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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桃作为20世纪人工驯
化栽培野生果树中最早最有成
就的树种之一，近年来随着其营
养价值的逐步挖掘与推广，特别
是其富含维生素C，在市场上受
到了消费者的青睐。

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全世界
猕猴桃属植物品种十分丰富，众
多品种除外观形状有明显区别
外，就连颜色和味道也是各种各
样，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下，猕猴
桃家族仍在不断扩大。

各种奇特的猕猴桃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

8月12日，记者来到西安植
物园，在彩色猕猴桃种质资源圃
内，见到了猕猴桃大家族中不少

“奇怪”的品种，它们不仅有有毛
和无毛之分，外皮和果肉也是五
颜六色。

西安植物园副研究员张莹
告诉记者，这里面的百十株猕猴
桃新品种有1.0版本、2.0版本，
也有3.0版本，将来还会有更新、
更优质的产品。

这些奇特的猕猴桃品种到
底是怎么来的？原来，张莹和科
研团队对彩色猕猴桃的研究始
于2008年，当年，他们在秦岭山
中的鄠邑区海拔1400-1700米
的地方发现了果皮、果肉色彩呈
紫红色且口感极佳的野生紫果
型猕猴桃。于是，就有了将这种
特别品种引种到海拔400米的平
原地区的想法，经过人工杂交、
扩大繁殖、植株变异等科学手

段，“秦紫1号”诞生了。时间到
了2012年，张莹和他的团队在解
决了新品种从高山到平原的引
种成活的问题后，开始不断对具
有水果潜力的资源进行发掘。
历经3年，紫色猕猴桃2.0升级版

“仙紫光”孕育成功。这种果子
较“秦紫1号”个头稍大一些，单
果重量能达到14克，果肉颜色更
深，呈黑紫色。

此后，通过选取更加具有高
抗性的砧木（嫁接繁殖时承受
接穗的植株）和更多品种相结
合的方式，2020年彩色猕猴桃
3.0 版“秦紫玉”上新。“好的砧
木能够给果树提供良好的营养
基础，搭配好的种质资源就能
够孕育出好的成果。”张莹说，
目前，彩色猕猴桃种质资源圃
内已成功栽培出陕西猕猴桃、
京梨猕猴桃、绿球宝猕猴桃等
十多个品种。

如此好看的猕猴桃为何在市场上很少见

采访中，记者发现这些奇特
的猕猴桃品种从外观到口味都
千差万别，果实大都如葡萄一般
呈串状，形状有圆柱形、卵形、倒
卵形、球形……果肉颜色存在从
白色、绿色、黄色、黄橘色、紫色、
深紫色的广泛变异；果皮从光滑
无毛到刺毛猕猴桃的长硬毛；果
实风味更是酸、甜、苦、辣、麻应
有尽有。

“虽然有些品种的猕猴桃并
不能直接食用，但其具有耐水、
耐旱、耐寒等特性，就可作为很

好的砧木，成为高品
质猕猴桃生长

的根基。”
张 莹 告
诉 记
者 ，
根

据 不
同 品 种

的特性，结
合陕西各地区

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他和科
研团队在鄠邑区、蓝田县、黄龙
县、西乡县等地建立试验示范
区，通过配套栽培技术，不断提
升果品品质。

“既然已经培育出这么多新
品种的猕猴桃，为什么在市场上
却很少见到？”面对这样的问题，
张莹解释道，这是因为这些新品
种都是软枣猕猴桃，也叫作奇异
莓，单果个头较小，不及传统猕
猴桃；果皮仅由厚的角质层和下
皮细胞组成，在生长发育和采后
运输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机械损
伤、病虫害的侵染，贮藏过程中
也更容易失水导致果皮皱缩，且
货架期短，这些因素导致大规模
商品化难以开展。

目前，科研团队为了提高新
品种猕猴桃品质，正在对猕猴桃
进行分子鉴定、基因分析，积极
探索猕猴桃性状的遗传基础，希
望通过基因工程手段改善其果
实性状，获得具有多种优良性状
和优秀品质的猕猴桃品种。另
外，科研过程是漫长的，需要通
过不断扩大新品种适合的产区，
使其具有稳定性与一致性，果
实、品状大面积种植后不发生改
变，不论种在哪里，得出的果实
都是一样的。

（据《西安日报》）

夏末秋初，正值草莓苗繁
育的关键时期，也是冬季草莓
鲜果生产的准备期，频繁出现
局部强对流天气，对草莓生产
将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为确
保草莓种苗供应的质量和数
量，保证冬季鲜果生产，果农需
要做好以下管理。

保证排水畅通

雨前检查园区沟渠是否排
水通畅，如有淤堵尽快疏通。对
于排水不畅的地块，要及时开挖
排水沟。如已遭涝害，及时开沟
排水，尽可能缩短水淹时间。

田间管理

肥 水 管
理 。 初 秋 停
止施用氮肥，
改 喷 0.5% 的
磷酸二氢钾，
并 适 当 控 制
水分。

化 学 控
制 。 初 秋 喷
150毫克/升多
效唑 1 次，促

进秧苗老熟。
除草。以人工除草为主。人

工除草可结合打老叶、病叶进行，
也可与中耕松土保墒同时进行。

植株管理。匍匐茎抽出
后，及时摆蔓，使匍匐茎向垄面
均匀伸展。将匍匐茎前端用少
量细土压向地面，生长点外露；
及时去掉母株的花序，及时去
掉老叶及病残叶片；每株保留
30-50个匍匐茎苗，每亩合格
苗控制在4万株以内，多余苗
在未扎根之前尽早摘除，并清
除生长在垄沟里的生产苗。

（据科普中国）

葡萄生长和结果消耗了大
量养分，易使园地土壤板结，树体
养分不足。因此，葡萄采摘后，果
农要及时补充葡萄树体的营养，
防治病虫害，实现葡萄优质稳产。

深翻改土

葡萄采摘前后，根系会出现
快速生长高峰。秋翻虽然会伤
根，但此时温度较高，伤根后容易
愈合，而且秋季有一定的降水，有
利于根系生长茂盛，增加树体养
分积累。一般全园隔年、隔行深
翻为宜，深翻深度一般为30-40
厘米，中翻深度为10-15厘米，翻
耕时间以果实采收后越早越好。

施足基肥

葡萄施基肥，一般结合园土
深翻进行，以施充分腐熟的猪牛
粪等有机肥为主，适量增施磷肥、
氮肥，补施钾肥。时间一般在葡
萄采摘后至落叶前施用最好。每
年施肥应在不同位置进行，一般多
采取沟施或穴施。施肥沟一般距
主干50-70厘米，深为30-40厘
米。穴施是将原植株穴位逐年扩
大，扩穴位置要挖通，不留隔墙。盛
果期的葡萄树每株一般施有机肥
50公斤左右，加尿素1公斤、磷肥2

公斤和钾肥1-2公斤；幼龄树和
老龄树要酌情合理少施或重施。
施肥后及时盖土，施肥沟（穴）填平，
若遇天气干旱，可结合灌溉施肥。

保叶施肥

采摘葡萄后，还可喷施 1
次磷酸二氢钾+尿素混合液。
对缺微肥的果园，应视情况叶
面喷施微肥，每隔15天喷施1
次，连喷2-3次即可。

适当修剪

葡萄采后一般不要摘叶和
除梢，尽量保留健壮的枝叶。田
间作业时，防止机械损伤枝叶，保
证枝蔓正常生长成熟。

防治病虫

葡萄采摘后也是病虫害发
生的高峰期。首先要及时剪除
病虫枝、弱枝和摘除病虫害叶，
剪下的枝条和落叶要清扫并集
中烧毁，消灭越冬病、虫蛹；其次
是清洁果园，主干涂白，以消灭
寄主病菌、虫蛹；第三是喷药封
园，在葡萄落叶前喷1-2次石
硫合剂，杀灭潜伏在树上的病虫
菌害，减少次年病虫危害基数。

（曹立耘）

抓好葡萄秋管
实现连年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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