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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果梅种质资源主要性状的鉴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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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阐述了广东省果梅种质资源的果实主要性状、生物学特性和植物学特征 (主要包括栽培类型、果形、果重、肉质、果

实可食率、果实内含物、果核核尖尖度、果实成熟期、花、树型和抗病性等 ) ,结果表明: ( 1)广东果梅种质资源变异广泛, 蕴含有

大量可供生产利用的优良种质; ( 2)栽培上有白梅、青梅、红梅和黄梅 4类; ( 3)成熟期 4月上旬至 5月上旬,为我国最早熟的

品种群。并介绍了优良品种的选育和推广利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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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Fruit main characters, b iolog 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bota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apricot

germplasm resources(Prunusmume Sieb. et Zucc. ) in Guangdong prov ince were e laborated, w hich inc luded cu ltivar

type, fru it shape, fruitw e igh,t flesh tex ture, fru it ed ib le rate, fru it inc lusion, sharp degree o f fru it stone, fru itm aturity

stage, flow er, tree shape and d isease resistance, etc. The results show ed tha:t ( 1) therew ere w ide variations in japa-

nese apricot germplasm resourc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wh ich con tained a large number o f ex cellent germplasm

for production. ( 2) Japanese aprico t germp lasm resourc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cou ld be classed into four types:

w hite, green, red and yellow japanese apr ico.t ( 3 ) The ir maturity stages w ere betw een early April and early M ay,

w hich w as the earliest g roup in Ch ina. M oreover, breeding, promotion and utilization of exce llen t varieties w ere also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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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物种质资源是品种改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原
始材料,对其进行正确的分析和评价,是合理利用的

前提。果梅 (P runus mum e S ieb. et Zucc. )原产我

国
[ 1]
,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 经过数千年的栽培驯

化和选择,形成了适应不同气候特点、丰富多彩的种

质资源。广东为南亚热带果梅生态群
[ 2]
, 拥有大量

的农家品种和优异种质资源,从 20世纪 80年代开

始,经过育种工作者的不断收集和整理,对广东果梅

种质资源的 100多项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进行调

查与分析,筛选特优种质, 并提供育种和生产利用,

对提高我国果梅原料和产品质量、增强出口创汇能

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为广东收集保存的 50份果梅资源, 包

括育成品种 10份, 农家品种 35份, 野生种质 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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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时以 1个居群为 1份 )。于 2005-2008年在各

品种生育期, 分别测定果形、果重、肉质、果实可食

率、果实内含物、果核核尖尖度、果实成熟期、花、树

型和抗病性等,每份资源调查 5株, 3次重复。

果实内含物质的测定
[ 3 ]
:维生素 C的测定用 2,

6-二氯靛酚法 ( GB 6195-86 ); 可溶性固形物的测

定用折射仪法 ( GB 12295-90 ); 总可滴定酸度的测

定用中和滴定法 ( GB 10474-89); 可溶性总糖、还原

糖的测定用斐林试剂法 (参照 GB /T 6194-86); 不溶

性膳食纤维的测定用 GB /T 5009188-2003; K、P、
M g、Ca元素的测定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 GB /T 5009112-2003)处理样品, 5中国药典 62005

年版一部附录 X ID法测定
[ 4]
。

2 结果与分析

按照果梅种质资源的调查方法和记载标准
[ 5 ]
,

对 50份果梅资源进行了果实主要性状、生物学特

性、植物学特征的观察、描述和统计 (表 1)。

211 栽培类型

在栽培上,曾勉
[ 6 ]
按果色将杭州塘栖的梅分为

白梅、青梅和花梅 3类。褚孟嫄
[ 2 ]
把果梅补充为白

梅、青梅和红梅 3类。根据本文对广东果梅的调查

分析, 将其补充修改为以下 4种类型。

21111 白梅类  未熟果或将熟果淡绿色,成熟果呈

黄白色, 不带橙色。这类品种有白梅、潮安白梅、台

湾白梅。

21112 青梅类  未熟果或将熟果绿色或深绿色,阳
面偶有红晕,成熟果黄色, 绝不变黄白色。这类品种

较多, 占总数的 44%, 如大核青、横核、皱叶梅、鹅

素、青水梅和新白梅等。

21113 红梅类  未熟果或将熟果黄绿色,阳面呈紫
红色或红色,成熟时果面红晕覆盖面 30% ~ 70%甚

或全果面。这类品种占总数的 36% , 如软枝大粒

梅、白粉梅、青竹梅、硬枝大粒梅、桃梅、李梅等。

21114 黄梅类  未熟果或将熟果绿色, 果顶绿黄

色,成熟时呈深浅程度不同的橙色。这类品种有普

宁黄梅、黄白梅和沙梅。

212 主要性状的鉴定评价
21211 果形  对广东果梅种质资源的观察,其果形

有圆形、短椭圆形、卵圆形、卵形和倒卵形等。果形

为圆形、短椭圆形和卵圆形的果实饱满, 商品性较

好,所占的比率为 9117%。卵形和倒卵形, 果实渐
尖,商品价值较差, 这类果形所占的比率较少, 为

813%。果实缝合线存在深浅不一和两侧果肉是否

均厚,商品上以缝合线浅、丰圆的为好,这类果所占

的比率多达 9313% ; 缝合线深、两侧果肉不均匀的
类型,商品性较差, 所占的比率为 617%。
21212 果重  在果实重量性状的调查统计中, 以

16~ 2519g的中型果比率稍多, 占总数的 4618%, 商
品上也以这类果的需求量最大;其次是 7~ 1519g的
小果类型,占 3813% ; 26~ 35g的大果品种占 1419%
(图 1)。

21213 肉质  肉质主要表现在纤维含量和接近成
熟时果实的硬度, 肉质细嫩、纤维细而少的品种占

总数的 70% , 肉质较粗糙的品种占 30%左右; 红

梅类品种肉质大多较细嫩, 青梅类品种肉质稍粗

糙。但肉质在近熟时硬脆的很少, 一般是青梅类

的品种。因此,果梅的采收应根据加工制品的不同

要求确定其采收期, 如加工酥梅,在七成熟时采收;

加工半干梅和咸水梅, 在八、九成熟时采收; 加工梅

酒, 在九成熟时采收; 加工梅酱, 在九成熟至充分成

熟时采收。

21214 果实可食率  可食率是梅果商品的重要性

状, 在果梅资源中变化较大。作为外销果品,可食率

要求在 90%以上,这类品种的出现率约为 64% (图

2)。果肉占果重百分率 93%以上的优株有白梅、潮

安白梅、矮白梅、沙梅、桃梅、三排早、三排选一、三排

选二、山溪选一、黄白梅、黄枝梅、大横核和浙江大

叶青。

图 1 果实大小的分布

F ig. 1 The d istr ibu tion of fru it size

图 2 果实可食率的分布

F ig. 2 The d istribu tion of fru it edib l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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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5 果实内含物  经统计分析, 广东果梅的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为 610% ~ 1010% , 总糖含量为
012%~ 112% , 总酸含量为 415% ~ 710%, 维生素 C

的含量为 019% ~ 218% (表 2)。多数表现是可溶性

固形物 710% ~ 910% (图 3 ), 糖 018% 左右, 酸
510%~ 610% (图 4) ,维生素 C 215%左右。总酸含
量低于四川梅, 四川果梅的含酸量大多为 610% ~
710% [ 3]

。含酸量低的果梅适宜制作梅坯, 含酸量

偏高的则作饮料较好。糖含量相对较高的, 鲜食和

加工皆宜,这类品种较少,仅沙梅和李梅, 含糖量分

别为 1117%和 1116%。另外, 果肉苦涩是不良性
状, 这类品种的比率约占 35%左右。

果梅含糖量低 ( 018% 左右 ) 而含酸量高

( 415% ~ 710% ),糖酸比值极低 ( 0109~ 0120) ,是名
符其实的低糖高酸水果, 可用于加工天然食品酸味

剂原料。果梅果肉中矿物质成分 K ( 1112 @ 103 ~
217 @ 103mg /kg)、P( 172~ 220mg /kg)、Mg( 5916 ~
7317mg /kg)和 Ca ( 3113~ 68mg /kg )含量较高, 因
此, 果梅又是天然的生理碱性食品, 能中和酸性食

物, 使血液呈微碱性,维持人体的健康状况。

表 2 供试种质果实内含物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fru it inclusion

品种

V ariet iy

可溶性固形物 (% )

Solub le olid s

总糖 (% )

Total sugar

总酸 (% )

T otal acid

VC

( m g/100m l)

品种

V ariet iy

可溶性固形物 (% )

S olub le solids

总糖 (% )

Total sugar

总酸 (% )

Total acid

VC

( m g/100m l)

白梅 610 0181 4177 210 白粉梅 8158 0189 5137 418

台湾白梅 610 0181 4177 210 黄梅仔 716 0190 5166 213

潮安白梅 518 0180 3155 212 黄枝梅 714 0184 4190 216

大青梅 810 1105 6103 313 腊梅 712 0179 4199 217

矮白梅 615 0183 4177 110 李梅 810 1116 5128 212

白头鹰 810 0126 5157 212 木瓜梅 810 0178 5159 215

大核青 810 0127 6117 217 软枝大粒梅 8159 0189 5150 212

大横核 810 0163 5178 211 软枝乌叶梅 610 0176 5103 210

鹅素 818 0161 6172 211 三排早 810 1104 6128 019

核梅 1010 0172 6158 215 三排选一 610 0150 5103 112

横核 610 0129 5153 117 三排选二 610 0152 4177 117

皇后梅 710 0140 5153 210 山溪选一 710 0151 5128 211

火梅 810 0158 5136 217 山溪选二 610 0153 4177 213

青水大肉梅 710 0172 4184 215 山溪选三 610 0149 4152 112

清水梅 810 0182 5180 216 桃梅 615 0173 4177 212

双水梅 715 0127 5144 216 胭脂梅 710 0124 5133 211

天水梅 812 0146 6154 215 硬枝大粒梅 716 0137 5183 218

天水大肉梅 715 0144 5153 215 竹梅 710 0131 5119 215

新白梅 812 0157 6133 211 黄白梅 715 0138 5159 218

杏梅枝 810 0168 5199 212 黄梅 710 0175 4175 212

中横核 812 0165 5192 215 沙梅 810 1117 5126 210

皱叶梅 810 0165 6195 218 水源山 1号 716 0128 5110 212

沅江全福青梅 710 0173 5103 215 水源山 2号 718 0155 5176 217

浙江大叶青 710 0151 5128 215 新野 3号 712 0148 5113 212

新野 4号 710 0131 4150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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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分布

Fig. 3 The d istribution of so lub le solids con ten t

图 4 总酸含量的分布

F ig. 4 The d istr ibu tion of tota l ac id con ten t

21216 果核核尖尖度  果核核尖尖度是外销梅干

和梅坯的重要经济性状指标,核尖尖锐刺手的为不良

性状。梅尖尖度多与果顶形状有关,一般果顶圆钝,

特别是圆平、柱点下凹的,核尖短小。统计结果为:核

尖合格的品种约占 74%,急尖的占 36%。核尖平、不

明显的品种极少,特异优株有新兴县的沙梅,其果顶

圆平、柱点微下凹,核尖不明显或偶有小突起。

21217 果实成熟期  对广东果梅品种资源的观察

表明,果梅开花期在 12月上旬至次年 1月上旬,早熟

品种 4月上旬成熟, 晚熟品种 5月上旬成熟,多数品

种 4月中下旬成熟,是我国果梅最早熟的品种群。其

中红梅类品种成熟期最早,青梅类品种成熟期稍迟。

21218 花  从花色和花的结构来看,果梅野生种质

与栽培品种均没有明显的差异,都为白色、单瓣。

21219 树型  果梅有树姿开张和直立的类型, 开张

枝的角度大,超长枝少,节间较短。直立类型的超长

枝长, 幼年树超长枝常达 115m以上, 数量也多, 以
致树体高大,栽培管理工作量大。开张树型是一种

较好的树型,一般出现率很低, 优株有软枝类型的软

枝大粒梅、白粉梅、大青梅和新白梅。树型矮化开张

的特异品种有普宁矮白梅,该品种枝条斜平生长,针

状枝和短果枝多而密, 着生于斜平生长枝组的基部

两侧,平展呈 /鱼刺状0,形成密集的结果枝群, 梅果

密集分布在树冠中下部, 树冠开张矮化, 丰产稳产,

易于采摘。

212110 抗病性  黑星病是果梅的常见病, 外销梅

果要求果面上黑点不超过 3个。调查中发现, 耐黑

星病的梅树有白粉梅、软枝大粒梅和大青梅,较耐黑

星病的优株有白梅、潮安白梅和新白梅。

213 优良新品种的选育
21311 白粉梅  从普宁市高埔镇龙堀村的果梅农

家品种中选出的优系。该品种树型开张,呈杯状,成

枝力强, 枝条密, 短果枝占 7617%; 叶片长椭圆形,
叶基广楔形,叶尖渐尖, 略歪斜;幼叶紫红色,成叶绿

色。花密而多,乳白色; 花萼淡绛紫色; 雄蕊与雌蕊

等高,完全花。果实近圆形, 大小较整齐, 单果重

24126g, 纵径 3169cm,横径 3157cm,侧径 3133cm;果
顶锥形,有小尖顶突起, 黄绿色,果肩平,缝合线不显

著, 浅而窄、两侧较对称。果皮黄绿色, 阳面偶有淡

红色晕,中等厚,中韧,难剥离;果肉浅黄白色,细脆,

汁少,味酸,无苦涩味。可溶性固形物 8158% ,总酸量
5137g /100m ,l维生素 C 4181mg /100m ,l总糖 0189g /
100m l。粘核,核基楔状,核尖急尖, 无核翼。果实可

食率 9015%。梅果腌制过程中, 果皮不破裂、色泽
浅, 是近年加工梅坯出口的理想品种。

在普宁地区栽培,初花期为 12月中旬, 盛花期

12月下旬至次年 1月初, 终花期 1月上旬至中旬,

果实成熟期 4月上中旬。

树势健壮,抗逆性和适应性强。种植后第 3年

开始结果,平均株产 312kg, 第 4年平均株产 610kg,
第 5年平均株产 915kg,第 6年平均株产 2116kg, 折
667m

2
产 648kg, 大小年不明显。

21312 软枝大粒梅  从普宁市高埔镇龙堀村的青

竹梅群体中选出的优株。该品种树姿较开张, 枝梢

较软垂, 属软枝类型, 成枝力强, 枝条密, 短果枝占

7014% ;叶片椭圆形, 叶基广楔形, 叶尖细尾状, 扭
曲; 幼叶紫红色,成叶浓绿色。花密而多,乳黄白色;

花萼淡绛紫色;花药粗大,雄蕊略高于雌蕊, 完全花。

果实近圆形, 大小整齐, 单果重 26149g, 纵径
3171cm,横径 3168cm, 侧径 3149cm; 果顶圆, 顶点突
出明显, 浅黄绿色, 果肩稍斜, 缝合线明显、浅而中

宽、两侧较对称; 梗洼较深广。果皮黄绿色,阳面呈

淡红色点状晕;果皮中厚,较强韧,难剥离;果肉淡黄

色, 肉质紧实、细, 汁少, 风味酸, 无苦涩味。可溶性

固形物 8159%, 总酸量 515g /100m ,l 维生素 C

212mg /100m1,总糖 0189g /100m l。粘核,核基楔状,
核尖急尖, 无核翼。果实可食率 9016%, 是制梅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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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甜酥梅的优良品种。

该品种树势健壮,抗逆性和适应性强,抗病能力

较强。在普宁地区栽培, 12月下旬始花, 次年 1月

中旬盛花, 1月下旬初末花, 果实 4月下旬成熟。早

结丰产, 种植后第 3年开始结果, 平均株产 315kg,
第 4年平均株产 713kg,第 5年平均株产 1110kg,第
6年开始进入丰产期,平均株产 2515kg,折 667m

2
产

765kg,大小年不明显。

21313 新白梅  从新兴县果梅实生群体中选出的
优系。该品种树势强壮, 树型开张,呈自然半圆形。

枝条密度中等, 中短果枝比例占 71%。叶片椭圆

形,浓绿,幼叶紫红色。花密而多,白色,花萼淡绛紫

色,雄蕊与雌蕊等高, 完全花比例占 91%。果实近

圆形, 大小较整齐,单果重 2119g,可食率 9112% ,果
皮浅黄绿或浅绿白色,果肉细脆,风味浓酸,味清,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 812%, 总糖 0157g /100m ,l总酸量
6133g /100m l。在广东新兴县, 11月下旬现蕾, 12月
中旬始花、下旬盛花, 次年 1月上旬初末花, 4月中

旬果实成熟。适应性和抗逆性强,耐瘠力强,幼果期

抗冷风、雨能力较强, 果实较抗黑星病。丰产稳产,

6~ 8年每株产 2216~ 3315kg,大小年不明显。
21314 大青梅  从普宁市大坝镇葫芦地村的梅园

中选出的大果、高产优良单株, 该品种树型开张,呈

杯状, 成枝力强, 枝条密, 短果枝占 8818%, 叶片倒
卵形, 叶基圆形,叶尖急尖, 略歪斜;幼叶浅紫红色,

成叶浓绿色。花密而多, 乳白色;花萼淡绛紫色;花

药粗大, 雄蕊高于雌蕊, 完全花。果实卵圆形, 大小

均匀整齐, 果大, 单果重 32g, 纵径 3192cm, 横径
3182cm,侧径 3161cm;果顶微突,顶点小, 浅黄绿色,
果肩斜,缝合线不显著,浅而窄,两侧较对称;梗洼中

深、中宽。果皮黄绿色,有光泽, 阳面偶有淡紫红色

点状彩晕, 皮薄, 难剥离; 果肉淡黄色, 肉质紧实细

脆,汁量中, 味清,无苦涩味。可溶性固形物 810% ,
总酸量 6103g /100m ,l维生素 C 313mg /100m ,l总糖
1105g /100m l。粘核, 核基宽楔状, 核尖突尖, 无核
翼。果实可食率 9217%, 在腌制加工过程中果皮不
易破裂,制成的梅坯皮色特别好,是制梅坯良种。

树势壮旺,抗病性较好,适应性强。在普宁地区

栽培, 1月初始花,盛花期为 1月中旬, 1月下旬谢花,

果实 4月下旬成熟。坐果率高, 极丰产, 种植后第 3

年开始结果,平均株产 415kg,第 4年平均株产 12kg,

第 5年平均株产 1815kg, 第 6年开始进入丰产期, 平

均株产 35kg,折 667m
2
产 1050kg,大小年不明显。

21315 矮白梅  从普宁市白粉梅群体中选出的优

株。该品种果实短椭圆形、端正, 大小均匀整齐, 单

果重 2314g, 果顶圆形, 顶点小, 果肉厚, 质脆, 风味
浓酸, 无苦涩味。可溶性固形物 615%, 总酸量
4177g /100m ,l维生素 C 110mg /100m1, 总糖 0183g /
100m l。核小肉厚,果实可食率高达 9516%。
树势健壮,树冠矮化开张,树姿平略下垂, 枝条

斜平生长, 针刺状结果枝及短果枝多而密生, 占

8615% ;叶片厚、浓绿, 花朵壮, 密而多, 完全花率
96%。在普宁地区种植, 12月下旬始花, 次年 1月

上旬盛花, 1月中旬谢花,果实 4月中下旬成熟。

适应性强,抗流胶病能力较强,极丰产, 6~ 12年树

平均株产 20~ 28kg,最高株产 45kg,大小年不明显。

214 优良品种的推广利用
选育出的优良新品种白粉梅、软枝大粒梅和新

白梅以及优良新株系大青梅和矮白梅,目前已在揭

阳、潮安、陆河、新兴等广东果梅主产区推广种植

1107万 hm
2
以上,成为广东果梅的主栽品种及主要

的出口梅制品品种,每年出口梅干半成品和梅制品

215万 ~ 310万 ,t产值 310亿 ~ 316亿元, 是广东出
口创汇最多的水果品种。

3 讨论

311 果梅类型
广东果梅品种资源丰富, 栽培上有白梅、青梅、

红梅和黄梅 4种类型。红梅类和黄梅类品种肉质多

细嫩,且含酸量较低 (较青梅类 ) , 适宜加工优质梅

坯, 特别是果皮浅黄白色的白粉梅、白梅和大青梅,

品质优,加工成品色泽好,是最优质的制梅坯品种。

312 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果梅属亚热带落叶果树, 其生长发育对环境因

子特别是温度有较高的要求
[ 7 ]
。果梅落叶后, 需要

低于 7e 的温度 900~ 1200h完成休眠, 休眠后花芽

迅速膨大而充实
[ 8]
。果实发育期需要温暖、阳光充

足而平稳的天气, 低温阴雨寡日照和变温剧烈对坐

果及果实发育极不利
[ 9]
。在新兴县选育出的新白

梅品种抗逆性和适应性强,对低温要求不高,在地处

南亚热带、我国果梅栽培南缘区域的新兴县栽培

( 10- 11月花芽分化期, 平均气温 2211e ; 2-4月果
实发育期,阴雨天多、阳光不足、气温变化大 ), 其坐

果率高,丰产稳产, 果实耐黑星病能力较强。

313 物候期

果梅开花期是落叶果树中最早的
[ 10 ]
。江苏、浙

江和安徽一带一般 2月中下旬初花, 3月上中旬盛

花, 3月中下旬终花;果实成熟期为 5月下旬至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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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旬
[ 2]
。广东果梅品种群开花期一般在 12月上

旬,终花期在次年 1月上旬, 早熟种 4月上旬成熟,

晚熟种 5月上旬成熟,中熟品种 4月中下旬成熟,为

我国最早熟的品种群。果梅物候期有由低纬度向高

纬度 (北半球由南向北 )延迟的趋势。

314 树型
发现的普宁矮白梅是果梅中仅有的矮化品种类

型,其枝条斜平生长,针状枝和短果枝多而密, 着生

于斜平生长枝组的基部两侧,形成密集的结果枝群,

这是我国果梅资源中珍贵的矮化遗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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