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２０１４ꎬ１５(１):１８２￣１８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４３０ / ｊ. ｃｎｋｉ. ｊｐｇｒ. ２０１４. ０１. ０２６

梨优异种质早酥及利用

姜淑苓ꎬ王　 斐ꎬ欧春青ꎬ王志刚ꎬ马　 力ꎬ李连文ꎬ汤常永
(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 农业部园艺作物种质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ꎬ兴城 １２５１００)

　 　 摘要:早酥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以苹果梨为母本ꎬ身不知为父本ꎬ通过有性杂交手段创制的早熟、早果、优质、适
应性极强的优异梨种质ꎬ该种质在生产中作为早熟梨在多个地方推广栽培ꎬ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ꎬ本文对早酥梨的生产应

用、遗传特性及育种价值进行了综述ꎬ为该种质的推广和利用提供借鉴ꎮ
　 　 关键词:梨ꎻ早酥ꎻ种质创新ꎻ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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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００３２０１２００６)
第一作者研究方向为梨新品种及矮化砧木选育ꎮ Ｅ￣ｍａｉｌ:ｊｓｈｌｉｎｇ＠１６３. ｃｏｍ

种质资源是开展梨树遗传育种、生产栽培以

及科学研究的重要物质基础ꎮ 因此ꎬ在种质资源

收集、保存和评价利用等研究基础上ꎬ结合我国梨

育种及栽培现状ꎬ创制优异梨树新种质具有重要

意义ꎮ
早酥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以苹果梨为

母本、身不知为父本创制的早熟、优质、大果、抗病、
抗逆梨新种质ꎮ 经过多年生产实践和遗传育种研

究ꎬ早酥梨已成为生产主栽的早熟梨品种和遗传力

强的育种亲本ꎮ

１　 早酥梨的生产特性

在多年、多点的生产实践中ꎬ早酥梨表现早熟、优
质、可食性早、早果、抗病、抗逆等特点ꎬ已成为我国许

多省市早熟梨的主要栽培品种ꎬ并获得了很高的收

益[１￣１７]ꎮ 如 ２０１２ 年ꎬ甘肃省梨园面积约 ４ 万 ｈｍ２ꎬ总
产量 ３５ 万 ｔꎬ其中早酥梨占 ５０％左右ꎮ 早酥梨已成为

甘肃静宁、天水、景泰及河西等地农民增收的主要果

树品种[１８]ꎮ 早酥梨是西藏拉萨和林芝能成功栽培的

果树品种之一ꎮ
１. １　 早熟、优质

早酥梨在渤海湾华北温暖半湿区、新疆温暖干

燥区、黑龙江寒地冷凉半湿区、黄土高原冷凉区、华
北高温高湿区、黄河故道湿热区、青海高海拔地区及

西藏地区均表现树势生产良好ꎬ早果性强 (３ ~ ４
年)、果实成熟期早、果实品质优、风味甜[１９] (表 １)ꎮ
早酥梨定植后 ２ ~ ３ 年开始开花结果ꎬ１０ 年生树每

株产量达 １００ ｋｇꎬ丰产稳产ꎮ 果实可溶性固形物

１３％ ~１５％ ꎬ果实在 ７ 月下旬成熟ꎮ 综合性状远远

超过对照品种二十世纪[ １４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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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早酥梨在不同气候区的栽培表现[１９]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Ｚａｏｓｕ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气候类型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ｔｙｐｅ
果实成熟期

Ｆｒｕｉｔ 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平均单果重(ｇ)
Ｍｅａｎ ｆｒｕｉｔ ｗｅｉｇｈｔ

果实色泽 / 形状

Ｆｒｕｉｔ ｃｏｌｏｒ / ｓｈａｐｅ
肉质

Ｆｌｅｓｈ ｔｅｘｔｕｒｅ
汁液

Ｊｕｉｃｅ
可溶性固形物(％ )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ｏｌｉｄｓ

渤海湾华北温暖半

湿区

８ 月中旬 ２２５ 黄绿 / 卵圆 酥脆 特多 １２ ５

新疆温暖干燥区 ８ 月上旬 ２５０ 淡黄阳面红晕 /
卵圆或长卵圆

酥脆 多 １３ ５

黑龙江寒冷地冷凉

半湿区

９ 月下旬 ３６２ 黄绿 / 卵圆或长卵圆 酥脆 特多 １３ ２

黄 土 高 原 冷 凉 低

湿区

８ 月下旬 ２５０ 绿黄 / 卵圆 酥脆 特多 １３ ０

华东高温湿润区 ７ 月下旬 ２５５ 绿黄 / 长圆 酥脆 特多 １１ ５

黄河故道湿热区 ７ 月下旬至 ８ 月上旬 ２４２ 绿黄 / 长圆 酥脆 特多 １１ ５

青海高海拔地区 ８ 月下旬至 ９ 月上旬 ２２５ 黄绿 / 长卵圆形 酥脆 多 １３ ０

１. ２　 可食性早

除早熟外ꎬ可食性早是早酥梨的一个重要特点ꎬ
即未成熟采摘(采青)ꎬ肉质亦同样酥脆ꎬ更重要的

是无涩味、口感好ꎮ 在新疆的焉耆盆地ꎬ早酥梨的果

实成熟期在 ８ 月下旬至 ９ 月上旬ꎬ但在当地ꎬ７ 月下

旬早酥梨果皮尚为绿色时ꎬ就开始大量向广州、深
圳、厦门等南方城市和港澳地区及新加坡等东南亚

国家集中销售ꎮ 采收期可以一直持续到 ９ 月上旬果

实完全成熟[３]ꎮ
１. ３　 抗病

早酥梨在多地区栽培ꎬ果实、叶片均表现为高抗

或抗梨黑星病ꎮ 系统的抗黑星病试验表明ꎬ早酥梨

果实表现为免疫ꎬ叶片为中抗[６]ꎮ 早酥梨在内陆沙

滩地栽培易出现缺硼、缺钙症状而引起果肉的木栓

化斑点病[２０]ꎬ可以通过土壤改良、花期喷硼、钙等技

术措施防治[２１]ꎮ
１. ４　 抗逆性强

早酥梨具有较强的抗逆性ꎬ主要表现为耐高温

高湿ꎬ抗寒、耐旱ꎬ耐盐碱、适于高海拔等ꎮ
１. ４. １　 耐高温高湿　 皖东滁州地处高温高湿气候

区ꎬ年平均温度 １５ ℃ꎬ７ 月平均温度 ２７ ~ ２９ ℃ꎬ１ 月

平均温度 １ ~ ２ ℃ꎬ有效积温 ４７００ ~ ５０００ ℃ꎬ年降雨

量 １０００ ｍｍꎬ属南方高温高湿区ꎮ 早酥梨在该地区ꎬ
植株生长健壮ꎬ开始结果早ꎬ果实美观ꎬ品质好ꎬ成熟

早ꎬ７ 月份即可采收ꎬ提早上市ꎬ供应香港市场ꎮ 早

酥梨不仅在滁州地区表现好ꎬ在上海、浙江杭州大观

山、江苏泗阳等高温高湿区均表现树体健壮、果大、
汁多、味甜、质佳、早熟美观、抗黑星病等优点ꎬ且耐

高温高湿[ １９ ]ꎮ
１. ４. ２　 抗寒、耐旱 　 黑龙江省东宁县年平均气温

４. ９ ℃ꎬ极端最低温度为 － ３２ １ ℃ꎮ 早酥梨在东宁

县栽培经历了 ３０ 多年的严寒考验ꎬ表现抗寒力强ꎬ
目前已栽植 ３６ 万株ꎬ总产量达 ４０ ０５ 万 ｋｇꎮ 早酥梨

在寒地推迟到 ９ 月下旬成熟ꎬ正值国庆和中秋节采

收ꎬ供应市场ꎬ品质优良ꎬ深受消费者欢迎[ ２ ]ꎮ
新疆焉耆盆地属于温暖干燥区ꎬ年平均气温

８ ~９ ℃ꎬ极端最高气温 ３８ ５ ℃ꎬ极端最低气温为

－３５ ２ ℃ꎬ年降雨量只有 ４５ ~ ７０ ｍｍꎬ而年蒸发量为

２０００ ~２４００ ｍｍꎬ属中温带大陆性干燥气候ꎮ 早酥梨

在焉耆地区经 ３０ 年栽培试验ꎬ表现抗寒ꎬ幼树抗抽

条ꎬ植株抗旱耐盐碱ꎮ 其果实比原产地果皮蜡质丰

富ꎬ呈蜡黄色ꎬ向阳面有红晕ꎬ外观艳丽ꎮ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在当地发展早酥梨ꎬ用于出口创汇[ ３ ]ꎮ
１. ４. ３　 耐盐碱、适于高海拔　 早酥梨不仅抗病、耐
高温高湿、抗寒、耐旱ꎬ同时ꎬ耐盐碱、适于高海拔ꎮ
１９８７ 年在天津市的自沽农场盐碱地栽培成功ꎮ 试

验地土壤为黑色粘土ꎬｐＨ 值为 ８ ２ꎬ含盐量(ＮａＣｌ 为
主)０ ２５％ ~０ ３４％ ꎬ地下水位在 ０ ５ ~ １ ５ｍ 之间ꎬ
是典型的盐碱地ꎮ 栽植早酥梨ꎬ试验园获得了 １ 年

有产值ꎬ２ 年梨树成花ꎬ４ 年梨树丰产的明显效果ꎮ
建园 ８ 年ꎬ每 ｈｍ２累计产梨果 １５３４９８ ５ ｋｇꎬ产值为

２１５３７６ ６ 元[４]ꎮ
早酥梨在青海西宁北郊栽培ꎮ 该地区平均海拔

２３０９ ｍꎬ年平均温度 ８ ℃ꎬ年降水量 ３８０ ｍｍꎬ年日照

时数 ２７１７ ７ ｈꎬ初霜期 １０ 月中旬ꎬ终霜期 ５ 月中旬ꎮ
该品种引进 ３５ 年来ꎬ开花结果正常ꎬ品质优[５]ꎮ

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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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早酥梨的育种利用价值

２ １　 早酥梨的遗传基础

早酥梨的母本为苹果梨ꎮ 苹果梨是我国寒地主

栽的梨品种ꎬ是梨属中罕见的抗寒优良种质资

源[２ ２ ]ꎬ苹果梨既有白梨的某些特征ꎬ如果实黄绿

色ꎬ贮藏后呈黄色ꎬ阳面具红色晕ꎬ叶片渐尖ꎬ新梢橙

红色等ꎻ同时又有砂梨的某些特征ꎬ如果形扁圆形ꎬ
萼片脱落间或宿存ꎬ叶片多呈卵圆形等ꎬ因此具有抗

逆性强、品质优等特点ꎬ聚合了较多的优良性状ꎬ遗

传背景丰富ꎮ 父本身不知具有西洋梨系统的某

些特征ꎬ叶片边缘有圆钝锯齿、果柄粗短等ꎬ又具

有砂梨的某些特征ꎬ萼片脱落或残存ꎬ植株生长

势中庸偏弱ꎬ具有丰产、抗逆、抗病等特点ꎮ 因

此ꎬ早酥梨是丰产、抗逆、优质等多个优良基因的

聚合体ꎮ
２ ２　 早酥梨的遗传特点

至今ꎬ育种工作者利用新种质早酥为父母本ꎬ通过

有性杂交、芽变选种等方法ꎬ育成 １５ 个梨新品种并通

过国家或省(直辖市、自治区)品种审定[２３ ￣３４ ](表 ２)ꎮ

表 ２　 早酥梨作亲本育成的新品种及其性状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ｅｗ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ｒａｉｔ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Ｚａｏｓｕ ｕｓｅｄ ａｓ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ｒｅｎｔ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ｙ
亲本

Ｐａｒｅｎｔｓ
育种单位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ｕｎｉｔ
来自亲本早酥的优良性状

Ｆｉｎｅ ｔｒａ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Ｚａｏｓｕ

华酥 早酥 × 八云 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极早熟、优质、早果

华金 早酥 × 早白 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早熟、丰产、抗病、早果

八月红 早巴梨 × 早酥 陕西省果树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肉质细、酥脆多汁

七月酥 幸水 × 早酥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早熟、肉质细、汁液丰富

早美酥 新世纪 × 早酥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早熟、早果、肉质脆、抗病

中梨 １ 号 新世纪 × 早酥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肉质细嫩松脆、早熟、早果、适应性强ꎬ抗黑星病

早香脆 早酥 × 早白 陕西省果树研究所 优质、抗旱、抗寒、耐涝、耐瘠薄、抗黑星病

早酥蜜 早酥 × 早白 陕西省果树研究所 大果、优质、抗旱、抗寒、耐涝、耐瘠薄、抗黑星病

新梨 ３ 号 古高 × 早酥 新疆奎屯农科所 肉质细、酥脆多汁、抗寒力强

新梨 ７ 号 库尔勒香梨 × 早酥 莱阳农学院、塔里木农垦大学 早熟、优质、耐贮运

早金酥 早酥 × 金水酥 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 早熟、早果、优质、采摘期长、较抗苦痘病

北丰 乔玛 × 早酥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农科所 肉质酥脆、丰产、石细胞少

甘梨早 ６ 四百目 × 早酥 甘肃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 极早熟、早果、优质

甘梨早 ８ 早酥 × 四百目 甘肃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 早果、优质、抗寒、耐旱

早酥红 早酥梨芽变 陕西省果树研究所 果面光洁、汁多味甜、酥脆爽口

从表 ２ 可知ꎬ早酥梨的后代大多遗传了早熟、优
质特性ꎮ 育成的 １５ 个后代品种中ꎬ具有早熟、优质

特性的为 １２ 个ꎬ比率为 ８０％ ꎻ１００％ 遗传了早酥梨

的优质特性ꎮ 同时ꎬ在早酥梨的后代中ꎬ早酥不仅将

本身的优良特性传递给 Ｆ１ꎬ同时与之组配的亲本的

优良性状一并遗传给 Ｆ１ꎮ 如用早巴梨与早酥梨杂

交ꎬ育成的红色、优质、香气浓郁品种八月红遗传了

早酥梨的丰产、优质、抗逆的特点ꎬ又遗传了另一亲

本早巴梨的红色、香气等特点ꎻ用古高梨与早酥梨杂

交育出在 － ３５ ３ ℃下安全越冬的新梨 ３ 号ꎮ 我国

梨品种果实维生素 Ｃ 含量较低ꎬ一般在 ５ ｍｇ / １００ ｇꎬ
而用早酥梨作亲本与古高梨杂交育出的北丰梨的维

生素 Ｃ 含量高达 ９ ６８ ｍｇ / １００ ｇꎬ成为 ５００ 多个梨资

源中维生素 Ｃ 含量最高的品种ꎬ具有较高的营养价

值ꎮ 以上研究表明ꎬ以早酥梨为亲本ꎬ后代分离广泛ꎬ
且与其组配的亲本间不良连锁基因易打破ꎬ优良基因

遗传力强ꎬ能够最大程度实现育种者既定的目标ꎮ
２ ３　 早酥梨的遗传特性

本课题组对早酥为母本ꎬ父本包括菊水、二十世

纪、八云、早白、桔蜜、二宫白以及优系 ５７￣４２￣４、１￣７、６￣８
的 １０ 个杂交组合后代果实性状的遗传变异倾向进行

了研究[３５ ]ꎬ结果表明ꎬ早酥梨作为母本ꎬ能将果实早熟

性和其他优良性状遗传给子代ꎬ同时还能产生一定比

率熟期提早、风味增浓的后代ꎮ 具体表现在杂种后代

熟期受双亲所左右ꎬ表现趋中遗传ꎬ并出现一定比率的

早熟超亲ꎬ而且双亲熟期越近ꎬ早熟超亲越多ꎬ程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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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ꎬ反之则少ꎻ果形遗传倾向于纵轴(径)变短ꎬ后代果

形指数趋小回归ꎬ亲本果形对后代有明显的遗传倾向ꎬ
有较多的果形相似亲本ꎻ与果皮纯绿品种杂交ꎬ后代果

皮绝大多数呈绿色ꎬ极少呈褐色ꎻ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呈

趋中遗传ꎬ亲中值高的组合ꎬ后代含量略低于亲中值ꎬ
超双亲优株率较低ꎬ而亲中值中与低的组合ꎬ后代含量

略高于亲中值ꎬ超双亲优株率逐渐增高ꎮ

３　 展望

梨是我国古老的树种ꎬ分布很广ꎬ从南到北都有

栽培ꎮ 我国主要栽培种有砂梨系统、白梨系统、秋子

梨系统和西洋梨系统ꎮ 不同种要求的气候条件不

同ꎬ形成了各自的栽培适宜区ꎮ 砂梨系统的适宜区

在江南高温湿润区ꎬ包括淮河以南长江流域各省ꎻ白
梨系统品种栽培的适宜区在华北、渤海湾温暖半湿

区ꎻ秋子梨系统的栽培适宜区则在东北、西北、华北

冷凉半湿区ꎮ 我国有些优良品种只有在原产地或个

别适宜栽培区才能表现出本品种特有的优良性状ꎮ
如京白梨是秋子梨系统中最优良的品种ꎬ适于北方

发展ꎬ表现品质极优ꎮ 而在南方高温高湿区栽培ꎬ则
表现树势过旺ꎬ不易结果ꎬ果实味酸肉粗ꎬ品质低劣ꎬ
目前很少有在 ４ 个种栽培适宜区都表现优良的品

种ꎮ 但早酥梨作为一个优异种质在生产中直接利用

后ꎬ表现为早果、丰产、早熟、优质、抗病、适应性极

强ꎬ在 ４ 个种栽培适宜区均表现良好[１９]ꎬ是一个很

稀缺的梨优异种质ꎮ 因此ꎬ应用多种手段ꎬ深入开展

早酥梨鉴定评价和基础性研究ꎬ扩展研究的深度和

广度ꎬ充分发掘其优异基因ꎬ并对优良基因进行分子

标记或克隆ꎬ将大大提高其利用效率ꎮ
果树亲本的选配是培育优良 Ｆ１的关键ꎮ 目前ꎬ

我国育种工作者以早酥梨为亲本已选育出 １５ 个品

质优良的梨新品种ꎬ表明以早酥梨为亲本ꎬ优良性状

的遗传力较强ꎮ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ꎬ利
用分子生物学手段ꎬ对早酥梨及后代的早熟、优质、
抗逆等性状进行全基因组分子标记分析ꎬ以期明确

优良亲本来源的基因组区段在 Ｆ１ 中的传递及其分

布ꎬ获得可供利用的优异的分子标记ꎬ为早酥梨的进

一步利用以及早熟、优质、抗逆梨新品种选育提供理

论依据将是进一步研究的课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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