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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苹果品种发展现状及区域优化布局分析报告

育种育种与资源与资源利用利用研究室研究室 戴洪义戴洪义 丛佩华丛佩华 过国南过国南 赵政阳赵政阳 伊凯伊凯 韩振海韩振海 马锋旺马锋旺

一、苹果品种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一、苹果品种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一、苹果品种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一、苹果品种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一、苹果品种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一、苹果品种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一、苹果品种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一、苹果品种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

近年来，我国苹果品种在杂交育种、芽变和实生选种以及引种近年来，我国苹果品种在杂交育种、芽变和实生选种以及引种

等方面成效显著等方面成效显著，， 选育了和审定了一批新的品种选育了和审定了一批新的品种，，良种化程度普遍良种化程度普遍

提高，各地品种结构也渐趋稳定。形成了环渤海湾和黄土高原我国提高，各地品种结构也渐趋稳定。形成了环渤海湾和黄土高原我国

苹果生产的两大优势主产区，各地的优势产区也逐渐形成。苹果生产的两大优势主产区，各地的优势产区也逐渐形成。

但是，我国的苹果品种发展总体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品但是，我国的苹果品种发展总体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品

种相对单一，各地主要栽培品种集中在富士系、嘎啦系和元帅系，种相对单一，各地主要栽培品种集中在富士系、嘎啦系和元帅系，

而其它品种比例较少，区域特色不明显。在我国苹果生产的两个大而其它品种比例较少，区域特色不明显。在我国苹果生产的两个大

省山东和陕西，富士苹果的栽培面积均超过了省山东和陕西，富士苹果的栽培面积均超过了 70%70%，在烟台地区，，在烟台地区，

富士的产量和面积均超过了富士的产量和面积均超过了 80%80%；二是国内自育新品种不少，但大；二是国内自育新品种不少，但大

面积栽培的不多；三是品种结构不合理，晚熟过多、中晚熟偏少，面积栽培的不多；三是品种结构不合理，晚熟过多、中晚熟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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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果实早采现象严重；四是品系混杂。造成果实早采现象严重；四是品系混杂。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苹果品种苹果品种苹果品种苹果品种苹果品种苹果品种苹果品种苹果品种结构和结构和结构和结构和结构和结构和结构和结构和区域区域区域区域区域区域区域区域优化布局优化布局优化布局优化布局优化布局优化布局优化布局优化布局

11111111、我国苹果主要生产区的品种及比例、我国苹果主要生产区的品种及比例、我国苹果主要生产区的品种及比例、我国苹果主要生产区的品种及比例、我国苹果主要生产区的品种及比例、我国苹果主要生产区的品种及比例、我国苹果主要生产区的品种及比例、我国苹果主要生产区的品种及比例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调整，目前各地的品种结构趋于稳定，各地经过多年的发展和调整，目前各地的品种结构趋于稳定，各地

苹果品种结构及比例苹果品种结构及比例见表见表 11，，除川西高原富士只占除川西高原富士只占 23%23%外外，，其余苹果其余苹果

产区的富士均在产区的富士均在 50%50%以上，在陕西和河南秦冠种植面积超过以上，在陕西和河南秦冠种植面积超过 10%10%。。

表 1111 我国苹果主要生产区的品种及比例

主要苹果产区 品种名称及比例（面积）

山东地区
富士系 82.06%；嘎啦系 9.91%；红将军 5.38%；其他粉红女士、乔纳金、新

世界等占 2.65%

陕西地区

红富士约 75%；秦冠 11%；嘎拉系 10%；早熟富士、元帅系各 1%；其它品

种，如粉红女士、秦阳、金冠、美国八号、藤牧 1号、乔纳金、华冠、千秋、

新世界、澳洲青萍等 2%

河南地区

富士系 66.5%；秦冠 14.6%；元帅系 7.6%；华冠 3.4%；嘎拉 1.9%；金冠 1.
4%；美八 1%；其它（包括：乔纳金、藤木一号、华美、早红、摩利斯、早捷

等）

燕山地区
富士系 66.92%；元帅系 4.63%；金冠 8.91%；嘎拉系 4.65%；国光 14.47%；

美国八号 0.64%；其它 2.58%

山西地区
红富士 51.4%；元帅系 14.6%；金冠系 5.2%；嘎拉系 4.4%；国光苹果 3.5%；

华冠 3.2%；秦冠 1.7%；乔纳金 2.0%；其他品种占 13.9%。

甘肃地区 富士系 67%；元帅系 24%；秦冠 2%；澳洲青萍 2%；其它品种 5%。

伊犁河谷 红富士 72%；元帅系 13%%；金冠 5%~6%；嘎拉系 2%~3%；寒富 5%~6%
川西高原 富士系 23%；金冠 60%；嘎拉系 6.7%；国光 3.2%；其它 7.1%

22222222、苹果发展区域布局与优势品种选择的策略、苹果发展区域布局与优势品种选择的策略、苹果发展区域布局与优势品种选择的策略、苹果发展区域布局与优势品种选择的策略、苹果发展区域布局与优势品种选择的策略、苹果发展区域布局与优势品种选择的策略、苹果发展区域布局与优势品种选择的策略、苹果发展区域布局与优势品种选择的策略

大家认为苹果区域化栽培取决于产区的生态条件、社会经济发大家认为苹果区域化栽培取决于产区的生态条件、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培育具有竞争力的本土品种是品种更新的展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培育具有竞争力的本土品种是品种更新的

前提。针对目前苹果主产区品种单一、区域品种结构雷同的突出问前提。针对目前苹果主产区品种单一、区域品种结构雷同的突出问

题，应该考虑品种结构是否需要调整以及怎样优化的问题。从各地题，应该考虑品种结构是否需要调整以及怎样优化的问题。从各地

的自然生态条件和目标市场着手，确立差异化发展战略思路，从而的自然生态条件和目标市场着手，确立差异化发展战略思路，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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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各地的竞争力，达到效益的最大化。从规划、调整品种区域布提高各地的竞争力，达到效益的最大化。从规划、调整品种区域布

局的策略上，一是要站在大区域的角度进行品种的布局调整。在今局的策略上，一是要站在大区域的角度进行品种的布局调整。在今

后的品种发展上，黄土高原和渤海湾两大主产区应该实行后的品种发展上，黄土高原和渤海湾两大主产区应该实行““错位错位””

发展。二是要立足小区域（板块）来优化品种结构。积极发展特色发展。二是要立足小区域（板块）来优化品种结构。积极发展特色

品种品种，，发挥品牌优势发挥品牌优势。。天水的天水的““花牛花牛””苹果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苹果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极晚极晚

熟品种熟品种““粉红女士粉红女士””已经成为陕西富平的优势特色苹果品种已经成为陕西富平的优势特色苹果品种，，““寒富寒富””

在辽宁和新疆也得到快速发展。其他各地应积极借鉴现有的成功经在辽宁和新疆也得到快速发展。其他各地应积极借鉴现有的成功经

验，根据地方特色，发展优势品种。验，根据地方特色，发展优势品种。

33333333、山东、陕西等主要苹果产区品种、山东、陕西等主要苹果产区品种、山东、陕西等主要苹果产区品种、山东、陕西等主要苹果产区品种、山东、陕西等主要苹果产区品种、山东、陕西等主要苹果产区品种、山东、陕西等主要苹果产区品种、山东、陕西等主要苹果产区品种区域化区域化区域化区域化区域化区域化区域化区域化优化布局建议优化布局建议优化布局建议优化布局建议优化布局建议优化布局建议优化布局建议优化布局建议

表 2222 山东、陕西等主要苹果产区品种区域化优化布局

主要苹果产区 品种区域化布局

山东地区

1、胶东低山丘陵苹果优势区（烟台、威海、青岛）重点发展红富士等优质晚

熟的红色品种为主，适当发展嘎拉、红将军等中熟、中晚熟的红色品种；在条件

具备的区域，重点推荐M9/T337矮化自根砧宽行矮化密植栽培模式。

2、鲁中南山地丘陵苹果优势区（临沂、泰安、莱芜、日照、济南、潍坊、淄

博、济宁、枣庄等）发展重点：根据市场需求和效益，在稳定红富士面积的基础

上，扩大元帅系、红将军、嘎拉、金帅以及珊夏、美 8等中熟和早熟品种规模，

尤其鲁南地区利用物候期早的特点，适当发展早熟和早中熟品种。

陕西地区

1、渭北北部核心产区（含延安市南部 4县、咸阳市北 5县、铜川 3县区、渭

南 3县北部、宝鸡 2县北部）：产量约占全省 2/3，海拔在 800-1400米，以晚熟品

种为主，中晚熟品种为辅，适量发展早中熟品种。

2、渭北中南部产区（主要含宝鸡 4县、咸阳 2县、渭南 6县）：产量约占全省

1/3，海拔在 600-800米，应发展多元化特色品种，以中晚熟和中早熟为主，压缩

晚熟栽培比例，同时也是加工苹果原料生产主要基地。

3、陕北南部地区（含延安北部 5县及榆林南部地区）：作为山地苹果新发展区，

以晚熟品种为主，配套发展特色中晚熟品种。

河南地区

1、豫西地区：800-1000米的山区以富士为主，主攻高端市场；500-800海拔的

塬区以富士、红星及部分早熟品种为主，主攻中端市场；400米海拔以下的山下

果园以早期鲜食市场兼顾加工原料市场。

2、黄河故道地区：优良早熟品种扩大面积，建立早期果品生产基地；中晚熟

品种维持面积，巩固现有市场；以富士为主的晚熟品种适当压缩，主攻大众市场，

富裕果品兼顾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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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地主推品种和新选育的优系三、各地主推品种和新选育的优系三、各地主推品种和新选育的优系三、各地主推品种和新选育的优系三、各地主推品种和新选育的优系三、各地主推品种和新选育的优系三、各地主推品种和新选育的优系三、各地主推品种和新选育的优系

11111111、各地推荐发展品种、各地推荐发展品种、各地推荐发展品种、各地推荐发展品种、各地推荐发展品种、各地推荐发展品种、各地推荐发展品种、各地推荐发展品种

表 3333 各地推荐发展品种

主要苹果产区 推荐适宜发展的品种

山东地区
早、中熟：嘎啦系列（太平洋嘎啦、烟嘎 3号）、珊夏；红露、八月富士王；

晚 熟：富士系列（烟富 1、烟富 3、2001富士、首富 1号、）、红将军、福艳。

陕西地区

早、中熟：秦阳、嘎拉优系（金世纪、红盖露等）；

中、晚熟：早熟富士（玉华早富、新红将军、早熟富士王）、新世界、华冠、千

秋、凉香等。

晚 熟：富士着色优系（长富 2、岩富 10、烟富 3、陕富 6等）、粉红女士 。

加工及鲜食加工兼用：澳洲青苹、那春、秦红、鲁加系列等；

河南地区

早、中熟：华硕、华美、华玉以及嘎拉类浓红着色类型、红星类优良芽变、锦秀

红；

晚 熟：烟富 6、弘前富、士、2001富士。

燕山地区

早 熟：藤牧 1号；

中 熟：美国八号、珊夏、嘎拉、金冠；

晚 熟：昌红、长富 2号、宫崎短枝富士、 国光、王林；

辽宁省

早、中熟：七月鲜、绿帅、龙丰、龙冠、金红、华硕、华月、新嘎拉、凉香、华

红。

晚 熟：寒富、华富、望山红。

川西高原
早 熟：嘎拉系优良品种。

中、晚熟：早熟富士系、岳香等。

伊犁河谷
早、中熟：红嘎啦、元帅系 5-6代品种；

晚 熟：富士优系（长富 2号、烟富 3号）、粉红佳人、抗寒品种寒富。

22222222、新选育的优系、新选育的优系、新选育的优系、新选育的优系、新选育的优系、新选育的优系、新选育的优系、新选育的优系

表 4444 各育种单位新选育的优系

育种单

位
名称或代号 特点描述

中国农

科院果

树所

华苹 1号
金冠×惠 。果实长圆形，高桩； 平均单果重 170g； 全面鲜红色； 有

香气，品质佳； 始果期较早； 9月下旬成熟。

50
金冠×华富 。果实扁圆形； 单果重 220g；全面鲜红色； 可溶性固形物

15.5%； 品质上等，有香气； 9月中旬成熟。 具有富士口感及松脆度。

辽宁果

树所
S-92

中熟，亲本山沙和寒富。2008年实生母树结果，经 3年连续观察记载，

果实长圆锥形，高桩、果型周正，果个均匀，单果重 240-250g，果形指

数 0.89，采收时果实硬度 8.9 kg.cm-2，可固 13.7%，可糖 11.03%，可酸 0.4%，

不套袋外观鲜粉红色，片红，颜色似山沙，果面光洁，果肉细脆，9月初

成熟，比山沙晚 15天左右。普通冷库贮藏到新年。丰产性好，连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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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强，2009年结果 86个，2010，2011，2012年结果 100--130个。花

期与富士相同，叶片介与寒富与山沙之间，萌芽率高，成枝力强，6月底

封顶枝率高，当年生苗木普遍有二次梢生长；顶芽冻害极轻，低于寒富，

明显优于富士和山沙。树体抗性强。

望香红

代号 10－01，为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大连瓦房店赵屯水果协会联合

选育而成苹果新品种。 2006年发现，果实近圆形，果形指数 0.84，果形

端正。单果重 240g，最大果重 320g，果个整齐。果实硬度 9.6 kg.cm-2，

可固 14.1%，可糖 10.27%，可酸 0.32%，Vc 5.52mg/100g，花青苷

116.75OD/100cm2，单宁 1.4%；果肉黄白色、松脆；肉质较细，汁液中多，

味甜，香气浓郁。果实耐贮藏，恒温可贮至翌年 6月末。4月上旬萌芽，

4 月末或 5 月初开花，9 月上旬开始果实着色，10 月上旬果实成熟，11
月中旬树体完全落叶，果实发育期 155 d，营养生长期 210 d。抗寒性、抗

病性较强，适应性较广，适宜在辽宁瓦房店及其以南地区或富士适栽区内

栽培。

岳华

寒富×岳帅。1996年杂交，1998年定植 2年生实生苗 768株，2004年选

为优系。果实长圆形，单果重 215g，果形指数 0.94，果面鲜红色，艳丽。

果肉黄白色，肉质松脆多汁，酸甜适度，微香。果肉硬度 11.9kg.cm-2，可

固 15.5%，可糖 12.7%，可酸 0.37%。在熊岳地区果实 10月中旬成熟，果

实发育期 165d，较耐贮藏。该品系早果，丰产，抗寒、抗病性强，是一

个综合性状优晚熟新品系。

26-34

亲本寒富×华帅。2002年杂交，2004年定植， 2008年杂种母树首次见

果。2010年被选为复选系，2012年决选系。果实近圆形，果形指数 0.88，

果全面着鲜红色，底色绿黄。平均单果重 173g，果肉淡黄色，肉质中粗，

松脆多汁，甜酸味浓。采收时去皮硬度9.3 kg.cm-2，可固14.1%，可酸0.56%。

熊岳地区 5月 4日开花，5月 9日落花，果实 10月 25日采收，丰产性好，

抗性强，耐贮藏，翌年 5月 4日出冷库，室温存放 14日调查评价，甜酸

味弄，松脆多汁。

西北农

林科技

大学

浓月
富士×嘎拉，9月中旬成熟，早果、丰产，色泽艳丽，肉质细、脆，香味

浓郁，品质上。

浓蜜
亲本：富士×嘎拉。成熟期：9月上中旬；单果重：235g；外观：果个大，

全面鲜红，果面光洁、细腻；内质：果味甜、果肉细脆。

浓金

亲本：富士×粉红女士。成熟期：10月中旬；单果重：220g；外观：黄

色，圆锥形，果面洁净、光亮，果形整齐，果个大。内质：果肉细脆、多

汁，风味酸甜适口，香气浓，品质上。

中国农

科院郑

州果树

所

华丹 单果重 178克， 12.4% ；6月底成熟，果实发育期 80天左右。树体紧凑。

99-1-29 NY543×Geneva，6月底成熟，固形物含量:12.8%,大果，果面全红

优 2
170克，固形物含量 12.6% ；7月初成熟，果实发育期 80-90天。结果早、

着色好、果型大。

优 3
218g，固形物含量 13.4%，7月中下旬成熟；肉质细脆，外观和肉质类似

华冠；早果性、丰产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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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星
160克，可溶性固形物含量:13% ，7月中下旬成熟。果个中等，但比较

均匀，着色也比较一致。

红珍珠
105g，固形物含量 15.8%，风味浓，7月底成熟。高糖、小果型的超亲单

株，而且贮藏性极好。

绿佳
Jonathan×Huashuai，单果重 225 g，固形物含量 12.2%，酸 0.96，丰产、

抗病、高酸。

青岛农

业大学

7-C-90

从 97年特拉蒙×(嘎拉+Falstaff+ 新世界)杂交群体中初选出 7-C-90优系。

8 月中下旬成熟，平均单果重 159.1 克，果实硬度 9.98 kg.cm-2，糖度

13.50%，可滴定酸 0.26%，有特殊香味，果肉致密，口感好。

7-C-15

亲本为特拉蒙×（嘎拉+Falstaff+新世界），树体普通型。在山东烟台果实

9月 23日成熟，果面全面着鲜红。肉质硬脆，汁液多，风味甜酸。果实

可溶性固形物 12.6%，果实硬度 10.1 kg.cm-2，果实原汁酸度 0.56%，浓缩

汁酸度 3.15%。果汁贮藏稳定性好。

95-86
亲本富士×特拉蒙，树体高大，果实黄绿色，果形端庄，果个大，果点稀

疏，果肉松脆，风味甜，品质优良。9月上中旬成熟。

山东省

果树所

20-11

嘎拉×滕木一号。果实圆锥形，平均单果质量 200g，果实大小整齐一致。

果面盖色鲜红，底色黄绿，着色类型片红。果面光滑，果点小、中疏、平。

果心小，果肉白色，肉质细、硬脆，汁液多，甜酸适度，香气浓。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 15.0%，品质上。

29-33

嘎拉×滕木一号。果实圆锥形，平均单果质量 150g，果实大小整齐一致。

果面盖色鲜红，底色黄绿，着色类型片红。果面光滑，果点微大、中疏、

平。果心小，果肉白色，肉质细、硬脆，汁液多，甜酸适度，香气浓。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 16.0%，品质上。

B-27

嘎拉×滕木一号。果实长圆锥形，平均单果质量 220g，果实大小整齐一

致。果面盖色鲜红，底色黄绿，着色类型片红。果面光滑，果点微大、中

疏、平。果心小，果肉白色，肉质细、硬脆，汁液多，甜酸适度，香气浓。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5.5%，品质上。

40-9

嘎拉×滕木一号。果实长圆锥形，平均单果质量 200g，果实大小整齐一

致。果面盖色鲜红，底色黄绿，着色类型片红。果面光滑，果点小、密、

平。果心小，果肉白色，肉质细、硬脆，汁液多，甜酸适度，香气浓。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 16.0%，品质上。

50-48

嘎拉×滕木一号。果实圆锥形，平均单果质量 230g，果实大小整齐一致。

果面盖色鲜红，底色黄绿，着色类型片红。果面光滑，果点小、密、平。

果心小，果肉白色，肉质细、硬脆，汁液多，甜酸适度，香气浓。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 13.0%，品质上。

烟台果

树所

FJ-02-10-146

富士实生苗中选育，平均单果重 235.8g，可溶性固形物 15.2%，脆甜爽口，

8月中旬成熟。外形和口感似富士，课题组定义该品种为 8月成熟的富士

品种。

GP02-09-254
嘎啦×粉红女士，平均单果重 232.5g，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4.5%，脆甜，

全红色，9月上旬成熟，丰产性好，抗枝干轮纹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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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02-08-050
烟富 6 ×维吉尼亚，果实全红色，脆甜多汁，平均单果重 185.2g，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 14.5%，9月上旬果实成熟，极丰产。

QT-03-09-008
清明×藤木一，果实黄色，阳面微带红晕，平均单果重 211.8g，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 13.5%，9月中上旬成熟，极丰产。

QT-03-10-037
清明×藤木一，果面鲜红色，表光好，平均单果重 185.2g，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 15.5%，9月中上旬成熟。

TP-05-11-001
天星×粉红女士，果面浓红色，表光好，平均单果重 165.5g，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 15.5%，脆甜，9月中上旬果实成熟。

JB-03-06-018 金富×北之幸，平均单果重 245.5g，极酸，丰产，9月下旬成熟。

PG-05-11-005
皮诺娃×光辉，平均单果重 25.8g，味甜，丰产，9月中旬成熟。红色果

肉。

山西省

果树所

90-3-14

红印度×红津轻。果实圆锥形，平均单果重 220g左右，果皮红色至浓红

色，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4-15%，去皮硬度为 17lb/cm2左右。果肉硬，有

比较特殊的芳香味，汁多，品质优 ，不落果，晋中 9月上旬成熟可一直

持续到 10月 1日没有落果现象，果肉硬度几乎保持不变。

90－6－13
红印度实生。平均单果重 200g左右，果皮鲜红色，含糖 14-15%，酸 0.34%
左右，酸甜适口，晋中地区 10月上旬成熟。 优点：丰产、稳产、耐藏性

好；缺点：果个较小，果点大且凸出。

06-S13E6

金冠×富士。可溶性固性物：16.4；单糖：6.148%；双糖：4.124%；总糖：

10.272% ；有机酸：0.322%；糖酸比：31.94；硬度：12.33kg/cm2；果形

指数：0.95。

05-E9S7
可溶性固性物：17.65；单糖：5.208%；双糖：2.969%；总糖：8.177% ；

有机酸：0.549%；糖酸比：14.89；硬度：9.26kg.cm-2；果形指数：0.87

四、苹果砧木的选育四、苹果砧木的选育四、苹果砧木的选育四、苹果砧木的选育四、苹果砧木的选育四、苹果砧木的选育四、苹果砧木的选育四、苹果砧木的选育

表 5555 选育的苹果砧木

砧木名称 砧木特点 适合地区

中砧 1号
自根砧；耐缺铁黄化病；半矮化；易繁殖；嫁接

亲和性好。
华北苹果产区

SH6和 SH40
国光×河南海棠，矮化；根系分布深、适应性强；

嫁接亲和性强；物候期早，开花早；落叶早；根

系发生高峰早。

华北苹果产区：京、津、冀、

鲁、豫、晋

青砧一号、二号

无融合生殖；繁殖容易，效率高；实生苗不带病

毒，控制病毒传播；根系发达，嫁接树一般固地

性好；群体整齐一致 。青砧一号可以使富士等主

栽品种早花、早果、丰产；青砧二号使富士、嘎

拉等主栽品种矮化、丰产；青砧一号作砧木具有

良好的土壤适应性。

华北苹果产区

五、体系建立以来育种上取得的成就五、体系建立以来育种上取得的成就五、体系建立以来育种上取得的成就五、体系建立以来育种上取得的成就五、体系建立以来育种上取得的成就五、体系建立以来育种上取得的成就五、体系建立以来育种上取得的成就五、体系建立以来育种上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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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认为自体系建立以来，苹果育种与资源利用方面取得了如会议认为自体系建立以来，苹果育种与资源利用方面取得了如

下成就：下成就：

11、育种规模显著扩大，培育了一大批杂交群体；、育种规模显著扩大，培育了一大批杂交群体；

22、新品种选育成果突出，育成了一批新品种和优系；、新品种选育成果突出，育成了一批新品种和优系；

33、、资源工作成效显著资源工作成效显著，，收集收集、、创制和保存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基创制和保存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基

因资源；因资源；

44、分子育种得到较了快的发展，技术路线和方法日臻完善；、分子育种得到较了快的发展，技术路线和方法日臻完善；

55、分工合作统一，各育种单位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分工合作统一，各育种单位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66、培养锻炼了一支育种队伍，一批年轻人快速成长起来。、培养锻炼了一支育种队伍，一批年轻人快速成长起来。

六、我国苹果未来发展的几个问题六、我国苹果未来发展的几个问题六、我国苹果未来发展的几个问题六、我国苹果未来发展的几个问题六、我国苹果未来发展的几个问题六、我国苹果未来发展的几个问题六、我国苹果未来发展的几个问题六、我国苹果未来发展的几个问题

11111111、富士苹果未来的发展方向、富士苹果未来的发展方向、富士苹果未来的发展方向、富士苹果未来的发展方向、富士苹果未来的发展方向、富士苹果未来的发展方向、富士苹果未来的发展方向、富士苹果未来的发展方向

近近 1010 余年来余年来，，富士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苹果品种富士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苹果品种，，在中国富士在中国富士

苹果的比例已占苹果的比例已占 70%70%左右。但是由于富士苹果对肥水条件要求高，左右。但是由于富士苹果对肥水条件要求高，

大小年结果现象明显，果实不套袋着色差、不抗轮纹病等问题影响大小年结果现象明显，果实不套袋着色差、不抗轮纹病等问题影响

了富士的发展，尤其是在劳动力趋于短缺、劳工费用不断增加的情了富士的发展，尤其是在劳动力趋于短缺、劳工费用不断增加的情

况下，提高了果园的管理成本，影响果农的收益水平。因而近几年况下，提高了果园的管理成本，影响果农的收益水平。因而近几年

富士苹果的发展已呈下降趋势。虽然富士仍将是第一大主栽品种，富士苹果的发展已呈下降趋势。虽然富士仍将是第一大主栽品种，

但压缩栽培面积将会是必然趋势。但压缩栽培面积将会是必然趋势。

富士品种未来的发展之路必须是富士品种未来的发展之路必须是 ““优中选优优中选优””，选择发展最佳优，选择发展最佳优

系，系， 加快发展早熟芽变品种（系加快发展早熟芽变品种（系）），， 推广省力化矮砧栽培，推广省力化矮砧栽培， 建立建立

精品果集中产区，以保证富士苹果的稳定和良性发展。精品果集中产区，以保证富士苹果的稳定和良性发展。

22222222、苹果品种多元化发展战略、苹果品种多元化发展战略、苹果品种多元化发展战略、苹果品种多元化发展战略、苹果品种多元化发展战略、苹果品种多元化发展战略、苹果品种多元化发展战略、苹果品种多元化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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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决定了苹果品种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培育和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决定了苹果品种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培育和

生产不同类型的苹果亦是势在必行。欧美国家以及甘肃天水的苹果生产不同类型的苹果亦是势在必行。欧美国家以及甘肃天水的苹果

发展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在果实套袋栽培管理面临巨大挑战下，发展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在果实套袋栽培管理面临巨大挑战下，

将使黄色品种重新受到关注，优质黄色品种将有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将使黄色品种重新受到关注，优质黄色品种将有巨大的潜在消费市

场，场， ““金冠金冠””仍是欧洲第一大主栽品种仍是欧洲第一大主栽品种；；““王林王林””是日本四大主栽是日本四大主栽

品种之一；所以，我们也要积极开发新的优质黄色品种，推行无袋品种之一；所以，我们也要积极开发新的优质黄色品种，推行无袋

化栽培，节约生产成本，达到苹果生产的效益最大化。化栽培，节约生产成本，达到苹果生产的效益最大化。

33333333、自育品种如何发展、自育品种如何发展、自育品种如何发展、自育品种如何发展、自育品种如何发展、自育品种如何发展、自育品种如何发展、自育品种如何发展

我国自育的苹果品种中，虽然审定品种不少，但是真正过硬的我国自育的苹果品种中，虽然审定品种不少，但是真正过硬的

生产栽培品种少。长期以来存在生产栽培品种少。长期以来存在““以引为主以引为主””的指导思想。自育品的指导思想。自育品

种推广少的另一原因是：我国缺乏完整的品种研发产业链（育种者种推广少的另一原因是：我国缺乏完整的品种研发产业链（育种者--

商业苗圃商业苗圃--生产者生产者--市场市场））。所以，发展自育品种，今后还有很长的路。所以，发展自育品种，今后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首先，要效仿新西兰等国家的经验，制定长期的育种战略目要走。首先，要效仿新西兰等国家的经验，制定长期的育种战略目

标；其次，学习欧美国家的成功经验，培育与建立新品种研发产业标；其次，学习欧美国家的成功经验，培育与建立新品种研发产业

链；第三，完善优质苗木繁育体系与质量保障体系。建立商业化果链；第三，完善优质苗木繁育体系与质量保障体系。建立商业化果

树苗圃是源头工程，因为，商业化苗圃是联结育种者和生产者的纽树苗圃是源头工程，因为，商业化苗圃是联结育种者和生产者的纽

带，是新品种推广的主导力量；第四，加强新品种推介，完善新品带，是新品种推广的主导力量；第四，加强新品种推介，完善新品

种的信息交流平台。种的信息交流平台。

44444444、培育抗环境胁迫和病虫害新品种应作为重要育种目标。、培育抗环境胁迫和病虫害新品种应作为重要育种目标。、培育抗环境胁迫和病虫害新品种应作为重要育种目标。、培育抗环境胁迫和病虫害新品种应作为重要育种目标。、培育抗环境胁迫和病虫害新品种应作为重要育种目标。、培育抗环境胁迫和病虫害新品种应作为重要育种目标。、培育抗环境胁迫和病虫害新品种应作为重要育种目标。、培育抗环境胁迫和病虫害新品种应作为重要育种目标。

苹果病虫害给苹果生产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农药的过量使用苹果病虫害给苹果生产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农药的过量使用

既造成了环境的危害，又增加了果园的管理成本，所以培育抗环境既造成了环境的危害，又增加了果园的管理成本，所以培育抗环境

胁迫和病虫害的新品种应作为重要育种目标。例如近年来发生在嘎胁迫和病虫害的新品种应作为重要育种目标。例如近年来发生在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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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秦冠、金冠等品种上的炭疽叶枯病，导致早期大量落叶，造成啦、秦冠、金冠等品种上的炭疽叶枯病，导致早期大量落叶，造成

苹果二次开花苹果二次开花 ，降低果实的商品价值，降低果实的商品价值 ，目前，只能靠波尔多液保，目前，只能靠波尔多液保

护，未发现其他有效方法，若无防治方法，将淘汰护，未发现其他有效方法，若无防治方法，将淘汰 GalaGala、秦冠、金、秦冠、金

冠等品种。防治困难，给苹果育种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冠等品种。防治困难，给苹果育种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 ，所以，所以，，应应

把培育抗环境胁迫和病虫害的新品种作为重要育种目标，以减轻环把培育抗环境胁迫和病虫害的新品种作为重要育种目标，以减轻环

境胁迫和病虫害对苹果生产的危害。境胁迫和病虫害对苹果生产的危害。

（张玉刚根据专家报告起草、整理）（张玉刚根据专家报告起草、整理）

报送：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

发送：各苹果主产省农业厅、各功能研究岗位专家、综合试验站站长

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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