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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桃品种引种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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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果树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　要 ]　在陕西关中地区对引进的 21 个猕猴桃品种建立试验园, 经过连续 6 年观察、鉴定, 结果表明, 美味

猕猴桃品种在当地长势较强, 较中华猕猴桃品种的果个大、产量高、成熟晚、货架期长。美味猕猴桃品种中海沃德、

米良 1 的综合性状较好, 海沃德品种果个大而美观, 风味酸甜, 丰产, 货架期长, 但生长季前期抗风力较弱; 米良 1

品种果个大而整齐, 风味酸甜, 抗逆性强, 极丰产, 货架期较长; 蒙迪和徐香品种的果实风味均优, 但果个偏小, 货架

期短。中华猕猴桃品种在高温干旱年份易出现早期落叶, 果实风味较美味猕猴桃偏甜, 金丰、金阳 1、江园 1 的综合

性状相对较好, 果实风味酸甜或甜, 产量水平丰产或中等, 货架期中等或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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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猕猴桃产业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始于新西

兰, 主要栽培品种有新西兰培育的美味猕猴桃海沃

德, 占世界猕猴桃栽培总面积 (除中国外) 的 95% 以

上[1 ] , 新西兰培育的中华猕猴桃品种Ho rt 16A 仅

有少量栽培[2 ]。

我国猕猴桃产业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

猕猴桃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栽培品种大

部分是由当地选出的优良单株培育的。栽培面积较

大的美味猕猴桃品种有秦美、米良 1、金魁、徐香等,

以及新西兰品种海沃德, 中华猕猴桃品种有魁蜜、金

丰、早鲜、桂海 4 等[3 ]。

陕西猕猴桃产业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发展以

来, 栽培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30% 以上, 产量占全

国总产量的 60% 左右。但陕西猕猴桃品种结构单

一, 其中秦美占 95% 以上, 亚特约占 4% 左右, 均是

美味猕猴桃晚熟品种, 缺乏中早熟品种和中华猕猴

桃品种。主栽品种秦美适应性强、易管理、产量高, 在

猕猴桃产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先锋作用, 栽培范围

扩大到全国 10 多个省市[3 ] , 成为我国栽培面积最大

的品种。但随着猕猴桃产业的发展, 进入市场的猕猴

桃果实种类、品种及数量不断增加, 消费者对猕猴桃

的要求逐渐提高, 而秦美品种的货架期短、口味酸等

弱点逐步暴露, 市场竞争力显著下降, 已经不能适应

猕猴桃市场激烈竞争的需要。为了给陕西猕猴桃产

业提供适宜的后续品种, 除加快培育本地品种外, 先

后引进了国内外猕猴桃品种 50 多个, 1996 年从中

选出 20 多个品种建立试验园, 以期从中筛选出适合

陕西栽培的优良品种。现将引种试验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引进的美味猕猴桃品种包括湖南的米良 1, 湖

北的金魁, 江苏的徐冠、徐香, 河南的郑 901, 新西兰

的海沃德、艾博特、布鲁诺、蒙迪、阿利森, 日本的香

绿共 11 个品种 (系 ) ; 中华猕猴桃品种包括江西的

魁蜜、金丰、早鲜、江园 1、7827, 湖北的金阳 1、金农

1, 四川的红阳, 广西的桂海 4, 河南的郑 905 共 10

个品种 (系) , 以秦美作对照, 试验植株全部采用实生

美味猕猴桃作砧木。

试验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试验农场分场进行,

试验地为垆土, 地下水位 5 m , 土壤 pH 7. 5, 土壤肥

力中等。年平均温度 12. 9 ℃, 极端最高温度 42 ℃,

极端最低温度- 19. 4 ℃, 年降雨量 631 mm , 年蒸发

量 1 505 mm , 相对湿度 71% , 初霜期 11202, 终霜期

03226, 年无霜期 220 d。

1996203 在已定植的 2 年生砧木上嫁接试验品

种, 每品种 6 株, 株行距 3 m ×4 m。试验园按当地猕

猴桃园常规管理, 管理水平中上, 开花时园内放置蜜

蜂。试验园 1998 年开始结果后, 定期调查物候期及

生长、结果、适应性表现, 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

到 65 gökg 时采收, 置于室内常温下, 软熟后测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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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性固形物含量, 鉴评果实风味, 2003212 结束试

验。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品种的适应性

　　试验观察发现, 美味猕猴桃品种均生长正常, 叶

片浓绿, 枝条粗壮, 其中海沃德品种在生长季前期抗

风力较弱。中华猕猴桃品种在降雨充沛年份生长正

常, 干旱少雨年份夏季高温期间出现叶片边缘焦枯,

发生早期落叶甚至果面日灼现象, 大部分品种的落

叶率在 5%～ 8% , 红阳品种落叶率超过 30% , 并伴

有果面日灼, 其次为 7827、魁蜜, 落叶率在 20% 左

右; 魁蜜品种在干旱年份遇降雨后易出现裂果。试验

发现, 美味猕猴桃品种长势较强旺, 枝条平均长度

59. 7～ 112. 1 cm , 80 cm 以上较长枝条占 38. 62% ,

20～ 79 cm 枝条占 41. 38% , 20 cm 以下的短枝占

19. 77% (表 1, 表 2) , 其中金魁、布鲁诺、阿利森长势

较旺, 艾博特、海沃德、香绿长势较弱。与美味猕猴桃

相比, 中华猕猴桃长势明显偏弱, 枝条平均长度

23. 3～ 48. 4 cm , 80 cm 以上较长枝条仅占12. 65% ,

20～ 79 cm 枝条占 37. 15% , 而 20 cm 以下短枝占

50. 20% , 其中金丰、江园 1、早鲜生长势相对较强,

红阳、魁蜜、7827 长势较弱。试验中未发现各品种有

敏感性病虫害发生。
表 1　不同种类猕猴桃枝条长度分布比例

T able 1　Shoo t length distribu tions of differen t A ctin id ia species %

种类
Species

枝条长度öcm Shoo t length

< 20 20～ 39 40～ 59 60～ 79 80～ 99 100～ 119 120～ 139 140～ 159 160～ 179 > 180

美味猕猴桃
A . d eliciosa

19. 77 15. 63 13. 56 12. 18 10. 57 9. 66 8. 05 6. 44 2. 53 1. 38

中华猕猴桃
A . ch inensis

50. 20 18. 18 11. 07 7. 91 5. 53 2. 37 3. 95 0. 79 0 0

　　注: 每品种测定 100 个枝条。

N o te: O ne hundred shoo ts w ere m easured per cu lt ivar.

2. 2　不同品种的结果性能

从表 2 可以看出, 各品种的萌芽率在 50%～

80% , 不同品种间差异较大, 美味猕猴桃以米良 1、

艾博特萌芽率较高, 金魁、徐冠、海沃德较低; 中华

猕猴桃的萌芽率以魁蜜、金农 1 较高, 红阳、早鲜、郑

905 较低。每果枝平均结果数在 2. 9～ 4. 4, 美味猕猴

桃品种以米良 1、香绿、布鲁诺等较高, 金魁、徐冠较

低; 中华猕猴桃品种以魁蜜、金农 1 较高, 郑 905、早

鲜较低。美味猕猴桃品种的平均单果重在 64～ 117

g, 其中米良 1、海沃德、布鲁诺、香绿达到 90 g 以上,

蒙迪、徐冠、徐香等果个较小; 中华猕猴桃品种的平

均单果重在 48～ 95 g, 其中魁蜜、金丰、江园 1 果个

较大, 达到 90 g 以上, 红阳、金农 1 较小, 中华猕猴

桃品种的单果重总体较美味猕猴桃小约 5 g。美味猕

猴桃中 6 个品种的产量达到丰产, 其中米良 1 达到

极丰产, 2 个品种产量中等, 3 个品种产量中下。中华

猕猴桃品种总体上较美味猕猴桃品种产量低, 其中

魁蜜、金丰、桂海 4 的产量达到丰产, 4 个品种产量

中等, 3 个品种产量中下。

2. 3　不同品种果实的经济性状

中华猕猴桃品种多数成熟期较早, 其中在 9 月

上旬成熟的品种有 6 个, 9 月中、下旬成熟的品种有

4 个; 美味猕猴桃品种晚熟偏多, 9 月上旬成熟的品

种 2 个, 9 月中、下旬成熟的品种 3 个, 10 月份成熟

的品种 6 个, 其中海沃德最晚在 10 月下旬成熟。

美味猕猴桃品种果实软熟后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在 118～ 172 gökg, 蒙迪、米良 1、徐香等品种较高,

郑 901、布鲁诺较低; 其中果实风味以甜为主、略带

微酸的品种有 7 个, 其余 4 个品种以微酸为主, 无纯

甜品种; 品质属于中上的徐香、米良 1、蒙迪、海沃德

4 个品种, 均属于酸甜型风味。中华猕猴桃品种软熟

后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在 122～ 195 gökg, 金农 1、江

园 1 较高, 7827 较低; 其中果实风味纯甜的品种 5

个, 以甜为主、略带微酸的品种 4 个, 1 个品种微酸;

品质属于中上的有金阳 1、金农 1、江园 1、金丰 4 个

品种, 其中纯甜型、酸甜型品种各 2 个。

中华猕猴桃的货架期 10～ 20 d, 其中货架期在

15 d 及 15 d 以下的品种 6 个, 货架期达到 20 d 的品

种有 7827、金阳 1、桂海 4、金丰 4 个, 货架期较长。美

味猕猴桃品种的货架期在 15～ 30 d, 其中货架期 15

d 的品种 4 个, 20 d 的品种 3 个, 25～ 30 d 的品种 4

个, 总体较中华猕猴桃货架期长, 以海沃德、香绿、艾

博特、米良 1 货架期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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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猕猴桃品种的生长结果表现

T able 2　Grow th and fru it ing characters of A ctin id ia cu lt ivars

品种
Cultivar

单果重ög
F ru it

w eigh t

萌芽率ö%
Bud
burst

新梢
长度öcm

Shoo t
length

果实ö果枝
F ru it N o. ö

fru iting
shoo t

成熟期
M ature

tim e
(month)

产量
O utpu t

可溶性
固形物ö

(g·kg- 1)
So lub le
so lids

风味ö评价
T asteöevaluation

货架期öd
Shelf
life

美味猕猴桃
A . d eliciosa

徐冠
Xuguan

71 54. 6 70. 5 2. 9 9 月中旬
M iddle Sep t.

中
M edium

152 酸甜, 汁少, 中
Sw eetösour, less ju ice,m edium

15

徐香
Xuxiang

72 71. 4 75. 3 3. 1 9 月下旬
L ate Sep t.

中
M edium

155 酸甜、微香、中上
Sw eetösour,w eak arom a,m edium öup

15

米良 1
M iliang 1 117 80. 1 71. 4 4. 4 10 月上旬

Early O ct.
极丰

V ery h igh
165 酸甜、汁多、中上

Sw eetösour ju icy,m edium öup
25

金魁
J iku i

76 51. 5 112. 1 3. 0 10 月上旬
Early O ct.

中下
M edium low

149 酸甜, 汁多、中
Sw eetösour, ju icy,m edium

20

郑 901
Zheng 901 82 66. 1 74. 2 3. 8 9 月下旬

L ate Sep t.
中下

M edium low
118 酸甜, 汁多, 中下

Sw eetösour, ju icy m edium ölow
20

阿利森
A llison

72 68. 3 93. 2 3. 0 10 月上旬
Early O ct.

中下
M edium low

137 微酸, 微香、中下
Sw eetösourw eak varom a,m edium ölow

15

艾博特
A bbo tt 74 78. 1 61. 2 3. 7 10 月中旬

M iddle O ct.
丰

H igh 125 微酸, 味淡、下
W eak sour, insip id, low 25

布鲁诺
B runo 92 72. 1 99. 2 4. 0 9 月上旬

Early Sep t.
丰

H igh 119 微酸, 汁多、味淡、下
W eak sour, ju icy, insip id, low 20

蒙迪
M onty

64 60. 6 67. 2 3. 9 9 月上旬
Early Sep t.

丰
H igh

172
酸甜, 汁多, 香气浓、中上
Sw eetösour, ju icy, strong

arom a, m edium öup
15

香绿
X ianglu

91 66. 7 59. 7 4. 1 10 月中旬
M iddle O ct.

丰
H igh

149 微酸, 汁多、中
W eak sour, ju icy,m edium

25

海沃德
H ayw ard

93 56. 3 60. 4 3. 4 10 月下旬
L ate O ct.

丰
H igh

143
酸甜, 汁多、香, 中上
Sw eetösour, ju icy,

arom atic, m edium öup
30

秦美 (CK)
Q inm ei 95 65. 8 67. 3 3. 7 10 月上旬

Early O ct.
丰

H igh 142 微酸, 汁多、中
W eak sour, ju icy,m edium 20

中华猕猴桃
A . ch inensis

魁蜜
Kuim i

95 84. 4 29. 4 4. 2 9 月下旬
L ate Sep t.

丰
H igh

155 味甜, 汁多、中
Sw eet, ju icy, m edium

15

金丰
J infeng

93 70. 7 47. 0 3. 1 9 月中旬
M iddle Sep t.

丰
H igh

152
酸甜, 汁多, 香、中上
Sw eetösour, ju icy,

arom atic, m edium öup
20

早鲜
Zaoxian 83 53. 4 48. 4 3. 1 9 月上旬

Early Sep t.
中

M edium 143
酸甜、淡, 汁少、中下
Sw eetösour, insip id,

L ess ju ice, m edium ölow
15

7827 87 64. 3 29. 1 3. 1 9 月上旬
Early Sep t.

中下
M edium low

122 味甜, 汁多, 淡、中下
Sw eet, ju icy, insip id,m edium ölow

20

红阳
Hongyang

48 51. 1 23. 3 3. 1 9 月下旬
L ate Sep t.

中下
M edium low

138 味甜, 汁中多, 香、中
Sw eet, ju icy, arom atic,m edium

15

金阳 1
J inyang 1 78 63. 3 41. 6 3. 7 9 月上旬

Early Sep t.
中

M edium
155 味甜, 汁多, 有香气、中上

Sw eet, ju icy, arom atic,m edium öup
20

金农 1
J innong 1 56 78. 6 43. 4 3. 9 9 月上旬

Early Sep t.
中

M edium
195

味甜, 汁少, 有香气、中上
Sw eet, less ju ice,

arom atic, m edium öup
10

江园 1
J iangyuan 1 90 75. 0 46. 6 3. 2 9 月上旬

Early Sep t.
中

M edium 160 酸甜, 有香气、中上
Sw eet, arom atic,m edium öup 15

桂海 4
Guihai 4 70 60. 5 41. 6 3. 2 9 月下旬

L ate Sep t.
丰

H igh
154 酸甜, 汁少、中

Sw eetösourless ju ice, m edium
20

郑 905
Zheng 905 79 53. 6 38. 1 3. 0 9 月上旬

Early Sep t.
中下

M edium low
138 微酸、汁多, 味淡、中下

W eak sour, ju icy, insip id,m edium ölow
15

　　注: 产量水平达到 37 500 kgöhm 2 为极丰产, 达到 30 000 kgöhm 2 为丰产, 达到 22 500 kgöhm 2 为中等, 产量在 22 500 kgöhm 2 以下为中下。

N o te: O utpu t very h igh m eans the yield gets to 37 500 kgöhm 2, h igh m eans gets to 30 000 kgöhm 2, m edium m eans gets to 22 500 kgöhm 2, m edium low m eans

low er than 22 500 kgöhm 2.

3　讨论与小结

从不同种类猕猴桃品种在陕西关中地区的表现

可以看出: (1)美味猕猴桃品种长势较中华猕猴桃强

旺; (2) 与中华猕猴桃品种相比, 美味猕猴桃果个较

大、产量较高、成熟较晚、货架期较长; (3) 中华猕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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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品种的果实风味较美味猕猴桃偏甜。

从本试验结果看, 美味猕猴桃品种中以海沃德、

米良 1 的综合性状较好。海沃德品种果实长椭圆形,

果个大而美观, 风味酸甜, 晚熟、丰产, 货架期在试验

品种中最长, 但生长季前期抗风能力弱。海沃德品种

在我国其他地区引种栽培后, 有结果迟、产量低[4 ]、

果个小[5 ]的缺点。本试验结果表明, 在管理水平相对

较好、授粉充分的情况下, 海沃德的结果期、果个、产

量水平与对照秦美品种相当。米良 1 品种果实长圆

柱形, 果个大而整齐, 风味酸甜, 抗逆性强, 极丰产、

稳产, 晚熟, 货架期仅次于海沃德品种。其次为蒙迪

和徐香品种, 果实的风味均优、产量水平丰产或中

等, 但果个偏小, 货架期短, 可作为搭配品种少量栽

培, 供应当地市场。

中华猕猴桃品种中金丰、金阳 1、江园 1 的综合

性状相对较好, 果实风味酸甜或甜, 产量水平丰产或

中等, 货架期中等或较短。金农 1 品种品质较好, 但

果个小, 货架期过短。

中华猕猴桃自然分布主要在温暖湿润的淮河以

南地区, 我国栽培品种全部来源于南方各省区[6 ] , 栽

培基本上也局限于南方地区[3 ]。陕西秦巴山区南部

有零散野生中华猕猴桃分布和少量人工栽培, 但目

前尚未有在夏季高温干燥的北方地区进行中华猕猴

桃商业化生产的报道。本试验结果表明, 参试的中华

猕猴桃品种对陕西关中地区的栽培条件尚不能完全

适应。在关中地区进行中华猕猴桃商业化生产还需

要对栽培品种作更广泛、深入的筛选, 并探讨出相应

的栽培管理技术。

试验中各品种未发现有敏感性病虫害, 但陕西

周至、户县、眉县、岐山等地部分果农自发引进中华

猕猴桃红阳品种后, 细菌性溃疡病 (丁香假单胞杆菌

猕猴桃致病变种 P seud om onas sy ring ae pv. A ctin i2
d ia ) 发生较当地主栽品种秦美严重, 也有研究认为

中华猕猴桃品种抗溃疡病能力较弱[7 ]。由于溃疡病

是一种威胁猕猴桃生产的毁灭性病害, 对中华猕猴

桃品种的抗溃疡病能力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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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 en t on in t roduct ion of k iw ifru it cu lt ivars

L IU Xu-feng,YAO Chun -chao, FAN X iu-fang,LONG Zhou-x ia , ZHANG Y ou-p ing,W ANG Zh i-chang
(P om ology R esearch Institu te of N orthw est A & F U niversity , X iπan, S haanx i 710065, Ch ina)

Abstract: Tw en ty2one A ctin id ia cu lt ivars w ere tested in Guanzhong A rea, Shannx i P rovince fo r over 6

years. R esu lts show that cu lt ivars of A . d eliciosa grow stronger, having large fru it, h igher yield, la ter m atu2
ra t ion and longer shelf life than A . ch inensis. H ayw ard and M iliang 1 have bet ter in tegra ted tra its in cu lt i2
vars of A . d eliciosa. H ayw ard has larger fru it, sw eetösou r taste, h igh yield and long shelf life, bu t w eak re2
sistance to w ind. M iliang 1 has t idy large fru it, sw eetösou r taste, h igh hard iness, very h igh yield and rela2
t ively long shelf life. M on ty and Xux iang have n ice flavou r, bu t sm all fru it and sho rt shelf life. Cu lt ivars of

A . ch inensis are liab le to have early leaf fa lling in drier years and the fru it f lavo r tend to be sw eeter, com 2
pared w ith A . d eliciosa. J infeng, J inyang 1 and J iangyuan 1 have rela t ively bet ter2in tegra ted tra its, w ith

sw eetösou r o r sw eet taste,m iddle o r h igh yield,m iddle o r sho rt shelf life.

Key words: k iw ifru it; in t roduct ion of cu lt ivar; su itab 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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