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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熟耐贮桃新品种——“秦王”的选育
Ξ

张满让, 韩明玉, 田玉命, 王安柱, 王淑莉, 王西玲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园艺学院 果树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　要 ]　通过“大久保”实生选种, 选育出晚熟耐贮运桃新品种“秦王”, 对其经济性状、生物特性的观察表

明, 其平均单果重 205 g, 最大果重 650 g; 果实椭圆形, 果面 1ö2 以上部位红晕, 外形美观; 肉白质细味甜, 粘核, 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 127. 7 gökg, 硬度 7. 33 kgöcm 2; 8 月中旬成熟, 果实生育期 130 d, 丰产, 盛果期产量可达 40. 2

tö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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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各主产国都很重视桃新品种的选育。意大利

等欧洲国家及美国均十分重视黄肉鲜食加工兼用桃

品种的选育, 选出的品种个大、圆正、肉韧硬、耐贮

运、抗逆性强, 如金童 7 号、哈佛等[1～ 3 ], 但这些品种

风味偏酸, 不适合我国人民的消费习惯。亚洲国家以

选育白肉鲜食桃为育种目标, 如日本的布目早生、仓

方早生、浅间白桃等, 均具有个大、外观美、汁液多、

风味浓等特点, 但这些品种柔软多汁, 容易软烂, 不

耐贮运[4 ]。我国桃育种者更注重早熟桃品种的选育,

并取得了巨大成绩, 育成的早熟品种有春雷、早花

露、庆丰、早霞露、新红早蟠桃、秦蜜等, 但这些品种

均是白肉水蜜桃, 肉质松软, 不耐贮运, 难以规模化

生产, 且成熟期较为集中[5 ]。普通水蜜桃柔软多汁、

风味鲜美、颇受消费者的喜爱, 但不耐贮运, 易软烂

损失, 因而只能小规模发展, 以满足本地区的需要。

而耐贮运桃可规模化发展、产业化经营, 能扩大市

场, 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要, 虽然肉硬, 风味不如水

蜜桃鲜美, 但从生产者转运到消费者手中仍能完好

无损, 从另一方面保证了其商品品质。中晚熟桃较早

熟桃生育期长、果实发育充分、个大并可生产出真正

优质、高档的商品果[6, 7 ]。针对桃育种及生产的实际,

作者 70 年代末确定了以个大、果实圆正、色艳、肉

白、味浓、肉硬、较耐贮运、抗性强、丰产的中晚熟品

种为育种目标, 并最终选育出“秦王”桃新品种, 经过

20 多年的选优、区试, 现将其经济性状、生物学性状

等的观察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976 年在眉县青化陕西省果树所桃品种园, 选

用“大久保”自然授粉种子, 1977 年播种于桃杂交

园, 1979 年开始对果实经济性状、生物学特性及加

工性状进行了连续 3 年的观察; 1985 年选出优株,

编号为 762224, 1989 年开始区试, 2000 年品系正式

审定, 命名为“秦王”。

2　观察结果

2. 1　物候期

　　在陕西关中地区, 秦王桃 3 月中旬萌芽, 4 月上

旬开花, 8 月上中旬果实成熟, 果实生育期 130 d 左

右, 10 月中下旬开始落叶, 10 月底至 11 月初落叶终

止, 全生育期 231 d。

2. 2　植物学特性

树势强健, 树姿半开张, 1 年生枝褐红色, 粗壮,

长果枝节间长 2. 0～ 2. 5 cm。叶为宽披针形, 较大,

平展, 浅绿色, 叶缘钝锯齿状, 花蔷薇形, 花瓣较大,

粉红色, 有花粉, 雌雄等高, 能自花结实。

2. 3　果树生长结果习性

萌芽力、成枝力均强, 发枝多, 树冠形成快。长、

中、短果枝均可结果, 但以长、中果枝结果为主。花芽

着生节位低, 复花芽多, 座果率高, 自花结实力强, 丰

产性能好。

2. 4　果实经济性状

果实圆球型, 果个特大, 平均单果重 205 g, 最大

单果重 650 g; 底色白, 阳面玫瑰色并有不明晰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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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鲜艳。果肉洁白, 近核处微红, 过熟果红色素深

入果肉, 肉硬质细, 纤维少, 汁液略少, 风味甜浓, 有

香气, 品质优;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27. 7 gökg, 总糖

104. 6 gökg, 总酸 2. 2 gökg, 维生素C 28. 2 gökg, 硬

度 7. 33 kgöcm 2; 粘核。

2. 5　耐贮性

秦王桃硬度 7. 33 kgöcm 2, 常温下可贮存 20～

25 d, 冷藏条件下可贮藏 60～ 70 d, 耐贮性明显优于

对照品种京艳和母本“大久保”, 表 1 所示数据为秦

王桃、京艳、大久保贮藏时硬度的变化情况。
表 1　3 种桃产品贮藏中硬度的变化

T able 1　T he varia t ion of hardness of 3 k inds of peach in the sto ring stage kgöcm 2

品种
V ariety

贮后 7 d
7 days after

sto ring

贮后 14 d
14 days after

sto ring

贮后 21 d
21 days after

sto ring

贮后 28 d
14 days after

sto ring

贮后 56 d
56 days after

sto ring

贮后 70 d
70 days after

sto ring

室温
Room tem 2

peratu re
0 ℃

室温
Room tem 2

peratu re
0 ℃

室温
Room tem 2

peratu re
0 ℃

室温
Room tem 2

peratu re
0 ℃

室温
Room tem 2

peratu re
0 ℃

室温
Room tem 2

peratu re
0 ℃

秦王 Q inw ang 8. 43 8. 67 7. 83 8. 36 3. 80 7. 27 - 6. 87 - 5. 12 - 4. 37
京艳 J ingyan 3. 07 7. 14 2. 38 6. 24 - 4. 36 - 3. 12 - - - -
大久保 D ajiuba 2. 45 4. 65 - 4. 13 - 3. 26 - 2. 57 - - - -

　　注:“- ”表示桃已腐烂。

N o te:“- ”m eans the peach s have ro tted.

2. 6　罐藏性

秦王桃既可鲜食, 又能罐藏, 其罐头产品色香味

俱佳, 颇受消费者喜爱, 产业化发展前景更加广阔。

2. 7　抗逆性和适应性

经过多年的抗病性鉴定, 秦王桃较同期成熟的

京艳有较好的抗病性 (表 2) , 尤其是对桃缩叶病和

桃细菌性穿孔病的抗性, 明显高于对照品种京艳。即

使在病害流行年份, 秦王桃亦有较好的抗病性。

2. 8　丰产性

秦王桃花芽易形成, 自花结实率高, 可达

49. 01% , 栽植第 2 年即可结果 (表 3) , 盛果期产量

可达4 500 kgöhm 2 以上。

表 2　“秦王”桃抗病性鉴定结果

T able 2　R esu lt of disease resitance iden tificat ion of“Q inw ang”peach

年份
Year

品种
V ariety

桃缩叶病 Peach leaf curl 桃细菌性穿孔病 Peach sho t ho le

发病率 R ate of disease

0 1 2 3 4
病指
Index

发病率 R ate of disease

0 1 2 3 4
病指
Index

1999

秦王
Q inw ang 94. 0 4. 5 1. 5 0. 5 0. 0 2. 1 97. 7 2. 0 0. 3 0. 7 0. 3 0. 7

京艳
J ingyan 81. 0 14. 0 14. 5 2. 5 1. 0 8. 9 90. 0 7. 0 2. 5 0. 5 0. 0 3. 4

2000

秦王
Q inw ang 83. 0 9. 0 2. 5 0. 5 0. 0 3. 9 97. 1 2. 5 0. 2 0. 2 0. 1 0. 9

京艳
J ingyan

75. 0 15. 0 4. 0 3. 5 2. 5 10. 1 89. 5 6. 0 3. 0 1. 0 0. 5 4. 3

表 3　“秦王”桃和对照京艳的历年区域试验产量统计

T able 3　“Q inw ang”,“J ingyan”peach yield of several years

区试点
P lace

树龄ö年
T ree year

试验年份
Year

京艳的
平均产量ö

(kg·hm - 2)
A verage
yield of

J ingyan (CK)

秦王
Q inw ang

平均产量ö
(kg·hm - 2)

A verage
yield

相比对照的
增产率ö%

Yield increase
percen tage

眉县小法仪乡 X iaofayi tow n,M ei coun ty 5～ 7 1997～ 1999 29 985. 00 40 204. 49 34. 08
周至县九峰乡 J iufeng tow n, Zhouzh i coun ty 3～ 5 1987～ 1989 20 550. 00 26 550. 00 29. 20
华县 H ua coun ty 3～ 5 1987～ 1989 21 874. 95 29 329. 95 34. 08

2. 9　推广及效益

秦王桃自 1986 年扩大繁殖以来, 陆续推广到山

西、河北、河南、北京、山东、安徽、江苏、湖北、四川、

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内蒙等 15 个省市区,

以及陕西的西安、宝鸡、咸阳、渭南、汉中、铜川、延安

等地市, 累计栽培面积 1. 2 万 hm 2 以上, 已成为我

国目前中晚熟桃的主栽品种, 累计增值 4. 29 亿元,

其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秦王桃的选育, 使我国鲜桃生产由传统的水蜜

桃向硬肉耐贮运桃过渡, 扩大了桃的消费区域, 促进

了桃的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 丰富了我国的桃

品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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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　结
3. 1　肉硬、耐贮是今后桃品种选育与改良的方向

　　我国传统的水蜜桃柔软多汁、芳香诱人, 但不耐

贮运, 不能规模化发展。选育肉硬耐贮运桃能否被消

费者接受, 一直存在着争议[8 ]。实践证明, 耐贮运品

种的选育, 在一定程度上可突破桃为小杂果、不能大

面积发展的传统观念。

3. 2　亲本的选择对桃优良品种选育至关重要

品种的性状建立在亲本的基础上, 只有清楚亲

本的各个性状和其遗传背景, 精心选配优良亲本, 然

后通过遗传重组, 精心杂交观察, 才有望选育出优良

品种, 甚至选育出的品种性状超过双亲即超亲类型。

秦王既保持了母本大久保的大果型、丰产性, 其

综合性状, 尤其是贮运性又大大超过母本“大久保”,

属超亲类型 (表 4)。同时也证明我国西北地区有丰

富的耐贮桃基因资源。

表 4　“秦王”桃与母本“大久保”的生物学特性比较

T able 4　Comparison of“Q inw ang”and mo ther“D ajiubao”

品种
V ariety

采收期
D ate of
harvest

果形
Shape of

fru it

果重ög
W eigh t of fru it

果肉
M eat of fru it

平均重量
A verage
w eigh t

最大果重
M axim um

w eigh t

肉色
Co lo r

of m eat

肉质
Q uality
of m eat

近果核肉色
Co lo r

of near
p it

风味
F lavo r

核粘离
Sticky

o r departed
from p it

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ö

(g·kg- 1)
So lub le
sugar

品质
Q uality

秦王
Q inw ang

08218
A ugust, 18

圆球型
Round

ball
205 650

洁白色
Pure

w h ite

硬溶 (细)
H ard
so lu te

( slender)

微粉红
Sligh t
p ink

甜香
Sw eet

sm elling

粘
Sticky 128. 21 上

Better

大久保
D ajiubao

07228
Ju ly, 28

圆型
Round

180 250 白色
W h ite

硬溶 (稍粗)
H ard
so lu te

(L itt le round)

微红
Sligh t

red

甜酸适中
P roper
sw eet

and acid

半离核
H alf

departed
110. 34 中上

Good

3. 3　把握市场需求, 精心制定育种目标

农作物品种的培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目前生产所需的品种未必能适应未来市场的需求,

从品种选育的角度考虑, 选育的良种都是服务于未

来的市场, 因而育种工作者必须深入市场, 精心调查

研究, 准确预测市场需求, 切实实际地制定育种目

标, 仔细选择亲本, 通过有性杂交, 观察记载, 才有可

能选育出优良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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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la te2r ipen ing peach varie ty- “Q inw ang”

ZHANGM an -rang, HAN M ing-yu, TIAN Y u-m ing,W ANG An -zhu,W ANG Shu- l i,W ANG X i- l ing
( Institu te of F ru it T rees, Colleg e of H orticu ltu re,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X iπan, S haanx i 710065, Ch ina)

Abstract:“Q inw ang”is a new late2ripen ing peach variety selected from the natu re m u ta t ion of“D aji2
ubao”peach seedlings. Itπs average fru it w eigh t is 205 g, the m ax im um is 650 g. M o re than half of the fru it

su rface is red. T he very beau t ifu l fru it is round and st icky p it. T he so lub le sugar of the fru it is 127. 7 gökg
and the hardness of the fru it is 7. 33 kgöcm 2. T he vigo rou s p lan t p rovides w h ite f lesh crisp and sw eet fru it.

It ripen s at the m iddle A ugu st in Shaanx i area and yields 40. 2 töhm 2.

Key words: peach“Q inw ang”; la te2ripen ing and long2sto rage; variety b reeding; econom ic characters; b i2
o logica l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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