施足肥料，确保枇
杷根系能够深入土壤，使枇杷苗木茁壮成长。枇杷每年从
五月中旬到六月底抽生夏季枝条，夏季的枝条是从后果枝
的顶部和营养枝上抽生的，夏季的枝条比春季的枝条细
长，数量更多，当年常成为开花结实的母枝，因此，在采
摘枇杷后，应及时施肥，保证夏季的枝条茁壮成长，从而
保证下一年的产量。

（二）枇杷种子繁殖
在枇杷种子繁殖过程中，想要保持优秀的母性特征通

常是不容易的，因此，在选择枇杷种子时，应选择产量
高、品相好、生命力强的优良母株的果实，在果实中已经
完全成熟的种子进行播种。由于枇杷种子没有休眠期，种
子在收获后须立即播种，避免种子的发芽力丧失。枇杷
播种季节一般在 5 月，苗圃应选择土壤松软的砂土。播种
时，覆土不宜太深，7 ～ 8mm深即可，压入土壤的种子表
面可覆盖秸秆并搭建遮荫棚。

（三）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选育的重要性
目前，枇杷种植是我国农业生产中的主栽果树，在全

国各地都广泛种植。耐贮耐运新品种选育能够有效提高枇
杷商品性，对于促进枇杷种植农户的增收非常有利，从而
能够进一步促进现代枇杷产业可持续发展。

新时期，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物和流飞速发展的大
背景下，传统枇杷品种、培育技术以及贮藏、运输方法已
经不能满足农产品市场对枇杷的需求，实现枇杷的优质生
产已成为现代枇杷生产面临的重要任务。

积极推进落实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选育及开展枇杷耐
贮耐运新品种的示范推广工作，为农民种植枇杷提供更多
的新品种选择。做好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试验示范，并将
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和新的培育技术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农
业生产力，提高枇杷生产效益，从而更好地调动农民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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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选育的重要性、工作现状以及关键技术，为提高枇杷产量和经济效益提供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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枇杷的积极性。同时，农民能够更好地培育、贮藏以及运
输枇杷，为枇杷生产、包装以及流通各环节提供良好的保
障。

我国人口基数大，对枇杷的需求量也非常大，枇杷规
模化生产是大势所趋。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选育对枇杷规
模化生产非常重要的。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选育技术，能
够促进枇杷更早地进行萌芽，使苗体更加充实，从而能够
充分地吸收营养，有效提高枇杷的产量，从而带动现代枇
杷生产农业的整体生产力，使现代枇杷生产农业经济水平
得到相应的增长，提升枇杷种植农户的收入，促进农村整
体经济发展，从而实现新时期乡村振兴的目标。

（四）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选育的现状
农业生产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积极引进耐贮

耐运农作物新品种，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对维持新时
期社会结构稳定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根据
目前我国枇杷生产的发展趋势来看，科学贯彻落实枇杷耐
贮耐运新品种选育工作作为新时期、新形势下国家对保障
枇杷生产农业可持续发展提出的重点要求，能够大幅度提
高枇杷生产的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帮助广大枇杷种植
农户实现增收致富。目前，随着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选育
技术的不断改革创新，枇杷生产的经济效益整体呈现稳步
提升的态势。

尽管如此，个别地区的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选育工作
相对落后，进而导致当地枇杷实际生产水平普遍低下，难
以实现理想化的种植效益。部分地区的枇杷种植农户未受
过专业的枇杷繁殖、栽培技术与贮藏、运输方法培训，对
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选育了解不多，实际应用枇杷耐贮耐
运新品种选育关键技术很少，致使当地枇杷的产量和品质
一直徘徊在较低水平。

部分地区引入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并大面积种植
后，产出的枇杷在品相、口感等方面还不能被消费者所接
受，导致当地市场的枇杷价格不占优势，销售存在困难，
从而出现即使枇杷增收仍然无法提高枇杷种植农户的收益
的尴尬局面。因此，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推广方面的具体
工作措施有待完善，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在大面积推广之
前，应当经过相关部门审核通过，确保枇杷耐贮耐运新品
种质量检查过关后再正式推广。通过多地试验示范，加大
宣传力度，让种植户及消费者都能充分认识新品种的优势。

二、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选育的关键技术分析
（一）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选育目标
耐贮耐运新品种以早熟、高产、耐贮运为主要选育目

标，枇杷种植农户可以选择产量高、产量稳定、果实大、
果肉厚、少籽或无籽、糖分高、味道佳、品相好的枇杷耐
贮耐运新品种。

目前，国内有许多新型的枇杷品种，如“解放钟”“大
五星”。这两个品种的枇杷单果的平均重量在 70g以上，较
大的枇杷甚至能够达到 170g重，可在适宜的地区引进直接
用于枇杷生产。

现阶段，无论是国外市场还是国内市场对枇杷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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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都越来越高，不但追求枇杷果实足够大、品相足够
好，还追求枇杷的果肉口感好。目前，国内大多数枇杷品
种按果肉的颜色分为红心枇杷和白心枇杷。白心枇杷通常
是果肉细腻、多汁、香甜、品质好，但果皮很薄，遇雨果
实容易开裂。白心枇杷苗木的长势较弱，抗病虫害能力
差，繁殖栽培难度大，产量普遍很低。相比较而言，红心
枇杷的果肉没那么细腻，味道也不那么香甜，但它的果皮
很厚，果实不容易被雨水侵蚀，品相也很好，产量比白心
枇杷要高。红心枇杷的苗木的长势相对也要更强一些，繁
殖栽培难度也要小许多，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说，选择红心
枇杷进行培育更加具有市场竞争力。

食用率也是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选育目标。大多数枇
杷都是肉质薄、籽粒多、食用率低的品种。选择肉质厚、
果核少或无果核、食用率高、风味好等优点的枇杷新品种
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例如枇杷新品种“闽 3 号”，由于
缺乏激素刺激，其种子未能坐果成熟，经过外源激素花期
处理后，虽然无核果实可以形成，但果实偏小且变形，没
有生产价值，不推荐作为耐贮耐运新品种进行推广。

（二）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引种
20 世纪以来，我国已先后有多批枇杷品种被引进到印

度、南亚、南非、南美和其他地方。到目前为止，枇杷已
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常见的小型树种之一。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中国还引进了日本、西班牙等国的优质枇杷
耐贮耐运新品种，例如“森尾早生”“长生早生”等。经过
多年不断累积的种植经验，在福建、昆明及其他省市，引
进了一系列优质的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增加了我国枇杷
种植的品种数量，扩大了我国枇杷的种植范围。在过去的
几年里，在福建、四川等地向蒙自引种了“长红三号”“解
放钟”等优质枇杷品种，据相关资料表明，这些品种的枇
杷长势良好。

（三）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实生选种
通常，不同品种之间的枇杷果实大小差别非常大，在

10 ～ 200g之间不等，不同品种之间的枇杷果实甜度、硬
度差异也较大，为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实生选种与杂交选
种提供了广泛的选择。现阶段，我国大多数枇杷品种都是
从实生播种和繁殖中获得的，实生选种已经成为选择枇杷
耐贮耐运新品种最便捷、最有效的方法。在过去的三十年
里，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从实生
苗木中选育出三十多个新品种，如福建省果树研究所培育
的“长红三号”“太城四号”，华中农业大学选出的“华宝
二号”“华宝三号”，浙江农科院园艺研究所选育的“洛阳
青”“少核大红袍”。

（四）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杂交育种
有性杂交育种是目前国内培育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的

主要途径。近年来，随着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在花粉育
性和无性繁殖技术方面的深入研究，利用杂交育种获得优
良亲本性状的方法也随之得到了极大程度的突破。国内著
名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枇杷在不同品种间授粉结实率最高，
同一植株的自花授粉结实率最低，不同品种间的杂交亲和
性优于同一品种自交亲和性，这为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杂
交育种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
国浙江、湖北各省农业局相继开展了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
杂交种选育工作，繁殖、栽培出了数千种杂交枇杷树种，
并从中选取了部分优良的单株，为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选
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倍性育种
过去大多数枇杷都是肉质薄、籽粒多、食用率低，培

育无核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尤为重要。最近这些年，我国
在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的多倍体育种取得了很大进步。通
过化学诱变获得四倍体“闽 3 号”这类枇杷新品种，成功
地获得了无籽枇杷。利用秋水仙碱诱变和组织培养技术，
国内著名专家学者进行了染色体加倍试验，然而，并没有

获得想象中的多倍体。利用辐射诱变使枇杷染色体数目加
倍，但本试验获得无核枇杷的概率很低，无法用于枇杷生
产当中。

（六）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生物技术育种
枇杷树幼年期漫长且基因高度杂合，传统的育种方法

是很困难的，而运用生物技术可以加快枇杷耐贮耐运新品
种育种。研究者认为枇杷品种会影响茎尖培养条件。在枇
杷茎尖组织培养的早期阶段，一些研究者对枇杷茎尖进行
了组织培养，将白沙品系枇杷冠玉的茎尖单独培养，并且
完善了茎尖培养基配方，获得了再生植株。枇杷果树原生
质体培养和细胞融合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研究者利用枇
杷幼胚愈伤组织分离培养原生质体，最终获得枇杷再生植
株，为进一步研究原生质体培养提供了有效的参考。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果实的质地、营养等理化性质与
果实的耐藏性及耐运性密切相关。相关研究指出白肉类枇
杷品种果实果肉呈乳白色或淡黄色，肉质细嫩，汁多味
甜，果皮较薄，不耐贮运；而红肉类枇杷品种果实果肉较
致密，风味浓，果皮厚，耐贮运。但目前有关枇杷果实质
地、营养等理化性质与果实耐贮运的关系未见相关研究报
道。结合现阶段枇杷种植的实际情况，根据枇杷生长规
律，耐贮运的解放钟枇杷果实含水量最低，硬度最大，而
早钟 6 号和长红 3 号枇杷果实的含水量较大，果实硬度也
较小。白梨枇杷果实的硬度最小，但不耐贮运的白梨品种
其含水量小于较耐贮运的长红 3 号和乌躬白枇杷果实，所
以衡量枇杷果实的耐贮性不能从单一理化指标来判断，红
肉类和白肉类枇杷品种的耐贮性可能还与它们的不同遗传
特性有关。其次采前套袋也能提高枇杷的耐贮耐运性能。

（七）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保鲜技术
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的枇杷大多用于鲜食，只有少量

枇杷膏从一些产地加工成保健食品销售。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枇杷果品加工产品的品种不断增加，如枇杷糖、
枇杷果饮、枇杷果酱以及枇杷罐头等，特别是枇杷罐头工
业，在浙江、安徽等地均建立了罐头工厂。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之初，黄岩县枇杷产量微乎其微，到了 1988 年，枇
杷产量已经超过 12500t，其中 5000t用于加工罐头，罐头产
量在国家排名前列，成为我国重要的枇杷生产和枇杷罐头
产业总部出口基地。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市场上的枇杷鲜果销售价格逐
步上涨，导致枇杷果实加工产品原料价格大幅上涨，枇杷
罐头等加工产品利润空间不断减少。枇杷果实在贮藏与运
输方面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枇杷由西向南、由南向北，
从 1 ～ 6 月逐渐成熟，大量枇杷集中上市，由于贮藏技术
尚未成熟，成熟的枇杷明显不能利用贮藏来获得利润。相
关研究者对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保鲜技术展开了全面的研
究。研究者在深入研究枇杷采后生物学的基础上，对枇杷
果实采后技术进行了升级创新，提出EJCAD1 是枇杷果实
木质素单体合成的关键基因，阐述了Ej-EXP和乙烯信号
转导调控枇杷果实木质化的途径和机理。结果表明，枇杷
果实腐烂率比原工艺降低了 43.7%，果实硬度增加速度减
慢，果肉褐变减少，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保持较高水平。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选育能够有效提高枇

杷商品性，从而提高我国枇杷生产农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帮助广大枇杷种植农户实现脱贫致富。因此，枇杷
种植农户不仅需要掌握传统枇杷栽培技术与繁殖方法，还
需要掌握枇杷耐贮耐运新品种选育的关键技术，比如区域
化栽培技术、育苗和栽培技术以及果实贮藏保险及加工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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