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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我国果树栽培历史已有四千多年

我国果树栽培历史悠久
,

果树资源丰富多彩
。

根据陕西省西安郊区半坡村新石 器时

代遗址的考证
,

远在6 0 0 0年以前
,

人们就 已开始了农业生产活动
。

在半坡村 出土的遗物

中
,

发现有粟
、

菜子
,

还有栗和棒
。

这证明了在 6 0 0 0年以前
,

人们已经采集栗和棒等果实以为食用
。

当然
,

那时的栗和

棒可能还是野生果树
,

但肯定已为人们所重视
。

正如古书《淮南子 》所载的
: “

古者 民

茹草饮水
,

采树木之实
,

食赢伴之肉
· ·

⋯ : ”
这里所说的

“采树木之实
” ,

就是采取野生

果树的果实
。

野生果树被人们利用之后
,

逐渐开始最初的人为培植
,

并加以保护
,

发展

到某一阶段
,

就成为栽培果树了
。

我国果树栽培历史
,

见之文字记载最早的首为 《诗经 》
,

这是考证我国果树栽培历

史最早 的一部古代文献
。

在 《诗经 》中谈到的果树种类有
:

栗 C a s la n e a m o lliss im a B lu m e

棒 C o ry lu s h e‘e r o ph ylla F iseh
。

枣 Z iz yp hu s sa , iv a G a e r t
.

( 2
.

iu iu ba M ill
。

)

桃 p r u n u s p e r sie a Sto k e .

李 p r
un

u s sa lie in a L in d ley

梅 p r u n u s m u m e S ieb
. e t Z u e c .

才遂 (梨 ) p y r u s “p
·

棘 (酸枣 ) z iz y ph u s sp in o sn s H u

甘棠
、

杜 (杜梨 ) p yr u s b e tu la efo lia B u n g e

茱楚 (称猴桃 ? ) A e tin id ia eh in e n si“ p la n c h
.

?

构 (积棋 ) H o v e n ia d u leis T h u n b
.

《诗经》中谈到的果树
,

有些是野生果树
,

例如
:

杜 (杜梨 )
、

拘 ( 积棋 ) 等
。

但

是
,

栗
、

棒
、

枣
、

桃
、

梨
、

李等果树
,

在那时肯定 已经是人工栽培了
。

例如
:

《魏风 》
: “园有桃

,

其实之淆
” 。 “

淆
” 就是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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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庸尽风 》
: “树之陈栗

” 。 “

树” 就是人工栽植
。

《秦风 》
: “湿有树隧

” (在湿润的地方栽植梨树 )
。

《幽风 》
:

,’/ 又月剥枣
” 。

《小稚》
: “

北山有李
” 。

《召南 》
:

..t 票有梅
,

其实七兮
· 4 ·

⋯顷筐暨之” 。

镖 (落下 )
,

梅 (指梅树的果实 )
,

暨 (取 )
。

意思是
:

落下来的是梅子
,

在树上

的果实还有十分之七
,

⋯ ⋯用筐取之
。

《诗经 》以后
,

在 《夏小正 》中
,

有杏的记载
。

例如
: “四月

:

囿有见杏
” 。 “

囿
”

就是有墙的园圃
。 “囿有见杏”

证明当时杏衬已经栽在园中了 ( 参阅
:

辛树帜 《我国果

树历史研究 》1 9 6 2 , 2 。一 22 页
。

) 《夏小正 》中
,

也谈到了桃
、

梅
、

枣
、

栗等果树
。

《诗经 》和 《夏小正 》中谈到的果树都是我国原产的
。

文字的记载当在人工栽植 以

后
,

根据西安半坡村发现古代棒和栗的事实
,

我们有理 由认为我国原产的棒
、

栗
、

枣
、

桃
、

李
、

杏
、

梅
、

梨等等果树的栽培起源至少已有 4 。。o年以上 的历史
。

在 《山海经 》这部古代文献中
,

已有关于橘
、

袖等柑桔类果树的描述
。

柑桔类中除

了 “柠檬
” ( 洋柠檬 ) 和 “葡萄抽

” 外
,

其他如甜橙
、

酸橙
、

构摊
、

佛手
、

抽 ( 文旦 )
、

宽皮桔类
、

温州蜜柑
、

香橙
、

宜昌橙
、

榴檬 (广东柠檬 )
、

金柑类等等都是我国原产
,

在云南
、

贵州
、

广东
、

广西
,

湖北等省都有原始野生种分布
。

我 国柑桔 栽培历 史 也有

4 0 0 0年内外
。

根据古代文献 记载
:

我国南部原产的龙眼
、

荔枝
、

橄榄
、

批把
、

杨梅等的栽培历史

也都在3 0 0 0年内外
。

二
、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果树发源中心

现在的栽培种
,

都 由原始野生种进化而来
。

因此
,

栽培种 的出现 也不 是永远 不变

的
。

根据 日木田 中长三郎博士 ( 《果 树分类学 》
, 1 9 5 1 ) 以种 ( Sp eci es ) 为基本单位

,

认为全
一

世界所 言的果树种类 (包 活原生种和栽培种
,

并包括砧木和野生果 树在内 ) 多达

2 7 9 2种 ( 另有 1 1 0变种 )
,

分属于 1 3峨科
, 6 5 9属

。

但比较重要的约有 3 0 0种
。

附注 《诗经 》中
,

有 “
技楚

” 的记载
。

《桧风 》关楚
: “瞩有长楚

,

琦滩其实
” ,

“瞩有共楚
,

猜摊其枝
” ,

(意思是在湿润的土地上
,

有长楚
,

它的枝条柔顺
,

果实好

看 )
。

《尔雅 》中
“

技楚
” 又名 “茂钊8’,

。

根据辛树帜等的 考证
,

都认 为就是 现在 的

“称猴桃
” 。

( 参阅辛树帜 《我国果树历史研究 》 1 9 62
,

54 页 ) 但也有人认为古代文献

中 的 “
共楚

” 恐不是称猴桃
,

尚待考证
。

“称猴桃妙
名称胶早 出现于唐代

。

唐浅涛人岑参 ( 公元 7 15 一 7 70 ) 已有
: “

中庭井

栏 上
,

一架称猴桃
”

的诗句
。 一

可见至少在 1 2 。。年前已有 人工栽培
。

从 《本草拾遗 》
、

《开宝本 草 》以至 《本草纲 目》
、

《植物名实图考 》等等古代文献中
,

都有描述
,

并 记

载了可为食用和药用
。



孙华
:

我国果树种质资源 s

我国地域辽阔
,

有热带
、 .

亚热带
、

温带乃至寒带气候
,

是世界八个栽培植物发源中

心之一
,

而且是最大的发源中心
。

我国现在栽培的果树种类 ( 包括主要野生种 ) 约有 50

多科
, 4 0 0 多种

。

现在世界各国栽培的果树 (包活主要砧; 长) 绝大部分都是我国原产
。

例如
:

苹果属 (M aj u , M ill
.

)
,

全世界约有35 种
,

原产于我国的
,

·

约有22 种
。

梨属 ( p yr u s L ir :n
.

)
,

全世界约有2 5种
,

原产于我国的
,

有i 礴种
。

柑桔属 ( Ci tru s L jnn
.

) 日本田中长三郎认为全世界共有15 9种 (小种分类 )
,

美国

sw in gl
e
认为共有16 种 (大种分类 )

,

其中除柠檬
、

葡萄柏外
,

都是我国原产
。

金柑属 ( For l叭ell
a S w 初妇e ) 共有 6 种

,

都 是我国原产
。

桃李属 (Pr
u ”us Li

n n .

) , 绝大部分种都是我国原产
。

称猴桃属 ( A cl i衍d 饭 Li nd l
.

)
,

全世界共有54 种
,

原产于我国的
,

有5 2种
。

花揪属 ( Sor bus Li o n .

)
,

全世界约有8 0多种
,

原产于我国的
,

有 5 0多种
。

拘子属 ( Col o n、s育er B
.

E h止“rt )
,

全世界约有90 多种
,

原产于我国的也有50 多种
。

我国原产果树
,

大体有三个原产中心地带
。

( 一 ) 黄河流域 (包括东北 ) 原产种类 (主要种类 ):

1
。

桃 P r u n u s P e rs i〔a S lo k e .

2
.

杏 P r u n u , a r m e n ia饵 L in 口
。

3
。

枣 Z iZyp h u s s a tiv乳 G a e r t
-

4
.

棒 Co
rylu s 五e 定e r

叩hy lla F iseh
.

互
」

5
.

栗 Ca s la n e a m o lliss im a B lu功e

6
。

秋子梨 Pyr u s u ss u r ie n s is M a x im

7
。

白梨 Pyl- u s b r e tseh n e id e r i R e hd
-

8
。

沙果 ( 花红 ) M a lu s a sia lie a N a k a i

9
.

海棠果 M a lu s r r u n ifo lia B o rkh
。

1 0
。

山植 Cr
a ta e g u s p in n a tifid a

、

B u n 朗

1 1
。

木瓜 C ha e n o m ele s sin e n si: 勘
eh”。

1 2
。

甘肃桃 Pr u n u s k an s u e n sis R e五d
。

‘

1 3
。

西藏桃 p r u n u s m ira k o eh n e ( 西藏 )

1 4
。

新疆桃 p r u n u s p e r sie a s sp
。

fe r g a o e n sis K o s t
. e t R ia b

.

( 新疆 )

1 5
.

湖北海棠 M alu s hu p ehe n s is R eh d
.

( 长江流域也有野生 )

1 6
.

三叶海棠 M a lu s sieb o ld ii R eh d
.

(长江流域也有野生 )

1 7
.

甘肃海棠 ( 陇东海棠 ) M alu s ka n su e n si: Sehn e id
.

1 8
.

花叶海棠 M alu s tr a n si飞o r纽 S c h n e id
‘

1 9
.

河南海棠 M alu : ho
na

n en sis R ehd
.

2。
。

红李 (杏李 ) p r u n u s sim o n ii C a r r .

2 1
。

乌苏里李 p r u n u s u ssu r ie n , is K o v . e t K o s t
.

( 东北 )

攀2
·

山桃
p r u n us d , , id i, 乎a 歹

r a“巾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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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毛樱桃 ( 山豆子 ) p r u n u s , o m e n to s a T hu n b
.

2 4
.

西伯利亚杏 p r u n ,Js sib ir ic a L in n .

2 5
.

辽杏 p r u n u s m a n d s ehu r ie a K o ehn e

2 6
.

核桃揪 Ju g la n s m a
nd

seh u r ie a M a x im
.

2 7
.

山葡萄 V itis a m u r e n , 15 R u p r .

2 8
。

山定子 Ma lu s b a c e a ta B o r kh
.

2 9
.

酸枣 Z iz yph u s s p in o s u s H u

3 0
.

杜梨 p y ru s b e tu la efo lia B u n g e

3 1
.

木梨 ( 酸梨 ) p y ru s x e r o p h ila y u

3 2
.

新疆梨 p yru s sin k ia n g e n sis y吐 ( 新疆原产 )

3 3
.

杏叶梨 p yr u s a r m e n ia c a efo lia y住 ( 新疆原产 )

3 4
.

褐梨 p yr u s p ha e o e a rp a R ehd
.

3 5
.

塞威士苹果 M alu s sie v e r s ii L d b
.

( 新疆天山山区 )

3 6
.

沙枣 E la e a g n u s a n g u s tifo lia L
.

3 7
.

积棋 ( 拐枣 ) H o v e n ia d u le is T h u n b
.

3 8
.

越桔 V a e e in iu m v itis 一 id a e a L
.

3 9
.

笃斯越桔 V a : e in iu m v lig in o su m L
.

( 东北 )

4 0
.

木通 A k e b ia q u in a ta D e c n e .

( 长江流域也有野生 )

4 1
.

三叶木通 A k eb ia lo b a ta D e e n e .

( A
.
tr ifo lia ta K o id z .

)

4 2
.

果松 (海松 ) p in u s k o ra ie n sis S ieb
. e t Z u e e .

(东北 )

(其他从略 )

(二 ) 长江流域原产种类 (主要种类 )
:

1
.

柿 D io s p yr o s k a k i L in n .

2
.

沙梨 Py ru s p yr ifo lia N a k a i

3
.

中国樱桃 p r u n u s p s e u d o e e ra s u s L in d ley

4
。

梅 p r u n u s m u m e Sieb
. e t Z u e e .

5
.

李 p r u n u s s a lie in a L in d ley

6
.

批把 E r io bo tr ya iap o n ie a L in d ley

7
.

杨梅 M yr ic a r u b r a S ieb
. e t z u e e .

8
.

山核桃 C a r ya e a th ay e n sis S a r g
.

9
.

香极 T o r r e ya g r a n d is F o r t
.

1 0
.

银杏 G in k g o b全lo b a L
.

1 1
.

石楠 p h o tin ia s e r ru la ta Lin dl
.

1 2
.

胡颓子 E la e a g n u s p u n g e n s T h u n b
.

(黄河流域也有野生 )

1 3
.

木半夏 E la e a g n “5 m u ltiflo ra T hu n b
.

(黄河流域也有野生 )

1 4
.

麻梨 ( 酸梨 ) p yr u s s e r r u la ta R eh d
.

1 5
.

川梨 p vr u s p a s五ia B u eh 一 H a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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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梨 (棠梨 ) p y ru s c alle r ya n a D e c n e ·

茅栗 C a s la n e a s e g u in ii D o d e

锥栗 C a sla n e a he n r y i R
. e t W

.

君迁子 D io sp yr o s lo lu s L in n .

油柿 D io s p y r o s o le ife r a C h e n g

温州蜜柑 C itr u s u n sh iu M a r c .

积壳 (构桔 ) p o n e iru s tr ifo lia ta R af
.

香橙 ( 橙子 ) C itr u s Ju n o s T a n a ka

宜昌橙 C ilr u s ieha n g e n sis Sw in g le

金柑 (金弹 ) F o r tu n e lla e r a s s ifo lia Sw in g le

罗浮金柑 ( 长金柑
、

金枣 ) F o r‘u n e lla
,

m a r g a r ita Sw in gle

金樱子 R o sa la e v ig a , a M ieh x .

(其他从略 )

. .....

⋯⋯
zn�了8Q
.八曰1儿今自,j
J

qlb
尹匕斤了1�

J.�J土,土9勺‘自,曰O自O自9自O自今�

( 三 ) 南部地区原产种类 ( 主要种类 )

1
.

拘株 C itr u s m e d i e a L
.

2
.

佛手 C itr u s m e d ie a V a r .

S a r e o d a e ty li s sw in g le

3
.

才黎檬 ( 广东柠檬 ) C i tr u s lim o n ia o sb e c k

4
.

酸橙 C itr u s a u r a n tiu m L
.

5
.

甜橙 C itr us s in e n sis O s b e e k

6
.

抽 ( 文旦 ) C ilr u s g r a n d is o s b e e k

7
.

宽皮桔 C itr u s r e tie u la ta B la n c o

5
.

酸桔 C itr u s s u n k i H o r t e t T a n ak a

9
.

长叶金柑 Fo r tu n e lla p o lya n d r a T a n a k a

1 0
.

金豆 F o r tu n e lla h in d s ii sw in g le ( 长江流域也有野生 )

1 1
.

园金柑 Fo r t u n e lla ia p o n ic a Sw in g le

1 2
.

月月桔 Fo r tu n e lla o b o v a ta T a n a k a ( 长江流域也有野生 )

1 3
.

香蕉 ( 中国矮蕉 ) Mu sa n a n a L o u r .

1 4
.

荔枝 L ite h i e h in e n s is so n n ·

1 5
.

龙眼 E u p ho r ia lo n g a n a L a m
.

1 6
.

橄榄 Ca n a r iu m a lb u m R a e u s e h
.

1 7
.

杨桃 ( 五敛子
、

五棱子 ) A v e r r ho a e a ra m b o la L
.

1 8
.

黄皮 Cla u se n a la n s iu m Sk e e ls

1 9
.

余甘 ( 油甘 ) p hy lla n th u s e m bli e a L
.

2 0
.

桃金娘 R ho d o m y r lu s to m e n to su s ( A it ) H a ss k
.

2 1
.

锡金海棠 Ma lu s s ik k im e n s is
取o e h n e ( 云南 )

( 其他从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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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在全国各地 山区野生的还有
:

称猴桃属 ( A cl ini di a )
、

悬钩子属 ( R ub us )
、

茶藤子属 ( R ,b。。 )
、

花揪霭 ( So r b u , )
、

拘子属 ( C o 龙e n e a 、te r ) 等等
。

根据各地调查资料
,

原产于我国的果树和主要砧木以 及主要野生果树多达 1 5 0 种 以

上
。

现在
,

世界各国栽培的主要果树中
,

约有 6 0多种原产于我国
。

所以
,

英国W il so n 氏

称我国是世界的
“园林之母 ” 是有根据的

。

现在世界各国栽培的果树和砧木
,

绝大部分

都 自我国传去
。

三
、

古代果树种质资源的传布

果树分布与人类文化发源以及文化交流
,

有着密切关系
。

世界文化发达最早国家

有
:

中国
、

印度
、

埃及
,

以及古代的巴比伦王国 ( Bab ylon ia )
。

这些国家都有 5 0 0 0年内

外 的文化历史
。

原产中心地带的原生果树
,

远在古代随着人类文化和经济交流
,

原生果树也就相互

传布
,

从而使果树种质资源的分布范围
,

逐渐扩大
。

此后
,

在长久的生态条件影响下
,

又逐渐形成了各地区的生态品种群
。

我国自汉武帝时代 (公元前 1 41 ~ 公元前87 ) 张塞 出使西域 以后
,

我 国西北与中亚

细亚乃至伊朗一带的交通往来已很频繁
。

那时 (公元前 2 世纪一前 1 世纪以前 ) 我国陕

西
、

甘肃一带原产的桃
、

杏等果树
,

就是通过历史上著名的
“丝绸之路

”
传到伊朗

。

后

来
,

又从伊朗传至欧洲各国
。

与此同时
,

土耳其
、

高加索一带原产 的葡萄
、

石榴
,

以及伊

朗原产的核桃
,

也是通过这条
“丝绸之路” 传入我国西北

。

根据我国有关文献记载
,

葡

萄
、

石榴
、

核桃三种果树
,

在张夸出使西域期间从中亚一带引入我国西北
。

几千年来
,

又形成了我国的生态品种群
。

西北各地栽培较多的 ,’f 帛苹果
” ( 包话槟子 )

,

古代称为
“李” (M al us Pu m ila 系

统 ) 据辛树帜教授 的考证
:

认为在汉代张鸯通西域后
,

可能就从中亚传入我国西北
。

在

附注 根据张钊
、

杜澎等同志的调查资料
:

我国新疆可能也是西洋梨
、

核桃的原产

地之一
。

尚待进一步考证
。

从甘肃敦煌县以西的阳关
,

到新疆
,

再到中亚细亚
,

直到欧洲
。

在汉代
,

统称为
“西域” 。

张窍出使西域
,

第一次是公元前 1 39 一前1 26 年
。

第二次是公元前1 19 年
。

最后一次

返回年代未详
。

张粤死于公元前 n 4 年
。

张鸯到过中亚一带的大宛
、

大夏
、

乌孙
、

康居

等地方
。

我国的丝和丝织品
,

是世界著名特产
。

早在汉代以前
,

就从甘肃的河西走廊
,

经过

新疆到中亚细亚
,

再到伊朗
。

然后从伊朗再到地中海东岸一带
,

再转达欧洲的罗马等

地
。

大约在公元前 2 世纪
,

直到公元 6 世纪之间
,

我国大量的丝和丝织品
,

都是从这条

路向酉 (}几运
。

因此
,

历史上称这条路为
“丝绸之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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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果树种质资源

汉代司马相如 的 《上林赋》中
,

已有
: “亭奈

、

原朴
” 之句

。

辛氏认为 ((上林赋》 的成

赋年代是在张鸯自西域返后
,

可能在公元前 1 26 一 1 18 之间完成的
。

无花果 ( F icu s ca ri ca ) 原产于 土耳其 一带地区 ( 也有人认为原产于阿拉伯
,

古代

就传至土耳其
、

叙利亚 )
,

可能在唐代以前已由伊朗传入我国西北
。

据 《酉阳杂姐》载
:

“阿异
” ,

波斯国 ( 即伊朗 ) 呼为 “阿择
, ,

拂林 (即叙利亚 ) 呼为 ,’) 康珍
” ,

树长四
、

五丈
,

枝叶繁茂
,

叶 有五出峨蓖麻
。

无花而实
。

扁桃 ( Pr un
u s co m m un is ) 原产于土耳其

、

伊 朗以及中亚一带地区
。

也在唐代或唐

以前就传入我国西北
。

据 《酉阳杂沮 》载
: “偏桃 ” ,

出波斯国
,

波斯呼为
“

婆淡树
” 。

⋯⋯叶似桃而阔大
,

三月开花
,

白色
。

花落结实
,

状如桃子而形偏
,

故谓之
“偏桃

” 。

⋯ ⋯核中仁甘甜
,

西域诸国并珍之
。

阿月浑子 ( Pi slac ja ve ra ) 原产于土耳其
、

伊朗
、

中亚一带
。

也在唐代 (或唐以前 )

就 由中亚传入我国西北
。

在唐代的 《本草拾遗》中
,

已有关于
“ 阿月浑子妙 的记述

。

在

《酉阳杂沮》中 也有记载
。

油橄榄 ( Ol ea cu roP ea ) 原产于土耳其
,

也在唐代就传入我国西北
。

古名
“
齐口敦

树” 。

楹悖 ( Cy d o ni a o bl o n ga ) 原产于伊朗一带
,

可能在晋代 (公元 3 一 5 世纪 ) 已传

入我国西北
。

《晋宫阔记分
: “

华林园有林擒十二株
,

楹悖六株
” 。

以上所述的葡萄
、

核桃
、

石榴
、

绵苹果
、

无花果
、

扁桃 ( 巴旦杏 )
、

阿月浑子
、

油

橄榄
、

以及楹悖等果树
,

都是通过
“丝绸之路

” 由伊朗
、

中亚一带传入我国西北
。

大约

在 2 0 0 0多年前
,

葡萄
、

核桃
、

石榴
、

绵苹果等在我国西北已经盛行培植
。

此外
,

我国原产的拘摊 ( Ci tru s m ed ica ) 可能远在公元 l ~ 3 世纪前后已传入伊朗

的 M ed ia 地方
。

此后
,

再由伊朗传至地中海沿岸各国
。

我国原产的甜橙
,

在公元 l 世纪前后
,

已传入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各国
。

也有人认为

在 13 一15 世纪传入葡萄牙
、

意大利
、

西班牙等国
。

1 5 6 5年传至美国佛州
。

我国原产的宽皮桔
,

大约在 12 世纪以后传至世界各国
。

( 日本现在的
‘温州蜜柑

”

大约在 5 00 年前由我国浙江天台山传去种子
,

在 日本鹿儿岛播种选育而成
。

日本现己选

育不少优良品系
。

)

附注 绵苹果
,

可能在汉代 由中亚传入
。

但也可能我国新疆就是绵苹果的原产地之

“阿异
’ ,

古代的伊朗语
,

即无花果
。

“
底珍

” ,

阿拉伯
、

北非一带语言
,

即无花果
。

“
婆淡树

” ,

可能由伊朗语Bod an 转化而来
。 “扁桃

,
的伊朗语为Bod a n 。

“扁桃
” ,

由 “ 偏桃
” 转化而来

。 “扁桃 ” 又名
“巴旦杏

” , “巴旦
”
二字

可能 由
“
婆淡

” ( 即伊朗语 B O dall ) 转 化而来
。

近来在新疆天山山区发现有大面积野生

扁桃林
,

新疆一带也可能是扁桃 的原产地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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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原产的袖 (文旦 )
,

大约在 9 00 年前传入地中海沿岸
,

再传至南美洲
,

其后传

至美国
。

我国原产的批把
,

大约在 13 世纪传入印度
,

18 世纪传入欧洲
,

其后传至美国
。

我国原产的桃 ( 包括黄肉桃品种 ) 在古代公元前 1 世纪前后传入欧洲后
,

在 长期的
“夏干地带

” 的栽培影响下
,

形成了
“
南欧品种群

” 。

大概在公元 7 世纪以前
,

中亚一

带地方已选育出黄肉桃大果品种
,

所以在唐代贞观年间 ( 6 2 7 ~ 64 9 )
,

当 时 的 “康 居

国 ”
把优良的黄肉桃品种又传到我国西北

。

有人认为黄肉桃原产于中亚
,

这是有误的
。

黄肉桃
、

油桃等都是我国西北原产
。

印度的桃
,

大概在公元前 l 世纪前后
,

由 我 国 传

去
。

日本现在栽培的各种果树
,

绝大部分都自我国传去
。

早在公元前 l 世纪前后 (西汉

时代 ) 我国的
“
代代花

” ( Ci tru s au r
an tiu m ) 就 已传入 日本

。

大概从隋唐时代 (公元

6 一 8 世纪 ) 直到宋
、

元之间
,

我国的柑桔类
、

葡萄
、

枣
、

杏
、

中国樱桃
、

桃
、

梅
、

批

把
、

核桃
、

石榴等等的不少优 良品种陆续传入 日本
。

在 日本的 “夏湿地带 ”
的生态条件

下
,

又形成了不少 日本品种群
。

2 0 0 0多年以来
,

果树种类以及优良品种的相互交流
,

扩大 了果树的 自然分布区域
,

丰富了各国的果树种质资源
。

同时
,

一

也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往来
,

结下了友谊之

果
。

四
、

古 代 的 优 良 品 种 资 源

我国果树栽培历史已有 4 0 0 0多年
,

在长期的人工栽培和选育过程中
,

逐渐形成了丰

富多采的地方品种
。

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
,

在 2 0 0 0多年以前的秦汉时代
,

枣
、

栗
、

梨
、

柑桔等等果树
,

已有大面 积的 专 业 栽培
,

而且那时已经选育了不少优良品种
。

例

如
:

《尔雅》 ( 西汉
,

公元前 3 一前 2 世纪 ) 这部书中
,

已经记述了枣的品种有 10 多

个
。

其中的优良品种有
:

“洗” ,

大枣
。

注
:

今河东琦氏县 出大枣
,

子如鸡卵
。

“晰 ” ,

无实枣
。

注
:

不著子者
。

可见当时已培育有大果品种
“洗” ,

以及无核品种
“晰” 。

( 现在
,

山东乐陵
,

有
“无核枣 ”

又名
“空心枣” ,

是著 名品种
。

)

《尔雅》还记述了冬季成熟的
“
冬桃

” 。 “
旎

” ,

冬桃
。

注
:

子冬熟
。

可见冬季成熟的
“
冬桃

” ,

古代名
“施” ,

在 2 0 0。多年前已就发现了
。

冬桃在陕西
、

附注 ((I 日唐书太宗纪》
: “

贞观十一年
,

康国献金桃
、

银桃
,

诏令置于苑囿
” 。

《海录碎事 》 (宋
,

叶延王圭撰 )
: “

唐贞观中 (公元6 27 ~ 6 4 9 )
,

康居 国

献黄桃
,

大如鹅卵
,

其色如金
,

因呼金桃
” 。

康居国 ( Sod ian
a )

,

就是现在苏联阿姆河以北
,

碱海与 巴勒喀什湖之间的

一带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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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果树种质资源

河南等地都有分布
,

冬季12 月成熟
,

是育种的良好材料
。

《尔 雅 》还 记述 了一 种没 有核 的
“
无实李

” 。 “
休

” ,

无实李
。

注
:

一名
“
赵

李
” 。

《尔雅》中谈到的果树种类 ( 包括野生种 ) 已有30 多种
,

桃
、

李
、

枣等已有不少 品

种
。

野生种中的悬钩子属植物已被重视
。

《尔雅》 中谈到的
“刘” ,

据石声汉教授考证

认为是
“金樱子” ( 一种重要的野生果树 )

。

必西京杂记》中
,

关于汉
“上林苑 ”

栽植 的果树品种更有详细记述
,

当时记述的品

种有
:

梨10 个
,

枣 7 个
,

栗 4 个
,

桃 10 个
,

李 1 5 个
,

梅 7 个
,

还有崇 ( 绵苹果 )
、

林擒

( 沙果 )
、

杏
、

核桃等果树的品种
。

《三辅黄图》也有关于汉
“上林苑 ” 中的果树品种记载

。

例如
: “汉

,

上林苑
,

即

秦之旧苑也
。

《汉书》云
:

武帝建元三年
,

开上林苑
。

⋯⋯三千余种植其中
。

⋯ ⋯ 《三

秦记》云
:
⋯ ⋯大梨如五胜 ( 五升 )

,

落地则破
,

取其梨
,

先以布囊承之
,

号日
‘

含

消
, 。

”

《植物名实图考》关于
“含消梨” 的描述是

: “ 《三秦记》云
:

含消梨
,

大如五升

器
,

坠地则破
,

须以囊承取之
,

汉武帝赏种于上 苑
,

此又梨之奇品也
。

⋯⋯ ”

可见当时的
“
含消梨

” ,

是一种梨的优良品种
,

果实极大
,

肉质脆嫩
,

所以采收

时
,

不 能落地
,

以防果肉破碎
。

.

((西京杂记 》还记载了
“
奈

” (
·

绵苹果 ) 的优良品种
,

,’.
· ·

⋯上林苑
,

紫奈
,

大如

升
,

核紫
,

花青
,

⋯⋯ ”

礴广志分也载有梨
、

枣等的优良品种
。

例如
: “

关中大栗
,

如鸡子大
” 。

,’.
· ·

⋯广

都梨
,

重六斤
,

数人分食之
。 ”

《酉阳杂姐》也记载了不少优 良品种
。

例如
:

,’j 旨衣奈” ,

汉时
,

紫奈
,

大如升
,

核紫
,

花青
。

⋯ ⋯ “白奈” ,

出凉州野猪泽
,

大如兔头
。 “汉帝杏

” ,
·

一大如梨
,

色

黄如桔
。

从以上这些古代文献的记载中
,

可以看出我国在 2 0 0 0多年前的秦汉时代 ( 尤其是汉

代 )
,

已经选育了很多优良品种
。

这是世界各国果树栽培历史上少见的
。

后魏 《齐民要术》中记载的果树种类 (包括野生种 ) 已有60 多种
。

其中有
“
余甘

”

( Ph yllan th us em bl ic “ L
.

) 的记述 (余甘
,

是营养价值极大的一种野生果树
。

大戟科

植物
,

我国南部原产
。

)

到了唐
、

宋期间
,

本草学中例如
:

《新修本草》
、

《本草拾遗》
、

《开宝本草分
、

玄图经本草》
、

《证类本草》等等书中
,

对于果树种类
、

品种
、

产地
、

形态
、

特性等等

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

在 玄本草拾遗》 (公元 7 3 9 ) 中
,

柑桔品种有
:

朱柑
、

乳柑
、

石

柑
、

沙柑
、

以及朱桔
、

乳桔
、

榻桔
、

山桔
、

黄淡子等品种
。

唐
、

宋 以后
,

我国果树品种更为丰富
,

记载更为详尽
。

特别是宋代韩彦直的 《桔

录》
,

是世界最早的一部柑桔学
,

当时已经记述了柑
、

桔
、

橙等品种有27 个
。

在宋代蔡

襄的 必荔枝谱》 中
,

记述福 州的荔枝品种就有32 个
。

到了明代徐蜘的 《荔枝谱分 中
,

记

雄的荔枝品种已多达7 0以上
。



1 0 西北农学院学报 1 9 7 9年第 2 期

元代柳贯 的 《打枣谱》记述枣的品种共有 72 个
,

到了 《植物名实图考分 记载的枣品

种 已增为87 个
。

明代 《本草纲目》记述的果树种类多达 12 7 种 ( 包括野生种 以及有些药用植物和草

本植物 )
,

分为六类
:

¹ 五果类
、

º山果类
、

» 夷果类
、

¼ 味果类
、

¾ 献果类
、

¾ 水果

类
。

还有
“附录诸果

” 。 “
五果

” 、 “山果
” ,

主要是温带果树
。 “

夷果
” ,

主要是热

带和亚热带果树
。 “

味果
” ,

是香辛料植物
,

如 “花椒
”
等

。 “
献果

” ,

是浆果类
,

如

葡 萄
、

称猴桃
,

还有西瓜
、

甜瓜
。

( 当时把西瓜
、

甜瓜作为果树
,

正和英国园艺学者同

一观点 ) 。 “
水果

” ,

是水生蔬菜类
,

当时把莲藕
、

李养
、

菱
、

等等作为一种水生果树

( 水果 ) ,

可见当时已注意到形态和生态分类
。

到了明末的 《群芳谱》
、

《农政全书》以及清代的 《植物名实图考》等书中
,

关于

果树种类
、

品种的记载更为详细
。

那时记述的优 良品种
,

已经更多了
。

这些古老 的优 良品种
,

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成果
。

其中
,

有些良种
,

直到现在还保

留下来
,

而大部分早 已遗失
。

为此
,

优 良地方品种
,

必须加以整理
、

保存
、

利用
,

以发

挥其更大作用
。

五
、

近代的优良
“
地方品种

”
和

“
稀有品种

”

新中国建国以来
,

各省 ( 区 ) 都先后进行了果树种质资源调查
。

例如
:

河北省从

1 9 5 6年开始进行果树资源调查
,

经过四年时间
,

共收集了 10 3 个种和 10 0 0 多个品种
。

山东省从 19 5 7年到1 9 6 0年也进行了果树资源调查
,

全省共有 90 多个种
, 3 0 0 0 多个品种

和 类型
。

新疆有78 种
、

17 变种
,

约有 9 00 多个品种
。

陕西省从1 9 5 9年开始进行了全面的

果 树资源调 查
,

共收集了 18 5 种和 10 0 0 以上的品种和类型
,

并选出 132 个优 良品种和品

系
。

( 其他各省略 )

根据初步统计资料
,

西北地区的果树地方品种约有 3 0 0 0 内外
,

其中梨品种就有50 0

多个
。

全国果树品种 ( 地方品种 ) 至少在 l 万以上
。

其中有很多优良品种
,

有些是世界

民种
。

现择其著名的分述于下
:

( l ) 桃
:
肥城桃 ( 山东肥城 )

、

深州蜜桃 ( 河北深县 )
、

青州蜜桃 ( 山东益都 )
、

平顶黄肉桃 ( 甘肃宁县 )
、

大黄肉桃 ( 新疆喀什 ) 、

撒花红蟠桃 ( 上海郊区 )
、

白花

( 江苏无锡 )
、

龙华蟠桃 ( 江苏南通 )
。

( 2 ) 杏
:

临夏大接杏 ( 甘肃临夏 )
、

华县接杏 ( 陕西华县 )
、

沙金红 ( 山西清

徐 )
、

大扁 ( 河北琢鹿
,

甜仁用杏 )
、

克孜尔苦曼提 ( 新疆库车
,

制干品种 )
、

仰韶黄

杏 ( 河南泥池 )
、

串枝红 ( 河北邢台 )
、 、

里枝杏 ( 山西闻喜 )
。

( 3 ) 李
:

携李 ( 浙江桐乡 )
、

嘉庆子 ( 江苏傈阳 )
、

红心李 ( 浙江诸暨 )
。

( 4 ) 梅
:

紫蒂梅又名油梅 ( 浙江塘栖 )
、

大叶猪 Jlf 梅 ( 浙江塘栖 )
、

张毛种 ( 浙

江塘栖 )
、

开蒂梅 ( 江苏吴县洞庭山 )
、

漪梅 ( 江苏吴县光福 )
、

消梅 ( 江苏吴县光

福 )
、

核桃侮 ( 江苏吴县洞庭山 )
、

花梅 ( 江苏吴县洞庭山及光福 )
。

< 万 ) 中国樱桃
:

大膺咀 ( 安徽太和 )
、

金红桃 ( 女徽太和 )
、

短柄樱桃 ( 浙江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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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 )
、

东塘 (江苏南京 )
、

银珠 (江苏南京 )
、

垂丝 (江苏南京 )
、

总柄樱桃 (江苏吴

县洞庭山 )
、

糯樱桃 ( 江苏吴县洞庭山 )
。

( 6 ) 梨
:

慈梨 ( 山东莱阳 )
、

鸭梨 (河北 )
、

香梨 (新疆库尔勒 )
、

酥梨 (安徽

杨山 )
、

雪花梨 ( 河北 )
、

苍溪梨 ( 四川苍溪 )
、

京 白梨 ( 北京郊区 )
、

全梨 ( 山西 )
、

棋盘梨 (新疆叶城 )
。

( 7 ) 萄萄
:

牛奶简萄 (新疆吐 鲁番 )
、

无核 白 (新疆吐鲁番 )
、

大粒型 无核 白

(新疆郑善 )
、

长型无核白 (新疆吐色番 )
。

( 8 ) 枣
:

金丝小枣 ( 山东乐陵 )
、

无核枣 ( 山东乐陵 )
、

相枣 ( 山西安邑 )
、

板

枣 ( 山西翟山 ) )
、

园枣 ( 河南灵宝 )
、

灰枣 ( 河南新郑 )
、

晋枣 ( 陕西彬县 )
。

( 9 ) 柿
:

盖柿 (磨盘柿 ) (河北蓟县 )
、

镜面柿 ( 山东荷泽 )
、

尖柿 ( 陕西富

平 )
、

鸡心黄 ( 陕西三原 )
、

火晶柿 ( 陕西临撞 )
、

方柿 ( 浙江杭州 )
、

铜盆柿 (江苏

吴县洞庭山 )
、

甜柿 (湖北罗田 )
、

阳朔牛心柿 (广西阳朔 )
、

元宵柿 (厂
一‘

东潮阳 )
、

荣阳水柿 (河南荣阳 )
、

枯蜜柿 ( 山西万荣 )
、

火柿 ( 云南文山 )
、

恭城水柿 (广西恭

城 )
。

( 1 0 ) 核桃
:

光皮绵核桃 ( 山西汾阳 )
、

隔年核桃 ( 新疆阿克苏 )
、

纸皮核桃 (新

疆库车 )
、

露仁核桃 (河北昌黎 )
、

泡核桃 ( 云南 )
。

( 1 1 ) 板栗
: 明栗 ( 红油皮栗 ) ( 河北迁安 )

、

大油栗 ( 山东郑城 )
、

明简栗 ( 陕

西长安 )
、

九家种 ( 江苏吴县洞庭西 山 )
、

青栗 (广西容县 )
、

焦刺 ( 江苏宜兴 )
、

大

底青 ( 江苏宜兴 )
、

魁栗 (浙江上虞 )
。

( 1 2 ) 石榴
: 软籽石榴 (陕西临淹 )

、

天红蛋石榴 ( 陕西临憧 )
、

玛瑙子石榴 (安

徽怀远 )
、

胭脂红石榴 (广西梧州 )
、

甜绿子石榴 ( 云南蒙治 )
、

叶城甜石榴 (新疆叶

城 )
。

( 1 3 ) 批把
:

照种 白沙 ( 江苏吴县洞庭山 )
、

青种白沙 ( 江苏吴县洞庭山 )
、

软条

白沙 ( 浙江塘栖 )
、

大红袍 (浙江塘栖 )
、

大钟 (福建莆田 )
、

解放钟 (福建莆田 )
、

葛家坞羊莽种 ( 江苏吴县洞庭山 )
、

鸡蛋红 ( 江苏吴县洞庭山 )
。

( 1 4 ) 杨梅
:

白杨梅 ( 浙江上虞 )
、

丁岱梅 (浙江慈溪 )
、

羊养种 ( 浙江慈溪 )
、

迟大种 (浙江慈溪 )
、

乌杨梅 ( 江苏吴县洞庭西山 )
、

大叶细蒂 ( 江苏吴县洞庭东山 )

、

小叶细蒂 (产地同前 )
、

甜山种 (江苏吴县光福 )
、

季成种 ‘产地同前 )
。

( 1 5 ) 龙眼
:

石峡 (广东广州 )
、

乌园 ( 广东广州 )
、

普 明庵 (福建福州 )
、

霞露

岭 (福建莆田 )
、

红核子 (福建 )
、

乌壳本 (福建莆田 )
。

( 16 ) 荔枝
:

糯米桃 ( 广州 )
、

桂味 ( 广州 )
、

三月红 (广东新会 )
、

香荔 (广东

新兴 )
、

尚书怀 (广州 )
、

黑叶 (广州 )
、

水东 (广州
、

新会 )
、

甜岩 (广州 )
、

怀枝

(广东东莞
、

增城 )
、

挂绿 (广东增城 )
、

妃子笑 (广东 中山
、

广州 )
、

灵山香荔 (广

西灵山 )
。

( 1 7 ) 柑桔类
:

新会橙 (广东新会 )
、

柳橙
,

(广东 )
、

香水橙 (广东 )
、

雪柑 (广

东
、

福建
、

台湾 )
、

锦橙 ( 鹅蛋柑 ) ( 四川江津 )
、

冰糖橙 ( 四川江津 )
、

桃叶橙 ( 湖

非姊归 )
、

市龙柑 (广东汕头 )
、

蕉柑 (广东
、

福建
、

台湾 ) , 南丰蜜桔 (江西南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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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早 (浙江黄岩 )
、

沙田抽 ( 广西容县 )
、

四季抛 ( 四季抽 ) (浙江平阳
一

)
、

早红

( 江苏吴县洞庭山 )
、

冰糖桔 ( 陕西城固 )
。

以上全 国优良品种
,

今后应加强保存
,

并选择优良品系
,

发扬光大
,

使在生产上发

挥更大作用
。

除了以上的优良品种外
,

各地还有不少
“
稀 有 品 种

” ,

它在某一方面具有突出优

点
,

可作为 良好的育种原始材料
。

例如
:

( l ) 冬桃
:

产陕西秦岭山区
、

眉县等地
,

河南也有分布
。

这是一个古老品种
,

在

2 0 0 0年前的汉代
,

当时称为
“
旎

” 。

到了晋代已称为
“
冬桃

” 或称
“
霜桃

” 。

此外
,

还

有 “王母桃
” 、 “仙人桃 ” 、 “昆仑桃

” 、 “秋桃
”
等等名称

。

( 2 ) 三季栗
:

分布于陕西紫阳县 (陕南地区 ) 的毛坝公社和 长安县的滦村公社
。

本品种在一年内能多次结果
。

一般是开花三次
,

结果二次
。

第一次在 9 月中旬成熟
,

第

二次10 月 中旬成熟 (在二次梢上开花结果 )
。

此后还在三次梢上开第三次花
,

但不能结

果
。

本种树势强健
,

丰产
,

病 虫危害很少
,

而且能多次结果
,

值得引起重视
。

( 3 ) 太 白串子核桃
:

主要分布于陕西省太白县的莲花湾
。

本种果实呈穗状着生
,

每穗着果 5 ~ 25 个
,

成串着生
,

故名
。

实生播种后 5 ~ 6 年就可结果
。

适应性强
,

抗

寒
、

抗霜
、

丰产
。

核果较小
,

平均重13
.

9克
,

核仁饱满
,

品质中等
。

本种可为育种材料
。

( 4 ) 宝鸡挂核桃
:

主要分布于陕西宝鸡
。

本品种果实也是呈穗状着生
,

每穗 5 一

8 个
,

核果较大
,

平均重 1 4
.

5克
。

脱仁容易
,

品质中上
。

丰产
、

抗寒
。

可供育种材料
。

( 注
:

穗状核桃
,

在新疆和田也有分布
。

)

( 5 ) 四季荔
:

产于广东惠东县增光公社
,

现仅有一株
。

单果重约17 克
,

果皮深红

色
,

一年 四季均能开花结果
。 “ 四季荔

” 在广西合浦县也有分布
。

( 6 ) 红荔
:

产于广东广州市罗岗公社
,

仅有一株
。

果大
,

平均重 2 5
.

4克
,

皮色深

红
,

品质优良
,

抗风
、

耐湿
。

( 7 ) 苏州荔
:

产于广东惠来县
。

单果重 20 克
,

皮深红色
,

果肉厚
,

味甜多汁
,

品

质优 良
,

核极小
,

已退化
。

( g ) 隔年核桃
:

分布于新疆及陕西扶风等地
。

本品种播种后
,

部分幼苗在当年冬

季即可形成混合芽
,

第二年就可开花结果
。

核果较小
,

平均重 12
.

6克
,

脱仁容易
,

仁肉

饱满
,

含油率为6 8 ~ 73 %
,

品质上
。

本品种树势开张
,

植株较低
,

早产
、

丰产
,

是一种

良好 的育种材料
,

也宜于矮化密植 的优 良品种
。

应 引起重视
,

进一步研究改进
。

( 9 ) 稍 硝葡萄
:

本品在古代文献中就有记述
,

现在新疆都善有少量分布
。

果粒极

小
,

直径仅 0
.

5 厘米
,

紫红色
,

无核
,

抗性极强
,

专供药用
。

本品种在同一果穗中
,

也

有大粒果 (直径达1 ~ 1
.

5 厘米 )
,

并有种子
,
值得进一步研究

,

可为育种材料
。

( 10 ) 冬红果
:

主要分布于新疆叶城
、

和田以及甘肃敦煌
、

酒泉等地
。

在 敦 煌 有

1 00 年内外的老树
。

本品种的枝条木质部呈淡红色
,

果皮全面 紫红 色
,

果肉粉红色 (近

皮部的果 肉尤红 )
,

种子紫红褐色
。

本品种抗寒
、

抗旱
、

抗风
、

丰产
、

稳产
、

晚熟
、

耐

贮
。

可为育种材料
。

( n ) 怀胎柿
:

主要分布于陕西眉县
。

果实大
,

平均重 2 55 弃
。

果皮橙红色
,

果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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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红
,

味甜
,

品质中上
。

本品种的最大特点是在果内 (近果顶处 )
.

又有一个
“小果

” ,

故当地群众称为
“怀胎柿

” 。

适应性强
,

抗旱
、

抗涝
、

丰产
,

是值得研究的一个品种
。

( 1 2 ) 四季抛 ( 四季袖 )
:

主产于浙江平阳
。

一年开花四次
,

结果三次
。

( 13 ) 二 次柑
:
主产于福建古田

。

( If ) 四季抽
:

主产于福建福鼎
。

( 1 5 ) 十二月抽
:

主产于福建福安
。

( 16 ) 无核黄皮
:

主产广西
。

_

( 1 7 ) 迟熟雪柑
:

.

品质优
,

熟期晚
,

次年 3 月下旬成熟
。

( 18 ) 晚熟红光桃 ( 油桃 卜 产新疆喀什
。

果大
,

品质优
,

晚熟
,

耐贮
。

( 1 9 ) 黄肉蟠桃
:

产新疆喀什
。

果肉黄色
,

多汁
,

品质佳
,

丰产
,

可供育种材料
。

( 2。) 冻桃
:

产山东昌邑
。

果极大
,

可达 3 0 。克
,

品质优
,

成熟晚
,

n 月成熟
。

(2 1 ) 血桃
:

产山东
、

河北
。

果肉果汁呈浓红色
。

品质较差
,

可为育种材料
。

( 其他从略 )

全国各地 区的
“
稀有品种

”
很多

,

今后应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
,

加以改进
。

有些可

以繁殖推广
,

使在生产上发挥更大作用
。

有些是育种用的良好材料
。

六
、

我国的野生果树资源

我国各地的野生果树资源
,

也是极为丰富
。

例如
:
在新疆天山山区 (主要是巩留

、

新源
、

霍城
、

伊宁等地 ) 有大面积 的野生
“
塞威士苹果

” (通称新疆野苹果 ) (Mal u ,

s

iev er sii Ld b
,

)
,

分布于海拔 1 0 0 0 ~ 1 6 0 0 米内外的地带
。

品种类型很多
,

现正在高接

换种
,

综合利用
。

南疆各地还有大面积的野生
“沙枣

” ( El a eag nu
s
an g us lif oli a

.

H
.

)
。

在东北长白山区
,

有大面积的野生
“山葡萄

” (
.

v il is am ur e ns is R uP
r ,

) 可供酿

酒或供育种材料
。

在陕西秦岭山区
、

巴山山区
,

还有野生的
“毛葡萄

” (v iti s Pe nl a
go 加 D

.

et
.

G
.

)
、

复叶葡萄 (V
.

p ia s e z k ii Ma
x im )

、

腺葡萄 (V
. r o m a n e ti R o m a n ) 和葛藤葡萄 (V

.

fle x u o sa

T hu n b ) 等
,

都可供酿造原料
,

也是很有价值的育种材料
。

在各地山区
,

还有大量野生的
“称猴桃

” ( A ct ini di a )
。

根据最近调查材料
,

一

全国

称猴桃共有52 个种和变种 (包括类型 )
。

称猴桃的果实含有大量维生素C ,
每 10 0 克鲜果中含有维生素 C 1 00 ~ 5 00 毫克以上

( 由品种和产地而有差异 )
,

它比柑桔的维生素 C 含量高出3 ~ 10 倍以上
,

比苹 果高出

20 ~ 80 倍以上
。

还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P 以及蛋白分解酶和多种氨基酸
,

营养价值极大
,

而且有重要 的医药用途
。

目前
,

已成为世界各国所重视的户种新兴果树
。

新西兰从1 9 0 6年由我国引进称猴桃种子后
,

进行育种
,

、

已育成不少优良品种
,

每年

出口 称猴桃多达 1 万 吨内外
。

美国
、

法国
、

意大利
、

苏联和 日本
,

都在进行称猴桃的科
I

研工作
。

称猴桃原产我国
,

资源极为丰富
,

近年来在湖北
、

湖南
、

河南
、

广西等省已发

现
“中华称猴桃

,, (鑫
c , in id 运 中i乒e。, i‘ p坛n ch

,
) 有1 3 0一1 5 0克的大果晶种

·

在湖J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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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 00 一20 0年生的大树
。 一

各地还发现光皮类型和黄肉类型
。

金樱子 ( R , a laev iga 饭 M ich x .

) 蔷薇科植物
,

野生于广东
、

广西
、

云南
、

贵

州
、

湖南等地
。

果实也含有大量维生素 C
一

,

比称猴桃更多
,

每 1 00 克鲜果中含有维生素C

多达 2 4 0 0毫克
,

比柑桔高50 一60 倍以上
。

还含有大量糖分
,

营养价值极大
,

有高度的医

药疗效
,

是值得重视的一种野生果树
。

据石声汉教授考证
:

认为 礴尔雅》中记述的
“

刘
”

就是现主的
“
金樱 子

” 。

《嘉佑本草汐称为
“金樱子

” ,

《开宝本草》 名
“
刺梨子

” 。

余甘 ( 油甘 ) ( p hy lla n th u s em b lie a L
.

) 大我科值物
,

野主于福建
、

广东
、

广

西
、

台湾
、

四川等省
,

果实也含有大量维生素 C
,

10 。克鲜果中含有维生素C 多达 50 。~
1 8 1 4毫克

。

果实可鲜食弃洪药用
。

优齐民要术)) 已有记述
,

因果实食后有回甘特点 ( 初

食酸涩
,

后变甜味 ) 故名
“
余甘

” 。

悬钩子属植物
】

( R ub us Li nn
.

) 在湖北
、

四JII 的山林中
,

野生的就有 10 0 多种
,

其 中绝大部分的果实可供食用
。

古代文献 《尔雅》中已有记述
。

此外
,

在各地山野分布的还有
:

拘子属 ( Co lo n e a st e r B
.

E hrha r t )

茶蕉子属 ( R ibe s L in n ·

)

木通属 ( A k e bia D e e n e .

)

花揪属 ( so rb us Li
n叭 )

’
-

一
胡颓子属 ( E la e a g n u , L in n ·

)

越桔属 ( v ac ci ni u m Li nn
.

)
,

-

毛樱桃 ( p ru n u s
’

to m e n to云a T加nb
,

)

LI-J 茱黄 ( C o rn u s 6 ffie in alis s
. eT

.

z
.

)

沙棘 ( H 扭p p o p卜a e rh么m n o id e s L in n .

)
】

文冠果 ( X a n tho e e r a s s o rb ifo liUm B g e .

)

北五味子 ( Seh is a n d r a eh in e n : 15 B a ill
.

)

( 其他从略 )
一

在广东、 广西
、

云南
、

台湾等省
,

还有很多热带
、

亚热带野生果树
。

在西藏
、

青海
、

新疆
,

野生果树资源更多
。

野生果树
,

具有各种特点
,

有些果实可以鲜食
,

有些果实可为加工原料 ( 制造果

酱
、

果酒
、

果汁
、

果醋
、

淀粉等 )
,

有些可榨油
,

有些可为育种材料
,

有些可为抗性砧

木
,

有些可为矮化砧木
,

有些可为医药原料和工业原料
。

因此
,

野生果树资源的开发和

综合利用
‘

极为重要
,

应 引起重视
。

关于野生果树今后应进行的研究课题
,

有以下几方面
:

¹ 野生 果树资源的调查‘整理
。 ’

º 野生果树的人工繁殖和人工栽培技术的研究
.

( 包括生物学
、

生态学
, 、

生理
、

生

化等等 )
。 ;

» 野生果树优良品种或类型的选育
。 ( 选育优良的鲜食或加工用类型 )

甲 舒生果树的远缘杂交育种以及遗传工程创造新的果树类型
?



孙华
:

我国果树种质资源

½ 野生果实的营养成分
、

营养价值
、

医药效用等等的研究
。 ·

¾ 野生果实的加工利用研究
。

¿ 野生果树的历史及其演化方面的研究 ( 包括分类
、

遗传
、

细胞等等 ) 。

À 野生果树作为矮化砧木的研究
。

Á 野生果树作为抗性砧木 (抗寒
、

抗涝
、

抗旱
、

抗风
、

抗斌硷
、

抗病
、

抗虫等等 )

的研究
。

 建立野生果树原始材料圃
。

果树种质资源的研究对于选 育更多
、

更好的优良新品种
,

对于选育更多
、

更好的优

良砧木
,

对于发展现代化果树生产
、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提高质量
,

对于探讨果树种

类
、

品种
、

品系的分布
、

分类
、

起源
、

演化等等方面都有其十分重要的意义
。

所 以
,

世

界各国对于果树种质资源的搜集
、

保存
、

研究和利用
,

极为重视
。

现在
,

已逐渐形成为

具有国际性的一项科研工作
。

我 国果树种质资源十分丰富
,

但是
,

全国各地还有很多种质资搏尚未发现和很好利

用
。

为此
,

让我们在各级党
、

政的领导下
,

进一步加强协作
,

加蝇团结
、

,

共同努力
,

更

好地
、

更深入地开展呆树种质资源的研究工作
,

,

为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

七
、

‘

摘 要

( 一 ) 根据陕西省西安市郊区半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证
:
在60 00 年以前

,

人们

已采取棒和栗的果实作为食用
。

《诗经》中已有棒
、

栗
、

枣
、

桃
、

李
、

梨等的记述
。

根

据文献考证
,

我们认为我国果树栽培的起源至少已有40 0 0多年
。

( 二 ) 我国是世界最大 的果树发源申心之一
。

原产于 我国的果 树和主要 砧木多达

150 种以上
。

现在
,

世界各国栽培的主要果树中
,

约有60 多种原产于我国
。

我国是世界

“园林之母 ” 。
· ’

( 三 ) 大约在 20 0 0多年以前
,

我国原产的桃
、

杏
,

拘摊等果树
,

已经传至伊朗
,

再

由伊朗传入欧洲各国
。

我国原产的甜橙
、

宽皮柑
、

批把等等果树大约在 13, 15 世纪传入欧

洲
,

后来再传入美国
。

日本的果树
,

大部分都自我国传去
。

欧洲葡萄
、

石榴
、

核桃 等远

在汉代 ( 公元前 2 一 1 世纪 ) 已通过
“丝绸之路

”
传入我国西北

。

此后
,

无花果
、

扁

桃
、

阿月浑子
、

楹俘
,

·

油橄榄等也是通过
“丝绸之路

”
传入我国西北地区

。

果树的互相

传布
,

丰富了各国果树资源
,

也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
。

( 四 ) 我国在 20 0 0 多年前
,

已选育了不少优 良品种
。

那时已有 群冬桃 ” ( 12 月底

熟 )
、

无核李
、

无核枣
、

含消梨 ( 果实极大
、

肉质脆嫩 )
、

汉帝杏 叮果实极大 )
,

以及

栗
、

绵苹果等等的大果品种
。

这是世界各国果树品种资源历史上少见的
。

在几十种 古代

文献中
,

记述了大量的果树种质 资源
。

.

, ,
.

( 五 ) 现在全国各地的
“
地方品种

”
约有一万以上

‘
仅西非地区就有30 00 多个 ( 其

中梨的品种就有50 。多个 )
。

全国梨的
“
地方品种

”
约有30 00 内外

,

柑桔
、

枣
、

桃
、

杏等

的
“
地方品种

”
都在 10 0 0内外

。

全国有很多优良品种
,

_
.

其中有些是世界名种
。

金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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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还有不少
“
稀有品种

” 例如
:
冬桃

、

隔年核桃
、

三季栗
、

四季荔
、

红荔
、

四季袖
、

二

次柑
、

十二月抽
、

晚熟红油桃
、

黄肉蟠桃
、

迟熟雪柑
、

冻桃
、

血桃等等
,

今后应进一步

深入调查研究
,

加以改进
。

有些要大量繁殖
,

使在生产上发挥更大作用
,

有些可供育种

材料
。

(六 ) 我国野生果树资源
,

极为丰富
。

例如
: 毛樱桃

、

新疆野苹果
、

山葡萄
、

称猴

桃
、

金樱子
、

余甘
,

以及悬钩子属
、

茶藤子属
、

花揪属
、

拘子属
、

越桔属
、

木通属
、

胡

颓子属等等
。

其中
,

有些可供为育种原始材料
,

有些果实可以鲜食或加工
,

有些可为医

药原料
,

有些可为抗寒
、

抗旱
、

抗盐硷的砧木
,

有些可为矮化砧木
。

今后应大力开展野

生果树种质资源的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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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书》 ( 陈再 )
,

公元1 1 4 9 ( 宋 )

30
.

《全芳备祖》 ( 陈景沂 )
,

公元 1 2 5 6 ( 宋 )

3 1
。

《农桑辑要》 ( 集体编写 )
,

公元 1 2 7 3 ( 元 )

3 2
.

礴打枣谱》 ( 柳贯 )
,

公元 1 3 0 0 (元 )

33
.

《王祯农书》 (王祯 )
,

公元1 3 1 3 (元 )

3 4
。

《农桑衣食辑要》 ( 曾明善 )
,

公元1 3 1 4 (元 )

35
.

女种树书》 ( 俞宗本 ) (贞木 )
,

公元 1 3 7 9 (元 ) (石声汉考证 )

3 6
.

((本草纲 目》 ( 李时珍 )
,

_

公元 1 5 7 8编成
, 1 5% 付印 (明 )

37
.

《学圃余疏》 ( 王世憋 )
,

公元1 5 8 7 ( 明 )

3 8
。

((群芳谱》 ( 王象晋 )
,

公元 1 6 3 0 (明 )

3 9
.

必农政全书》 (-徐光启 )
,

公元 1 6 2 8编成
, 1 6 3 9付印 ( 明 )

4 0
.

《花镜》 ( 陈才昊子 )
,

公元 1 6 8 8 ( 清 )

4 1
.

《广群芳谱》 ( 汪颧 ) 公元 1 7 0 8 ( 清 )

42
.

《授时通考》 ( 张庭玉 )
,

公元 1 7 4 2 (清 )

4 3
.

((本草纲目拾遗》 (赵学敏 )
,

公元 1 7 7 0 (清 )

4 4
.

《植物名实图考
·

长编》 ( 吴其浚 )
,

公元 1 8 4 8 ( 清 )

(其他从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