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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只为 一树金一树金
□本报记者 张辉

系列报道

福建
有种

最近，福清市一都镇善山村果农陈文明，从
报纸上看到福建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选育出的
白肉枇杷新品种——“中白”刚刚通过专家评
审。这让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对接引种。种了 38
年枇杷的陈文明深知品种对于产业的重要性。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省农科院果树研
究所致力于枇杷育种，先后选育出 10 多个新品
种，推动枇杷产业发展。从一粒枇杷，我们可以
看到种业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

品种效应

小满时节，一都镇枇杷产季已进入尾声。陈
文明忙着采摘最后一批晚熟枇杷。这些年，老陈
换过很多品种，但“早钟 6号”一直是当家品种。

一都镇是全省三大枇杷主产区之一，该镇
地处福清西北山区，曾是福清最晚脱贫的乡镇。

20世纪80年代，福建启动“两水”开发。其中
的“一水”指的是利用山地优势，发展水果产业。

哪种果树是一都的“摇钱树”呢？老百姓试
种过青梅、芙蓉李、油柰、柑橘，最后选中了枇杷。

陈文明的堂叔陈依扬是一都镇种植枇杷第
一人，是果农眼中的“枇杷大王”。20 世纪 80 年
代初，他从莆田引种 200 多株“解放钟”。作为当
时最流行的地方品种，“解放钟”最大的特点是
个头大，“一粒果就有一两多重”，在市场上一斤
能卖 10多元。

靠着枇杷，陈依扬摘掉了“全村第五穷”的
帽子。这也让陈文明跃跃欲试。1985 年，他引种
500多株“解放钟”，3年后挂果。

村民的自发实践，得到了福州市扶贫工作
组的认可。工作组在调研中发现：一都镇拥有独
特的山地气候，昼夜温差大，雾多风小，种出来
的枇杷个大、肉厚、汁多、味甜。于是，镇里向上
争取扶贫资金，免费供应枇杷苗。

在扶贫工作组的引导下，一都镇首批种植
3000 亩枇杷。除了“解放钟”，工作组还从浙江
黄岩引进了“大红袍”。但在市场的选择中，“解
放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解放钟”虽好，但成熟期晚，在福州地区一
般要 4 月下旬才集中上市。陈文明心想，如果能
有又早熟又好吃的品种就好了。

1996 年，陈文明听说莆田涵江庄边一带已
大 面 积 种 植 可 提 前 一 个 多 月 挂 果 的“ 早 钟 6
号”，果肉细腻，一斤能卖十几二十元。他二话不
说，骑着摩托车，赶到 50 多公里外的庄边买穗
条。当年正月嫁接，第三年便开始挂果。

“早钟 6号”每年 3月初就能上市，与晚熟的
“解放钟”正好无缝衔接。陈文明还记得，当时汕
头来的贩子抢着收购。有了新的拳头产品，陈文
明的枇杷事业越做越大，高峰时，种植规模达到
2500多株。

从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开始，一都镇枇杷产
业迎来了黄金期，种植规模增加至 5 万多亩，成
为仅次于莆田、云霄的福建第三大枇杷主产区。

良种时代

陈文明那时还不知道，帮助一都脱贫摘帽
的“早钟 6 号”，是国内第一个人工有性杂交的
枇杷品种。其背后，凝结着福建科技工作者数十
年的心血。

中国是世界枇杷原产地，其中福建枇杷资
源尤其丰富。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省农科院果
树研究所专家便开始广泛收集枇杷种质资源。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农业部组织全国科研力
量，针对不同树种成立专业科研协作组，枇杷协
作组应时而生。在这样的背景下，省农科院果树
研究所于 1981 年开始承建国家级枇杷种质资
源圃，负责收集、保存、鉴定、评价国内外枇杷品
种资源及近缘野生植物。

40 多年间，在几代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
这个资源圃持续“上新”。

大渡河枇杷被认为是栽培枇杷的始祖，其
原产地——四川大渡河中下游，是公认的世界

栽培枇杷发源地。2008 年，为了寻找这一野生
种，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研究员蒋际谋一路翻
山越岭，最终在荒无人烟的大渡河畔峭壁上发
现了几株大渡河枇杷，并将其穗条和实生苗带
回了福州。“找到它时，激动到跳起来。”蒋际谋
说，在此之前，他只在枇杷品种志上看到过关于
它的描述。

如今，这个资源圃共保存枇杷种质资源
708 份，包括 15 个种及变种，数量与多样性居世
界之首。不可多得的种质资源，为福建枇杷种业
创新提供了源头活水。

福建栽培枇杷的历史很悠久，但在20世纪90
年代之前一直未能实现良种化。

“你种你的，我种我的，同一家果农经常好几
种枇杷，谁也说不上是什么品种。”省农科院果树
研究所副研究员邓朝军说，那时候生产上用的多
是实生苗——采集母树结的种子，播种后，长出
新的植株，“实生后代变异多，种出来参差不齐”。

选育新品种是当务之急。
最初，主流的做法是实生选种，也就是充分

利用自然变异，从实生苗中选拔出最优秀的个
体。通过这样的方法，福建选育出了一批优质品
种：超大果型的“解放钟”，适合加工的“太城 4
号”，高产的“长红 3 号”。它们与从日本引进的
特早熟品种“森尾早生”，共同构成了当时福建
的四大主栽品种。

良种还需良法配套。比起直接播种，嫁接等

无性繁殖方式能最大程度还原品种特性。但过
去，枇杷嫁接苗成活率很低。主要原因是枇杷根
系吸水能力强，植株水分大，嫁接口常常因积水
而腐烂。

20 世纪 70 年代，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研究
员黄金松通过在砧木选留“拔水枝”、半封闭包
扎等方式，发明了枇杷小苗嫁接技术，解决了嫁
接难题。从此，嫁接苗一举取代实生苗，枇杷良
种优质苗木批量扩繁成为可能。得益于此，福建
四大主栽品种真正从资源圃走向田间，开始大
面积推广。福建枇杷产业进入良种化时代。

改变格局

实生选种依赖自然变异，很多时候靠运气。
能不能和杂交水稻一样，通过杂交手段选育出
我们需要的好品种呢？

“早钟 6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那时，市面上最需要的品种，正是陈文明口

中“又早熟又好吃”的品种。
“我国早熟枇杷资源比较少，一些地方品种

虽然成熟期早，但大多果实小、口感酸、品质
差。”蒋际谋说，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省农科院

果树研究所便确定了“优质早熟”的育种目标。
彼时，国内枇杷杂交育种研究还处于空白

的阶段，研究者对枇杷遗传规律知之甚少。经过
年复一年的杂交试验，专家们才逐渐找到枇杷
的遗传“密码”。结果早不早，一般随“母亲”；“父
母”成熟期接近，后代的成熟期大多介于二者之
间；要选育能抗叶斑病的品种，最好用抗病性强
的做母本……

摸清了遗传规律，才能当好“红娘”，有的放
矢“拉郎配”。这个过程不能乱点鸳鸯谱，要讲门
当户对，个性互补。

科研人员锁定的“女方”是“解放钟”。“解放
钟”是莆田从农家品种“大钟”的实生苗中选育
出来的品种，因在 1949年首次结果而得名。该品
种果大、产量高，备受果农和市场青睐。但它是
晚熟品种，品质也不算出类拔萃。这就要求“另
一半”不仅要早熟，还得高品质。

寻寻觅觅，1978年我国从日本引进的特早熟
品种“森尾早生”被抛中了“绣球”。这个兼具结果早、
风味佳等特点的舶来品，一经引种就作为主栽品种
在多个省份推广。但果实偏小，单果不到30克。

为了这一口鲜甜，1981 年，省农科院果树
研究所专家让不同品种的枇杷“找对象”，让母
本“解放钟”和父本“森尾早生”进行有性杂交，
第二年获得 100 多粒种子。这些种子播种后培
育出 43 株实生苗，并进行数字编号。1986 年，这
批杂种树陆续结果。

龙生九子。这些后代谁被选中成为新品种，
要靠实力说话。

决胜展开。又经过3年观察，6号和42号跻身
种子选手。最终，更加早熟的 6号脱颖而出。它就
是后来改变了全国枇杷产业格局的“早钟6号”。

此后，科研人员通过嫁接，对第一代“早钟
6 号”进行扩繁。多年连续观测结果显示，子子

孙孙都能稳定遗传其优秀品质。1998 年，集特
早熟、果实大、外观美、品质优、丰产、抗逆性强
等优势于一身的“早钟 6 号”，通过品种审定，成
为国内第一个人工有性杂交枇杷品种。

但在最初的推广中，果农对“早钟 6 号”并
不感冒，甚至种了两年就锯掉。一方面，农民接
受新事物要时间；另一方面，早春时节，山间食
物来源少，早熟的枇杷果成了鸟类啄食的目标。

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研究员郑少泉等专家
决定带着新品种与新技术，开展生产示范。

1996 年，他们与闽清县库区移民局签订协
议，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在水口水库边的雄江镇
建立“早钟 6 号”中试示范基地。矮化密植，疏花
疏果，在枇杷种植中首次引入套袋技术，防虫防
病防鸟食，按品级选果，开发精品礼盒……在现
代种植技术与经营理念的加持下，新品种一炮
而红，一盒 20 粒装的礼盒，卖到 100 元，亩产值
过万元。

在示范效应下，华东、华南地区纷纷引种
“早钟 6 号”，福建也一跃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
枇杷产区，高峰时全省种植规模近 60 万亩。福
清市一都镇，则凭借这一品种实现了脱贫致富。
时至今日，“早钟 6 号”依然是全国种植面积最

大的枇杷品种，占比超过 20%。

再蓄优势

几年前，陈文明砍掉了 500 多棵枇杷树，改
种橄榄和脐橙。原因是效益大不如前。这些年，
全国枇杷产量不断增长，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老品种已没有优势。

陈文明的选择并非个例。
一都镇党委书记俞强如今还不免回忆起

2018 年之前的那几年，一都枇杷产业遭遇困
境，“价格太低，请工人采摘不划算，不少果园因
此失管，任由果子烂在树上；一些枇杷树被锯
掉，改种其他果树”。

为改变这一现状，一都镇于 2018 年开始谋
求枇杷产业复兴。在全省率先推出枇杷气象指
数保险，以应对山区频发的冻害；组建乡村智
库，连续六年举办枇杷文化节，培育产业 IP，统
一品牌，开展枇杷文创，以扩大一都枇杷品牌影
响力；引进台湾果树种植团队，实现枇杷产地初
加工，拓展产业链，建立乡村智慧物流中心，把
物流成本“打”下来，实现仓储、包装、发货一站
式服务；以枇杷元素为媒，串联域内旅游景区和
历史文化特色街区，走出一条特色的“农文旅”
融合发展之路。一都镇还从省农科院引进了白
肉枇杷新品种，为产业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枇杷分红肉、黄肉、白肉，其中红肉枇杷市场
份额达90%以上。鲜为人知的是，白肉枇杷是我国
特有资源，肉质细腻、风味浓郁，被誉为枇杷界的

“无冕之王”。
“白梨、乌躬白等传统白肉品种，果小肉薄，

而且只有中晚熟品种，难以适应市场需求。”蒋
际谋说，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钟 6 号”问世
后，他所在的团队便将优质白肉枇杷作为新的
育种目标，“既要果大、肉厚、可食率高，又要兼
顾早中晚熟期配套”。

这又是一场漫长的寻找。
在近 30 年的时间里，专家团队挖掘和筛选

出了“新白 1 号”“新白 2 号”“新白 8 号”“贵妃”
等一批优秀的白肉枇杷品种。但它们都属于晚
熟品种，早熟的白肉枇杷依然稀缺。

能不能从功勋品种“早钟 6 号”身上挖掘早
熟基因呢？以“新白”系列作父本，“早钟 6 号”作
母本，早熟白肉枇杷品种“三剑客”——“三月
白”“早白香”“白雪早”横空出世。同时，专家团
队将“贵妃”与“金钟”杂交，选育出了特晚熟的
白肉枇杷品种“香妃”。

作为枇杷市场上的一个全新品类，白肉枇
杷产品体系建立起来了：在福州地区，既有 3 月
初上市的特早熟品种，又有 5 月底上市的特晚
熟品种；既有清甜型口感，又有浓甜型口感，满
足不同消费偏好。

和“早钟 6 号”一样，新品种又一次引领产
业发展新方向。

2018 年，陈文明成为一都首批示范户，通
过高接换种，种植 10 多亩白肉枇杷，两年后便
挂果。今年产季，“三剑客”市场表现不俗，最低
收购价每斤超过 35 元。在俞强的规划中，一都
枇杷品种结构将持续优化，最终形成“早钟 6
号”“解放钟”与白肉系列三分天下的格局。

不仅仅是省内，福建白肉枇杷已向全国各大
产区辐射，成为各地品种更新与产业转型的首选。

今年春节前，西藏林芝市墨脱县果农尼玛
维色家的白肉枇杷首次挂果。

墨脱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是著名的野生
种椭圆枇杷的原产地。然而，作为全国最后一个
通公路的县，墨脱却没有一个成规模的农业产
业。2021 年 10 月，墨脱县政府与福建省农科院
签订院县框架合作协议，决定引入后者的品种
与技术资源，举全力发展枇杷产业。

正在墨脱县农业农村局挂职的福建省农科
院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姜帆说，墨脱县已累计
种植白肉枇杷 1.8 万株。按照计划，到 2025 年全
县白肉枇杷面积将达到 1万亩，实现亿元产值。

眼下，蒋际谋所在的团队正在政策支持下，
瞄准产业需求，加速种业创新，无核枇杷、远缘杂
交等都已列入育种目标。

“为了促进我省特色果业发展，在第四轮种
业创新与产业化工程中，省级财政安排 1000 万
元，支持特色优质水果育种创新与产业化开发，
通过产学研协同开展品种引进及育种创新。”省
种子总站站长赵杰樑说。

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福清一都果农种植的枇杷新品种喜获丰收。 （福清市一都镇政府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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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专家黄金松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专家黄金松（（中中））早年在观察枇杷新品种早年在观察枇杷新品种。。（（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福清一都刚刚采收的枇杷福清一都刚刚采收的枇杷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福建省科研人员正在观察枇杷花福建省科研人员正在观察枇杷花。。 张呈涵张呈涵 摄摄

20世纪60年代，福建省农科
院果树研究所专家开始广泛收集
枇杷种质资源。

20世纪70年代，福建省确定
了枇杷“优质早熟”的育种目标。

20世纪70年代，专家发明了
枇杷小苗嫁接技术，解决了嫁接难
题，枇杷良种优质苗木批量扩繁成
为可能。福建枇杷产业进入良种化
时代。

1981年，福建省承建国家级枇
杷种质资源圃，负责收集、保存、鉴
定、评价国内外枇杷品种资源及近
缘野生植物。

1981年，开展枇杷有性杂交。
1982年，获得 100 多粒枇杷杂

交种子，并培育出 43株实生苗。
1986 年，杂 交 枇 杷 树 陆 续

结 果 。
1989 年，“ 早 钟 6 号 ”脱 颖 而

出，成为后来改变了全国枇杷产业
格局的品种。

1998年，集特早熟、果实大、外
观美、品质优、丰产、抗逆性强等优
势于一身的“早钟 6 号”，通过品种
审定，成为国内第一个人工有性杂
交枇杷品种。

2005年，从杂交后代中选出优
良 性 状 的 新 株 系 ，2011 年 定 名 为

“香妃”。该品种为特晚熟优质大
果白肉杂交枇杷新品种。

2008年，从杂交后代中选育出
优良性状的新株系“白早钟 7 号”，
2018 年定名为“白雪早”。该品种为
特早熟优质大果白肉杂交枇杷新
品种。

2012年，从杂交后代中选育出
优良性状的新株系“白早钟 1 号”，
2015 年定名为“三月白”。该品种为
特早熟优质大果白肉杂交枇杷新
品种。

目前，福建省专家瞄准产业需
求，加速种业创新，无核枇杷、远缘
杂交等都已列入育种目标。

迄今为止，福建省国家级枇杷
种质资源圃共保存枇杷种质资源
708 份，包括 15 个种及变种，数量与
多样性居世界之首，为福建枇杷种
业创新提供了源头活水。

福建枇杷良种培育
半个多世纪探索史

国家龙眼枇杷种质资源圃国家龙眼枇杷种质资源圃（（福州福州））（（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