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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堂县淮口镇于 2009 年开始先后引进 7 个油橄榄品种进行栽培试验，试验通过设置标准样地进行物候期
观测，表型性状比较，含油率及油脂成分分析; 结果表明:各油橄榄品种花期主要集中在 4 月下旬，果实成熟集中为
10 月上旬，阿贝基纳成熟期稍稍晚一点为 10 月中旬;各品种表型性状差异大部分两两显著;鲜重含油率高低顺序
依次为鄂植 8 号 ＞佛奥 ＞阿贝基纳 ＞皮削利 ＞皮瓜儿 ＞小苹果 ＞莱星;单果重依次为皮削利 ＞莱星 ＞鄂植 8 号 ＞
小苹果 ＞佛奥 ＞皮瓜儿 ＞阿贝基纳; 果肉占单果比重依次为小苹果、皮削利 ＞莱星 ＞鄂植 8 号 ＞皮瓜儿 ＞阿贝基
纳 ＞佛奥;在引种的 7 个品种中，阿贝基纳表现出较好的适应性，佛奥和鄂植号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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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Ｒeport on Introducing Olea europaea in Jintang County
Located in the Low Hilly Ｒegion of Longquan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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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7 varieties of Olea europaea was introduced for cultivation tests in Jintang Country in 2009．
Throngh setting their standard plots，observations was made of their phenophase，their phenotypic charac-
ters was compared and analys was made of their oil content and oily component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all the varieties bloomed in late April and their fruits ripened in early October，while one species called
Abeijina would ripen a little later( in middle October) ; There was almost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any two among them in the phenotypic character。According to the order from high to low，their oil con-
tent showed as Ezhi 8th ＞ Foao ＞ Abeijina ＞ Pixueli ＞ Piguaer ＞ Xiaopingguo ＞ Laixing; The weight of
single fruit showed as Pixueli ＞ Laixing ＞ Ezhi 8th ＞ Xiaopingguo ＞ Foao ＞ Piguaer ＞ Abeijina; The propor-
tion of flesh in single fruit showed as Xiaopingguo，Pixueli ＞ Laixing ＞ Ezhi 8th ＞ Piguaer ＞ Abeijina ＞
Foao; Abajina showed better adaptability among the 7 varieties，and then Foao and Ezhi 8th came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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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橄榄属于木犀科、木犀榄属的常绿木本油料

树种，是世界著名的木本油料兼果用树种，具有悠久

的栽培历史。原产地中海沿岸［1、2］。油橄榄含丰富

优质食用植物油———油橄榄油，“橄榄油”是世界上

唯一在天然状态下直接被食用的油，被誉为“植物

油中的皇后”［3］。橄榄油作为高级食用油在国外已

有几千年悠久的历史，而我国却是在 20 世纪 60 年

代才进行针对橄榄油生产及油橄榄果实食用的油橄

榄引种栽培［4］，金堂县早在上世纪 60 － 80 年代在该

县的淮口镇炮台山、福兴镇东风水库等引种栽植油

橄榄，随后疏于管理，呈自生自灭状态。2009 年 10
月，金堂县淮口镇油橄榄产业示范园从西班牙引进

阿贝基纳、皮瓜尔两个品种，园区同时还移栽了金堂

县、三台县的几个品种的油橄榄大树。
在油橄榄的适生区，通过几十年的引种栽培试

验表明，不同地区发展油橄榄最重要的就是品种问

题。品种本身具有一定的适应范围及最适宜的栽培

区域，对外界环境条件的适应能力有一定的限度，超

越它就不能适应，可能减产或品质下降，失去经济栽

培意义，只有栽培在最适宜栽培的区域内才能充分

发挥品种的优越性状和特性［5］，本文通过近 3 年对

淮口镇油橄榄产业示范园的叶果特性、物候期、产

量、含油率等方面研究入手，探讨引种栽植油橄榄品

种的特性，为选择适宜龙泉山脉低山丘陵区当地的

2 个 ～ 3 个优良品种进行产业化推广种植提供理论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基本情况

试验点位于成都平原东部龙泉山脉低山丘陵区

的金堂县淮口镇，海拔高度 460m，地貌为丘陵区。
年平均气温 16. 6℃，≥10℃ 有效积温为5 450 ℃，7
月均温 26℃，极端最高气温 39℃，1 月均温 5． 7℃，

极端最低气温 － 4. 8℃，年降水量 650 mm，年相对湿

度 60% ～ 80%，年日照时数1 300 h，无霜期 285 d，

紫色土，土壤 pH 值 7. 5。
1． 2 材料与方法

1． 2． 1 实验材料
金堂县淮口镇油橄榄产业示范园引种栽植品种

佛奥、皮瓜儿、阿贝基纳、莱星、小苹果、皮削利和鄂

植 8 号等 7 个品种。

1． 2． 2 试验方法
( 1) 设置固定样地( 株) 2011 年 7 月 12 日在

试验地内选取海拔、坡度坡向及土壤条件一致的地

方设置固定样地( 4 个品种) ，在每个样地中心连续

选择 10 株油橄榄并挂牌记录，作为固定观测对象。
2012 年 4 月份增设 3 个品种的固定样株作为观测

对象，详见表 1。

表 1 7 个油橄榄品种样地( 株) 树体基本情况

品种 原产地 挂牌时间
树龄
( a)

树高
( m)

地径
( cm)

冠幅( m)

东西 南北

佛奥 意大利 2011 年 7 月 5 2． 6 8． 5 2． 6 3
阿贝基纳 西班牙 2011 年 7 月 1． 5 1． 6 3． 6 1． 4 1． 6

皮瓜尔 西班牙 2011 年 7 月 1． 5 1． 6 3． 8 1． 5 1． 7
莱星 意大利 2011 年 7 月 3． 5 2． 2 6． 2 2． 1 2． 4

皮削利 法国 2012 年 4 月 4 以上 2． 8 8． 5 2． 3 2． 6
鄂植 8 号 ——— 2012 年 4 月 4 以上 2． 4 7． 8 2． 1 2． 5

小苹果 西班牙 2012 年 4 月 4 以上 2． 6 8． 2 2． 6 2． 8

( 2) 物候期观测 物候观测项目有: 花芽形成

期、花序延长期、开花始期、开花盛期、开花末期、坐
果期、果实膨大期、果实变色期、果实成熟期等。

( 3) 表型性状调查 在油橄榄果实成熟期分别

在样地( 株) 中取 3 株油橄榄的成熟果实及叶片若

干，测量果实长径、纵径、果肉重、单果重，叶片长径、
纵径、叶柄长及叶面积等，同时记录单株产量。

( 4) 含油率及油脂脂肪酸成分测量 将各品种

油橄榄成熟果实样品分别送往四川省农畜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站和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测量其脂肪酸

成分和含油率。

2 结果与分析

2． 1 各油橄榄品种物候期比较

从表 2 可以看出，油橄榄各品种花芽现蕾形成

时间相对集中，只有少数品种有差异。2012 年花芽

现蕾形成期在 3 月 23 日 ～ 31 日，花期最早的为‘皮

瓜儿’，最迟的为‘阿贝基纳’; 各品种的花期也相对

比较集中，花期一般为 5 d ～ 6 d，品种间差异较小。
从花芽现蕾到果实成熟金堂淮口镇油橄榄平均时间

为 196 d，最长为佛奥和皮削利 198 d，最短为莱星

194 d。金堂淮口引进栽植的各油橄榄品种花期主

要集中在 4 月下旬，花期一般持续一周，盛花期 2 d
～ 3 d，品种中大部分的花期基本一致，各品种分别

都有 1 d 或 1 d 以上的盛花可配期，可保证栽培品种

之间互相授粉，果实成熟期基本一致，阿贝基纳成熟

期稍稍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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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品种 2012 年物候期观测

品种 花芽现蕾 花絮延长 初花期 盛花期 末花期 坐果期 果实膨大 果实变色 果实成熟

佛奥 3 月 24 日 3 月 26 日 4 月 23 日 4 月 26 日 4 月 28 日 4 月 30 日 5 月 3 日 9 月 5 日 10 月 8 日
莱星 3 月 28 日 3 月 30 日 4 月 24 日 4 月 27 日 4 月 29 日 5 月 1 日 5 月 4 日 9 月 6 日 10 月 8 日

皮瓜儿 3 月 23 日 3 月 26 日 4 月 23 日 4 月 26 日 4 月 28 日 4 月 30 日 5 月 2 日 9 月 1 日 10 月 6 日
阿贝基纳 3 月 31 日 4 月 3 日 4 月 26 日 4 月 28 日 5 月 1 日 5 月 3 日 5 月 6 日 9 月 24 日 10 月 13 日

小苹果 3 月 26 日 3 月 29 日 4 月 24 日 4 月 26 日 4 月 29 日 5 月 1 日 5 月 4 日 9 月 10 日 10 月 7 日
皮削利 3 月 24 日 3 月 26 日 4 月 22 日 4 月 25 日 4 月 28 日 4 月 30 日 5 月 2 日 9 月 12 日 10 月 8 日

鄂植 8 号 3 月 25 日 3 月 27 日 4 月 23 日 4 月 25 日 4 月 28 日 4 月 30 日 5 月 3 日 9 月 8 日 10 月 6 日

2． 2 各油橄榄品种表型性状比较

从表 3 可以看出莱星的叶面积最大，小苹果的

叶面积最小; 佛奥叶柄最长，莱星叶柄最短; 莱星叶

片最宽，皮削利叶片最窄; 莱星叶片最长，鄂植 8 号

叶片最短; 叶片的长宽面积受叶片发育程度影响较

大，但叶片的叶形指数( 即长宽比例) 基本上不会受

发育程度的影响，了解叶形指数能使人在平常较为

直观的分辨出当地所栽植的不同品种。从表 5 可以

看出金堂县淮口镇油橄榄叶片从扁圆形像狭长变异

依次为鄂植 8 号，莱星，阿贝基纳，佛奥，皮瓜儿，小

苹果，皮削利。

表 3 不同品种叶片表型性状平均值 ± 标准差

品种
面积

( mm2 )
叶柄长
( mm)

叶宽
( mm)

叶长
( mm) 叶长 /宽

阿贝基纳 371． 57 ± 118． 07c 4． 15 ± 0． 89bc 12． 14 ± 1． 87c 42． 77 ± 6． 78b 3． 55 ± 0． 52c

鄂植 8 354． 45 ± 112． 1bc 4． 72 ± 1． 22d 13． 13 ± 2． 12d 37． 7 ± 7． 31a 2． 87 ± 0． 38a

佛奥 494． 71 ± 128． 31d 5． 07 ± 1． 2d 14． 16 ± 2． 14e 50． 15 ± 7． 45cd 3． 58 ± 0． 47c

莱星 619． 8 ± 222． 39e 3． 02 ± 0． 72a 16． 1 ± 2． 89f 51． 74 ± 9． 61d 3． 24 ± 0． 57b

皮瓜儿 388． 83 ± 86． 25c 4． 02 ± 1． 35b 11． 66 ± 1． 43c 47． 59 ± 7． 37c 4． 09 ± 0． 49d

皮削利 273． 6 ± 102． 03a 3． 89 ± 1． 24b 9． 27 ± 1． 79a 42． 92 ± 9． 14b 4． 67 ± 0． 79f

小苹果 313． 49 ± 48． 71ab 4． 56 ± 0． 93cd 10． 13 ± 1． 19b 43． 79 ± 4． 07b 4． 36 ± 0． 5 e

变异系数 0． 29 0． 26 0． 15 0． 07 0． 14

从表 4 可以看出，单果重除小苹果和鄂植 8 号

两个品种相差不显著外，其余品种差异均两两显著，

单果重大小依次为皮削利，皮瓜儿，鄂植 8 号，小苹

果，佛奥，莱星，阿贝基纳; 其他几个性状中果长、果
宽、核重、核长、核宽最小的均为阿贝基纳，最大的均

为皮削利; 阿贝基纳和小苹果的果实呈卵圆形，其他

品种果形略显狭长呈长卵圆形，果核亦是如此，除阿

贝基纳和小苹果的果核呈长卵圆形，其他 5 个品种

均是狭长型，肉眼看不出差异，只有再精确测量下皮

瓜儿和皮削利有显著差异，但这两个品种与鄂植 8
号、佛奥、莱星并无显著差异。

表 4 各品种果实表型性状平均值 ± 标准差

品种
果重
( g)

果长
( cm)

果宽
( cm)

核重
( g)

核长
( cm)

核宽
( cm) 果长 /宽 核长 /宽

阿伯基 1． 09 ± 0． 25a 1． 26 ± 0． 09a 1． 16 ± 0． 09a 0． 27 ± 0． 04a 0． 95 ± 0． 08a 0． 64 ± 0． 04a 1． 09 ± 0． 05a 1． 48 ± 0． 11a

鄂植 8 号 4． 36 ± 0． 55d 2． 45 ± 0． 1e 1． 73 ± 0． 08d 0． 91 ± 0． 09d 1． 82 ± 0． 1f 0． 92 ± 0． 16e 1． 42 ± 0． 07e 2． 01 ± 0． 22cd

佛奥 2． 23 ± 0． 33c 1． 95 ± 0． 11c 1． 39 ± 0． 13c 0． 57 ± 0． 06c 1． 5 ± 0． 08d 0． 76 ± 0． 1b 1． 4 ± 0． 09e 2 ± 0． 2cd

莱星 1． 91 ± 0． 19b 1． 77 ± 0． 14b 1． 32 ± 0． 05b 0． 41 ± 0． 04b 1． 39 ± 0． 08c 0． 68 ± 0． 06a 1． 34 ± 0． 09d 2． 05 ± 0． 2cd

皮瓜尔 5． 64 ± 0． 53e 2． 56 ± 0． 11f 2． 02 ± 0． 18f 0． 89 ± 0． 19d 1． 65 ± 0． 09e 0． 85 ± 0． 06cd 1． 28 ± 0． 09c 1． 96 ± 0． 18c

皮削利 6． 78 ± 0． 73f 2． 77 ± 0． 13g 2． 09 ± 0． 1g 1． 03 ± 0． 17e 1． 83 ± 0． 11f 0． 89 ± 0． 06de 1． 33 ± 0． 06d 2． 07 ± 0． 17d

小苹果 4． 13 ± 0． 43d 2． 09 ± 0． 09d 1． 85 ± 0． 06e 0． 61 ± 0． 06c 1． 32 ± 0． 08b 0． 82 ± 0． 05c 1． 13 ± 0． 05b 1． 62 ± 0． 13b

变异系数 0． 13 0． 05 0． 06 0． 13 0． 06 0． 09 0． 06 0． 09

2． 3 各油橄榄各品种主要经济性状比较

鲜重含油率是油橄榄最重要的经济性状之一，

是判断油橄榄引种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从表 5 可

以看出，在金堂县淮口镇引种栽培的 7 个品种中，鲜

重含油率高低顺序依次为鄂植 8 号 ＞ 佛奥 ＞ 阿贝基

纳 ＞ 皮削利 ＞ 皮瓜儿 ＞ 小苹果 ＞ 莱星; 单果重依次

为皮削利 ＞ 莱星 ＞ 鄂植 8 号 ＞ 小苹果 ＞ 佛奥 ＞ 皮瓜

儿 ＞ 阿贝基纳; 果肉占单果比重依次为小苹果、皮削

利 ＞ 莱星 ＞ 鄂植 8 号 ＞ 皮瓜儿 ＞ 阿贝基纳 ＞ 佛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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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油橄榄果实重要评价性状表

样品名称 含水率( % ) 干基含油率( % ) 鲜重含油率( % ) 单果重( g) 果肉占单果比重( % )

阿贝基娜 60． 69 ± 4． 4 41． 96 ± 1． 46 16． 53 ± 2． 39 1． 09 ± 0． 25 0． 75 ± 0． 04
鄂植 8 号 57． 52 ± 2． 06 46． 71 ± 2． 7 19． 81 ± 0． 31 4． 36 ± 0． 55 0． 79 ± 0． 03

佛奥 56． 72 ± 2． 05 41． 68 ± 5． 48 18． 07 ± 2． 71 2． 23 ± 0． 33 0． 74 ± 0． 04
皮瓜尔 68． 3 ± 1． 86 39． 99 ± 1． 45 12． 66 ± 0． 39 1． 91 ± 0． 19 0． 78 ± 0． 02

莱星 74． 62 24． 74 6． 28 5． 64 ± 0． 53 0． 84 ± 0． 04
皮削利 69． 2 46． 43 14． 3 6． 78 ± 0． 73 0． 85 ± 0． 02
小苹果 72． 68 40． 81 11． 15 4． 13 ± 0． 43 0． 85 ± 0． 01

与其他地区比较，皮削利的单粒质量较其他引

种地区高，含油率稍低; 皮瓜儿单粒质量与含油率均

较低; 鄂植 8 号单粒质量与含油率均高于其他引种

地区; 小苹果单粒质量和果肉率较高，含油率较低;

佛奥和其他引种地区差异不大; 莱星单粒质量较高，

含油率太低; 阿贝基纳其他地区引种较少，未查到相

关资料，虽然单粒质量小，但在金堂单位产量明显好

于其他所有品种，3 a 生单株产量可达 10 kg。

表 6 金堂县与其他地区栽培油橄榄主要性状比较［6 ～ 8］

品种 引种地区
单粒质量

( g) 果肉率
鲜果含油率

( % ) 品种 引种地区
单粒质量

( g) 果肉率
鲜果含油率

( % )

皮削利

皮瓜儿

鄂植 8 号

阿贝基娜

四川开江 3． 12 0． 84 16． 81
四川广元 3． 33 0． 81 17． 89
甘肃武都 4． 28 — 19． 7
陕西城固 4． 58 0． 88 12． 15
四川金堂 6． 78 0． 85 14． 3
四川开江 2． 41 0． 75 19． 49
四川广元 1． 94 0． 79 15． 18
陕西城固 4． 33 0． 83 15． 1
四川金堂 1． 91 0． 78 12． 66
四川广元 3． 83 0． 76 19． 17
甘肃武都 3． 89 — 17． 95
甘肃陇南 4． 59 0． 83 16． 26
四川金堂 4． 36 0． 79 19． 81
四川金堂 1． 09 0． 75 16． 53

小苹果

佛奥

莱星

四川开江 2． 46 0． 82 17． 26
四川广元 3． 23 0． 81 21． 66
四川金堂 4． 13 0． 85 11． 15
四川广元 2． 68 0． 79 21． 97
四川西昌 2． 89 0． 73 23． 75
陕西城固 2． 79 0． 79 18． 94
甘肃武都 3． 73 － 21． 96
甘肃陇南 2． 49 0． 80 17． 72
四川金堂 2． 23 0． 74 18． 07
四川广元 2． 36 0． 74 19． 95
甘肃武都 2． 91 － 20． 05
陕西城固 4． 98 0． 84 15． 46
甘肃陇南 1． 92 0． 76 14． 14
四川金堂 5． 64 0． 84 6． 28

2． 4 各油橄榄品种含油率、脂肪酸成分和其他引种

地方对比

评价食用油主要应该看 3 种脂肪酸含量的比

列，一般健康成年人的饮食建议应对 3 类脂肪酸均

衡摄取，单不饱和脂肪酸及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取

量应高于饱和脂肪酸，油脂中，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

量最好在 8% 以下为宜，超过这个比例对人体健康

不利，由于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双向调节作用，油脂

中，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变成了油脂品质以及

价格的重要指标。
从表 7 可以看出，综合两年数据比较，金堂县引

种油橄榄中多不饱和脂肪酸在 8% 以下的有佛奥、
皮瓜儿和皮削利，并且这 3 个品种的单不饱和脂肪

酸也较高，并且佛奥的油脂成分也好于其他引种地

区; 在金堂引种的 7 个品种油脂优劣顺序依次为皮

瓜儿 ＞ 皮削利 ＞ 佛奥 ＞ 鄂植 8 号 ＞ 小苹果 ＞ 阿贝基

纳 ＞ 莱星。

从表 7 和表 8 可以看出，油橄榄的单不饱和脂

肪酸明显高于大豆油、花生油、菜籽油等，多不饱和

脂肪酸也明显低于几种主要的食用油，饱和脂肪酸

略高于几种主要食用油，虽然饱和脂肪酸是人体亦

必须的，但大量饱和脂肪酸的摄取会直接刺激血液

中胆固醇的上升。从表 7 和表 8 的对比可以看出，

油橄榄的品质明显好于大豆油等几种主要食用油。

3 讨论

油橄榄果实含油率主要取决于生长条件和品种

遗传潜力的相互作用，果实产油量主要受可利用中

果皮的调节［9］。地中海油橄榄果实含油率一般为

20% ～30% ，最高可达 70%［10］。西昌油橄榄品种

果实含油率为 15. 73% ～ 23. 75%，平均 20. 45% ; 开

江油橄榄品种果实含油率为 12. 44% ～ 23. 37%，平

均 18. 12% ; 广元油橄榄品种果实含油率为 10. 62%

786 期 张达江，等: 龙泉山脉低山丘陵区—金堂县油橄榄引种栽植试验初报



表 7 油橄榄各品种不同地区不同年份脂肪酸成分表( % ) ［6］

样品名称
引种
地区

棕榈酸 棕榈烯酸 硬脂酸 油酸 亚油酸 亚麻酸
棕榈

二烯酸
单不饱和

脂肪酸
多不饱和

脂肪酸
饱和

脂肪酸
阿贝基娜 金堂 11 18． 3 4． 2 1． 7 63． 4 11． 4 1 0 67． 6 12． 4 20． 0

金堂 12 17． 09 5． 09 1． 04 63． 13 11． 25 1． 59 0． 47 68． 2 13． 3 18． 1
鄂植 8 号 金堂 12 16． 13 5． 29 1． 04 67． 26 8 1． 71 0． 55 72． 6 10． 3 17． 2

佛奥 金堂 11 16． 5 1． 7 1． 6 72． 9 6． 2 1． 2 0 74． 6 7． 4 18． 1
金堂 12 13． 99 1． 76 0． 83 75． 34 6． 17 1． 88 0 77． 1 8． 1 14． 8

开江 14． 5 1． 9 1． 8 70． 2 9． 9 1． 3 0． 4
( 花生烯酸)

72． 5 11． 2 16． 3

广元 15 1． 6 1． 5 66． 2 12． 4 2． 9 0． 5
( 花生烯酸)

68． 3 15． 3 16． 5

西昌 14 1． 4 1． 5 68． 7 12 1． 8 0． 6
( 花生烯酸)

70． 1 13． 8 15． 5

皮瓜尔 金堂 11 16． 1 3． 6 2． 3 73． 1 3． 8 1． 1 0 76． 7 4． 9 18． 4
金堂 12 14． 44 3． 36 1． 55 73． 75 5． 05 1． 62 0． 11 77． 1 6． 8 16． 0

开江 14 1． 6 2． 5 76． 7 2． 9 1． 8 0． 5
( 花生烯酸)

78． 8 4． 7 16． 5

广元 16． 6 1． 8 1． 4 63． 4 13． 1 3． 2 0． 5
( 花生烯酸)

65． 7 16． 3 18． 0

莱星 金堂 12 15． 78 4． 97 1． 88 60． 42 15． 45 1． 5 0 65． 3 17． 0 17． 7
皮削利 金堂 12 14． 99 3． 24 1． 87 72． 63 5． 11 2． 05 0． 1 75． 9 7． 3 16． 9
小苹果 金堂 12 12． 82 0 1． 39 72． 46 10． 87 1． 99 0 72． 5 12． 9 14． 2

表 8 不同种类之间脂肪酸含量对比

油脂名称
饱和脂肪酸
含量( % )

单不饱和脂肪
酸含量( % )

多不饱和脂肪
酸含量( % )

大豆油 9． 1 ～ 14 25 ～ 36 54 ～ 65
花生油 11． 5 ～ 14 42 ～ 62 13． 9 ～ 36． 7
菜籽油 2． 7 ～ 14． 9 12 ～ 18 66 ～ 85

葵花籽油 10． 6 ～ 12． 8 27 ～ 33 57 ～ 60． 5
玉米油 12 ～ 18 15 ～ 32 34 ～ 62
油橄榄 14． 2 ～ 20 65． 7 ～ 78． 8 4． 9 ～ 17

～ 21. 97%，平均 18. 19% ; 金堂油橄榄品种果实含

油率为 6. 28% ～19. 81%，平均为 14. 11%。金堂引

种油橄榄平均含油率低于西昌、广元和开江等地，但

部分引种品种如佛奥、鄂植 8 号、阿贝基纳等品种其

果实含油率与原产地水平非常接近，表现出良好的

生态适应性，这说明金堂县是介于油橄榄的次适生

区和边缘适生区之间，因此引种时应严格按照引种

试验步骤，进行区域性试验和生产力验证。
许多研究表明: 橄榄油脂肪酸组成主要受品

种［11］、种植区地理位置［12］、农艺因子、果实成熟阶

段 、地理起源和气候因子［13］的影响。不同灌溉策

略影响油橄榄品种 Cornicabra 果实产量和橄榄油质

量，灌溉可提高油橄榄产量 35% 左右，且橄榄油化

学组成和感官特征也有所不同［14］，灌溉主要影响橄

榄油酚类化合物组成，而酚类化合物影响橄榄油氧

化稳定性和感官特征( 味觉属性) 。Picual 品种在生

态栽培和传统栽培两种经营方式下，果实化学组成

存在显著差异，生态栽培方式比传统栽培方式具有

较高质量参数［15］，其橄榄油具有较低的酸值、较低

的过氧化指数、较高的稳定性和感官指数。果实收

获时间对橄榄油产量、质量、风味和稳定性有重要影

响［16］，随着油橄榄果实的发育成熟，其橄榄油过氧

化值、色素含量、油酸和总甾醇含量减少，而自由酸

和亚麻酸增加，从而影响橄榄油质量［17］。
本次引种试验，由于年限较短，很多品种虽然部

分正常结实，但是因为树龄较小，不能正常评估其产

量和经济价值。在金堂县引进的 7 个品种中，阿贝

基纳表现较好，不仅早实和结实整齐，且产量较高，3
a 生单株产果量可达 10 kg 以上，但仍需继续观测，

方能验证其生产力，确定是否适宜推广。佛奥和鄂

植号两个品种和其他引种地区的单粒质量、含油率

基本一致，但暂时无法评估其产量，因此无法确定其

经济价值。金堂县引种油橄榄到底如何，哪些品种

适宜在该地区引种栽培，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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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发芽时间曲线图

图 6 发芽指数曲线图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对德昌杉种子播种前采用 21 种不同预处

理方法，以 100 ℃沸腾水中浸种 5 s、25 ℃水浸种 1
h 和 40 ℃温水处理 1 d 的种子发芽情况较好，在高

的水温中处理的时间越长，种子的发芽率越低。在

低水温处理下的种子刚开始的发芽率均高于在高温

处理下的种子开始发芽率。总体来看，在 25 ℃温水

+ 1 h 处理下德昌杉种子发芽率最高，但在 40 ℃温

水 + 1 d 的处理下德昌杉种子萌发最快，发芽率仅

次于在 25 ℃温水 + 1 h 处理的种子发芽率，且该处

理的种子发芽势最大; 建议采用 40 ℃温水浸种 1 d
处理德昌杉种子，以获得理想的播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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