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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通过省内资源调查和对收集保存的 132份资源材料系统观察研究，从实用角度 

出发，提出了拄结果早晚将核撬分为早结实和晚结实两类，又根据生产中品种、实生类型、特 

异类型并存的实际，类以下设三十类群，再依壳厚度划分类群的分类方法。并对土0分的依据进 

行了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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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桃(,,rug．1ans regia．L)是著名的干果树种。我国以其面积大、分布广·名列世界之 

最 陕西则是我国核桃重要产地之一。由于核桃为雌雄异花植物 ，加之长期采用实生繁殖 

方法扩大栽植，形成了遗传基础各异的复杂群体。关于核桃分类，已有许多报道 ，但方法各 

异I 。本研究在前人分类的基础上，通过陕西资源调查和种质资源系统观察比较，并结 

合核桃生产现状，对核桃的分类进行了探讨，力求既反映核桃的生物学特性、遗 传学基础， 

又便于实际应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源调查 

经考证．陕西核桃的栽培历史约有 6000年0：．是我国内地核桃的发源地。经长贿实生 

栽植和人为选择发展，形成了栽培区域广泛．种质资源丰富的天然分布中心。到 目前．全省 

裁植株数已达 3006多万株 ，分布于各生态区．其中以秦岭 、巴山山区最为集中，其次为 

渭北黄土高原 。多次资源调查表明，全省有各类群体、优系 300多个。扶风、周至隔年核桃． 

结果特早 ，丰产性强 ，为我国少有的早实核桃资源。同时还发现一批特异性状群体、单株， 

如一个花序座 5～10果的太白串子核桃 ，种仁外皮紫红色的城固红仁核桃，以及穗状核 

桃、五营核挑、社核桃、桂核桃等，实属核桃种质资源中的珍稀类型。 

1．2 资源的收集与保存 

从 1977年开始，在秦岭北麓建立约 1．5 hm 核桃种质资源保存圃，共收集l保存核挑 

属植物 8个种 ，省内外群体、优系 l 32个 ，每个保持 l～5株，以株行距 4 m×5 m栽植。 

1．3 指标测定 

每个群体、优系采用定株连续观察 3年以上 ．测定项 目有；始果年龄、形态特征、坚果 

品质等 5O余项 。并对每个测定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比较筛选．确定分类的依据项 目 

收 情 日期 ：1995一c 一23 

★国家科委。核桃良仲盎 课题的部分内窖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64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第 23卷 

2 分类结果与依据 

2．1 分类结果 

在资源调查与定植观察的基础上 ，结合陕西核挑生产现状 ，将核桃分为早结实和晚结 

实两类，每类又分为品种类群、实生类群和特异类群，再按壳厚度划分类群(见附图)。 

蝴 [ ：： 
l 一匠皮棱桃‘壳厚l mm以内．但仁不外露 

『早实类}实生类群I薄壳{杰桃(壳厚l_l～1．5 mm) l l L厚
壳棱橇(壳厚 1．5lmm以上) 

棱桃l 特异类群(如新疆穗拔核桃) l 惭 群[ ：
．：： 曼 

f { r纸皮拄桃‘壳厚lmm【=上内．但仁不外露 
晚宴类l实生类群}薄壳攘桃(壳厚1．1～1．5 m1n) 

l _厚壳攘桃(壳零1．5l m以上) 
异娄群(如艘目红七棱桃等) 

附图 棱机分娄结构图 ‘ 

外 露 

外露 

2．2 分类依据 

2．2．1 两大类的划分依据 

把实际存在的早结 实棱桃和晚结实核桃作为分类系统一级结构，为多数学者所共 

识 。据作者对 132个群体优系(早实 51个 ，晚实 81个)多年观察结果表 明，实生群 

体早实类始果年龄在 2～3年，晚实类在 6～l2年。无性系晚实类始果年龄虽提早，但 3年 

内均无开花结果植株，而早实类绝大多数一年生苗术开花，并可收获成熟坚果 在树体形 

态特征上，早实类树体矮小，幼树分枝早、多，枝条主、副芽明显，呈分离态着生，果枝座果 

后顶端易抽发二次枝并能当年开花桔果f晚实类树体较大，幼树分枝晚、少，枝条主、副芽 

不明显，呈贴生状态，无二次枝、二次花果产生。这些差异与结果早晚相一致，不依生态条 

件的变化而改变。说明结果早晚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可能受遗传基因所控制 因此，按结 

果早晚将核桃分为两类是比较可靠 符合客观实际的 

2．2．2 品种、特异类群与实生类群并列的依据 

这种划分主要是基于核桃生产现状和发展趋势而确定的。核桃实生繁殖历史悠久，在 

现阶段用于生产的植株，95 以上为实生树。其中虽有一些是经长期人为选择，植株问部 

分性状接近或相似的群体，但个体间的生产力差异仍很显著 ，是形成核挑劣质低产的根本 

原囤。品种是近年来解决了嫁接等无性繁殖技术而发展起来的，作为无性繁殖的品种和实 

生繁殖的群体，其性状一致性存在显著差异，在生产上所产生的效果截然不同 本分类将 

品种与实生群体并列，目的在于对其进行严格区别．从而突出品种的作用，便于生产实际 

应用和发展饺挑良种化生产 资源调查中发现的特异性状接挑类型，虽然目前在生产上利 

用价值不大．但作为稀有育种材料 ．对杂交育种、选育特殊优良品种、适应今后市场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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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有较高利用价值。随着调查的深入，必将还会发现更多的特殊类型、单株。将其与 

实生类群并列，意在对其保护、重视和开发利用。 

2．2．3 类群 的划分依据 

在众多的研究中，多数认为用坚果壳厚度作为指标划分类群是比较适宜的0 。据 

作者对 ll1株群体、优系的单株产量、坚果大小、坚果壳厚度和出仁率观察结果，仅坚果厚 

度和出仁率表现变化 幅度小，且两者呈密切的相关关 系：壳厚度在 0．6 mm 以下和 1．5 

mm 以上者分别占 3．6 与 5．41 ，0．6～1．5mm占 90．99 ；出仁率在 45 以下和 75％ 

以上的占 9．O1 ，出仁率 45 ～97 的占 9O．99 ．进一步证明用坚果壳厚度作为类群 

的划分依据是可靠的。 

3 小 绪 

1)本分类是在广泛资源调查和收集定植观察的基础上所取得的结果，故能够较全面 

地概括现有核桃种质资源的状况，对核桃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2)本分类密切结合生产实际和核桃商品化生产的要求，将品种作为一个单独类群，突 

出了品种在分类中的地位。 

3)本分类较简洁、明确、实用，是 目前比较适宜的分类方法。 

参 考 文 献 

L 愈藩檀．中国果讨分类学 北京：农业出版社 ，1979：g68～269 

2 扬文衡 我国的棱桃．河北农业大学学报，1984，7(8)：l～8 

3 奚声耐．胡搞辑种质资霄[及桉桃育种 林业科学．1987．船(3) 324～350 

4 郝荣庭，张毂平．中国棱桃．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杜 ．1992 140～142 

8 陕西果讨研究所．陕西果讨喜．酉安：陕西人民出版杜 ．1978 593～594 

6 扬卫昌．{妻执．北京t中国展望出版杜．1990t 8卜-29 

7 陕西果讨研究所．校机．北京 t中国林业出版社 ．1980：l8～22 

Classification of Walnut(Juglans regia L)in Shaanxi Province 

M ei Lixin Yang W eichang 

(Shaa~ i P~nology Research  ̈fn ·Ya．gtlngt Sb~aanxi，71glOO) 

Abstract Two categories of early and late fruiting of walnut were recommonded，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its resources in Shaanxl Province and systemaflc analysis of 

the colected 1 32 varieties of walnut resource materials．Under the tWO catwgories，three 

types of walnuts were branched Out according to their thickness of shells under the coex— 

istence of cuhivars，seedlines and special species．Finaly，the basis of the classification 

for waInut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walnut classification，plant classification，resource utilization，Shaanx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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