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2019，20（4）：791-800
Journal of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DOI：10.13430/j.cnki.jpgr.20190321002

仁果类果树资源育种研究进展Ⅰ： 
我国梨种质资源、品质发育及遗传育种研究进展

陈学森，王　楠，张宗营，冯守千，陈晓流，毛志泉
（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 / 作物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泰安 271018）

摘要：梨是我国落叶果树的第二大树种。近几年来，在梨种质资源评价挖掘、性状遗传发育机理以及特色多样化品种培

育等方面取得了诸多重要进展，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中国原产的东方梨有 13 个种，其中基本种只有中国豆梨、台湾豆梨、

川梨、砂梨和秋子梨等 5 个种，而白梨、麻梨和褐梨等 3 个种系杂种起源，不属于基本种；（2）我国优质早熟梨新品种选育研究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就斐然，早、中、晚熟梨的比例已由 1994 年的 7∶23∶70 调整到 2006 年的 20∶28∶52，近 10 年育成的早

熟品种比例接近 50%；（3）新疆库尔勒香梨优质、耐贮的特性遗传能力很强，是梨品质育种不可或缺的珍贵种质，而复杂的遗

传背景和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是亲本选择进行梨品质育种的关键；（4）优质耐贮极晚熟梨品种的选育与推广，是满足优质大梨

市场周年供应、提振消费者消费信心、撬动我国梨产业高效发展的关键。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今后应在如下两个研究领域下

功夫，一是进一步加强优质耐贮极晚熟梨新品种的选育，构建以优质耐贮极晚熟梨新品种为主，优质早、中晚熟品种配套的品

种结构，以满足市场的多样化及周年供应需求；二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从转录、翻译及修饰等多个层面进一步探讨品

质性状发育机理，为梨品质育种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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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ar is the second largest deciduous fruit tree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many important advances 
in China have been made in the evalu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ear germplasm resources，unlocking the 
mechanism of genetic development and breeding of characteristic cultivars. The main achievements contained： 

（1）defining 13 species of oriental pear originated in China，of which five belong to primary species including 
Pyrus callryana Dene，P. koehnei Schneid，P. betulaefolia Bunge，P. pyrifolia Burm and P. ussuriensis Max，
while three species composing of P. bretshneideri Rehd.，P. serrulata Rehd. and P. phaeocarpa Rehd. are hybrids； 

（2）Breakthrough progress in breeding for high-quality early-maturing pear cultivars. The proportion of early，
middle and late ripening pear cultivars were 20∶28∶52 in 2006（relative to 7∶23∶70 in 1994），and the early 
ripening pear cultivars accounted for nearly 50% in the past 10 years.（3）Korla pear is an indispensable 
germplasm for pear quality breeding because of its strong hereditary ability of high quality and storage tolerance. 
Complex genetic background and abundant genetic diversity are the key factors for parent selection in pear 
quality breeding.（4）Breeding and popularization of high-quality and late-maturing pear cultivars is the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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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食同源，吃营养，吃健康”已成为人们的共

识［1-3］。梨生津润燥，有止咳、化痰、润肺的功效，是

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水果之一，市场和消费者需要更

多优质大梨的稳定供应。目前，梨是我国落叶果树

的第二大树种，栽培面积 1668 万亩（111 万 hm2），

产量 1730 万 t，面积和产量均占世界总量的 50% 以

上，是世界上最大的梨资源、生产和消费国［4］。

近 20 余年来，在国家梨产业体系等科研项目经

费的稳定支持下，梨种质资源评价挖掘、性状遗传发

育机理以及特色多样化品种培育等方面取得了诸多

重要进展［5-7］，现结合课题组的有关研究综述如下，

旨在进一步推动我国梨科学研究和梨产业的高效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

1　梨种质资源

1.1　梨属植物种和品种的起源

按照传统的形态学分类，梨属植物（Pyrus L.）
属于蔷薇科（Rosaceae）、苹果亚科（Maloideae）或

梨亚科（Pomideae），分布横跨欧亚大陆，其中天山

和兴都库什山以东分布的梨属植物种称为东方梨，

以西称为西方梨；利用 DNA 标记的亲缘关系研究

和 DNA 序列的系统发育研究结果表明，东方梨和

西方梨独立进化［8］，而仅有库尔勒香梨等栽培类型

（品种）的新疆梨（Pyrus sinkiangensis Yu）系东、西

方梨的杂种［9-10］。根据滕元文的整理与研究，世界

梨属植物的基本种（primary species）有 20 个。中

国原产的东方梨有 13 个种，其中基本种只有中国豆

梨（P. calleryana Dene）、台湾豆梨（P. koehnei Schneid）、
川梨（P. pashia Buch-Ham.）、砂梨（P. pyrifolia（Burm. f.）
Nakai.）和秋子梨（P. ussuriensis Max.）5 个种，而白梨

（P. bretshneideri Rehd.）、麻梨（P. serrulata Rehd.）和褐

梨（P. phaeocarpa Rehd.）3 个种系杂种起源，不属于基

本种。进一步研究发现，秋子梨的品种是野生秋子梨

和白梨品种的杂种［5，11-12］。

1.2　野生秋子梨种群遗传结构及遗传多样性

我国是梨属植物的起源中心，也是遗传多样性中

心，有沙梨、秋子梨及杜梨等野生资源以及各种各样

的地方品种资源。例如，在山东冠县的鸭梨产区，有

大雪花梨、秋白梨、鸭梨广、鸭梨、红宵梨、五香面梨、面

梨、伏梨、鹅梨及酸梨等一批当地特色品种资源。这

些品种形状各异，颜色多样，早、中、晚熟皆有，风味独

特，各具特色，种质资源极为丰富［13］。在我国梨属植

物的野生资源中，仅有野生秋子梨集中分布于东北牡

丹江地区，而野生砂梨零星分布于长江流域。

Katayama 等［14］利用 cpDNA 对梨属植物进行遗

传多样性研究，结果发现日本岩手山的野生秋子梨

70% 为野生秋子梨和日本梨的杂种，但其遗传多样

性明显高于日本梨，日本野生秋子梨以实生个体为

主，无性系繁殖较少。Wuyun 等［15］通过 cpDNA 多

变区的单倍型对我国野生秋梨的群体特征及遗传多

样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野生秋子梨的遗传

多样性低于我国栽培梨品种群、日本岩手山野生秋

子梨、日本栽培梨及西洋梨；在内蒙古野生秋子梨、

黑龙江野生秋子梨和吉林野生秋子梨群体中，内蒙

古野生秋子梨群体的遗传多样性最低；安萌萌等［16］

采用分子系统学的原理和 AFLP 分子标记技术，对牡

丹江海林市、东宁县和孙吴县 3 个居群的 90 个野生

秋子梨群体遗传结构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课

题组已研究的 3 种野生果树中，Nei 基因多样度（H）

以新疆伊犁野杏最大（0.287），牡丹江野生秋子梨最

小（0.147），新疆野苹果居中（0.262）。表明牡丹江野

生秋子梨的遗传多样性最低；在实地考察过程中发

现，由于农田开垦和乱砍乱伐，在当地已很难找到成

方连片的野生秋子梨分布，遗传多样性已遭到严重破

坏，亟待加强保护［16-19］。进一步研究发现，同一居群

野生秋子梨不同实生株系间在果实形态、糖酸组分及

香气成分上存在广泛的遗传变异，遗传多样性极为丰

富，进一步挖掘利用的潜力巨大；为此，课题组已构建

了野生秋子梨与山农酥梨的杂种分离群体，有关新品

系选育及性状发育机理等相关研究正在进行中［20］。

1.3　红皮梨资源及应用

红皮梨不仅汁多味美，而且外观鲜红，深受消费

to satisfy the annual supply of high-quality pear market，boost consumer confidence and promote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pear industry in China.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tatus，two subjects are suggested in the future 
researches，including：（1）Constantly breeding for elite pear cultivars that represent high-quality，storage-tolerant 
and extremely late maturity，in order to meet the diversified demands in market；（2）unlocking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quality traits from transcription，translation and modification，by taking use of the modern 
molecular biology technologies，which might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pear quality breeding.

Key words： pear；germplasm resources；mechanism of quality traits；mature period breeding；quality 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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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喜爱。东方梨种群中的砂梨（P. pyrifolia（Burm. f.） 
Nakai.）、秋子梨（P. ussuriensis Max.）、白梨（P. bretshneideri 
Rehd.），西方梨种群中的西洋梨（P. communis L.）以

及东、西方杂种新疆梨（P. sinkiangensis Yu）等 5 个

主栽系统中均有红皮梨存在［6］。利用已有种质资

源开展红皮梨种质创新与新品种选育是目前国内外

梨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之一，近几年取得了诸多重

要进展。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以库尔勒

香梨为母本、郑州鹅梨为父本，先后选育出了受到消

费者一致好评的红香酥和红香蜜，以八月红与砀山

酥梨杂交，最新选育出了红梨新品种红宝石；辽宁

省果树科学研究所从南果梨中选出了一个品质优良

的红皮芽变品种南红梨；新西兰从红巴梨与火把梨

亲本组合选育的全红品种‘Papple’，兼具亚洲梨的

松脆多汁、味甜、耐贮藏特性和欧洲梨的芳香风味，

已销往英国等欧洲市场，深受消费者喜爱［6，21-23］。

2　梨果实品质性状遗传及发育机理

2.1　梨果实性状遗传特点

明确果实性状的遗传变异特点是果树育种的基

础。由于果树作物多数自交不亲和、杂合程度高及

童期长等特征，设计专门的试验开展遗传研究比较

困难。因此，根据育种记录总结性状的遗传变异趋

势或倾向是果树作物性状遗传研究的重要特点［2］。

蒲富慎［24］研究结果表明，梨杂种后代果实大小属于

数量性状遗传，果实大小的平均值均小于亲中值。

王宇霖等［25］研究认为，梨果实圆形和扁圆形对圆锥

形和卵圆形似乎为显性，果皮黄绿色对褐色为显性。

李俊才等［26］研究认为，梨果实糖、酸含量均表现为

数量性状，其中糖的遗传传递力平均为 90.8%，而果

实肉质性状表现为质量性状，脆肉对软肉为显性。

Dondini 等［27］分析了 6 个杂交组合西洋梨红皮 / 绿
皮性状分离情况，认为西洋梨红皮 / 绿皮性状为单

基因控制的显性性状，而薛华柏［28］对两个双亲均为

红皮梨的东方梨杂交群体进行分析认为，东方梨红

皮性状属于质量性状，但并不容易简单地用显隐性

关系来解释，红皮梨着色面积和着色程度表现数量

性状特点。

2.2　梨果实品质性状发育机理

石细胞和花色苷分别是梨果实鲜食品质和外观

品质的重要构成因素，而由花色苷、黄烷醇和黄酮醇

等构成的类黄酮，不仅影响梨的外观品质，而且是梨

营养品质的重要构成因素。因此，进一步明确梨果

实石细胞和类黄酮的发育机理，对梨品质育种具有

重要意义。

2.2.1　石细胞　石细胞是由木质素在原生细胞壁上

的沉积及细胞壁的次生增厚而形成。研究发现，砀

山酥梨的木质素和石细胞含量低于京白梨，而砀山

酥梨的石细胞密度和聚合度高于京白梨，导致砀山

酥梨的鲜食品质相对较差［29］；Zhang 等［30］进一步

以砀山酥梨及其低石细胞含量的芽变或自然变异品

种良梨早酥（Lianglizaosu）不同发育时期的果实为

试材进行转录组分析，共检测到包括香豆酰奎尼酸

3- 单加氧酶（C3H）、莽草酸 -O- 羟基肉桂酰基转移

酶（HCT）、阿魏酸 5- 羟化酶（F5H）、肉桂基乙醇脱

氢酶（CAD）和过氧化物酶（POD）等木质素生物

合成相关基因在内的 7203 个差异表达基因；qRT-
PCR 分析发现，砀山酥梨木质素生物合成相关基因

在石细胞含量峰值期（花后 55 d）的表达量显著高

于良梨早酥，表明梨果实的石细胞性状主要受遗传

因素控制，为下一步通过育种手段培育低石细胞含

量的新品种提供了科学依据［29］。

2.2.2　类黄酮　类黄酮化合物不仅是果实色泽的组

成物质和病原体防御物质，而且对人类健康有重要

作用［31］。因此，类黄酮代谢机理是果树领域的研究

热点之一，在苹果上已取得了诸多重要进展［32-37］。

与苹果比较，梨的相关研究报道相对较少，国内主

要集中在南京农业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山东农业大学等单位的有关 
团队［6］。

类黄酮生物合成调控机理的复杂性和转录因子

的多样性是种质特异性和资源遗传多样性的具体体

现。Wu 等［38］以红梨品种及其绿色突变体为试材

进行 cDNA-AFLP 分析，共检测出包括花青素生物

合成及应激和防御反应等在内的 47 个差异表达基

因，并鉴定了一个与幼果期梨果实花青苷合成有关

的基因 PyMADS18；研究发现，MYB10 和 bHLH33
在西洋梨中的表达显著相关，而在东方梨中无协同

表达，这可能是导致西洋梨与东方梨花青苷合成调

控机制不同的一个原因；而 WD40 在西洋梨中与

花青苷含量负相关，在东方梨中与花青苷含量正相

关，认为 WD40 可能是造成西洋梨和东方梨花青

苷合成调控差异的另一个原因［39］。Zhai 等［40］通

过系统发育分析筛选出 18 个与梨果实中类黄酮生

物合成相关的 MYB 转录因子，并对 PbMYB10b 和

PbMYB9 两个转录因子进行了功能验证。在白梨

（P. bretschneideri）群体第 5 连锁群红皮色性状基因

座鉴定了一个对红皮梨花色苷生物合成具有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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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转录因子 PyMYB114，与 ERF/AP2 家族转录因

子 PyERF3 和 PybHLH3 相互作用以共同调控梨花

青素的生物合成［41］。

芽变选种是果树育种的重要途径之一，明确

芽变机理是重要的基础。Feng 等［42］以红色砂梨

品种满天红及其红色芽变奥冠为试材克隆得到了

PyMYB10，并验证了其调控花青苷积累的功能。红

巴梨绿皮芽变与 PcMYB10 启动子甲基化有关，而

早酥梨的红色芽变与 PyMYB10 启动子的去甲基化

有关［43-44］。

3　梨新品种选育

3.1　熟期育种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早、中、晚熟梨的比例为

7∶23∶70，存在晚熟品种比例过大、优质早熟品种相

对缺乏的问题。因此，优质早、中熟梨新品种作为

我国梨育种的重要目标之一，近几年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成就斐然。据王苏珂等［7］的统计，我国 40 家

育种单位近 20 年（1995-2014 年）共选育出梨新品

种 110 个，其中 6、7 月份成熟的早熟品种有 27 个

（24.5%），8 月份成熟的中熟品种有 32 个（29.1%），

9 月份成熟的晚熟品种有 48 个（43.6%），10、11 月

份成熟的极晚熟品种有 3 个（2.7%），早、中熟品种

与晚熟品种的比例为 54∶46，晚熟品种比例过大的

问题已经得到有效解决［6］。

通过对国内近 10 年（2008-2018 年）杂交育

成、并在《园艺学报》或《果树学报》上发表的梨新

品种的统计，结果发现，在 39 个新品种中，果实发

育期在 80~120 d 且 6、7 月份成熟的早熟品种有 17
个，占 46.2%，果实发育期在 130~150 d 且 8 月份成

熟的中熟品种有 12 个，占 30.8%，而果实发育期在

160~180 d 且 9 月上旬至 10 月上旬成熟的晚熟或极

晚熟品种有 9 个，仅占 23.0%，早、中、晚熟品种的比

例为 46∶31∶23，早熟品种的比例接近 1/2（表 1）。

表 1　近 10 年（2008-2018 年）育成的梨新品种
Table 1　New pear cultivars bred over the past ten years（2008-2018）

序号

No.
品种

Cultivars
亲本

Parents
发育期（d）

Development period
成熟期

Maturity
育种单位

Breeding institutions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红酥脆 火把梨 × 幸水 165 晚 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所 ［45］

2 甘梨早 6 四百目 × 早酥 85 极早 甘肃农科院林果花卉所 ［46］

3 甘梨早 8 四百目 × 早酥 95 早 甘肃农科院林果花卉所 ［47］

4 满天红 火把梨 × 幸水 175 极晚 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所 ［48］

5 初夏绿 西子绿 × 翠冠 105 早 浙江农科院园艺所 ［49］

6 华丰 新高 × 幸水 160 晚 中南林业大学 ［50］

7 美人酥 幸水 × 火把梨 165 晚 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所 ［51］

8 寒露梨 延边大香水 × 杭青 135 中 吉林农科院果树所 ［52］

9 寒酥梨 大梨 × 晋酥梨 135 中 吉林农科院果树所 ［53］

10 玉绿 慈梨 × 太白 120 早中 湖北农科院果茶所 ［54］

11 冀玉 雪花梨 × 翠云梨 150 中晚 河北农科院石家庄果树所 ［55］

12 早伏酥 砀山酥 × 伏茄梨 85 极早 安徽农业大学 ［56］

13 早金酥 早酥 × 金水酥 120 早中 辽宁省果树研究所 ［57］

14 红月梨 红茄梨 × 苹果梨 120 早中 辽宁省果树研究所 ［23］

15 早金香 矮香 × 三季梨 90 早 中国农科院果树所 ［58］

16 玉酥梨 砀山酥梨 × 猪嘴梨 160 晚 山西农科院果树所 ［59］

17 晋早酥梨 砀山酥梨 × 猪嘴梨 130 中 山西农科院果树所 ［60］

18 苏翠 2 号 西子绿 × 翠冠 115 早 江苏农科院园艺所 ［61］

19 红香蜜 库尔勒香梨 × 鹅梨 130 中 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所 ［62］

20 玉香 伏梨 × 金水酥 107 早 湖北农科院果茶所 ［63］

21 翠玉 西子绿 × 翠冠 100 早 浙江农科院园艺所 ［64］

22 苏翠 1 号 华酥 × 翠冠 110 早 江苏农科院园艺所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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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No.
品种

Cultivars
亲本

Parents
发育期（d）

Development period
成熟期

Maturity
育种单位

Breeding institutions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23 山农脆梨 黄金梨 × 圆黄梨 150 中晚 山东农业大学 ［66］

24 华幸 大鸭梨 × 雪花梨 160 晚 中国农科院果树所 ［67］

25 中梨 4 号 早美酥 × 七月酥 100 早 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所 ［68］

26 早酥蜜 七月酥 × 砀山酥 80 极早 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所 ［69］

27 寒雅梨 奥利亚 × 鸭梨 120 早中 吉林农科院果树所 ［70］

28 金蜜 华梨 2 号 × 二宫白梨 110 早 湖北农科院果茶所 ［71］

29 中矮红梨 矮香 × 贺新村 100 早 中国农科院果树所 ［72］

30 红宝石 八月红 × 酥梨 145 中 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所 ［73］

31 红日梨 红茄梨 × 苹果梨 130 中 辽宁省果树研究所 ［74］

32 宁霞 满天红 × 幸水 135 中 南京农业大学 ［75］

33 冀酥 黄冠 × 金花 140 中 河北农科院石家庄果树所 ［76］

34 中梨 2 号 栖霞大香水 × 兴隆麻梨 110 中 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所 ［77］

35 山农酥梨 新梨 7 号 × 砀山酥梨 180 极晚 山东农业大学 ［78］

36 新慈香梨 新梨 7 号 × 莱阳慈梨梨 180 极晚 山东农业大学 ［79］

37 新梨 10 号 库尔勒香梨 × 鸭梨 145 中晚 新疆建设兵团第二师农科所 ［80］

38 冀翠 黄冠 × 金花 150 中晚 河北农科院石家庄果树所 ［81］

39 晚玉梨 蜜梨 × 砀山酥梨 160 晚 河北农科院昌黎果树所 ［82］

表 1（续）

3.2　品质育种

提质增效是目前水果产业发展的主旋律，并且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消费者对果品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品质育

种是梨育种的重要方向之一。对优质苹果和桃品种

进行亲本溯源分析结果表明，复杂的遗传背景和丰

富的遗传多样性是杂交亲本选择进行品质育种的 
关键［83］。

石细胞是梨果实特有的性状，也是影响梨果实

鲜食品质的重要因素；而果实的耐贮性不仅是梨

果实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果品变为商品的重

要特性。因此，进一步探讨梨种质资源的果实耐

贮性和石细胞特性及其遗传变异特点对有效开展

梨品质育种具有重要意义。在梨属植物的栽培种

中，欧美国家的西洋梨品种，果实石细胞较少，果肉

细，品质好，但大都具有后熟特性，后熟后的果实质

地变软，耐贮性较差；我国南方的砂梨或日韩梨果

实石细胞较少，果肉细，品质好，也没有后熟特性，

但多数品种采后果肉很容易变软或变绵，耐贮性较

差，质地品质（或鲜食品质）的维持需要非常好的

贮藏条件和较高的生产成本。白梨系统的砀山酥

梨和黄县长把梨等地方名产品种，耐贮性较好，但

果实石细胞较多，果肉粗，多数品质较差；具有东、

西方梨血统的新疆库尔勒香梨品种，不仅果肉细，

几乎没有石细胞，鲜食品质优良，而且耐贮性好，

但果个太小，果心太大，可食率较低，有待进一步 
改良。

对国内近几年以新疆库尔勒香梨为亲本育成

的玉露香、新梨 10 号、红香酥、山农酥和新慈香梨

品种特性进行观察发现，无论是中熟或极晚熟，共

同的特点是果肉细，几乎没有石细胞，鲜食品质

优良，耐贮性好，均具有优质、耐贮的突出优点，

表明新疆库尔勒香梨优质、耐贮的特性遗传能力

很强（表 2）。进一步分析发现，具有鲜食品质优

良、加工性能优异、果个大、极晚熟、耐贮藏、抗性

强等特点的山农酥梨含有新疆梨（P. sinkiangensis 
Yu）、砂 梨（P. pyrifolia（Burm. f.）Nakai.）、西 洋

梨（P. communis L．） 和 白 梨（P. bretschneideri 
Rehd．）4 个 种 的 血 缘（图 1）。 因 此，以 山 农 酥

梨新品种的育种为实施例之一，2015 年申报了

“果树多种源品质育种法”的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510428448.8）。

综上研究结果表明，新疆的库尔勒香梨优质、耐

贮的特性遗传能力很强，是梨品质育种不可或缺的

珍贵种质，而复杂的遗传背景和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是亲本选择进行梨品质育种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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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苹果是我国落叶果树的第一大水果。在 20 世

纪 80-90 年代，由于当时冷库贮藏能力不足、缺乏

1-MCP 等品质维持技术以及亚洲人比较喜欢甜味

为主的品种等原因，当时重点发展了具有优质、晚

熟、耐贮特性的红富士苹果品种；尤其是对红富士

苹果品种持续多代的芽变选种及其商品性状的有效

改良和芽选新品种的大面积推广应用，有效推动了

我国苹果产业的高效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保障了

水果市场的周年供应。在目前我国 3700 余万亩的

苹果园中，近 2590 万亩（70%）是红富士苹果品种，

尽管这是苹果产业“品种单一”的问题，但如果没有

红富士苹果品种的引种和持续多代的芽变选种，就

没有我国当今的苹果产业。因此，优质、耐贮、晚熟

红富士苹果品种的引种和选种是推动我国苹果产业

高效发展的关键［85-86］。

梨是我国落叶果树的第二大水果，市场和消费

者需要更多优质大梨的稳定供应。但在我国目前

的 1800 万亩梨园中，栽培面积排在第一的是晚熟品

种砀山酥梨，约 200 万亩左右，虽然均是地方名产品

种，但石细胞较多，品质较差，不能满足高端市场需

求，一方面果农和经销商的盈利空间均有限，另一方

面，11-5 月份的冬春市场上也主要是品质较差的砀

山酥梨等晚熟品种，挫伤了消费者的消费积极性；

而生产上栽培面积较大的黄冠和翠冠及近几年选育

的优质早熟和中早熟梨品种，均是季产季销的时令

性品种，难以把产业做强做大。综上因素，导致我国

梨产业总体效益不高。

笔者认为，必须参照苹果产业发展的路子，选育

并推广优质耐贮极晚熟梨品种，以满足优质大梨市

场的周年供应，提振消费者消费信心，撬动我国梨产

业高效发展。为此，课题组历经 10 余年的时间，采

用“果树多种源品质育种法”的发明专利技术，育成

了具有鲜食品质优良、加工性能优异、果个大、极晚

熟、耐贮藏、抗性强特点，可以满足高端市场周年供

应需求的山农酥梨新品种。目前，通过校企联合的

方式，已在山东莱芜、泰安、临沂、菏泽、聊城、济宁等

地示范推广 1 万余亩，积极打造“鲁西酥梨”区域公

用品牌及和硕酥梨和临沂怪梨等企业产品品牌，创

表 2　以新疆库尔勒香梨为亲本育成的优质、耐贮梨新品种
Table 2　New pear varieties with high-quality and storage-tolerance bred by use of Korla as parent

序号

No.
品种

Cultivars
亲本组合

Parental combination
成熟期

Maturity
主要特性

Characteristic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玉露香 库尔勒香梨 × 雪花梨 中熟 优质、耐贮 ［84］

2 新梨 10 号 库尔勒香梨 × 鸭梨 中晚 优质、耐贮 ［80］

3 红香酥梨 库尔勒香梨 × 郑州鹅梨 晚熟 优质、耐贮 ［21］

4 山农酥梨 新梨 7 号（库尔勒香梨 × 早酥）× 砀山酥 极晚 优质、耐贮 ［78］

5 新慈香梨 新梨 7 号（库尔勒香梨 × 早酥）× 莱阳慈梨 极晚 优质、耐贮 ［79］

图 1　山农酥梨系谱图
Fig.1　The genealogy of ‘Shannongsu’ 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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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水果产业振兴齐鲁样板，助力乡村振兴［87］。

5　结束语

针对目前我国梨的研究现状，今后应在如下

两个研究领域下功夫：（1）我国早、中、晚熟梨的

比 例 已 由 1994 年 的 7∶23∶70 调 整 到 2006 年 的

20∶28∶52，近 10 年（2008-2018 年）育成的早熟品

种比例接近 50%［49］。因此，应调整育种方向，进一

步加强优质耐贮极晚熟梨新品种的选育，构建以优

质耐贮极晚熟梨新品种为主，优质早、中晚熟品种配

套的品种结构，以满足市场的多样化及周年供应需

求。（2）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从转录、翻译、

修饰等多个层面进一步探讨品质性状发育机理，为

梨品质育种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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