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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原产于我国西部，经过 4 000多年的栽培演

化，形成了丰富的品种资源和栽培类型。新中国成

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下，我国的桃科研

和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93

年，我国桃的栽培面积和产量全面超过意大利和美

国，成为世界第一产桃大国，并一直保持至今。目

前，全国有 29个省市自治区有桃的产业化栽培，桃

是仅次于苹果、梨的我国第三大落叶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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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是桃及其多个近缘种的起源中心。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过科技工作者广泛的资源考察，收集了国内外

大量种质资源，培育了623个桃品种。依托有关单位建成了郑州、南京、北京3个国家桃种质资源圃。科研人员在栽培

模式、整形修剪、科学施肥、花果管理、设施栽培、病虫害综合防控、采后贮藏加工等方面开展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为

延长鲜果供应期、丰富果实类型、提升桃果品质提供了保障，支撑了我国桃产业的发展。今后的工作重点将围绕关键

基因的挖掘定位、育种技术的创新、以及抗性、低需冷量、省工省力、适应机械操作品种等方面展开。通过优质、安全、

高效的现代栽培技术以及采后技术的研发，为桃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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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the world center of peach and its wild relatives. In the last 70 years，investigation

and collection on the natural resources have been carried out，three national peach germplasm reposito-

ries in Zhengzhou，Nanjing and Beijing have been established，and 623 new varieties have been bred.

The research has been developed on cultivation mode，pruning，fertilization，flower and fruit manage-

ment，protected cultivation，integrated control of pests and diseases，post-harvest storage and process-

ing. Remarkable progress were achieved，which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each industry in

China and provided guarantee for prolonging fresh fruit supply period，enriching fruit types and improv-

ing the quality of peach. Future research will focus on mining and mapping of key regulatory gene，in-

novation of breeding technology，breeding new varieties for resistance，low chilling，labor-saving and

mechanical operation，and research on efficient cultivation techniques and postharvest technology，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each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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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桃种质资源研究

1.1 证明中国是桃及野生近缘种起源中心

桃（Prunus persica L.）属蔷薇科（Rosaceae）李属

（Prunus L.），其中桃亚属真桃组的野生近缘种包括

光核桃（P. mira）、甘肃桃（P. kansuensis）、山桃（P. da-

vidiana）、新疆桃（P. ferganensis）等；这4个野生近缘

种在我国有大量的野生自然群体分布，且野生群体

的遗传多样性丰富、类型齐全，均证明了我国是桃的

起源中心，拥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和完整性。

汪祖华等[1]根据生态分布，将桃划分为西北高旱

区、华北平原区、长江流域区、云贵高原区、青藏高原

区、东北高寒区和华南亚热带区7个不同生态区；把桃

品种划分为6个品种群，即硬肉桃品种群、蜜桃品种群、

水蜜桃品种群、蟠桃品种群、油桃品种群和黄桃品种群。

1.2 开展了广泛的桃种质资源收集

我国较大规模的资源考察包括，1977—1979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陕西省果树研究

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进行的西北地区罐桃资源

考察，1978 年新疆喀什地区桃品种资源考察，

1981—198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组织的西藏农作物

资源考察，1982—1983年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

究所等单位的云南桃资源考察；1991—1995年大巴

山（含川西南）、黔南桂西山区作物种质资源考察。

本世纪以来，国家桃资源圃与地方合作、参与第三次

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对新疆、西

藏、甘肃、云南、四川以及六盘山、太行山、武夷山等

地的桃资源进行了考察与收集。

1.3 建成了3个专业型国家桃种质资源圃

中国农业科学院于1979年6月在重庆市主持召

开了“全国果树科研规划会议”。会议制订了果树种

质保存统一规划，1985年农牧渔业部、国家科委发

布文件明确了在郑州、南京、北京建立国家桃种质资

源圃，资源圃于 1989 年建成，现保存资源 2 350 份

次。30多年来，3个国家桃资源圃遵循广泛收集、妥

善保存、深入评价和共享利用的原则，对我国桃种质

资源的研究与利用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在轮台

新疆特有果树及砧木圃和云南特有果树及砧木圃、

公主岭寒地果树资源圃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农业科研

单位均保存了桃种质资源。

1.4 建立了桃种质资源评价技术体系

20世纪80年代，翻译了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

会的桃描述标准（Peach Descriptors），结合圃地观

察，绘制了多种模式图和标准照片。1990年，南京、

郑州和北京桃圃共同制定了我国桃种质资源记载项

目与评价标准，奠定了我国桃种质资源描述规范的

基础；2005 年，郑州、南京和北京桃圃共同编制了

《桃种质资源描述规范与数据标准》[2]，规定了151个

性状的描述符字段名称、类型、长度、小数位、代码

等，建立了统一、规范的桃种质资源数据库。基于桃

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评价标准，制定了农业行业标

准《农作物种质资源鉴定技术规程 桃》（NY/T

1317—2007）和《农作物优异种质资源评价技术规

程 桃》（NY/T 2026—2011）。

1.5 基本厘清了我国桃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本底

“七五”、“八五”期间，3个国家桃资源圃对保存

种质进行了果实经济性状、生物学特性、植物学特

征等的观察鉴定，结果汇编于《果树种质资源目录》

（1993年、1998年），共 22个性状，主要为果实性状，

录入了 648 份种质。《甘肃果树志》《陕西果树志》

《河北果树志》《北京果树志》《山东果树志》等地方

志中均对当地桃品种资源进行了描述。通过资源

考察和调查，编著了系列桃品种资源专著，其中

2001年出版的《中国果树志 桃卷》[1]和 2012年出版

的《中国桃遗传资源》[3]是中国桃种质资源研究的标

志性图书。

1.6 桃种质资源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从20世纪后期开

始，RAPD、RFLP、AFLP、SSR 和 SRAP 等分子标记

技术先后被用于桃种质资源亲缘关系、遗传多样性

等研究，开启了桃种质资源的深入评价与基因挖掘。

近年来，借助于基因组学工具开展的桃种质资

源相关研究，提升了桃资源研究水平。中国农业科

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单位利

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开展了桃基因组重测序研究，通

过比较基因组学研究，发现了观赏桃是野生近缘种

向栽培桃进化中基因组被人类选择最少的类群，提

出野生种质和观赏桃是恢复育成品种抗性和营养性

状的主要基因来源[4]。揭示了桃野生近缘种向栽培

种的单一进化路线，即从光核桃到山桃、甘肃桃，最

后到普通桃和新疆桃；而在普通桃地理类群间，华南

品种群和长江中下游品种群较为原始。首次提供了

桃在中国西南地区起源和演化的分子证据，解析了

栽培桃在驯化和改良中果实可食用性阶段性演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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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5]。为桃亚属种间、不同类型桃的演化与遗传多

样性研究提供参考与依据。

2 桃新品种选育研究

我国有目的、有计划的桃育种工作始于20世纪

50 年代后期。1965 年成立了“全国桃子育种协作

组”，1973 年成立了“全国罐桃育种加工协作组”，

1978年 5月在江苏省南通市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桃

育种座谈会”，2007年5月成立了中国园艺学会桃分

会，至今召开了18次交流研讨会，商讨育种目标、交

流育种技术与进展，有效地促进了桃的新品种选育

研究。

2.1 育种目标不断调整

鲜食桃与罐桃品种的选育从上世纪 50年代末

期开始实施，早熟、优质是当时鲜食桃的主要目

标[6]；60年代，初步明确了黄肉、不溶质、黏核为罐桃

品种选育的主要目标，罐藏桃品种选育成为了70年

代的育种重点。同时，70年代开始着手油桃品种选

育，到了80年代将油桃、蟠桃、成熟期育种列入重点

内容。90年代，提高果实的硬度与耐贮运性得到育

种工作者的普遍重视。进入21世纪，优质、大果、耐

贮、种类多样化成为桃新品种选育的共同目标。

2.2 育种理论与技术不断提升

为了选育特早熟的桃品种，70年代开始了胚培

养研究[7]，通过不断的试验与改进，形成了较为完善

的胚培养技术体系[8]，显著提高了早熟母本的成苗

率，育成的52个早熟桃品种是通过胚培养技术获得

的。

通过将自然播种杂交种子，改为冷库低温处理

种子，出苗后冬季温室培育，不仅提高了杂交种子的

出苗率，而且促使杂种单株提早结果；结合高接扩

繁、加快区试等措施，将原来培育1个品种需要20 a

（年）的时间缩短到10~12 a。

通过对杂种群体果实外观、品质、成熟期、花型

等性状的系统观察鉴定，总结遗传规律、开展基因型

分析[9]，为科学选配亲本提供依据。通过系谱分析，

总结了‘白花水蜜’‘大久保’‘早生黄金’‘京玉’等对

育成品种的贡献，为合理利用提供参考。

桃的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研究开始于上世纪末，

2000年首次发表了研究结果[10]。之后，国内许多科

研院校开展了相关研究。桃的分子标记经历了

RAPD、RFLP、AFLP、SSR和 SNP开发应用阶段，涉

及的性状包括果实、花、树以及抗性等大部分性状。

近年来，通过桃基因组重测序和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GWAS）方法[11]，研究分析了肉质、果肉硬度、黏核、

需冷量、花期、成熟期等性状的QTL，预测、定位关

键基因，开发实用的分子标记，为分子标记辅助选择

应用于育种实践积累基础。

2.3 育种成效

我国桃的新品种选育工作，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成效显著。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育成了

623个品种（表1），其中鲜食及加工桃品种598个（表

2）、观赏桃花品种16个、观赏鲜食兼用桃品种8个、

砧木品种 1个。55.70%的品种通过杂交选育，其次

为芽变选育和实生选育，各占16.85%。

表 1 623 个育成品种选育方法

Table 1 Breeding method of 623 new varieties

选育方法 Breeding method

杂交选育 Cross breeding

芽变选育 Sport selection

实生选育 Seedling selection

偶然发现 Chance discovery

自交 Self cross

辐射Radiaction mutation

不详 Unkown

合计 Total

品种数量 Number

347

105

105

38

10

3

15

623

比例 Proportion/%

55.70

16.85

16.85

6.10

1.61

0.48

2.41

100.00

表 2 598 个食用品种的果实类型

Table 2 Fruit type of 598 new varieties

品种数量

Cultivar number

比例

Proportion/%

桃

Peach

430

71.91

油桃

Nectarine

112

18.73

蟠桃

Flat peach

44

7.36

油蟠桃

Flat nectarine

12

2.01

合计

Total

598

100

2.3.1 第一阶段（1956—1978 年） 此阶段发表的

品种相对较少，共有49个品种，其中2个蟠桃，分别

为‘扬州 124蟠桃’‘白蜜蟠桃’，均由江苏育成。由

大连市农科所育成的‘丰黄’‘连黄’，是我国最早育

成的不溶质加工用黄桃品种[1]，1986年获国家发明

二等奖。

2.3.2 第二阶段（1979—2000年） 改革开放后，桃

的新品种选育研究得以稳定持续。此期发表了178

个品种，其中普通桃142个，油桃23个，蟠桃13个。

江苏省农科院育成的早熟水蜜桃‘雨花露’，成

为 20世纪 90年代的主要鲜食白肉品种，1982年获

农牧渔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上海市农科院应用幼

胚培养技术育成的‘春蕾’，果实发育期 56~58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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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获国家发明奖。‘春花’‘早花露’‘京春’‘双

丰’‘端玉’等一批果实发育期不超过60 d的特早熟

新品种的育成，使我国早熟水蜜桃育种取得了突破，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2]。

在罐藏黄桃品种选育方面，全国“六五”黄桃攻

关协作组育成了‘金旭’‘金晖’‘浙金 2号’‘浙金 3

号’‘郑黄3号’‘郑黄4号’‘燕丰’‘菊黄’‘桂黄’等分

别适于南、北方的罐藏黄桃新品种，使加工期从原来

的 20 d延长至 50 d[6]，1992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一

等奖。受国际市场的影响，90年代以后黄桃罐头产

品销路不畅，加工制罐品种的选育一度停滞。

我国的油桃育种起步较晚，日本的‘兴津油桃’

是 70年代的主要亲本，80年代以后，北京等地利用

引进的欧美油桃花粉，与异质型桃‘京玉’‘秋玉’等

杂交，育成了‘瑞光2号’‘瑞光3号’‘丹墨’‘早红珠’

‘秦光’’‘霞光’‘曙光’等风味甜的新品种，促进了我

国的油桃生产，丰富了桃果类型。

上海市农科院育成的晚熟黄桃品种‘锦绣’，鲜

食加工兼用，1986年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该

品种在本世纪得到了快速发展，面积接近 4.67 万

hm2。

2.3.3 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 进入21世纪，我国

的桃新品种选育工作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发表

了396个品种，类型多样，无论外观品质还是内在品

质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油蟠桃[13]、红肉桃[14]、红肉蟠桃、鲜食黄肉桃，丰

富了桃果类型；育成的中低需冷量品种[15]可供北方

温室、南方暖冬产区选择。油桃新品种外观美丽、品

质优良，尤其抗裂果能力显著改善，蟠桃基本实现了

味甜、果大、丰产的目标。此外，果肉质地也呈现多

样化的趋势，满足了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硬溶质类

型的品种占比达到 81.18%，并且出现了果肉软化

慢[16]、硬质类型的品种。

果实发育期不断突破，从第一阶段的最短75 d[1]

到第二阶段的48~51 d[17]，再到第三阶段的45 d[18]，果

实发育期最长的达到220 d，将原来只有2个多月的

上市期延长到了近6个月。

3 桃栽培技术研究

3.1 栽培模式与整形修剪方式发生转变

3.1.1 由大冠稀植向小冠密植转变 上世纪 80年

代之前，我国桃的栽培模式主要是大冠稀植，株行距

（4~5）m×（5~6）m，三主枝自然开心形，这种树形较

好地满足了桃树对光的需求，树冠较矮，管理方便，

品质优良。但是，也存在进入丰产期晚、早期产量

低、整形修剪技术复杂、平面结果、内膛容易光秃等

问题。80年代国内陆续开展了桃的密植栽培技术

研究与实践，先后出现了三主枝小冠开心形、二主枝

Y形。90年代以后，更是出现了适宜密植的主干形

或纺锤形[19]，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面积推广。此

间，由于控制生长势和早期丰产的需要，多效唑

（PP333）被引进并在桃生产中广泛使用。

小冠密植虽然提高了早期产量，但也带来了新

的问题。一是容易造成果园郁闭[20]；二是不利于操

作；三是大量依赖和使用多效唑，导致果实品质和绿

色安全受到影响。因此，近几年开始探索新的栽培

制度，其中宽行密植、小角度高冠整形逐渐为业界所

接受。这种方式行距通常在 5 m以上，加上小角度

高冠整形，行间不易郁闭，便于行间生草和机械通

行，冠内外光照足，果实品质好，产量高。

3.1.2 树体结构由多级次向少级次转变 传统自然

开心形的树体结构较复杂，一般在主干上培养主枝，

主枝上培养侧枝，侧枝上着生结果枝组，结果枝组上

留结果枝，级次达4级之多。主干形、四主枝挺身形

和半直立多主无侧高光效树形的树体结构降为2~3

级，在中心干或主枝上直接着生结果枝，减少了大量

的无效枝，枝条自然延伸。

3.1.3 冬季修剪由“短枝修剪为主”向“长梢修剪为

主”转变 桃树传统的冬季修剪以短截为主，“枝枝

过剪”，修剪后所保留的果枝长度短。这种修剪方式

压低发枝部位，增强分枝能力，促进新梢长势，造成

树势过旺，不利于幼树坐果，而且修剪用工比较多。

长梢修剪自90年代中期开始在我国试验示范，其主

要特点是冬季修剪时基本不短截，仅采用疏剪、轻剪

长放手法，修剪后保留 30~60 cm 的 1 a 生结果枝。

长梢修剪能有效缓和生长势，协调营养生长和生殖

生长的关系，提高坐果率；总结果枝数量减少，树冠

透光好，改善果实品质；修剪省工且简单易学[21]。在

我国桃主产区得到了较好的推广应用。

3.2 生草覆盖培肥地力

清耕是我国桃园地面管理的传统方式。进入本

世纪以后，除草剂开始在桃园使用，由于使用不当，

已经或正在带来很多问题，如引起或加重桃树流

胶[22]，导致树势早衰甚至死树，危及果品安全和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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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科技人员对果园生草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包括生草对增加土壤有机

质、培肥土壤的作用，提高土壤总有机碳、微生物量

碳和水溶性有机碳含量，提高桃园土壤养分含量及

土壤氨化细菌和真菌数量[23]等。树盘覆盖有机物料

可稳定根区土壤温度水分环境，提高土壤养分含量，

促进桃细根的生长[24]。并对不同区域适宜草种进行

了筛选，为桃园生草的推广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3.3 科学施肥提高品质

桃对氮磷钾三要素的吸收比例大体为100∶30~

40∶60~160[25]，只有均衡供应养分，才有利于树体健

壮生长和果实品质的提高。近年来，国内开始根据

土壤养分测试结果与目标产量进行推荐施肥。在总

量控制的基础上，进行分期调控，秋季与春季以氮、

磷肥为主，夏季（果实迅速膨大前）以钾肥为主，同时

应保证中微量元素的均衡供应。

依托国家桃产业技术体系，近年来开展了袋控

缓释技术研究。采用肥料袋控缓释技术可以有效提

高土壤酶活性，提高氮素吸收利用率[26]。施用袋控

缓释肥可在不降低产量的前提下，显著减少化肥施

用量；另外，可降低土壤养分淋溶、氨挥发和温室气

体排放。因养分供应稳定，袋控缓释肥能克服肥料

撒施导致短期内土壤有效氮过高，刺激新梢旺长造

成营养竞争和花芽形成难等问题。袋控缓释肥配施

黄腐酸钾能够更好地满足桃根系对肥料的需求，显

著提高氮肥利用率，促进桃幼树根系及地上部的生

长[27]。桃树“滴灌+肥料袋控缓释”模式显著提高了

养分释放速率。

3.4 花果管理技术研究受到重视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对疏花疏果时间、强度、技

术等开展研究[28]，对机械和化学疏花疏果进行了探

讨。本世纪以来，桃果实套袋技术研究逐渐增多，包

括套袋对果实外观及内在品质、袋内微环境等的影

响，果袋的种类、套袋时间、方法等，有效地支撑了这

项技术的普及 [29-30]。研究表明，选择适宜的果袋类

型、套袋时间和方法，对改善桃的外观品质、减少病

虫害发生和施药次数、提高商品果率有明显效果。

3.5 设施栽培蓬勃兴起并成为我国桃产业一大特

色

我国桃设施栽培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试验起

步，9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经过近 30年的发

展，设施栽培已成为我国桃产业的一大亮点和特色，

逐渐形成规模化、产业化；使我国鲜桃供应期延长近

90 d。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设施桃面积约3.3万

hm2。

我国桃设施生产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北地区，如

辽宁的营口、瓦房店、凌海，山东的莱西、寿光、莒县，

陕西的渭南地区、河北的乐亭、安徽的砀山和江苏的

丰县等。在这些集中产区，形成了从设施建造、相关

生产资料供应，到采后销售等较为完善的产业链，也

具有较为稳定的市场，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及产业

化特征。例如，辽南地区是我国设施桃起步最早、技

术普及最好的地区之一，果品行销全国[31]。近几年，

随着市场对果品质量要求的提高，长江流域及以南

桃产区开始尝试避雨栽培，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32]。

我国设施桃的基础理论和技术研究始于上世纪

80年代末，主要开展了栽培模式、品种评价筛选、设

施内环境因子调控、设施环境对果树生长发育的影

响等研究，并综合运用了露地栽培的矮密栽培、生长

调控、促花早果等管理技术，形成了一系列适应我国

各地条件的设施桃栽培技术，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

研究结果。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昌黎果树研究所利用

容器栽培和冷库处理等专利技术，实现了鲜桃春节

前成熟上市，是成熟期调节的又一突破[33]。

4 桃树病虫害防控技术研究

4.1 主要病虫害种类变迁

我国南北主产区桃病害发生情况差异较大，南

方产区病害发生较为严重，主要有桃流胶病、褐腐

病、炭疽病、枝枯病和细菌性穿孔病等；北方产区桃

病害主要是桃褐腐病、疮痂病和细菌性穿孔病等。

桃生产上常发生的重要害虫仍以蚜虫和梨小食心虫

为主，近年来橘小实蝇、桑白蚧、绿盲蝽等小型害虫

的发生日益严重。

4.2 防治策略、思路的变迁

桃的病虫害防控由传统的化学防治为主向综合

防治转变。栽培模式的变化，抗性品种的选择，果实

套袋等为病虫害有效防控奠定基础。害虫预测预报

系统的建立为桃园虫害综合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4.3 防治技术成效显著

针对桃树重要的蛀果害虫梨小食心虫开发出简

单易行且准确可靠的性诱剂监测技术，利用该技术

对其发生规律进行深入研究，明确最佳防治时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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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防治成本，提高梨小食心虫的防控效率[34]。基于

性迷向素防治桃园主要害虫梨小食心虫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35]，目前该项技术已经在我国桃的主产区推

广应用，真正实现了对梨小食心虫的绿色防控，提高

了果实安全生产水平。

生物防治因其具有对环境友好和对非靶标生物

安全等优点被国内外广泛应用。针对桃叶枯病、枝

枯病等病害致病机制开展研究。根据病原微生物的

特点进行相应生防菌剂研发、规模化生产与应用，实

现对桃树病害的绿色防控[36]。生态防治模式逐渐成

熟且被广大种植户采用，桃园实行生草栽培，创造有

利于天敌昆虫生存的环境，将周围植被上的瓢虫、草

蛉、食蚜蝇等天敌昆虫吸引入桃园，增强生物多样

性，提高生物防治效率。

5 桃采后技术研究

5.1 桃果实贮藏特性

桃属于典型的呼吸跃变型果实。不同类型、不

同品种桃果实的采后生理生化变化差异较大，对低

温的敏感性也不同。软溶质桃果实以冷藏温度 0~

1 ℃、相对湿度 85%~90%为宜，硬溶质桃以 1~3 ℃、

相对湿度85%~90%为宜。在贮运中果实不能结冰，

桃果的冰点约为-0.88 ℃，一般在-1 ℃就有冷害发

生。

5.2 桃果实贮藏保鲜技术

采收成熟度、包装技术、减压贮藏保鲜、辐照复

合保鲜、气调复合保鲜、热处理复合保鲜、NO及 1-

MCP等复合保鲜技术成为目前延长桃鲜果供应期

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贮前短时热水、热空气处理桃果实，能够延迟采

后软化进程，缓解冷藏的果肉褐变 [37]，改善冷藏品

质。间歇升温处理，可抑制冷藏果实的果肉褐变。

适宜浓度的氧气二氧化碳处理（1%~5% O2与 1%~

2% CO2）、高氧处理（80%~100%）结合自发气调复合

保鲜可延缓桃低温贮藏的衰老。适宜剂量的 γ射

线、高能电子束辐射处理、紫外线C处理可延缓常温

贮藏桃果的衰老进程，一氧化氮处理也可在一定程

度上延长果实的保鲜期。

此外，采用柚皮、厚朴等生物提取物，甲基环丙

烯类[38]、水杨酸类、聚乙烯吡咯烷酮等化学物质处理

桃果实，采前喷钙等[39]，可抑制或减少果肉褐变，减

缓软化速率和果实衰老，延长鲜果贮藏期。

5.3 桃的加工技术

桃的加工品除了传统桃罐头以外，还有桃汁、桃

干、冰冻桃块等，且加工工艺得到不断改进。蒸汽处

理可抑制浑浊桃果汁制品的褐变程度，增加浑浊桃

果汁的稳定性和黏度值。桃干以九成熟的黄桃原料

较适宜，麦芽糖醇液浸渍有利于产品色泽、硬度、脆

度的提高[40]。红外线（IR）加热去皮法具有一定应用

潜力。

近年来，桃胶因含有丰富的多糖、蛋白质等，在

医学、食品以及工业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逐渐受到

重视与利用。

6 发展趋势与展望

虽然我国在桃科研和生产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与世界桃研究强国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还不

能满足现代社会对品种、品质的需求。需要多单位、

多学科联合，协同攻关，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6.1 挖掘优异资源，定位关键基因

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深入评价桃种质资源，有针

对性地挖掘、定位关键基因，为品种改良提供亲本材

料。

6.2 开发分子标记，提高育种效率

加强育种技术研究，开发准确率高的分子标记，

将分子生物学技术与常规育种技术有机结合，提高

早期筛选效率和性状改良的针对性，缩短育种周期。

6.3 培育多样化品种，适应现代管理和消费需求

加强抗性品种的选育，为实现桃安全生产提供

品种基础。培育果实发育期短、耐低温弱光的低需

冷量品种，满足北方设施促早和南方露地栽培需

求。协调果肉硬度高、耐贮运与桃香味之间的关系，

培育具有桃香味的慢软化品种。培育降低或不需要

疏果、套袋的品种以及适应机械操作、采收的品种。

6.4 优质高效安全生产技术研究

根据不同生态区地理气候特点，研发适宜栽培

模式与技术，满足省力化、机械化需求；跟踪主要病

虫害种类变迁，研究监测预警技术，不断优化防控技

术。生产优质、安全果品，实现高效、生态目标。

6.5 加强采后技术研究

针对不同的果实、肉质类型，开展无损检测与分

级、品质保持技术研究，以满足不同运输条件、销售

方式需求，减缓采后果实劣变，降低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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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园艺学会李杏分会主办、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

科学研究所承办的“第十七次全国李杏学术交流会暨中国园

艺学会李杏分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于2019年8月26—

28日，在辽宁鲅鱼圈召开。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

南、北京、山西、山东、陕西、甘肃、宁夏、四川、重庆、云南、新

疆、西藏、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贵州等23个省

（市、自治区）的215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孙占祥研究员，农

业农村部农技推广服务中心经作处处长李莉研究员、辽宁省

绿色农业发展中心主任宋国柱研究员、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科

研管理部部长王辉研究员和周建英研究员、中国园艺学会副

秘书长陈红研究员，国际园艺学会李工作组主席Miroslaw

Sitarek 博士出席会议。孙占祥副院长、Miroslaw Sitarek 博

士、陈红研究员在开幕式上分别代表依托单位、国际园艺学

会、中国园艺学会致辞。

农业农村部农技推广服务中心经作处处长李莉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李世访研究员、国际园艺学

会 Miroslaw Sitarek 博士、新西兰植物与食品研究所 Claire

Scofield博士作了特邀报告。

有11名会议代表作了大会交流报告，涵盖资源、遗传育

种、栽培生理与栽培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采后生理与贮运

技术、综合加工技术等。会议期间参观了国家果树种质熊岳

李杏圃、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熊岳城苗圃旧址和熊岳树木园。

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国园艺学会李杏分会三届六次常务

理事扩大会和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酝酿、讨论、形成新一届

理事会建议名单，并提交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

国园艺学会李杏分会理事会。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科学

研究所所长刘威生研究员当选新一届中国园艺学会李杏分

会理事长，果树所李杏研究室主任刘宁研究员任秘书长。

（中国园艺学会李杏分会秘书处，辽宁营口 115009）

“第十七次全国李杏学术交流会暨中国园艺学会

李杏分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辽宁鲅鱼圈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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