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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农业大学 园艺学院，四川 成都６１１１３０）

　　摘　要：‘蜀都蜜’是由‘金花’×‘早酥’杂交选育出的早熟砂梨新品种。该品种树势中

庸，树姿半开张；一年生枝条呈黄褐色，皮孔小且分布稀疏；叶片长椭圆形，叶缘锐锯齿；每花

序５～９朵花，花药浅粉红色，花柱高于花药，以短果枝结果为主。果实呈纺锤形，果面光洁，
黄绿色，果点小；平均单果质量２３１．５ｇ；果肉白色，肉质细脆，石细胞少，风味甜蜜浓郁，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１３．７％，可溶性糖含量８．４３％，可滴定酸含量０．２２％，果实硬度８．３４ｋｇ·ｃｍ－２。
在成都崇州地区于３月上旬开花，７月上旬果实成熟，果实发育期约１１５ｄ；适应性与抗性较

好，生物学性状和经济性状稳定，适宜在四川、重庆等平原和丘陵砂梨生态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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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在我国的栽培历史悠久、分布范围广泛，是
重要的经济果树之一，其果实富含有机酸、维生素

　　　　　　　　　

和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有着很高的营养价值

和药用价值，深受人们的喜爱［１］。梨 的 栽 培 种 类

及品种丰富，性状表现各有不相同，又因各地区气

候、地势等自然条件的差异而又逐渐形成了各具

特色的梨产业区［２］。四川盆地是优质的早熟梨产

区，其独具特色的地理生态优势和其复杂多样的

地理条件，使得相同梨品种的果实成熟期比长江

中下游地区提早１０～２０ｄ［３］，然而四川盆地目前

种植的梨树品种多于２０世纪育成，如今品种老化

现象严 重、缺 乏 改 良 创 新，面 临 着 果 肉 粗 糙、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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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淡等品质退化问题［４－５］，不利于发挥出四川盆地

的早熟梨生产优势。四川农业大学梨育种团队以

早熟优质、果面绿色光洁、抗病性强、免袋省力化

栽培为育种目标开展梨优新品种选育，以期为四

川省梨果产业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品种保障。

１　选育经过

四川农业大学梨育种团队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选用‘金花’为母本，‘早酥’为父本进行杂交，获得

杂种 实 生 苗１３５株。１９９７年 杂 种 苗 开 始 试 花 结

果，经在育种地（雅安雨城区）多年观察，编号“９０－
４－２１”单株表现早熟，其果肉脆密，汁液多，风味甜

蜜浓郁，暂定名‘蜀都５号’。２０１２年开始分别在

雅安雨城区、成都崇州市和广元苍溪县通过高接

换种开展区域性试验，经多年观察鉴定，该品种经

济性状等各项指标表现较好且一致，适应性和抗

病性较好。２０２１年 申 请 了 农 业 农 村 部 非 主 要 农

作物品种登记，２０２２年６月 通 过 登 记，登 记 编 号

ＧＰＤ梨（２０２２）５１００１１，命名为‘蜀都蜜’。

２　主要性状

２．１　植物学特征

　　树势中庸，树姿半开张。一年生枝条向阳面

呈黄褐色，平均节间长度３．７９ｃｍ；皮孔小且分布

稀疏；花瓣５～８瓣，圆形，相 对 分 离；每 花 序５～
９朵花，花药浅粉红色，花柱高于花药，雌蕊５个，
雄蕊２０～２４个；叶面平展，绿色，呈长椭圆形，平

均长度１２．１ｃｍ，平均宽度６．９ｃｍ，叶柄平均长度

５．２ｃｍ，叶缘锐锯齿。

２．２　果实经济性状

果实形状为纺锤形，平均果实纵径７９．４１ｍｍ，
平均横径７５．７８ｍｍ，平均果梗长２３．７８ｍｍ，平

均单果质量２３１．５ｇ；果面光滑呈黄绿色，仅梗洼

周围少量果锈，果点少；果肉白色，石细胞少，质地

细腻、脆、汁液多、风味甜蜜浓郁；果心比率平均为

２１％，可食率 高；可 溶 性 固 形 物 含 量 为１３．７３％，
可 溶 性 糖 含 量 为 ８．４３％，可 滴 定 酸 含 量 为

０．２２％，果实硬度为８．３４ｋｇ·ｃｍ－２，果实品质上

等（表１）。

２．３　生长结果习性

‘蜀都蜜’幼树树势较强，连续稳定结果后树

势趋于中庸，自花不结实，需配置授粉树，以短果

枝组结果为主，无采前落果和裂果现象。定植３年

后开始 结 果，定 植 第５年 进 入 稳 产 期，在 株 行 距

３ｍ×４ｍ时，每６６７ｍ２ 平均产量约为１　６００ｋｇ。

表１　‘蜀都蜜’与对照‘早酥’的果实经济性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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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ｎｇｔｈ

／ｍｍ

果梗长

Ｓｔｅｍ　ｌｅｎｇｔｈ

／ｍｍ

果梗粗

Ｓｔｅｍ　ｔｈｉｃｋ

／ｍｍ

果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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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皮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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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硬度

Ｆｉｒｍｎｅｓｓ

／（ｋｇ·ｃｍ－２）

果心比率

Ｃｏｒｅ　ｒａｔｉｏ

／％

肉质

Ｆｌｅｓｈ　ｔｅｘｔｕｒｅ

风味

Ｆｌａｖｏｒ

石细胞

Ｓｔｏｎｅ　ｃｅｌｌ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可溶性固形物

Ｓｏｕｂｌｅ　ｓｏｌｉｄ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可溶性糖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ｕｇａ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可滴定酸

Ｔｏｔａｌ　ａｃ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蜀都蜜’‘Ｓｈｕｄｕｍｉ’ ８．３４　 ２１ 细脆 甜 ０．１９　 １３．７３　 ８．４３　 ０．２２

‘早酥’‘Ｚａｏｓｕ’ ７．０６　 ２６ 细到中 偏酸 ０．６８　 １１．４０　 ７．７７　 ０．２５

　　在成都崇州地区，‘蜀都蜜’于２月下旬开始

花芽萌动，３月初始花期，３月上旬盛花期，３月中

旬落花，花期持续７ｄ左右，３月中下旬抽发新梢，
果实７月 上 中 旬 成 熟，果 实 发 育 期１１５ｄ左 右，

１１月中下旬落叶，营养生育期２３５ｄ左右。

２．４　丰产性

在成都崇州地区种植的株行距为３ｍ×４ｍ，
授粉品种为‘翠 冠’，定 植３年 开 始 有 产 量，定 植

５年进入稳 产 期。在 同 等 条 件 下，‘蜀 都 蜜’稳 产

后的第１年６６７ｍ２ 产 量 为１　４７２．５ｋｇ，比 对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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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 冠’增 产 ２．１５％；第 ２ 年 ６６７ ｍ２ 产 量 为

１　６２０．９ｋｇ，比 对 照‘翠 冠’增 产２．０４％。‘蜀 都

蜜’丰产性较好，为保证丰产稳产、提高果实品质，
盛果期大树必须进行疏花疏果，疏花以２个花序

间距２０～２５ｃｍ为宜。

２．５　适应性与抗逆性

２０１７年以来，‘蜀都蜜’在雅安、成都崇州、苍

溪栽培时，均表现出耐高温高湿、结果稳定、果实

成熟早、果品好的优点。抗黑斑病、黑星病和轮纹

病，适应能力强，适宜在四川、重庆等平原和丘陵

砂梨相似生态区种植。

３　栽培技术要点

以高标准建园，尽量选择土壤肥沃的砂壤土，
每６６７ｍ２ 施 用 充 分 腐 熟 的 有 机 质 肥 料２　０００～
２　５００ｋｇ，以株行距２．０～３．０ｍ×３．５～４．０ｍ定

植，可选用‘翠冠’‘丰水’等品种作为授粉树，配置

比例５∶１。
‘蜀都蜜’幼 树 生 长 较 快，以 轻 剪 为 主，多 拉

枝，应在结果前按照疏散分层形或开心形整形，培
养牢 固 骨 架 和 结 果 枝 组，及 时 修 剪 重 叠 枝、徒 长

枝、内膛枝等。花芽易于形成，应注意疏 花 疏 果，
开花前疏除瘦小 花 芽 或 花 后７ｄ疏 除 瘦 小、畸 形

果，同时加强肥水管理，花后可追肥１次，秋后补

充基肥，原则上以腐熟的有机肥为主，再合理配置

化学肥料。
生产中应加强果园排水，改善树体通风透光，

采后及时喷布杀菌剂，加强病害防治。防止过早

落叶及二次叶和二次花。
（品种图见封二）

参考文献
［１］　杨立，秦仲麒，伍涛，等．我 国 梨 育 种 技 术 及 其 发 展［Ｊ］．南 方

农业，２０１９，１３（２９）：１１－１２．
［２］　李亮，王玺．中国梨产业省际竞争力综合评价［Ｊ］．北方园艺，

２０２２（１）：１２９－１３４．
［３］　刘仁道，邓国涛，范理璋，等．十个早熟梨品种引种比 较 试 验

［Ｊ］．中国南方果树，２００７，３６（４）：６７－６９．
［４］　董星光，田路明，曹玉芬，等．我国南方优势产区梨品 种 主 要

品质性状评价［Ｊ］．西南农业学报，２０１２，２５（５）：１８１１－１８１７．
［５］　范理璋，邓国涛，刘仁道，等．利用四川独特的生态优 势 发 展

以早熟梨为 主 的 优 质 梨 产 业［Ｊ］．中 国 果 业 信 息，２００７，２４（６）：

１６－１７．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ａ　Ｎｅｗ　Ｐｅａ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ｈｕｄｕｍｉ’

ＧＵＩ　Ｒｕｉ，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ＬＩ　Ｓｈａｎｌｉｎ，ＬＩＵ　Ｙｏｎｇｑ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　Ｙｕｎｔｉｎｇ，ＴＡＮＧ　Ｈａｏｒｕ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　６１１１３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ｈｕｄｕｍｉ’ｉｓ　ａ　ｎｅｗ　ｅａｒｌｙ－ｒｉｐｅｎｉｎｇ　ｐｅａ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ｂｒｅｄ　ｂｙ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Ｊｉｎｈｕａ’× ‘Ｚａｏｓｕ’．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ｒｅｅ　ｐｏｓ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ｒｅｅ　ｐｏｓｔｕｒｅ　ｈａｌｆ　ｏｐｅｎ．Ｔｈｅ　１－ｙｅａｒ－ｏｌｄ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ｙｅｌｌｏｗｉｓｈ　ｂｒｏｗｎ，

ｗｉｔｈ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ｎｔｉｃｅｌ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ｒｓ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Ｌｅａｖｅｓ　ｌｏｎｇ　ｏｖａｌ，ｌｅａｆ　ｍａｒｇ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ｓｅｒｒａｔｅｄ；ｅａｃｈ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５－９ｆｌｏｗｅｒｓ，ａｎｔｈｅｒ　ｌｉｇｈｔ　ｐｉｎｋ，ｓｔｙｌｅ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ｅｒ，ｗｉｔｈ　ｓｈｏｒｔ　ｆｒｕｉｔ　ｂｒａｎ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ｕｉｔ　ｓｐｉｎｄｌｅ－ｓｈａｐｅｄ，ｓｍｏｏｔ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ｙｅｌｌｏｗ－ｇｒｅｅｎ，ｓｍａｌｌ　ｆｒｕｉｔ　ｓｐｏｔｓ；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ｒｕｉ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ｓ　２３１．５ｇ．Ｔｈｅ　ｆｌｅｓｈ　ｉｓ　ｗｈｉｔｅ，ｃｒｉｓｐ，ｌｅｓｓ　ｓｔｏｎｅ　ｃｅｌｌｓ，ｓｗｅｅｔ　ａｎｄ　ｒｉｃｈ　ｉｎ　ｆｌａｖｏｒ．Ｔｈｅ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ｏｌｉｄ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ｆｔｅｒ）ｉｓ　１３．７％，ｔｈｅ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ｕｇａ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ｓ　８．４３％，ｔｈｅ　ｔｉｔｒａｔａｂｌｅ　ａｃ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ｓ
０．２２％，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ｉｓ　８．３４ｋｇ·ｃｍ－２．Ｉｔ　ｂｌｏｏｍ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ｍ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Ｊｕｌｙ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ｚｈｏｕ，Ｃｈｅｎｇｄｕ．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１１５ｄａｙｓ．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ｓ
ｇｏｏ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ｉｔｓ　ｓｔａｂｌｅ，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ｈｉｌｌｙ　ｐｅａ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ｅａｒ；ｎｅｗ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ｅａｒｌｙ　ｒｉｐｅｎｉｎｇ；ｆｒｅｓｈ－ｅａｔｉｎｇ

０６１ 北　方　园　艺　　　　　　　　　　　１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