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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技术手段检测ꎬ明确为芽变资源ꎮ 为此ꎬ该材料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获得农业部国家植物新品种权授权ꎮ 目前ꎬ该品种正在浙

江省台州市等各地进行推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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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沙枇杷是枇杷属 [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 )
Ｌｉｎｄｌ. ]的一个种ꎬ有 ３０ 多个品种(材料)ꎮ 白沙枇

杷肉质细腻ꎬ汁多味甜ꎬ经济价值高ꎬ目前市场价

格高于红沙枇杷 ３ ~ ５ 倍ꎬ近年来通过实生选种、
杂交育种等选育出冬玉[１] 、火炬[２] 、贵蜜[３] 等枇杷

新品种ꎮ
软条白沙ꎬ又称软条ꎬ系全国白沙(肉)枇杷主

栽品种ꎬ原产地为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ꎬ浙江

省地方品种ꎮ 在浙江省黄岩县(含现黄岩、路桥、椒
江三区)、杭州市余杭区已有 ６０ 多年的栽培历史ꎮ
该品种肉白、皮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成熟期早ꎬ
栽培面积占白沙枇杷的 ５０％ 以上ꎮ 软条白沙既具

有薄皮、高糖、肉色纯正、成熟期早于红沙 １０ ~ ２０ ｄ
的显著优点ꎬ也具有裂果率高、多籽、可食率相对低、
劳工支出成本高的缺点ꎮ 基于此ꎬ期望从软条白沙

中选育出少籽且裂果率相对较低的品种ꎮ

１　 选育经过

２００３ 年作者在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桐屿街道

办事处埠头堂村发现一株 ３５ 年生的软条白沙枇

杷树ꎬ其中一个结果母枝上分叉出 ３ 个小枝ꎬ长出

与其他枝条果形、种籽不同的果实ꎬ故开始观察并

逐年嫁接试验ꎮ 在连续 ４ 年观察的基础上ꎬ于

２００８ 年引种入圃高接ꎮ 此后ꎬ在台州市黄岩区、路
桥区进行不同立地条件下的多点的生物学特性观

察记载ꎬ并将其与母树进行遗传稳定性对照试验ꎮ
试验表明ꎬ永路与母株软条白沙在果形、种子数和

可食率等性状上具有明显差异ꎮ 接着进行 ＳＲＡＰ
分子标记检测ꎬ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亲缘

关系ꎬ差异显著ꎬ应为不同种质ꎮ 综合研究结果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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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ꎬ永路软条白沙与母株软条白沙相比ꎬ综合性状

发生了显著的遗传变异ꎬ应属芽变种质材料ꎮ 于

是 ２０１４ 年以永路品种权名申请国家植物新品种

保护ꎬ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获得品种权证书 (品种权号:
２０１４１２４４ ４)ꎮ

２　 主要性状

２ １　 植物学特性

树冠圆头形ꎬ树势开张ꎬ相对中庸ꎮ １０ 年生自

然生长树高 ６ ｍꎬ宽 ５ ５ ｍꎬ生产栽培通常多为限高

３ ５ ｍꎬ宽 ４ ｍ 左右ꎮ 叶色为墨绿色ꎬ叶缘稀疏锯齿

状ꎬ叶尖渐尖ꎬ叶长宽为 ２１ ５７ ｃｍ ×６ ９１ ｃｍ(图 １)ꎮ
叶柄长 ０ ８ ~ １ ０ ｃｍꎮ 果皮黄色ꎬ果肉黄白色ꎬ肉质

细嫩ꎬ皮薄易剥ꎮ 植株生长全年一般有 ４ 次生长高

峰ꎬ分别在春梢、夏梢各 １ 次ꎬ秋梢 ２ 次ꎮ
２ ２　 品种分子鉴定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经过 ＳＲＡＰ 分子标记检测ꎬ以母株

及其他 ２９ 个白沙枇杷栽培品种为对照进行亲缘关

系鉴定[４]ꎮ 永路(卵圆型软条白沙)与母株软条白

沙的遗传相似系数(ＧＳ)为 ０ ７３ꎬ另一软条白沙变

异品种白荔枝的 ＧＳ 为 ０ ８８ꎮ 由此说明ꎬ永路与软

条白沙存在显著差异ꎮ

图 １　 软条白沙叶片(Ａ)与永路叶片(Ｂ)
Ｆｉｇ １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Ｒｕａｎｔｉａｏ ｗｈｉｔｅ ｌｏｑｕａｔ(Ａ)

ａｎｄ ‘Ｙｏｎｇｌｕ’ ｗｈｉｔｅ ｌｏｑｕａｔ(Ｂ)

２ ３　 果实经济性状

果形为卵圆形ꎬ而母树果形为圆形或椭圆形

(图 ２ )ꎮ 同时ꎬ单果平均质量 ３３ １７ ｇꎬ比母树

(ＣＫ)的 ３０ ２５ ｇ 增重 ２ ９２ ｇꎮ 单果种子数为 １ ３５
粒ꎬ比 ＣＫ 的 ２ ３８ 粒减少 １ ０３ 粒(图 ３)ꎻ果核大

小、质量辨别明显ꎮ 核平均质量为 ２ ７６ ｇ /果ꎬ
２ ０４ ｇ /粒ꎬ ＣＫ 为 ２ ３１ ｇ /果ꎬ０ ９７ ｇ /粒ꎻ可食率

７２ ４％ ꎬ比 ＣＫ 的 ６９ ８％ 提高 ２ ６ 个百分点ꎻ常年

裂果腐烂率 １８ ４％ ꎬ比 ＣＫ 的 ３５ ７％ 下降近 １ 倍ꎬ
差异极显著ꎮ

图 ２　 软条白沙(Ａ)与永路软条白沙(Ｂ)果实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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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永路软条白沙与软条白沙种子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ｓｅｅｄ ｏｆ ‘Ｙｏｎｇｌｕ’ ｗｈｉｔｅ ｌｏｑｕ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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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生长结果习性

永路软条白沙 ５ 月中旬成熟ꎬ属于白沙类品种

较早成熟的品系ꎮ 实生苗低位嫁接 ４ 年后可初结

果ꎬ８ 年后进入正常生长结果状态ꎮ 初结果树提倡

营养生长为主ꎬ生殖生长为辅ꎮ 对于首次结果树ꎬ挂
果量以 １ ｋｇ 左右 /树为宜ꎬ多余即早疏花疏果ꎻ次年

３ ｋｇ 左右 /树ꎬ第 ３ 年 ６ ｋｇ 左右 /树ꎬ此后根据树势

可进入正常结果期ꎮ ８ 年生树树性稳定ꎬ生产量与

成熟期、品质均比较一致ꎮ 营养枝多于结果枝的

植株ꎬ要注重结果母枝培养ꎬ有的可以交替结果的

形式培养营养枝为结果枝ꎬ保证生长结果习性的

７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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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ꎮ
２ ５　 丰产性、稳产性

永路软条白沙无明显的大小年现象ꎮ 低位嫁接

的 ８ 年生正常结果树常年产量在 ８ ~ １０ ｋｇ /树ꎮ 经

课题组资源圃和 ２ 个中试点连续 ３ 年观察ꎬ平均商

品产量 ８ ９ ｋｇ /树ꎬ２０１６ 年产量最高达 １０ ５ ｋｇ /树ꎬ
２０１５ 年最低 ８ ４ ｋｇ /树ꎮ
２ ６　 物候期

花为雌雄同株ꎬ花序为圆锥状混合花序ꎬ长宽为

１３ ６ ｃｍ ×１０ ４ ｃｍꎬ花量 １４０ 朵左右ꎮ 花支轴向上ꎮ
花期内有 ３ ~ ４ 次开花ꎮ 头花 ９ 月 ２８ 日左右至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第 ４ 次花期为翌年 １ 月下旬至 ２ 月上中

旬ꎮ 每次花期约为 １８ ~ ２５ ｄꎬ多有交叉ꎮ 果实成熟

自 ５ 月 ４￣２３ 日ꎬ集中采收期为 ５ 月中旬ꎮ 采收期集

中是因为头性花受冻多、质量差ꎬ定果少ꎬ结果多为

二性花和三性花ꎮ 植株无需配置授粉树ꎬ与母树相

同ꎮ １１ 月下旬至次年 ３ 月上旬有成龄叶老化等原

因出现落叶现象ꎬ此为正常的新陈代谢表征ꎮ
２ ７　 适应性与抗逆性

２ ７ １　 适应性　 凡是白沙枇杷正常生长的地方都

可种植ꎬ但以适宜区种植为佳ꎮ 要拓宽种植区域需

要谨慎调节花性ꎬ一般在冻害多发地区针对气候特

点避冻调节花期ꎬ减少幼果冻害概率ꎮ
２ ７ ２　 抗冻性　 该品种可忍耐 － ４ ℃的冻害天气

１２ ｈ 以上ꎬ比亲本与同类品种抗低温能力提高￣１ ℃
以上ꎮ
２ ７ ３　 抗裂果腐烂　 一般白沙枇杷裂果腐烂率高

达 ４０％ ꎬ不少单株在 ５０％以上ꎮ 但该品种抗裂果能

力较强ꎬ规模栽培常年裂果腐烂率比其他品种减少

３０％以上ꎮ

３　 栽培技术要点

３ １　 建园

果园应建在低山缓坡的弱酸性沙壤土为宜ꎮ
立地条件以坐北朝南的阳坡为佳ꎬ尤其在西北风

易侵袭的地方建防风林ꎬ对于提高抗逆性ꎬ营造小

气候环境有积极作用ꎮ 对于在次适宜区与非适宜区

种植枇杷ꎬ只要具备大水体等小气侯特点的地方可

参照适宜区种植ꎮ 适宜种植密度应在 ９００ 株 / ｈｍ２

左右ꎮ
３ ２　 肥水管理

果园提倡生态循环ꎬ以园养园ꎬ多种花草绿肥ꎬ

从而降低生产成本ꎬ提高肥力ꎬ改善土壤肥力结构ꎮ
全年施肥采用 ４∶ ３∶ ３ 比例ꎮ 采后施肥占全年肥料施

用量的 ４０％ ꎬ以三元复合肥为主ꎬ投产树 １ ５ ｋｇ /树
左右ꎮ ９￣１０ 月为第 ２ 次施用ꎬ占总施用量的 ３０％ ꎬ
以氮磷肥为重点ꎬ磷肥以过磷酸钙 ０ ２ ｋｇ /树、氮肥

０ １ ｋｇ /树为宜ꎮ ２ 月下旬至 ３ 月上旬为幼果期ꎬ施
肥量占全年需求量的 ３０％ ꎬ此时要以施硫酸钾为

主ꎬ０ ８ ~ １ ０ ｋｇ /树ꎬ同时酌情施用速效氮肥 ０ ２
ｋｇ /树ꎬ不用磷肥ꎮ 果园土壤相对湿度常年保持

７０％ ~７５％ ꎬ沟渠无积水ꎮ
３ ３　 修剪

在整枝修剪中ꎬ应先以树势决定计划结果量ꎮ
树冠高度不宜超过 ３ ５ ｍꎬ超高即剪ꎮ 保持上下通

风透光ꎬ此间内膛适当透空ꎬ外冠叶枝比可适当提

高ꎬ以能透光为准ꎮ 修剪时以培养结果枝为重点ꎬ采
取短截办法予以操作ꎬ对徒长枝、交叉枝、细弱病枝

一律剪除ꎮ 修剪一般 １ 年 １ 次ꎬ春剪、夏剪由树势

决定ꎮ
３ ４　 病虫害防治

枇杷品种的病虫害绝大多数相同ꎮ 主要病害

有叶斑病、炭疽病、枝干腐烂病(烂脚病)ꎮ 虫害主

要是黄毛虫、天牛、蓑蛾ꎮ 对于这些病虫害提倡以

培养天敌和生物防治为主ꎬ涉及农化品使用的ꎬ应
用低毒低残留、肥料利用率高、污染环境少的产

品ꎮ 要求 １ 年冬季清园 １ 次ꎬ隔年对主干石灰涂白

１ 次ꎮ

４　 适宜种植范围

凡是白沙枇杷能够种植的地方都能种植本品

种ꎮ 但本品种具有抗冻性相对较强的显著特点ꎬ因
此ꎬ同等条件下海拔可向上 １００ ｍ 种植ꎮ 种植地除

了按气候条件种植外ꎬ还应考虑立地条件的土壤为

沙壤土和水分变幅小的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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