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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苹果、梨、柑橘相比，李和杏并非水

果市场上的“主角”，甚至被归类为“小杂

果”。但其实，李、杏是我国的传统水果，

栽培历史悠久，生命力旺盛，分布范围广

泛。

经过数千年的自然演变和人工选择，

我国各地涌现了各具特色的地方李、杏品

种，它们适宜当地的气候和环境条件，成

为果农的主栽品种和销售市场的主流，例

如辽宁的“盖县大李”、浙江的“槜李”、新

疆的“小白杏”、陕西的“大黄杏”等。

“这些本土李、杏的味道很好，适应性

也强，但成熟后果肉较软，不方便保存和

运输，外观不鲜艳、稳产性不好，在销售市

场上不具竞争力，我们称为‘第一代品

种’。”辽宁农科院果树所所长、李杏育种

团队带头人刘威生告诉记者。

“我们国家虽然有着先天的优势，但

由于以前不重视资源保护和育种研发，品

种改良和产业化程度远落后于其他国

家。”刘威生遗憾地说，“国际上一开始把

李子叫做‘日本李’，杏的拉丁文名字前也

冠以亚美尼亚，这些国家从中国引进原始

品种后进行了创新改良，成功打开了国际

市场。”

目前我国李有2800万亩，分布在全

国各地；杏有2500万亩，主要分布在秦岭

—淮河以北地区，李、杏总共的实存面积

远超种植面积最大的苹果。“虽然面积大、

分布广，但良种化、产业化程度低，商品产

量少，缺少优质的当家品种。”刘威生表

示。

而这些问题并不是李、杏的个例。“我

国是果树资源大国，对世界果树产业作出

了巨大贡献，但主要树种都是以国外品种

为主栽品种。整体研究起步较晚，力量较

弱，加上长期以来投入不足，连续性不够，

许多问题还尚未解决。”中国农科院果树

研究所所长曹永生透露，自主知识产权品

种占比低是我国果业切实存在的问题。

中
国
李

中
国
李
、、杏
何
以
突
围

杏
何
以
突
围
？？

在我国李、杏种质资源的支撑
下，在育种科研人员的接力奋斗下，
一颗颗质优味美、耐贮高抗的国产
李、杏走向了贫瘠的土地、山区的果
园、百姓的餐桌和世界的舞台，为中
国李、杏突出重围闯出了一条充满
希望的道路。

李和杏是我国的本土水果，但
由于育种技术落后，长期以来我国
都缺乏综合性状好、贮运性能强的
本土品种，市场几乎被国外引进的
品种占据。

而以“国馨”李、“国色天香”李、
“国之鲜”杏、“国丰”杏为代表的新
一代李、杏品种，既具备极强的适应
性，适宜我国边远山区和生态脆弱
地区种植，又有极高的商品性，综合
性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40余年来，在我国李、杏种质资
源的支撑下，在育种科研人员的接
力奋斗下，一颗颗国产李、杏走向了
贫瘠的土地、山区的果园、百姓的餐
桌和世界的舞台，为中国李、杏突出
重围闯出了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

新一代李杏能否扳回一局？本土

李、杏如何走向世界？在埋头寻路的过

程中，中国科学家也从未停止向外求索

的步伐。

2011年，刘威生开始担任联合国粮

农组织杏国际合作网国家协调员，又于四

年后成为国际园艺学会杏工作组主席，在

杏种质资源收集、保护、鉴定、评价，杏主

要性状遗传、新品种培育、配套栽培技术

研发、采后商品化处理、综合加工利用等

方面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与培训。

“当今世界种业竞争的实质是科技

竞争，核心是生物育种技术的竞争，中国

生物育种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个

时代的差距。”曹永生表示。目前，我国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果树优异种质、功

能基因、分子标记、全基因组选择、基因

编辑、转基因、智能设计育种等生物育种

的核心种质和前沿原创性技术相对匮

乏，加强技术创新和技术体系建设势在

必行。

作为我国原产的特色果树，同时也

是世界范围内广泛栽培利用的果树，加

大李、杏育种科技攻关力度，实现种业自

立自强的需求非常迫切。刘威生建议，

我们要充分发挥我国的资源优势，进一

步开展李、杏基因资源发掘利用，培育适

应不同生态气候条件的李、杏新品种，提

升李、杏产业化技术研发水平，加快良种

良法配套技术推广应用。

道阻且长，但路在脚下。目前，辽宁

省农科院李杏团队已经储备了一批各具

特点和功用的李、杏品种，早熟的、晚熟

的、不同口感的、适合鲜食的和适合加工

的李、杏将会陆续推出。“希望再过5到

10年，全国种植的李、杏都是我们的新

品种，接着再向全世界推广，让更多人因

此受益，这就是我的愿景。”刘威生说。

（据《农民日报》）

2000年，刘威生成为辽宁农

科院果树所李杏育种课题组的组

长，励志要带领团队培育出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力的优

质李、杏，为我国李、杏园艺化种

植、产业规模化发展作出贡献。

在对“第一代品种”和“第二代

品种”规律的梳理中，刘威生产生

了一个新的灵感：如果能将两者结

合，取长补短，不就能培育出既好

吃又好看，同时耐储存运输、商品

性好的李、杏了吗？在进行大量深

入的考察研究后，刘威生团队形成

了明确的育种思路：用杂交育种的

方式进行“中西合璧”，培育出风味

浓郁、耐贮高抗的“第三代品种”。

经过20余年时间，刘威生团

队共配制李、杏杂交组合152个，

获得杂交实生苗9440余株，从中

筛选出17个综合性状优良的新品

系。在这些优良品系中，经过多

年连续观察，团队成功选育出9个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并

获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权。

和期待中的一样，这些李、杏

品种集“父母”的优点于一身，个

头大、颜色艳丽、风味浓郁，并且

果肉较硬，便于储存和运输，货架

期从原本的一周延长到了一个

月。其中，由“串枝红”杏和“金太

阳”杏杂交而来的“国之鲜”杏在

温室栽培中表现优良，每年4月中

下旬就可成熟，是目前国内唯一

一个已经通过品种审定的露地和

设施兼用的杏新品种。

为了延长李、杏的市场供应

期，在培育适宜设施栽培的李、杏

品种之外，刘威生团队还突破了

一项世界性难题。从盛花期到果

实成熟的这段时间叫果实发育

期，直接关系着水果的上市时间

和市场竞争力。“之前在所有杏品

种中，‘骆驼黄’杏拥有最短的果

实发育期55天，此前国际上没有

人能突破这个数字。”刘威生说，

“而我们的‘国捷’杏属于极早熟

品种，果实发育期只有50天，露地

种植6月初就能上市，既能抢占市

场，又延长了杏的供应时间。”

卧龙泉镇义和村是辽宁省盖

州市东部山区里的一个小村落，

这里九山半水半分田，产业发展

受限，曾经是省级贫困村。2018

年，为进一步发展村集体经济，巩

固脱贫成果，村里开始在山地种

植属于“国峰”李子系列的“国馨”

和“国色天香”。在集体产业的带

动下，村民纷纷在房前屋后栽上

了李子。目前，义和村仅“国峰”

系列李子栽种数量就超过1万棵，

全部达产后，可生产李子20万斤，

产值将突破100万元。

不仅如此，新疆充足的日照

时间和明显的昼夜温差让“国馨”

李得以积累更多糖分，果肉的颜

色更深，还带有浓郁的玫瑰香味，

综合性状更好。等到8月下旬，成

熟的“国馨”李便会被水果公司统

一收购，销往全国各地的市场，出

园价格达30到50元一公斤。

初夏时节，渤海湾边吹来的风

暖意融融。在辽宁省营口市鲅鱼

圈区熊岳镇的国家李杏种质资源

圃，一排排果树已结出青涩的果

实，资历悠久的“前辈”依旧“老当

益壮”，新杂交的“后代”也已长成

挺拔的树苗。熊岳地区位于干旱

落叶果树带、耐寒落叶果树带和温

带落叶果树带的交界区域，大多数

李、杏资源都能够在此舒适生长。

这座园圃占地面积200亩，保

存着来自全国及世界各地的李、杏

种质资源1600余份，是我国唯一

保存李、杏种质资源的专业圃，也

是世界上保存李、杏资源份数最

多、多样性最丰富的资源圃，被誉

为世界最大的李、杏田间基因库，

为我国乃至世界李、杏研究创新和

品种创制提供了重要材料。

“种质资源是粮食安全、生态安

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是原始创新和种业振兴的源泉，更

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性资源。”

刘威生说。作为李、杏的原产国，我

国具有丰富的种质资源，这意味着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的育

种工作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们除了要保护李、杏种质

资源的多样性，还要让这种多样性

能够解决问题，运用在产业上，帮

助人们获得更好的育种材料，培育

更好的新品种。”辽宁农科院果树

所副所长、李杏团队成员、资源考

察小队带头人刘硕说。因此，研究

人员一边不断给资源圃“扩容”，一

边加快研究利用的步伐，对现有资

源进行多样性评价和精准评价。

在分子标记技术的帮助下，团队掌

握了李、杏果实大小、外观、香味、

甜度、成熟期、抗性等主要经济性

状的遗传规律，为更高效、精准的

杂交育种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果业缺少
优质当家品种

世界最大的李、杏田间基因库在此

早果、浓香、耐贮、高抗的
第三代李、杏诞生

如何突围

刘威生（左）在广东省信宜市钱排镇梭垌村山地

李园指导农户。

“国色天香”李

“国丰”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