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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壳山核桃主栽品种花期观察及品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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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薄壳山核桃〔Ｃａｒｙａ ｉｌｌｉｎｏｉｎｅｎｓｉｓ (Ｗａｎｇｅｎｈ.) Ｋ. Ｋｏｃｈ〕８ 个主栽品种的花期以及 ８ 个主栽品种和 １２ 个开花

结实表现较好的品种的雌花可授期和雄花散粉期进行观察ꎬ确定品种配置方案ꎮ 结果显示:薄壳山核桃 ８ 个主栽

品种的花期基本在 ４ 月中下旬至 ５ 月中上旬ꎮ ‘波尼’(‘Ｐａｗｎｅｅ’)的初花期最早ꎬ‘金华’(‘Ｊｉｎｈｕａ’)的初花期最

晚ꎮ ‘马罕’(‘Ｍａｈａｎ’)的终花期最早ꎬ‘金华’的终花期最晚ꎮ ‘波尼’和‘卡多’(‘Ｃａｄｄｏ’)雌花的盛花期持续时

间为 １５ ｄꎬ其余 ６ 个主栽品种雌花和雄花的盛花期持续 ５ ~ ９ ｄꎮ ‘波尼’、‘卡多’、‘曼丹’(‘Ｍａｎｄａｎ’)和‘苏普锐

尔’(‘Ｓｕｒｐｒｉｚｅ’)的可授期持续 １１~１４ ｄꎮ 总体上看ꎬ‘波尼’和‘卡多’的可授期与其余主栽品种的散粉期重叠ꎬ且
二者的散粉期与其余主栽品种的可授期重叠ꎮ ‘金华’的可授期与‘马罕’、‘绍兴’ (‘ Ｓｈａｏｘｉｎｇ’)、‘威奇塔’
(‘Ｗｉｃｈｉｔａ’)、‘斯图尔特’(‘Ｓｔｕａｒｔ’)和‘特贾斯’(‘Ｔｅｊａｓ’)的散粉期重叠ꎮ ８ 个主栽品种的散粉期持续 ５~ ７ ｄꎬ其
中ꎬ‘波尼’的散粉期最早开始ꎬ‘金华’的散粉期最晚开始ꎮ ‘金华’、‘威奇塔’、‘斯图尔特’、‘特贾斯’、‘曼丹’和
‘苏普锐尔’可以作为‘波尼’和‘卡多’的授粉树ꎬ‘波尼’、‘卡多’、‘曼丹’和‘苏普锐尔’可以作为‘马罕’、‘绍
兴’、‘威奇塔’、‘斯图尔特’和‘特贾斯’的授粉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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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ｅｃａｎ 〔Ｃａｒｙａ ｉｌｌｉｎｏｉｎｅｎｓｉｓ (Ｗａｎｇｅｎｈ.) Ｋ. Ｋｏｃｈ〕ꎻ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ꎻ ｒｅｃｅｐｔｉｖｉｔ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ꎻ
ｐｏｌｌｅｎ ｓｈｅｄｄ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

　 　 薄壳山核桃〔Ｃａｒｙａ ｉｌｌｉｎｏｉｎｅｎｓｉｓ (Ｗａｎｇｅｎｈ.) Ｋ. Ｋｏｃｈ〕又名

美国山核桃、长山核桃ꎬ公开发布的品种有上千个ꎬ主要推广

品种约 ５０ 个[１] ꎮ 薄壳山核桃果仁营养价值和含油率高ꎬ树干

材性良好ꎬ树体笔直美观ꎬ综合价值很高[２－４] ꎮ 中国引进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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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已有百余年ꎬ种植地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５] ꎮ
开花物候受温度、湿度和光照多种气候因子影响ꎮ 温度

升高可导致植物的春季物候提前ꎬ如温度升高会造成山桃

〔Ｐｒｕｎｕ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 (Ｃａｒｒｉèｒｅ) Ｆｒａｎｃｈ.〕始花期提前[６] ꎮ 物候期

正式开始前的温度变化对物候的影响更大[７] １５３ꎬ如刺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Ｌｉｎｎ.)对始花期前 ２ 月至 ３ 月的最高温

度和最低温度有不同程度的响应[７] ６８ꎮ 日照时长和空气相对

湿度会导致开花物候发生变化[８] ꎬ且不同植物的响应表现不

同ꎮ 薄壳山核桃的花期也受栽植地气候影响ꎬ不同地区同一

薄壳山核桃品种的花期不同ꎬ不同栽植年份的花期也略有差

异[９]ꎬ[１０] １５ꎮ 目前对江苏地区薄壳山核桃开花物候的研究较

少ꎬ观察品种数量不足ꎬ导致该地区在生产实践中品种配置不

合理ꎬ这是导致薄壳山核桃种植园低产的重要原因之一[１１] ꎮ
由于不同父本的花粉对同一母本授粉的坐果率差异极显

著[１２] ꎬ建园前合理配置品种既可以保证园内雌花和雄花间充

分杂交授粉ꎬ又可以提高坐果率ꎬ进而提高经济收益[１３] ꎮ 本

研究对薄壳山核桃 ８ 个主栽品种的花期进行调查研究ꎬ并对

比 ８ 个主栽品种及其他 １２ 个开花结实表现较好的品种的雌

花可授期和雄花散粉期ꎬ旨在为建园品种选择与配置提供理

论依据ꎬ为提高薄壳山核桃果园产量提供基础资料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地概况

研究地位于江苏省句容市后白镇张庙村的南京林业大学

薄壳山核桃基地(东经 １１９°０９′０６″、北纬 ３１°５２′４５″)ꎬ属北亚热

带中部季风气候ꎮ 所在地区年平均气温 １５.２ ℃ꎬ１ 月份平均

气温 ４.５ ℃ꎬ７ 月份平均气温 ３０.０ ℃ꎻ年均降水量 １ ０５８.８ ｍｍꎬ
降水量分布不均ꎬ年际、年内差异明显ꎬ年内降水量主要集中

在 ５ 月份至 ９ 月份ꎮ 研究地位于矮山丘陵地区ꎬ土壤类型属

黄棕壤ꎬ土壤酸碱度中性偏酸ꎮ
１.２　 材料

研究材料均为接穗株龄 ８ ａ、砧木株龄 １０ ａ 的薄壳山核桃

嫁接苗ꎬ株距 ６ ｍ、行距 ８ ｍꎮ ８ 个主栽品种包括 ‘波尼’
(‘Ｐａｗｎｅｅ’)、‘马罕’ (‘Ｍａｈａｎ’)、‘绍兴’ (‘Ｓｈａｏｘｉｎｇ’)、‘金
华’(‘Ｊｉｎｈｕａ’)、‘卡多’ (‘Ｃａｄｄｏ’)、‘威奇塔’ (‘Ｗｉｃｈｉｔａ’)、
‘斯图尔特’(‘Ｓｔｕａｒｔ’)和‘特贾斯’ (‘Ｔｅｊａｓ’)ꎻ另有 １２ 个开

花结实表现较好的品种ꎬ包括‘曼丹’(‘Ｍａｎｄａｎ’)、‘尼克罗’
(‘Ｎａｃｏｎｏ’)、‘肖肖尼’ (‘Ｓｈｏｓｈｏｎｉ’)、‘奥多姆’ (‘Ｏｄｏｍ’)、
‘金奥瓦’ (‘Ｋｉｏｗａ’)、‘波赛尼克’ (‘ Ｐｏｄｓｅｄｎｉｋ’)、‘德西拉

布’ (‘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 ‘ 福 克 特 ’ (‘ Ｆｏｒｋｅｒｔ ’)、 ‘ 莫 愁 ’
(‘Ｍｏｃｈｏｕ’)、‘萨莫’ (‘ Ｓｕｍｍｅｒ’)、 ‘ １４８’ 和 ‘苏普锐尔’
(‘Ｓｕｒｐｒｉｚｅ’)ꎮ 每个品种选择 ３ 株生长状况基本一致、无病虫

害、树冠开阔、光照充足的植株作为标准株进行观察ꎮ
１.３　 方法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份至 ５ 月份ꎬ观察 ２０ 个薄壳山核桃品种的开

花物候ꎮ 结合莫正海等[１４]和章理运等[１５]的标准ꎬ自雌花和雄

花萌发第 １ 天起ꎬ观察 ８ 个主栽品种雌花和雄花的形态和开

花数量ꎬ定向、定枝、定时观察薄壳山核桃开花物候表现ꎮ 雄

花的花期分为初花期(全树第 １ 穗雄花花序变黄ꎬ花瓣张开ꎬ
花药散粉)、盛花始期(雄花变黄ꎬ２５％花药散粉)、盛花中期

(２５％~７５％花药散粉)、盛花末期(７５％ ~ １００％花药散粉)和

终花期(全树第 １ 穗雄花花药变黑)ꎮ 雌花的花期分为初花期

(全树第 １ 朵雌花花序柱头呈“Ｖ”字型且分泌黏性物质)、盛
花始期(２５％花开放)、盛花中期(２５％ ~ ７５％花开放)、盛花末

期(７５％~１００％花开放)和终花期(全树第 １ 朵雌花的二裂柱

头夹角不再变大ꎬ开始出现黑点且萎蔫)ꎮ 雄花或雌花先进入

初花期均记为花期开始ꎮ 记录各时期起始日期并计算花期持

续时间(初花期到终花期的天数)和盛花期持续时间(盛花始

期到终花期的天数)ꎮ
参考黄国帅[１０]１３的标准观察 ２０ 个薄壳山核桃品种的雌

花可授期和雄花散粉期ꎮ 将标准株的树冠分为上、中、下３ 层ꎬ
在各层东、南、西、北 ４ 个方向分别选择 ２ 个带叶量中等ꎬ长度、
粗细和带花量接近的枝条作为标准枝ꎮ 标准枝上雄花开始散

粉记为散粉期开始ꎬ雄花开始变黑记为散粉期结束ꎻ标准枝上

的雌花柱头开始分泌黏液记为可授期开始ꎬ雌花柱头干涸记

为可授期结束ꎮ 若某一品种雄花花药散粉的开始时间在雌花

柱头分泌黏液的开始时间之前ꎬ该品种为“雄先型”ꎻ反之ꎬ则
为“雌先型” [１６] ꎮ
１.４　 数据统计

利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和作图ꎮ

２　 结果和分析

２.１　 薄壳山核桃 ８ 个主栽品种的花期

结果(表 １)显示:‘波尼’的雄花最早进入初花期(４ 月 １０
日)ꎬ‘金华’的雄花最晚进入初花期(４ 月 ２１ 日)ꎬ二者相差 １１
ｄꎮ ‘卡多’的雄花最早进入终花期(５ 月 ８ 日)ꎬ‘金华’的雄花

最晚进入终花期(５ 月 ２１ 日)ꎬ二者相差 １３ ｄꎮ ８ 个主栽品种

雄花的初花期均早于雌花ꎬ其中ꎬ‘卡多’、‘波尼’和‘斯图尔

特’雄花的初花期分别早于雌花 １７、１６ 和 １５ ｄꎬ其余 ５ 个主栽

品种雄花的初花期早于雌花 １０~１３ ｄꎮ ‘波尼’和‘卡多’雄花

的盛花始期至终花期 ４ 个时期均早于雌花ꎬ其余 ６ 个主栽品

种反之ꎮ ‘波尼’ 和 ‘卡多’ 雌花的盛花期持续时间较长

(１５ ｄ)ꎬ其余 ６ 个主栽品种雌花和雄花的盛花期持续时间为

５~９ ｄꎮ ‘波尼’、‘绍兴’、‘金华’和‘卡多’雄花的盛花期持续

时间短于雌花ꎬ‘马罕’雌花和雄花的盛花期持续时间相同ꎬ其
余 ３ 个主栽品种雄花的盛花期持续时间长于雌花ꎮ ８ 个主栽

品种雄花的花期持续时间均长于雌花ꎮ ‘波尼’、‘金华’、‘威
奇塔’和‘斯图尔特’雄花的花期持续时间在 ３０ ｄ 及以上ꎬ‘卡
多’雄花的花期持续时间最短(２４ ｄ)ꎮ ‘波尼’雌花的花期持

续时间最长(２４ ｄ)ꎬ‘马罕’雌花的花期持续时间最短(９ 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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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薄壳山核桃 ８ 个主栽品种的花期观察结果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ｅｉｇｈｔ ｍａ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 Ｃａｒｙａ ｉｌｌｉｎｏｉｎｅｎｓｉｓ (Ｗａｎｇｅｎｈ.) Ｋ. Ｋｏｃｈ１)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花
Ｆｌｏｗｅｒ

开花日期(ＭＭ－ＤＤ)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 ｄａｔｅ (ＭＭ￣ＤＤ)

Ⅰ Ⅱ Ⅲ Ⅳ Ⅴ

ｔ１ ｔ２

波尼 ＭＦ ０４－１０ ０４－３０ ０５－０２ ０５－０６ ０５－０９ ９ ３０
Ｐａｗｎｅｅ ＦＦ ０４－２６ ０５－０４ ０５－１０ ０５－１５ ０５－１９ １５ ２４
马罕 ＭＦ ０４－１８ ０５－１１ ０５－１２ ０５－１５ ０５－１６ ５ ２９
Ｍａｈａｎ ＦＦ ０４－２８ ０５－０１ ０５－０２ ０５－０５ ０５－０６ ５ ９
绍兴 ＭＦ ０４－１９ ０５－０９ ０５－１２ ０５－１４ ０５－１５ ６ ２７
Ｓｈａｏｘｉｎｇ ＦＦ ０４－２９ ０５－０２ ０５－０３ ０５－０６ ０５－０９ ７ １１
金华 ＭＦ ０４－２１ ０５－１５ ０５－１７ ０５－１９ ０５－２１ ６ ３１
Ｊｉｎｈｕａ ＦＦ ０５－０４ ０５－０９ ０５－１２ ０５－１３ ０５－１６ ７ １３
卡多 ＭＦ ０４－１５ ０５－０２ ０５－０４ ０５－０７ ０５－０８ ６ ２４
Ｃａｄｄｏ ＦＦ ０５－０２ ０５－０４ ０５－０９ ０５－１７ ０５－１９ １５ １８
威奇塔 ＭＦ ０４－１６ ０５－１０ ０５－１５ ０５－１６ ０５－１８ ８ ３３
Ｗｉｃｈｉｔａ ＦＦ ０４－２９ ０５－０２ ０５－０３ ０５－０６ ０５－０８ ６ １０
斯图尔特 ＭＦ ０４－１３ ０５－０７ ０５－０９ ０５－１３ ０５－１６ ９ ３４
Ｓｔｕａｒｔ ＦＦ ０４－２８ ０５－０３ ０５－０５ ０５－０８ ０５－１０ ７ １３
特贾斯 ＭＦ ０４－１６ ０５－０７ ０５－１０ ０５－１２ ０５－１３ ６ ２８
Ｔｅｊａｓ ＦＦ ０４－２６ ０５－０２ ０５－０３ ０５－０５ ０５－０７ ５ １２

　 １)ＭＦ: 雄花 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ꎻ ＦＦ: 雌花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 Ⅰ: 初花期 Ｆｉｒｓｔ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ꎻ Ⅱ: 盛花始期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ｆｕｌｌ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ꎻ
Ⅲ: 盛花中期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ｆｕｌｌ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ꎻ Ⅳ: 盛花末期 Ｔｈｅ
ｅ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ｆｕｌｌ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ꎻ Ⅴ: 终花期 Ｆｉｎａｌ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ｔ１: 盛
花期持续时间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ｌｌ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ｄ)ꎻ ｔ２: 花期持续时
间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ｄ) .

２.２　 薄壳山核桃 ２０ 个品种的雌花可授期和雄花散粉期

结果(图 １)显示:‘波尼’、‘卡多’、‘曼丹’和‘苏普锐尔’
　 　 　

为雄先型ꎬ其余 １６ 个薄壳山核桃品种为雌先型ꎮ ８ 个主栽品

种中ꎬ‘马罕’的可授期最早开始ꎬ‘金华’的可授期最晚开始ꎮ
‘波尼’和‘卡多’的可授期在 ５ 月 ４ 日至 ５ 月 １７ 日之间ꎬ分别

持续 １２ 和 １４ ｄꎬ这 ２ 个品种的可授期分别与其余 ７ 个主栽品

种的散粉期重叠ꎮ ‘马罕’、‘绍兴’、‘威奇塔’和‘特贾斯’的
可授期在 ５ 月 １ 日至 ５ 月 ６ 日之间ꎬ持续 ４~ ５ ｄꎻ‘斯图尔特’
的可授期在 ５ 月 ３ 日至 ５ 月 ８ 日ꎬ持续 ６ ｄꎻ‘金华’的可授期

在 ５ 月 ９ 日至 ５ 月 １３ 日ꎬ持续 ５ ｄꎮ ‘波尼’散粉期最早开始ꎬ
‘金华’的散粉期最晚开始ꎮ ８ 个主栽品种的散粉期持续 ５~ ７
ｄꎮ ‘波尼’和‘卡多’的散粉期在 ４ 月 ３０ 日至 ５ 月 ７ 日之间ꎬ
这 ２ 个品种的散粉期分别与除‘金华’外的其余 ６ 个主栽品种

的可授期重叠ꎻ‘马罕’和‘威奇塔’的散粉期在 ５ 月 １０ 日至

５ 月 １６ 日之间ꎬ‘绍兴’的散粉期在 ５ 月 ９ 日至 ５ 月 １４ 日ꎬ‘斯
图尔特’和‘特贾斯’的散粉期在 ５ 月 ７ 日至 ５ 月 １３ 日之间ꎬ
‘马罕’、‘绍兴’、‘威奇塔’、‘斯图尔特’和‘特贾斯’的散粉

期与 ‘金华’ 的可授期重叠 ３ ~ ５ ｄꎻ ‘金华’ 的散粉期在

５ 月 １５ 日至 ５ 月 １９ 日ꎬ与‘卡多’的可授期重叠 ３ ｄꎮ
除 ８ 个主栽品种外的 １２ 个开花结实表现较好的品种中ꎬ

‘曼丹’和‘苏普锐尔’的可授期分别持续 １１ 和 １３ ｄꎬ与 ８ 个主

栽品种的散粉期总体上有不同程度的重叠ꎬ与‘威奇塔’和‘斯
图尔特’的散粉期重叠时间最长ꎬ达 ７ ｄꎮ ‘肖肖尼’、‘奥多

姆’、‘波赛尼克’、‘德西拉布’、‘福克特’和‘莫愁’的可授期

持续 ６~９ ｄꎮ 这 １２ 个品种的散粉期总体持续 ４~７ ｄꎮ
根据 ２０ 个品种的散粉期和可授期ꎬ‘马罕’、‘绍兴’、‘威

　 　 　

图 １　 薄壳山核桃 ２０ 个品种的雌花可授期和雄花散粉期观察结果
Ｆｉｇ. １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ｃｅｐｔｉｖｉｔ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ｅｎ ｓｈｅｄｄ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ｏｆ ２０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

Ｃａｒｙａ ｉｌｌｉｎｏｉｎｅｎｓｉｓ (Ｗａｎｇｅｎｈ.) Ｋ. Ｋｏ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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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塔’、‘斯图尔特’、‘特贾斯’、‘尼克罗’、‘金奥瓦’、‘波赛

尼克’和‘德西拉布’９ 个品种可以作为‘金华’的授粉树ꎮ 以

上 １４ 个品种及‘金华’、‘曼丹’、‘肖肖尼’、‘奥多姆’、‘福克

特’、‘萨莫’、‘１４８’和‘苏普锐尔’可以作为‘波尼’和‘卡多’
的授粉树ꎬ且‘波尼’与‘卡多’可互为授粉树ꎮ ‘波尼’、‘卡
多’、‘曼丹’和‘苏普锐尔’可以作为‘马罕’、‘绍兴’、‘威奇

塔’、‘斯图尔特’和‘特贾斯’的授粉树ꎮ

３　 讨论和结论

本研究中薄壳山核桃 ８ 个主栽品种的花期基本在 ４ 月中

下旬到 ５ 月中上旬ꎮ 与赣西地区[９] 相比ꎬ本研究所在地江苏

句容的‘波尼’、‘马罕’和‘金华’的初花期较晚ꎬ‘卡多’和

‘威奇塔’的初花期较早ꎮ 与云南大理地区[１７] 相比ꎬ本研究中

‘波尼’、‘金华’和‘卡多’的初花期较晚ꎬ‘绍兴’的雌花花期

持续时间更长ꎬ花期持续时间相差 ７ ｄꎮ 浙江桐庐地区[１０] １５

‘波尼’、‘马罕’、‘绍兴’和‘金华’雄花的初花期在 ４ 月下旬

至 ５ 月初ꎬ分别比本研究晚 １３、１４、１５ 和 １３ ｄꎻ‘马罕’、‘绍兴’
和‘金华’雌花的初花期分别在 ４ 月 ２１ 日、４ 月 ２５ 日和 ４ 月

２８ 日ꎬ分别比本研究早 ５、４ 和 ６ ｄꎮ 本研究中‘波尼’的花期

与豫南地区[１５]接近ꎮ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提供的近 ５ 年气象

数据ꎬ云南 ４ 月份和 ５ 月份的月平均温度与江西和江苏相差

不大ꎬ但其 ２ 月份和 ３ 月份的月平均温度高于江西和江苏ꎬ推
测开花物候之前的温度是影响开花物候的主要因子ꎬ这与陆

佩玲[７]１５１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ꎮ
本研究与左继林等[９] 和何的明等[１８] 的研究结果均表明

‘波尼’和‘卡多’散粉期的较早ꎬ能够满足大部分雌先型品种

的授粉需求ꎬ大部分雄先型品种也能够满足这 ２ 个品种的授

粉需求ꎮ ‘金华’、‘威奇塔’和‘德西拉布’散粉期的开始时间

比张瑞等[１９]的观察结果推迟 ５~６ ｄꎮ 综合考虑作者所在课题

组前期对供试 ２０ 个薄壳山核桃品种果实品质的调查结果ꎬ并
保证主栽品种在雌花可授期内能够充分授粉ꎬ建议选择散粉

期连续的‘金华’、‘威奇塔’、‘斯图尔特’、‘特贾斯’、‘曼丹’
和‘苏普锐尔’作为‘波尼’和‘卡多’的授粉树ꎬ选择‘波尼’、
‘卡多’、‘曼丹’和‘苏普锐尔’作为‘马罕’、‘绍兴’、‘威奇

塔’、‘斯图尔特’和‘特贾斯’的授粉树ꎮ 此外ꎬ‘曼丹’、‘奥
多姆’、‘波赛尼克’、‘德西拉布’、‘福克特’、‘莫愁’和‘苏普

锐尔’的可授期也较长ꎬ且与多个品种的散粉期重叠ꎻ‘苏普

锐尔’的散粉期与大部分品种的可授期重叠ꎬ能够满足多数品

种的授粉需求ꎬ可以将这些品种作为建园品种配置的备选ꎮ
在实际生产实践中观测到ꎬ‘曼丹’、‘尼克罗’和‘莫愁’的结

实量和果实品质表现优异(未发表数据)ꎬ可以对这 ３ 个品种

的果实品质进行深度分析ꎬ补充良种资源库ꎮ ‘金华’对煤污

病的感病指数较低但果实体积较小[２０] ꎬ后期可以通过杂交育

种或分子辅助育种等技术改进‘金华’的果实性状ꎬ或利用杂

种优势将‘金华’的抗病性赋予其他品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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