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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东北部核桃资源优系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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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进一步挖掘四川本地核桃种质资源，在对德阳本地１００份优良核桃种质进行筛选的基础上，将筛选出的
种质与辽核１号和香玲的开花结果情况、坚果性状与品质、抗逆性等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１）筛选出的核桃种
质分别为旌科１号和旌科２号。（２）旌科１号和旌科２号均具有外观质量好、壳薄、取仁容易、仁色浅和种仁品质
佳的特点，保留了母本的遗传优良性，并且表现出品质好、产量高、抗逆性强等特点。（３）旌科１号和旌科２号抗逆
性优于引进的良种辽核１号和香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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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桃是四川重要的经济林树种之一，现有栽培
面积约８６．６７万 ｈｍ２，居全国第二，年产量约４０．８
万ｔ，居全国第三，已成为山区、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
富的重要支柱产业。核桃在四川的栽培历史悠久，

分布范围广泛，种质资源丰富［１，２］，主要分布有普通

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Ｌ．）、泡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ｓｉｇｉｌｌａｔａ

Ｄｏｄｅ）和野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Ｄｏｄｅ）３个种。
成都平原东北部德阳市核桃栽植历史悠久，用于经

济栽培的大多是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Ｌ．），其产量
高、经济价值高。

四川核桃育种起步晚，对成都平原东北部盆地

温湿气候具有良好适应性的优良品种少，难以满足



产业发展需求，而本地核桃具有外观质量好、壳薄、

取仁容易、仁色浅、种仁品质佳、抗逆性强的特

点［３，４］。德阳是成都平原东北部重要核桃产区，为

选育对盆地温湿气候具有良好生态适应性的本地品

种，在对德阳本地１００份优良核桃种质进行筛选的
基础上，将筛选出的种质与辽核１号和香玲的开花
结果情况、坚果性状与品质、抗逆性等进行比较，为

核桃产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德阳市旌阳区新中镇的尖山村、龙

居村和马鞍村，地处成都平原东北边缘，东经１０３°

４５′～１０５°２０′，北纬３０°３１′～３１°４２′。气候属中亚热
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降水充沛，夏

无酷暑，冬无严寒。年平均气温１６１℃，最高气温
３６５℃，最低气温 －６７℃，无霜期 ２７１ｄ；日照
１２５１５ｈ；平均降水量８９３４ｍｍ。
１．２　研究内容与方法
１．２．１　初选

２０１１年开始统计和筛选，从德阳１００个核桃资
源中初步选择优良单株，再通过对优良单株的经济

性状、果实表现性状进行比较，初步筛选出若干优良

单株，并对其结果特性进行调查和统计［５～８］。

在对德阳市核桃资源现状调查的基础上，共收

集核桃优良种质１００份，见表１。

表１ 德阳市核桃优良种质资源调查汇总表

Ｔａｂ．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ｗａｌｎｕｔ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ＤｅｙａｎｇＣｉｔｙ

项目 初选数量 复选数量 平均年龄／ａ 平均胸径／ｃｍ 平均高／ｍ 生长环境 生长情况 病虫害情况

优良单株 １００ １０ ２６ １６ １１ 房前屋后 优 无

１．２．２　核桃优选品种核桃仁营养品质比较
２０１４年开始对初步选育出的若干优良单株用

其穗条作为亲本进行嫁接育苗或高接换种［９］，嫁接

在两种砧木上，一种是亲本种子培育的苗木，获得嫁

接苗Ａ，一种是其他核桃苗，获得嫁接苗Ｂ。对优选
出的若干个优良单株，以引进品种香玲和辽核１号
作为对照，在旌阳区新中镇的３个村进行造林对比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均为４株小区，５次重复，
每个重复内立地条件基本一致，在同一水平线上，栽

植株行距３ｍ×４ｍ。试验区周围均设置一行保护
行。研究优选单株的植物学性状、生物学性状、遗传

稳定性、变异性、生产性能、抗逆性、病虫害，并分析

其坚果的营养成分，遵照产量与品质并重及注重抗

性原则进行选择，采用综合指标评分法进行排

序［１０］。

同时，对筛选出的优良品种及香玲、辽核１号，
将４个品种的核桃壳去掉，尽量保持完整的核桃仁，
测定核桃仁的脂肪含量、蛋白质含量，并评定核仁风

味。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初选结果
应用表征数据对１００个核桃资源的起源、植物

学特征、生物学特性等性状进行描述，构建了１００份
核桃资源的电子版数据库，通过对资料的汇总，以及

实地连续３年的调查、观测和对坚果质量的检测，从
中筛选出了抗逆性强、取仁容易、具有丰产性的１０
株优良单株，依次编号 Ａ－Ｊ，１０株优良单株的单位
投影面积产量及出仁情况见表２。

表２ 核桃优良单株经济性状调查

Ｔａｂ．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ｗａｌｎｕｔｐｌａｎｔｓ

优良单
株编号

单位投影
面积产量

／（ｇ·ｍ－２）

出仁情况

整仁数 半仁数 １／４仁数 碎仁数

出仁率
／％

Ａ ５８３．２ ６ １４ ７ ３ ５１．７
Ｂ ５１５．６ １２ １２ ５ １ ５１．９
Ｃ ５８３．４ ３ １７ ８ ２ ４９．０
Ｄ ５３５．８ ２ １９ ８ １ ５１．１
Ｅ ６１３．１ ２１ ８ １ ０ ５５．６
Ｆ ５６７．９ １５ ８ ３ ４ ４８．４
Ｇ ５３６．４ ９ １３ ４ ４ ５１．００
Ｈ ６０６．１ ２１ ７ １ １ ５４．３７
Ｉ ５４０．８ １０ １４ ６ ０ ５０．６
Ｊ ５１８．０ １５ １２ ２ １ ５１．３

初选出的１０株优良单株的单位投影面积产量
均大于５００ｇ·ｍ－２，其中Ｅ的单位投影面积产量最
高为６１３１ｇ·ｍ－２，Ｈ次之，均具有较好的丰产性；
初选出核桃优良单株人工取仁半仁 ＋整仁数（率）
均大于６６７％，其中 Ｅ、Ｈ、Ｊ最易取仁，人工取仁数

５３５期 王文勇，等：成都平原东北部核桃资源优系筛选 　　



＋整仁数（率）均达到９０％以上，受测单株的出仁率
平均达５１５％，高于国家核桃选育的标准要求，具
有较高的出仁水平，证明了所选优良单株的初步正

确性。Ｅ出仁率最高５５６％。综上所述，Ｅ、Ｈ不仅
取仁容易，而且具有较高的经济产量。

２．１．１　德阳地区核桃优良单株选择
结合自然气候条件和生产经营现状，对从德阳

本地初选出的 １０个核桃优良品系，从核桃坚果外
形、颜色、光洁度以及核桃仁饱满度、出仁难易程度

等方面进行测试分析，见表３。

表３ 核桃优良单株果实表现性状调查

Ｔａｂ．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ｆｒｕｉ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ｗａｌｎｕｔｐｌａｎｔｓ

优良单株编号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Ｉ Ｊ
坚果形状 圆形 近园形 椭圆 圆形 圆形 圆形 圆形 近圆 圆形 圆形

坚果光洁度 麻 较光洁 较光洁 光洁 光洁 较光洁 较光洁 光洁 较光洁 较光洁

坚果颜色 褐 浅褐 浅褐 浅褐 浅褐 褐 浅褐 浅褐 浅褐 褐

核壳厚度／ｃｍ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１７ ０．１３ ０．１２ ０．１５ ０．１４ ０．１１ ０．１５ ０．１２
缝合线特征 平 平 平 平 平 隆起 平 平 平 平

缝合线紧密度 紧密 紧密 紧密 紧密 紧密 较松 紧密 紧密 较松 紧密

内褶壁 革质 革质 革质 革质 革质 革质 革质 革质 革质 革质

膈　膜 革质 革质 革质 革质 革质 革质 革质 革质 革质 革质

核仁饱满度 饱满 饱满 饱满 饱满 饱满 较饱满 饱满 饱满 较饱满 饱满

核仁皮色 黄褐 黄褐 黄褐 深褐 黄褐 深褐 黄褐 黄褐 黄褐 黄褐

核　仁 黄白 黄白 黄白 浅黄 黄白 浅黄 黄白 黄白 黄白 黄白

　　从调查初选出核桃优良单株果实表现性状来
看，坚果果形大多为圆形，核仁饱满度较好，核壳厚

度在０１０ｃｍ～０１７ｃｍ之间，缝合线紧密度除 Ｆ、Ｉ
外，其余均紧密，坚果光洁度可以看出 Ｅ、Ｈ外观光
洁。根据资源实用性、代表性、多样性等原则，综合

各性状选择出Ｅ、Ｈ这两个乡土核桃优良品种，暂命
名为旌科１号、旌科２号，其结果特性见表４。

表４ 核桃优良品种结果特性表

Ｔａｂ．４　Ｏｕｔｃｏｍ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ｔａｂｌｅｏｆｆｉｎｅｗａｌｎｕｔ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母树编号
树龄
／ａ

顶果枝率
／％

侧花芽率
／％

每花序座果数
／个

旌科１号 ４５ １００ ５３．９ ２．３
旌科２号 ４０ ９５ ６５．８ ２．１

２．２　本地核桃优良品种的比较试验
２．２．１　主要品种物候期

根据研究实施方案，从３月上旬开始，每两天对
参试品种进行一次物候期观察，记载萌芽、展叶及雌

雄花期等主要物候期。结果表明（见表５），品种间
物候期差异不大，通常在５天左右。旌科１号、旌科
２号能正常表现期原有的生物学特性，秋季都能及
时停长，充分木质化，有利于来年树体正常生长发

育，对试验区自然生态环境有很好地适应能力。旌

科１号、旌科２号表现为雄先型，而香玲、辽核１号
则表现为雌先型，展示出了本地核桃适应性强的特

性。

表５ 参试优良品系的主要物候期

Ｔａｂ．５ Ｍａｉｎ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ｓｔｒａｉｎｓｔｅｓｔｅｄ

参试
品种

试验点 展叶期
雄花 雌花

初花期 盛花期 终花期 初花期 盛花期 终花期

旌科１号 新中镇 ３．３０～４．８ ３．２８ ４．３ ４．１６ ３．３１～４．１１ ４．３～４．１４ ４．１６～４．２５
旌科２号 新中镇 ３．２７～４．４ ３．３０ ４．３ ４．０８ ３．３０～４．１７ ４．５～４．１９ ４．１４～４．２５
辽核１号 新中镇 ３．３０～４．８ ３．２８ ４．３ ４．１６ ３．３１～４．１１ ４．３～４．１４ ４．１６～４．２５
香玲 新中镇 ３．２７～４．４ ３．３０ ４．３ ４．０８ ３．３０～４．１７ ４．５～４．１９ ４．１４～４．２５

２．２．２　树体生长表现
结果表明（表６）选育出的旌科１号、旌科２号

的地径及冠幅等与引进的香玲和辽核１号品种无明
显的差异。

其中：嫁接苗Ａ（砧木为亲本种子培育的苗木，
嫁接穗条为亲本）生长情况好于嫁接苗 Ｂ（砧木为
其他品种苗木，嫁接穗条为亲本）。低效林改

造———高换后，生长表现突出，优于辽核 １号和香

玲。

２．２．３　开花结果表现
核桃产量是一个综合数量性状，它除了受幼年

期长短的影响外，还取决于发枝力、侧花枝率等性

状。晚实核桃一般只有枝条的顶部１～３个芽是混
合芽，发育成为结果枝；早实核桃的侧芽为混合芽的

比例通常较高，可达到５０％以上，这是早实核桃能
够早期丰产的重要因素之一。

６３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４０卷



表６ 参试优良品系的主要生长情况

Ｔａｂ．６　Ｍａｉｎｇｒｏｗｔｈ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ｅｓｔｅｄ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ｓｔｒａｉｎｓ

无性系 树势
分枝
角度

树冠

３年生生长情况 新梢生长情况

树高
／ｍ

地径
／ｃｍ

主干高
／ｃｍ

冠幅
／ｍ

平均长
／ｍ

直径
／ｃｍ

旌科１号 较强 较大 紧凑 ２．４８ ５．８８ １３３ １．８６ １１５ １．２０
旌科２号 较强 较大 松散 ２．４１ ５．３５ １３２ ２．５５ １４０ １．２０
辽核１号 较强 较大 紧凑 ２．３２ ５．２０ １３２ １．５３ １１２ １．１５
香玲 中等 较小 紧凑 ２．２５ ５．２１ １００ １．５４ ８４ １．２

　　试验结果表明（表７），旌科１号、旌科２号具有
较强的发枝力，１年苗３年生树全部开花结果，侧花
芽率高达７３０％以上。单株产果８０个以上，表现
了优良的丰产特性，与我国首批早实核桃的优良品

种香玲、辽核１号相一致。
２．２．４　坚果性状与品质

２０１４年，从已经结果的幼树和高换树上采集样
果与母株样果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见表８），两
个优选品种的坚果，普遍具有外观质量好、壳薄、取

仁容易、仁色浅、种仁品质佳的特点，保留了母本的

遗传优良性。单果重、出仁率高于香玲和辽核１号。
壳厚度略高于香玲和辽核１号，但仍低于国家标准。

表７ １年苗３年生核桃丰产性状
Ｔａｂ．７　Ｈｉｇｈｙｉｅｌｄｔｒａｉｔｓｏｆｗａｌｎｕｔａｔ１ｙｅａｒ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ａｎｄ３

ｙｅａｒｓｏｌｄ

参试品种
２年生母
枝数／条

当年生新
枝数／条 抽枝力

分枝数
／条

侧花芽
率／％

单株产
果／个

旌科１号 １６ ２６ １：３．２ ７２ ７３．０ ８０
旌科２号 １６ ２９ １：３．４ ７３ ７３．３ ８３
辽核１号 １４ ２２ １：３．４ ７３ ７１．３ ７８
香玲 １３ ２８ １：３．２ ９２ ７６．１ ８８

２．２．５　抗逆性及病虫害
由于是本地选育的优良品种，对本地土壤、气候

等自然条件最适应。具有抗性强、抗病虫害等特点，

落果率低于引进的良种香玲和辽核１号。

　　表８ 核桃干果品质比较

Ｔａｂ．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ｗａｌｎｕｔｆｒｕｉｔｑｕａｌｉｔｙ

品种
单果重
／ｇ

壳厚度
／ｃｍ

出仁率
／％ 外观特征 种仁特征

旌科１号 １２．３８ ０．１１ ５５．７ 近圆形，果嘴较凸，果面光滑，缝合线低
平

果仁饱满，黄白色，取仁易，口感细腻味香，油脂感
强

旌科１号母树 １２．３６ ０．１１ ５５．６ 近圆形，果嘴较凸，果面光滑，缝合线低
平

果仁饱满，黄白色，取仁易，口感细腻味香，油脂感
强

旌科２号 １２．４７ ０．１２ ５５．２ 圆形，果嘴维凸，果面光滑纹络清晰，缝
合线低平

果仁饱满，黄白色，取仁易，味香、油脂感强。口感
细腻

旌科２号母树 １２．４５ ０．１２ ５４．３７ 圆形，果嘴维凸，果面光滑纹络清晰，缝
合线低平

果仁饱满，黄白色，取仁易，味香、油脂感强。口感
细腻

辽核１号 １０．９ ０．１０ ５２．２ 椭圆形，果尖微凸，果面光滑，缝合线疏
松低平，梗两侧有少量较深麻坑

取仁易，果仁饱满，乳黄白色，口感较细腻，味香

香玲 １０．３ ０．１０ ５３．２ 近圆形，果尖低平，果面光滑，维麻坑，
缝合线低平

取仁易，果仁饱满，黄白色，口感较细腻，味香

２．２．６　核桃优选品种核桃仁营养品质比较
２０１６年委托四川省林科院对所选出的核桃优

良单株进行了蛋白质和脂肪含量的测定。结果表

明：该品种旌科１号和旌科２号油脂含量较高，可以
作为油用品种进行栽培，而且优选品种旌科１号和
旌科２号保留了母树的遗传优良性（见表９）。

表９ 核桃优选品种内在品质调查

Ｔａｂ．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ｗａｌｎｕｔ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项目名称
棕榈酸
／％

棕榈－烯酸
／％

硬脂酸
／％

油酸
／％

亚油酸
／％

亚麻酸
／％

水分
／％

蛋白质
／％

脂肪
／％ 果仁风味

样品
名称

旌科１号母树 ６ ０．１ ２．８ １９．１ ６４．３ ６．９ ４．５６ １４．５ ６７．３９
旌科１号幼树 ５．９ ０．１ ２．６ ２１．４ ６４ ５．７ ４．６８ １５ ６５．２３
旌科２号母树 ５．３ ０．１ ３．６ １８．５ ６６．９ ５．３ ４．７２ １５．３ ６３．１
旌科２号幼树 ５．３ ０．１ ３．６ １８．５ ６６．９ ５．３ ４．５４ １５．３ ６６．４６

口感较细
腻，味香

（下转第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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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机制研究［Ｄ］．东北林业大学，２００７．

［３０］　葛晨．人类干扰下的野生鸟类警戒行为研究［Ｄ］．南京大

学，２０１２．

［３１］　刘亚儒，杨绣坤．我国野生动植物资源利用的现状与保护

［Ｊ］．现代园艺，２０１８，３６６（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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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德阳本地１００份优良核桃种质进行优系
筛选，选育出旌科１号和旌科２号具有外观质量好、
壳薄、取仁容易、仁色浅、种仁品质佳的特点，保留了

母本的遗传优良性，并且表现出品质好、产量高、抗

逆性强。在抗逆性方面优于引进的良种香玲和辽核

１号，其中整仁数比其他本地品种提高１３０％，出油
率分别提高７４％，９８％，可在德阳市内及邻近市、
县推广利用，在全市低产低质核桃品种改良中有望

得到大力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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