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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食兼用桃种质创新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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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我国赏食兼用桃育种工作的现状和取得的成果!为其种质资源创新和生产应用提供

参考!依据相关文献对其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对其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赏食兼用桃

是以观赏兼果实食用的新品种群!我国的科研单位和民间都对赏食兼用桃种质创新做了研究!并在

花果兼优型#叶果兼优异#型#果实观赏型等品种资源选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还存在着育

种目标较为单一#适宜推广的品种还不是很多和育种手段单一等问题"今后应加强品种资源收集

和保存!完善品种分类体系!根据不同的用途确定育种目标!积极采用现代育种手段!提高育种效

率"
关键词!桃$种质创新$赏食兼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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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食兼用桃是经人工选育的以观赏为主兼顾果

实食用的新类型桃品种&%’!是一个赏食兼用的新品

种群(随着)果树进城*的城市绿化新趋势的出现+
观光果园的兴起!以及乡村旅游特色商品开发的需

要!对赏食兼用桃品种的观赏性+果实商品性及树体

的矮化等性状要求也会有所差异%花果兼优的桃品

种+果实颜色特殊的栽培桃品种和树形矮化及半矮

化的品种均 可 以 作 为 赏 食 兼 用 桃 种 质 资 源 开 发 应

用!满足不同的功能(
赏食兼用桃品种可以在现有的桃栽培品种中按

照不同的功能要求进行筛选!也可以在野生桃种质

资源中进行创新挖掘!但更多的要通过多代遗传改

良!将众多优良性状进行基因重组!选育观赏和食用

价值均佳的新的品种(

%!我国赏食兼用桃种质资源的创新与

引进

!!桃的食用栽培和观赏利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

史!我 国 桃 栽 培 和 观 赏 最 早 的 文 献 记 载 见 于$"""
多年前的,诗经-中的)魏风.园有桃*和)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的描述&!’(我国桃的栽培遍及大江南北!

对于集观赏性和食用性状俱佳的种质资源的研究与

利用!很早就引起了育种学家的注意!但发展的相对

较为缓 慢(国 外 早 在%DK&年!=-,*̂3苗 圃 就 曾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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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星桃与果桃杂交!$"#育出K个观花食用兼具的两

用桃品种$而我国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开始较晚%近

%"多年来#随着&果树进城’热潮的出现和观光果园

的快速发展带动的对特种品种的需求#我国赏食兼

用桃品种资源创新的研究工作开始受到重视!K"%

C:C!从事赏食兼用桃品种种质创新的主要研究单

位及其成就

!!除了民间群众自发的品种选育工作之外#我国

食兼用桃品种的选育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

树所(江苏省农科院园艺所等单位%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于%D;&年开始该领域的育种研究#最终目标是

选育出系列树冠为中等高的标准型或遗传矮化型(

花型为粉色或红色(重瓣花或复瓣花(果实品质优良

的普通桃或油桃#丰产(适应性强的一类新型两用桃

品种群!<"%他们利用果桃&白凤’(观赏桃寿星桃和

&早红二号’油桃为原始亲本#经历成了四代基础育

种研究#筛选出了一批花朵和果实性状较理想的优

系%并在%DD;年进入实用育种阶段#在得到的第五

代(第六代杂种实生苗中选育出了一批花朵艳丽(品

质优良(丰产且适应性强的优良选系!%"%并基于&两

用桃属观赏鲜食兼用种#既不同于果桃#又不同于观

赏用的桃花品种’的认识对分类标准作了划分)*!+

单瓣花)花瓣<枚$*!+复瓣花)花瓣%"!!"枚$*$+

重瓣花)花瓣!"枚以上%目前选出的选系主要包括

D;L$LD(""L$L!!(""L%"L&(DDL%;L%"和 极 早 熟 油 花 桃

选系,北DLD等!%#$"%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所采用胚挽救技术#

培育出需冷量在K""1以下的观赏桃花新种质$个

*迎春(探春和报春+以及满天红(红色菊花(白花垂

枝(万寿红*矮化油桃+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其他种

质K个!&"%该所在在育种实践中发现了一个果实全

红的半矮化油桃突变体HFD!$##可以进行高密度矮

化栽培和移动式容器栽培%

江苏省农科院园艺所也在赏食兼用桃品种选育

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不但从浙江奉化地方品种

&玉露’中筛选出了重瓣大花的&花玉露’#而且以&花

玉露’为亲本继续选育#得到了重瓣(大花(丰产性强

的&D;LK%’等选系%

天津市林业果树研究所虽然没有直接进行育种

研究#但进行了区域化品种筛选研究!;"%他 们 引 进

了国内外选育的观赏桃品种进行了引种栽培表现的

比较观察%

河南省浚县中华冬熟果树研究中心#%DD"年开

始以红叶(红花复花型原种&红叶桃’为父本#&冬桃’

为母本进行有性杂交#经过多代选育得到了红花复

花型(红花单花型(粉红复花型(粉红单花型K大系

列%!个红叶桃系列新品种!#"%这%!个品种保持了

父本桃花多(花期长(叶红的特性#同时也保持住母

本座果率高(果实着紫红色(甜度大的特性%

其他的单位虽然没有目标明确的进行赏食兼用

桃品种选育工作#但他们的育种成果也丰富了赏食

兼用桃的品种构成%如江苏省镇江市象山果树所选

育的中国黑油桃*系(#系!D"等%

C:E!选育和引进的主要种质资源

经过漫长的栽培利用历程#形成了数量众多的

桃品种#目前一般根据应用途径把桃品种分为食用

和观赏两大类%而赏食兼用桃品种是近几年来随着

应用上的需求而日益受到重视的一个类型#其在桃

品种分类体系中的地位还没有正式确立%本文仅出

于排列品种的方便#按照现有品种的赏食特征进行

简单分类%

%:!:%!花果兼优型

北DLD!$"!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选育%花为单(复

瓣%果形圆正#色泽艳丽(明亮#着色稍稀薄#果型稍

小%肉质较好#风 味 浓 甜#可 溶 性 固 形 物 含 量%!:K

X#半粘核%果实&月%<日成熟#为极早熟两用花

油桃%

D;L$LD!%"!北 京 市 农 林 科 学 院 选 育%花 大(深

粉色(重瓣%果实近圆形#为白肉普通桃#平均单果

重%!#:&?#较大单果重%<<?$果实近全面着鲜红(

玫瑰红色$果肉为硬溶质#风味甜(浓香#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为%":&X#粘核%果实;月底成熟%

""L$L!!!%"!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选育%花红色#

重瓣#花期K月中旬%果实近圆形#白肉油桃#平均

单果重-"&:<?#果实近全面着 鲜 红 色#果 肉 为 硬 溶

质#风味浓甜(中香#果肉硬度中等#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为%$X!%&X#半 粘 核%果 实&月 底 成 熟#属 于

特早熟品系%

""L%"L&!%"!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选育%花粉色(

重瓣#花期K月中旬%果实圆形#白肉普通桃#平均

单果重%$#:%?#较大单果重%<D?$果实近全面着鲜

红色#呈条状(斑状或块状花纹$果肉硬溶质#风味甜

酸#可溶性固 形 物 含 量 为%"X#粘 核%果 实;月 中

旬成熟%

DDL%;L%"!%"!北 京 市 农 林 科 学 院 选 育%花 红

色(重瓣#花期K月中旬%白肉普通桃#果实近圆形

稍扁#平均单果重%&<:$?#较大单果重!%!?#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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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全面着玫瑰红色!呈块状"斑状或条状#果肉为硬

溶质!风味浓甜微香!果肉硬度中等!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为%!:KX!粘核$果实#月中旬成熟$

满天红%;&!郑州果树所选育$树姿直立$花红

色!重瓣蔷薇型!花径大!平均可以达到<M>!花 瓣

轮数K!&!花瓣数!%!!<!花期%#C’天津地区K月

%!!!D日($平均节间长度均为%:#M>!花芽起始

节位较低!着花密集$单果重%!;?!果实可食!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X!软溶质!粘核!风味甜$果实;
月!#日成熟$

满天红<LK%;&!郑 州 果 树 所 选 育$树 姿 直 立$

花红色!重瓣蔷薇型!花径大!平均可以达 到<M>!

花瓣轮数K!&!花瓣数!%!!<!花期%#C’天津地区

K月%!!!D日($平均节间长度均为%:#M>!花芽

起始节位较低!着花密集$单果重%!%?!果实可食!

可溶性固形物 含 量%%X!软 溶 质!粘 核!离 皮!风 味

甜$果实;月!<日成熟$

黄金美丽%;&!郑州果树所选育$树姿直立$花

粉红色!重瓣铃型!花径大!平均可以达到K:<!<:"

M>!花瓣轮数&!#!花瓣数$$!$D!花期%<C’天津

地区K月%$!!;日($平均节间长度均为!:$M>!

花芽起始节位高$单果重%$<?!果个大小均匀#果

实可食!果 肉 黄 色!硬 溶 质!可 溶 性 固 形 物 含 量

%!:<X!离核!风味甜$果实;月!&日成熟$

迎春%;&!树姿直立!树 实 旺 盛!枝 条 细 软!叶 片

较小$花粉红色!重瓣蔷薇型!花径较大!平均可以

达到K:"!K:<M>!花瓣轮数K!<!花瓣数%#!!K!

花期!"C’天津地区K月K!!$日($平均节间长度

均为!:$M>!花芽起始节位低$果实可食!软溶质!

可溶性固 形 物 含 量%":"X!风 味 甜$但 结 果 期 较

晚!天津地区定植$,未见结果$

#;L;L%%;&!树姿直立$花粉红色!重瓣蔷薇型!

花径大!平均可以达到<M>!花瓣轮数<!;!花瓣数

!;!!D!花期%<C’天津地区K月%$!!;日($平均

节间 长 度 均 为%:#M>!花 芽 起 始 节 位 高$单 果 重

%K<?!果个大小均匀#果实可食!果肉白色!软溶质!

可溶性固形物 含 量%!:"X!粘 核!风 味 甜!有 香 味$

果实#月D日成熟$

%<瓣桃%%"&!黑龙江省勃利县民间从矮化大果

;%$"桃中选育$桃树体极矮化!成龄树仅#"!%""

M>!枝条节间长":<!%:"M>!萌芽力强!成枝力中

等$在当地<月中旬开花!粉色的花径!:<M>!白

色的花径!:<!$:"M>!都是%<个花瓣!花色艳丽$

自花结实!果实D月中下旬成熟$单果重%""!!""

?!底色黄绿!阳面有红晕!核小!近核处果肉紫红!甜

中有酸微有香气!适口性强$

%:!:!!叶果兼优型!
红叶桃系列%#&!河南省浚县中华冬熟果树研究

中心选育!此系列共%!个品种$树势强健!适应性

强$K月初始花!花期%"!%<C!自花授粉$花后结

出紫红色的果实!红叶一直保持到<月下旬!随着气

温升高!紫红色的叶片从基部向上慢慢变成铜绿色

或绿色!但生 长 出 来 的 新 梢 仍 为 紫 红 色$D月 中 旬

以后树叶全部成绿色$其果实随着气温的升高!紫

红色慢慢的变为青色!分别从D月上旬起果实开始

着紫红色$果实 单 果 重 在#"!!""?之 间!果 肉 白

色"多汁"味 甜$果 实 分 别 在D月!"日!%%月!"
日成熟$

黄叶桃%%%&!大 连 市 甘 井 子 区 发 现 的 早 生 黄 金

桃的黄叶芽变$盛花期K月!!日#枝梢叶片<月中

旬呈现淡黄绿色!明显浅于对照!以后逐渐变黄#但

叶片光合强度高于早生黄金$树姿半开张!幼树发

育旺!易抽生副梢!早果丰产性强$果实椭圆形!果

皮橙黄 色!果 肉 黄 色#汁 多!可 溶 性 固 形 物 含 量

D:K&X#风味酸甜!有 清 香#果 实 成 熟 期 较 对 照 晚!

!$C$

%:!:$!果实观赏型!衢州黑桃%%!L%$&又称乌桃!因皮

紫肉红!色泽紫黑而得名!是一个果实商品性状优良

的观 果 品 种#自 然 分 于 浙 江 常 山 县 境 内$小 枝"叶

柄"叶 背 主 脉 均 呈 紫 红 色!叶 色 浓 绿"舒 展!生 长 势

好$果实紫红!果汁粉红色!适合于深加工$单果重

约%""!%$"?!味甜微酸!爽脆适口$#月中旬果实

成熟$

大果黑桃%%K&!山 东 枣 庄 薛 城 区 南 石 镇 果 农 发

现的一 个 中 晚 熟 实 生 品 种$树 势 健 壮!树 姿 开 张$

花瓣为粉红色"较深!花粉多!花期K月中下旬!花期

持续%"!%$C$果实近圆形!缝合线中深!两半部对

称$平均单果重为%DK:&?!最大$"#?$果实成熟

时果 面 为 紫 黑 色!果 肉 紫 黑 色!果 肉 硬 溶 质!粘 核$

肉质细腻!汁液中多!风味浓!有清香$可溶性固形

物%#:&X!]= 含量明显高于一般桃$果实D月中旬

成熟$

中国黑油桃*系%#&!江苏省镇江市象山果树研

究所选育$树姿半开张!半矮化$萌芽率高!成枝力

强!以长"中果枝结果为主$果皮黑紫色!果个中大!

平均单果重%$&?!最大!%!?!近圆形!无缝合线!对

称$果 肉 深 紫 色!无 裂 果!可 溶 性 固 形 物 含 量

%$:<X!风味甜酸!汁液少!有香味$K月上旬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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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旬果实成熟!

中国黑油桃#系"##!江苏省镇江市象山果树研

究所选 育!树 姿 半 开 张$矮 化!萌 芽 率 高$成 枝 力

强$以长%中果枝结果为主!果皮棕黑色$果个中大$

平均单果重%$#?$最大!$<?$椭圆形$缝合线浅$较

对称!果 肉 深 紫 色$无 裂 果$可 溶 性 固 形 物 含 量

%K:$X$风味甜 酸$汁 液 少$软 熟 果 有 特 种 香 味!K
月上旬盛花$#月下旬果实成熟!

%:!:K!矮化!紧凑!垂枝型

矮丽红"%<L%&#!郑州果树所选育的矮化油桃新品

系!树体矮小$K,生树高仅;&M>&枝条节间极短!

花大型$粉 红 色$有 花 粉!果 实 近 圆 形$平 均 果 种

%""?$最 大 果 重%!"?以 上&果 顶 平$微 凹$缝 合 线

中深而过顶$两半部较对称&果皮底色浅黄绿色$着

艳紫红色$着色度D"X!%""X&果肉黄色$软溶$汁

中多$风味浓郁$可溶性固形物含量%"X!%$X$品

质中上$粘核!果实&月底成熟!

HFD!$#"%;#!郑州果树所选育!树势偏弱$表现

为树体矮小$树冠形成慢$为普通型的!’$左右$枝

量明显偏少$节间短!花粉红色$铃形花&花期长$郑

州地区$月下始花$K月初末花!果皮底色浅绿白$

D"X果面着紫玫瑰红色$无茸毛!平均单果重%!"?
左右$大 果%<"?以 上$果 肉 白 色$汁 液 多$风 味 酸

甜$品 质 中 等&可 溶 性 固 形 物 含 量%!X左 右$软 溶

质$粘核!果实&月上旬成熟!

寿星油桃F%K"<"%##!为 江 苏 农 科 院 从 美 国 引

进的矮化油桃种质资源!树势中庸$枝条簇生$枝条

粗壮%节间短$<,生树高;"!#"M>!蔷薇型花$粉

红色$单瓣!K月!日盛花$花期%%C!平均果重D"

?$果实圆形$两半部稍对称&果面光滑无毛$底色黄$

密布红晕$外观美&果肉黄色$硬溶质$汁液中等$风

味酸甜适中$有 香 气!可 溶 性 固 形 物 含 量%K:"X$

离核!果实;月$"日成熟!

超红短枝"%D#! 是莱阳农学院园艺系和潍坊市农

业科学院选育的早红珠芽变甜油桃品种!树冠较紧

凑$新梢粗壮%节间短$短枝性状明显&树体健壮$生长

势中庸&中短果枝多%成花容易%丰产性好!花芽起始

节位低$多复花芽&蔷薇花%大型$花瓣粉红色$少数有

复瓣现象$花粉量大$自花结实率高!盛花期在K月

上旬$花期持续%周左右!平均单果重%!"?$最大单

果重!""?&果皮底色白色$果面着全面鲜红至 浓 红

色&果实扁圆形$缝合线深而广$两侧较对称&果皮较

厚$果肉白色%较硬%风味甜%有香气!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X$粘核!果实&月初成熟!

锦黄"!"#! 在山东省平邑县锦锈黄桃园中发现

的垂枝型自然实生变异!树姿开张$树势中等$发枝

力强$幼龄树扩冠快$成花容易!始花节位低$花粉

红色$花粉量大$自花授粉着果率高!平均果重%&;

?$最大果重K<$?$果实近圆形$皮色金黄$无红晕&

鲜食成熟果 含 可 溶 性 固 形 物%D:&X!果 实#月 中

旬成熟!该品种抗旱耐涝&抗病性优于锦锈桃$特别

对疮痂病和细菌性穿孔病有极显著抗性&对蚜虫%叶

螨抗性较强!

!!赏食兼用桃种质资源创新的主要特征

!!根据以上所述育种工作的成就来看$主要集中

在花果兼用型品种的选育上$其他方面的品种选育

的初衷并不是为了选育赏食兼用型品种&叶色%果色

和树姿等方面观赏特性突出的品种很少$不能满足

品种多样化的需要!

!!同普通桃和油桃种质创新等工作的受重视程度

和取得的成就相比$赏食兼用桃品种创新还没有受

到足够的重视$所选育出的品种要么果品生产特性

不能满足栽培需要$要么观赏特性差!如满天红%黄

金美丽等花的观赏特性优异$但果实的产量和质量

性状远远不能达到果园栽培的需要&花玉露虽然果

实的观赏特性优越%果实的品质不错$但产量同玉露

还有差距$尚需进一步提高!

目前国内虽然进行了一些赏食兼用桃新品种选

育方面的工作$但是与食用桃品种选育的成果相比

还相差很远!目前主要的种质量创新工作主要依靠

常规的杂交育种途径$效率较低%随机性大%周期较

长$不能满足需要!

$!赏食兼用桃种质创新的目标和展望

F:C!完善桃分类体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桃新品种将会不断的

出现$也对原有的桃品种分类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

桃品种分类体统需要不断地加以完善!同时关于桃

品种的亲缘 关 系%演 化 过 程%性 状 的 基 因 控 制 等 方

面$也需要不断进行探索和研究$为赏食兼用桃种质

资源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F:E!加强种质资源的搜集筛选和国外优良品种的

引进

!!对种质资源进行收集%保存%鉴定和评价是育种

工作的基础!我国赏食兼用桃品种选育受到重视的

时间不长$进行特异种质资源的保存尤其重要!同

时民间的育种活动也日益踊跃$其育种成果如果不

$"%第!期 张建国等!赏食兼用桃种质创新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



进行收集和 保 存!很 可 能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而 散 失"
分享国外在赏食兼用桃新品种选育的成果!也可以

加速我国赏食兼用桃种质资源创新的进程"因此!
我国现有的桃种质资源圃应承担起加大国内外赏食

兼用桃种质资源收集和保存的任务!防止品种灭绝

和为育种工作提供材料"

F:F!根据不同的用途确定育种目标

观光果园应用#城市绿化应用#现代居住小区和

盆栽等不同用途对品种特性的要求不同"观光果园

的品种选择侧重于果品生产功能#成熟期与旅游旺

季的吻合性以及成熟期的旅游气候舒适度$城市绿

化和现代居住小区处于对胁迫环境的适应和对环境

的影响!更要求品种的抗逆性和对病虫害的抗性$盆
栽则更可能要求自然矮化以降低生产成本"在今后

的育种工作中要在提高赏食兼用品种的观赏特性的

同时!应注重按照用途目标开展专用品种的种质资

源创新!来满足生产应用的需要"

F:G!积极采用多种育种手段!提高育种效率

赏食兼用桃种质创新进展缓慢!主要与观花品

种大多存在多雌蕊等现象造成结实状况较差相关"
利用常规的杂交育种技术开展有目的的赏食兼用桃

新品种选育!必须与食用桃育种相结合!通过后代多

代的性状组合!耗费大量时间才能培育出满足应用

需要的 新 品 种%&&"因 此 要 重 视 常 规 杂 交 育 种 的 同

时!采用多种育种手段提高育种效率"
’%(用胚 培 养 技 术 提 高 早 熟 杂 种 胚 萌 发#成 苗

率!克服杂种胚早期败育$通过原生质体培养和和体

细胞融合技术!实现异源杂交!摆脱现有育种资源有

限的困境"
’!(采用辐射育种#太空育种等新手段实施种质

资源创新"辐射育种技术方法较为简单!在变异后

代中一些诸如矮化#抗性#成熟期#花色#叶形出现频

率较高!其变异后代可以直接选育出品种或成为育

种资源与杂交育种相结合进一步培养赏食兼用桃新

品种!因此辐射育种技术和常规杂交育种技术相结

合可以成为将来赏食兼用桃新品种选育和种质创新

的新途径"
’$(利用基因工程改良品种"用转基因技术可

以为赏食兼 用 桃 创 造 新 种 质!但 是 必 须 在 对 桃 花#

果#株形的遗传变异及相应的技术体系有深入的研

究的基础上才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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