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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勒香梨’（Pyrus sinkangensis Yu）属蔷薇

科梨属，原产新疆，为古老的地方品种，是新疆的名

优水果，其栽培地域性极强，栽培区域有限，在新疆

南部栽培最多，以库尔勒地区生产的最为有名 [1]。

2016年新疆地区香梨面积达 6.97万 hm2，年总产量

103.94 万 t，占全国梨栽培面积的 6%，占总产量的

8%[2]，在促进当地农业增效、果农增收和出口创汇方

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库尔勒香梨’果实为小果

型，单果质量多为 80~150 g，果实纺锤形或椭圆形，

果面绿黄色，阳面有条红，皮薄肉细，松脆多汁，风味

甜，具香味，品质上，在新疆地区 9月上旬成熟。作

为一种名优水果，‘库尔勒香梨’还存在一些缺陷，如

果个小，果心大，果实成熟期不抗风，有青头果、龟背

果等[3]。为了传承香梨品质优势，克服其弱点，国内

多家单位以其为亲本开展杂交育种工作，选育出了

‘红香酥’[4]、‘玉露香’[5]、‘新梨7号’[6]等品种，并在生

产中迅速推广。

‘库尔勒香梨’作为我国梨育种中的骨干亲本之

一，在杂交育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7]。杂交亲

本的选择与选配是育种工作成就的关键，选配亲本

时，要明确育种目标，充分考虑亲本的遗传特点。因

此研究‘库尔勒香梨’性状的遗传特性，不仅能对杂

交选配提供指导，减少育种盲目性，还能为杂种后代

性状预测提供参考[8]。

1 主要农艺性状的遗传特点

通过对杂种后代的果实大小、形状、果皮颜色、

果肉质地、果心大小和童期等性状的调查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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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勒香梨’不同性状在杂交后代中的遗传规律，

为正确选配杂交组合提供参考，以期提高育种效

率。

1.1 果实大小

‘库尔勒香梨’果型较小，销售过程中单果质量

是它的重要分级标准，不同果个的‘库尔勒香梨’价

格上能相差数倍，因此大果个是‘库尔勒香梨’改良

育种的一个重要目标。‘库尔勒香梨’的小果性状遗

传力强，但不同组合的遗传传递力不同，部分组合有

正向超亲，也为通过杂交改良性状提供了可能。邹

乐敏等[9]总结了‘库尔勒香梨’与大果型品种‘雪花

梨’‘猪嘴梨’‘鸭梨’和‘金梨’4个品种的 5个组合

的250株杂种后代，认为果实大小变异范围广，后代

果实以中果型为多，单果质量 100~199 g 的占到

68.8%；何天明等[10]通过‘库尔勒香梨’和‘早酥’‘八

云’‘苹果梨’‘鸭梨’‘砀山梨’、‘巴梨’、杜梨 7个种

质的11个组合杂种单株的调查，发现杂种后代果实

大小出现广泛分离，群体变异系数达 25.0%，‘库尔

勒香梨’的小果型遗传能力较强，不同组合间差异

大。王宇霖等[11]对‘库尔勒香梨’和‘雪花’正反交后

代调查，发现平均果质量小于亲中值，平均单果质量

均未超过 200 g，150 g 以下的单株占 60%左右；郭

黄萍等 [3]对‘库尔勒香梨’与‘砀山酥梨’‘猪嘴梨’

‘晋酥梨’‘雪花梨’和‘鸭梨’等杂交组合的351株杂

种单株进行调查，发现后代果实大小遗传变异较广

泛，杂种后代果实普遍变小，有少量表现超亲类型，

平均遗传传递力为93.11%，认为梨果实大小为多基

因控制的数量性状遗传；刘艳等[12]调查了‘库尔勒香

梨’作为亲本的10个杂交组合及8个回交组合，发现

杂种后代平均单果质量大于亲中值，而回交后代平

均单果质量均小于双亲平均值，当小果型亲本‘库尔

勒香梨’与其他大果型亲本杂交时，后代果实大小具

有趋中偏大的趋势，当继续与小果型亲本‘库尔勒香

梨’回交，其回交后代果实大小表现负向优势，认为

果实大小是受多基因控制的数量性状，‘库尔勒香

梨’小果型遗传能力较强；吴翠云[13]调查了‘库尔勒

香梨’和‘早酥’‘慈梨’‘砀山酥梨’‘八云’‘黄县长把

梨’‘苹果梨’‘鸭梨’、杜梨8个种质的10个组合，除

‘库尔勒香梨’×杜梨的正反交组合外，其余各组合

杂种后代平均果质量均小于亲中值，平均小于亲中

值的40.1%。另一亲本果实大者后代表现平均值也

较大，如‘苹果梨’‘砀山酥梨’‘慈梨’‘早酥’‘鸭梨’

的杂交后代，但并非随亲本果实的增大而增大。‘库

尔勒香梨’×‘早酥’、‘库尔勒香梨’×‘砀山酥梨’及

‘库尔勒香梨’×‘库尔勒香梨’组合果实大小分布变

异系数较大，且大果比例相对较高。

1.2 果形

梨果实形状的遗传较为复杂，而且果实发育受

环境条件的影响大，在不同果形亲本杂交中杂种后

代表现出多样性现象。‘库尔勒香梨’果实纺锤形或

椭圆形，邹乐敏[9]认为‘库尔勒香梨’的果形遗传性

较强，在‘库尔勒香梨’×‘雪花梨’、‘库尔勒香梨’×

‘猪嘴梨’的后代中，有 33.3%~39.2%的后代果形类

似‘库尔勒香梨’；吴翠云[13]以‘库尔勒香梨’为亲本

的杂交后代果实果形指数表现趋中变异，果形有变

圆的趋势，遗传传递力为 79.15% ，一般配合力

0.988，各杂交组合后代果形指数平均值均略低于亲

中值，平均优势率为 11.64%；郭黄萍等[3]调查以‘库

尔勒香梨’亲本之一的6个组合，亲本果形为卵圆形

和椭圆形2种，其杂交后代果形表现出多样性，变异

率为 31.91%，认为亲本卵圆形的遗传优势较强，呈

多基因控制的数量性状遗传。

1.3 果皮颜色

‘库尔勒香梨’果皮绿黄色，阳面有条红红晕，常

被用来作亲本选育红皮梨。王宇霖等[11]调查‘库尔

勒香梨’后代中果实带有彩色的比重颇高；邹乐敏

等[9]调查‘库尔勒香梨’的后代中，29.6%的单株果面

有红晕，认为‘库尔勒香梨’果皮色泽的遗传力较强，

用‘库尔勒香梨’培育红皮梨切实可行；何天明等[10]

调查发现，杂种红晕株率和双亲的性状有关，红晕性

状的表达与正反交无关，认为果面红晕为质量性状。

1.4 品质

果实品质是果实肉质、果汁和果实风味等的综

合评价。‘库尔勒香梨’因皮薄肉细、松脆多汁、风味

甜等优良品质而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但品质的遗传

表现更复杂。邹乐敏等[9]调查‘库尔勒香梨’的 5个

杂交组合后代中，44%的后代风味倾向‘库尔勒香

梨’，21.2%的单株香气浓，73.7%~92.9%后代汁液

多，80.8%的果肉细，但肉质虽细于‘金梨’‘猪嘴’

‘雪花梨’，多数却不如‘库尔勒香梨’细。不同亲本

组合，后代肉质粗细比例不同，如与‘金梨’‘猪嘴’等

杂交，其后代肉稍粗的占24.6%~25.9%，与‘雪花梨’

杂交，肉稍粗的占17.1%，与‘鸭梨’杂交，后代肉细，

其中‘库尔勒香梨’×‘雪花梨’组合后代品质表现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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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但王宇霖等[11]调查‘库尔勒香梨’×‘雪花梨’和

‘库尔勒香梨’×‘鹅梨’组合中，‘雪花梨’组合后代

中果实中等品质的占绝大多数，不及‘鹅梨’作父本

的后代中，品质上等的占比大；何天明等[10]认为‘库

尔勒香梨’果心趋中遗传，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超

亲遗传，‘库尔勒香梨’作父本时，其风味浓郁性状较

反交组合更易传给后代；刘艳等[12]调查了10个杂交

组合及 8个回交组合，果肉质地在杂交后代中具有

劣变趋势，但与‘库尔勒香梨’回交后，果肉质地级次

有明显提高；‘库尔勒香梨’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在杂交或回交后代中群体分离广泛，各杂交和回交

组 合 遗 传 传 递 力 均 较 强 ，分 别 为 103.78% 和

105.57%，以‘库尔勒香梨’作为回交亲本有望选育

果肉质地理想的品种；张琦等[14]以‘库尔勒香梨’为

母本、‘慈梨’‘砀山酥梨’‘早酥梨’‘苹果梨’等为父

本的杂种后代为材料，发现杂交后代果实石细胞含

量平均值均大于亲中值，呈现明显增多趋势，组合间

遗传传递力为 58.65%~280.27%，平均 177.76%。杂

交后代石细胞含量分离广泛，变异系数为 23.9%~

47.69%；吴翠云[13]通过调查认为，‘库尔勒香梨’杂交

后代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表现数量性状遗传特

点，后代群体分离广泛；郭黄萍等[3]认为‘库尔勒香

梨’后代的果实肉质倾向于‘库尔勒香梨’，后代的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变异幅度大，各组合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遗传传递力均较强，呈现明显多基因控制的数

量性状遗传，主要由基因间加性效应控制，非加性效

应影响较小。亲本果实肉质对杂交后代果实品质影

响很大，亲本品质级次越高，后代平均品质级次也

高，选育综合品质优良后代的可能性就大。

1.5 果心

果心大小影响果实的可食率，果心周围的石细

胞含量影响口感。在‘库尔勒香梨’的性状改良过程

中，果心小、果心周围石细胞少一直都是重要育种目

标。关于‘库尔勒香梨’果心大小的遗传趋势，何天

明等[10]认为‘库尔勒香梨’果心趋中遗传，并且受亲

本影响大。‘库尔勒香梨’作为父本时，‘库尔勒香梨’

的大果心比作为母本时更易遗传给后代；但吴翠云[13]

认为‘库尔勒香梨’杂交后代群体果心有变小的趋

势。亲本果心大小对后代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呈

正相关；刘艳等[12]认为‘库尔勒香梨’大果心的遗传

传递力并不很强，但要想选育小果心品种，仍不宜以

‘库尔勒香梨’作为回交亲本。

1.6 童期

杂种实生苗从播种到第一次开花结果所经历的

时间叫童期，是衡量早实性的标准，梨杂种后代的童

期的长短由亲本遗传基础所决定，由微效多基因控

制，同时也受环境因素及栽培技术措施的影响 [11]。

邹乐敏等[9]调查‘库尔勒香梨’与‘猪嘴’‘雪花梨’杂

交的组合，第 6年开花株率为 25.8%~38.1%，第 7年

开花株率为 68.3%~82.5%，第 8年为 92.1%~95.2%；

在相同管理条件下调查‘库尔勒香梨’杂交后代开花

结果年限表现广泛分离，各组合变异幅度较大，后代

从第5~10年开始结果，平均6.5 a（年）[11，13]。

2 由‘库尔勒香梨’选育的新品种

‘库尔勒香梨’作为优异种质早在在上世纪 70

年代就被育种者作为亲本用于新品种选育，先后培

育出‘玉露香’‘红香酥’‘新梨 7号’等 10个新品种

（表 1），并在生产中推广应用，现将我国以‘库尔勒

香梨’为亲本培育的几个优良品种介绍如下。生产

中也发现了一些芽变品种，表现为多样的叶片、果实

和成熟期等变异，经由芽变选育出的品种有‘新梨2

号’[15]、‘

2.1 ‘玉露香’

‘玉露香’梨（‘库尔勒香梨’×‘雪花’）继承了

‘库尔勒香梨’特有的肉质细嫩、口味香甜、无渣，果

面着红色等优良品质，是一个优质、耐藏、中熟的大

果新品种，平均单果质量236.8 g，果实近球形，果面

光洁细腻具蜡质，果皮薄，果心小，酥脆，汁液特多，

味甜具清香，品质极上。

2.2 ‘红香酥’

‘红香酥’（‘库尔勒香梨’×‘郑州鹅梨’）平均单

果质量220 g，果实纺锤形或长卵圆形，果面洁净、光

滑，果点中大较密，果皮绿黄色，向阳面 2/3果面红

色。果肉白色，肉质致密细脆，风味香甜可口，石细

胞较少，汁多，品质上等，晚熟耐贮运。以‘红香酥’

为亲本还选育出红皮中熟梨新品种‘早红玉’[18]，果

实圆形，较‘红香酥’成熟期早且果形端正。

2.3 ‘新梨7号’

‘新梨 7号’（‘库尔勒香梨’×‘早酥’）果实椭圆

形，底色黄绿色，阳面有红晕，果形果色似香梨，平均

单果质量165 g，果皮薄，果点中大，果肉白色、汁多、

质地细嫩，酥脆，石细胞较少，果心小，风味甜，清香，

早熟，耐贮藏。以‘新梨 7号’为亲本选育出梨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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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慈香’[19]。

3 展 望

‘库尔勒香梨’是新疆地区出名的地方品种，也

是优良的育种亲本材料。‘库尔勒香梨’的果皮颜色、

果实大小、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等性状遗传力强，果心

趋中遗传，果肉质地在杂交后代中具有劣变的趋势，

但不同组合之间差异大。因此宜选用具有果大、果

形端正、肉细、果心小等性状的优良品种和‘库尔勒

香梨’选配杂交组合，同时群体宜大，以培育出综合

性状优良的品种。为了‘库尔勒香梨’的进一步利

用，提高育种效率，应重视结合分子生物学手段，开

发利用有效的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完善早期选择技

术，在苗期进行非目标性状的单株的剔除，减少盲目

性，提高育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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