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I:10.13925/j.cnki.gsxb.20230552

远缘杂交仁用杏新品种京仁5号的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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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京仁5号通过仁用杏品种龙王帽与扁桃品种意大利2号远缘杂交育成。果实卵圆形，果顶圆凸，在北京地区7

月中下旬成熟；成熟时果皮底色黄色，阳面着片状红色，平均单果质量30.5 g；果核卵圆形，壳面较平滑，平均单核质量

2.54 g，纵横侧径分别为3.28 cm、2.12 cm、1.23 cm；核仁饱满，离核，甜仁，平均单仁鲜质量1.05 g、干质量0.90 g，出仁率

37.02%；杏仁脂肪含量（w，后同）435.63 g·kg-1，蛋白质含量269.84 g·kg-1，钙含量1.26 g·kg-1，铁含量24.08 mg·kg-1。丰

产稳产，适应性强，综合性状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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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rnel-used apricot is outstanding in its resistance to cold, drought and barrenness. It is wide-

ly applied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North Regions in China, and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of the

mountainous areas. Kernel-used apricot industry has a huge scale and potential in China. Compared to

foreign excellent almond cultivars, both the yield and the average single kernel mass of the main culti-

vated kernel-used apricot in China are lower. However, the planting areas of almond are very limited for

the difficulty in adapting to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 China. In order to get a new germl-

pasm combining advantage of almond and kernel- used apricot in the yield, the quality of kernel, the

multi-resistance and wide adaptability, we conducted the distant hybridization between kernel-used apri-

cot and almond and obtained F1 progenies. Through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of the hybrid progenies for

many years, a series of new varieties of kernel-used apricot were bred including Jingren 5. Jingren 5

was derived from the cross of Longwangmao × Italy 2 and as a new cultivar it was released finally. The

plant variety right was granted by the National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in April 2023.

The fruit of Jingren 5 is ovoid with convex apex and the fruit has yellow ground color and red color on

sunny side when it matures. The shell was ovoid with smooth shell surface and plump kernel. The aver-

age longitudinal diameter, transverse diameter and side diameter of the single shell are 3.28 cm, 2.1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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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用杏是以种仁为主要用途的杏属植物的总

称，包括甜仁和苦仁两大类，其中甜仁类仁用杏又被

称为大扁杏，是中国特有的经济林树种。仁用杏广

泛分布于中国“三北”地区，由于对寒冷、干旱和贫瘠

土壤具有较强的抗性，被誉为“抗旱先锋”，在其他树

种不能正常生长的环境中也能获得一定的产量，不

仅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而且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是山区生态环境建设和农民脱贫致富的首选树种；

杏仁营养丰富、用途多样，既可直接食用，也可用作

饮料、油料、化妆品、药品及多种食品的重要原材料，

是中国传统的出口创汇产品[1]。据统计，目前中国仁

用杏分布面积226万hm2，其中栽培面积135万hm2，

杏仁年产量 30万 t左右 [2]，产业规模和发展潜力巨

大。

选育并推广应用产量高、品质好、抗性强的仁用

杏新品种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根本保障，也是

提升种植效益的有效途径。中国的仁用杏育种相关

研究起步较晚、进程较慢，目前生产中被普遍认可的

甜仁类仁用杏品种仍然以一窝蜂、柏峪扁、龙王帽、

优一等传统地方品种为主，新育成的大扁杏良种多

为地方品种的实生后代，在产量、单仁质量、品质等

方面仍然没有明显提高[1]。

扁桃（Amygdalus communis L.）同样以种仁为主

要用途，国外扁桃良种的单仁质量和产量均大幅高

于龙王帽等中国目前主栽的仁用杏品种，但是，由于

扁桃难以适应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条件，特

别是“抽条”现象发生普遍，所以难以达到正常的产

量水平，不能获得理想的经济收益[3-4]。

远缘杂交是创新种质和品种改良的重要技术手

段，在果树育种研究领域被广泛应用且成效显著[5-8]，

该技术通过导入近缘材料的优良基因资源从而实现

品种的遗传改良。为此，笔者团队率先在国内外开

展仁用杏与扁桃远缘杂交，以期培育出兼具仁用杏

广泛适应性、良好抗性与扁桃大仁、丰产等优良特性

的新种质，为提升中国仁用杏产业发展水平、提高种

植效益服务。历经二十余年艰苦努力，克服重重困

难，终于成功获得了远缘杂交的后代群体，为创新种

质及仁用杏丰产优质良种的选育奠定了坚实基

础[9-10]，经过对该群体中结果单株连续多年的鉴定、

评价和筛选，从中选育出仁用杏系列新品种[3-4]，京仁

5号为其中之一。

1 选育经过

2008年，根据育种目标配置杂交组合，母本选

择目前中国主栽仁用杏品种龙王帽、父本选择引自

意大利的扁桃品种意大利 2 号（Amygdalus commu-

nis L.）。父本花粉于当年4月采自山东泰安，在室内

充分干燥后收集至容器中，存放在 4 ℃的干燥条件

下备用。杂交地点位于北京市延庆区本单位育种基

地，当年 4月中旬，挑选母树上处于大蕾期的花蕾，

人工去雄后授以父本花粉。当年 7月下旬，当龙王

帽果实充分成熟后将杂交果采下，剥去果肉后将种

核收集好，用自来水充分冲洗干净后与消毒好的 3

倍体积的湿沙混合均匀，放置在3 ℃~5 ℃条件下进

行低温层积沙藏处理。当年10月中旬，经过处理的

杂交种子开始陆续萌芽，及时将其播种到营养钵中，

基质以透水性好的蛭石、草炭为主，混合少量园土；

杂交苗在温室中越冬。次年 5月，将幼苗移栽至北

and 1.23 cm, respectively, and the fresh shell weight is 2.54 g. The kernel is sweet and large with aver-

age single fresh weight of 1.05 g and dry weight of 0.90 g, and the average longitudinal diameter, trans-

verse diameter and side diameter of single kernel are 2.19 cm, 1.40 cm and 0.74 cm, respectively. The

kernel contains fat 435.63 g · kg- 1, protein 269.84 g · kg- 1, Ca 1.26 g · kg- 1 and Fe 24.08 mg · kg- 1. The

shelling percentage was 37.02% . In Pinggu district of Beijing, the full- blossom period is from late

March to early April, with the flowering period of 5-7 days; the leaf expansion is in mid-to-late April;

the fruit ripening is in mid-to-late July, and the fruit development period is about 105 days; the leaf fall-

ing is in mid-to-late November, and an annual growth period lasts about 220 days. Jingren 5 has strong

sprouting power and starts to bear fruit in the second year after high grafting. It has good yield and sta-

bility without biennial fruiting. For its poor self-fertile ability, the pollinator trees are necessary when

planting.

Key words: Kernel-used apricot; New cultivar; Jingren 5; Distant hybri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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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杏育种圃内，地点

位于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小屯村东，按株行距1 m×

4 m定植，日常管理按常规进行。2013年杂种实生

树开始结果，通过对其鉴定评价，将代号P57-113的

单株初选为优株，该单株表现出甜仁、丰产、单仁大

等优良特性。2014年将该优株进行高接扩繁，嫁接

树 2015年开始结果，经过连续 4 a（年）对其进行鉴

定和综合评价，优良性状表现稳定；2018年起通过

嫁接方式在北京海淀、通州及平谷等地进行区试，多

年多地表现良好。2021年8月申请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植物新品种权（申请号 20210787），2022年 6月通

过专家现场审查，2023年4月获得植物新品种权（品

种权号20230117），定名为京仁5号（图1）。

2 主要性状

2.1 经济与品质性状

7月中下旬果实成熟，平均单果质量30.50 g，果

实卵圆形，果顶圆凸；成熟后果皮底色黄，阳面覆盖

中等面积片状红色；核卵圆形，壳面较平滑，平均单

核质量 2.54 g，纵横侧径分别为 3.28 cm、2.12 cm、

1.23 cm；仁饱满，离核，甜仁，出仁率37.02%，平均单

仁鲜质量 1.05 g、干质量 0.90 g，纵横侧径分别为

2.19 cm、1.40 cm、0.74 cm。杏仁营养丰富，含有多

种矿物质、脂肪、蛋白质等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表

1）。完全花比例高，各类型果枝均可结果，丰产稳

产，无明显大小年。盛果期树正常年份每 666.7 m2

产量2000 kg左右。

2.2 植物学特性

花单生，花萼深紫红色、筒状，花瓣白色，卵圆

形，雌蕊显著高于雄蕊，完全花比例高；叶柄长 2.5~

3.8 cm，蜜腺 1~3个；叶片尖端夹角直角，先端短尾

尖，基部平圆，形状呈卵圆形；叶缘起伏中等，边缘尖

锯齿、细密；一年生枝阳面红褐色、阴面黄绿至绿色，

多年生枝灰褐色，幼树结果初期发枝力中等；主干条

状纵裂；树势中强，树姿较直立。

2.3 物候期

在北京平谷地区，全年生长发育期约 220 d。3

月上中旬花芽萌动，3月下旬至 4月上旬盛花，花期

5~7 d；4月中下旬展叶；果实发育期105 d 左右，7月

中下旬果实成熟；11月中下旬落叶。

2.4 适应性与抗逆性

适宜在北京地区及与其生态环境条件相似区域

种植。在北京地区表现良好：多年没有发生严重的

冻花芽或抽条现象，树体和花芽均具有较强的抗寒

力；无特殊敏感性病虫害和逆境伤害。

2.5 指纹图谱

基于 SSR分子标记技术，利用筛选出的 4对引

物（表 2）构建对照品种龙王帽和京仁 5号的指纹图

谱，两个品种在其中位点 1、位点 3、位点 4的等位变

异均为杂合，龙王帽分别为204 bp和234 bp、172 bp

和179 bp、139 bp和 143 bp ，京仁 5号分别为 189 bp

和 204 bp、150 bp和179 bp、131 bp和139 bp；在位点

2的等位变异为纯合，扩增片段大小为 181 bp，4个

位点的等位变异共同构成其特征指纹图谱（表3）。

表 1 龙王帽与京仁 5 号主要经济与品质性状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main economic and quality characters for Longwangmao and Jingren 5

品种

Cultivar

龙王帽Longwangmao

京仁5号 Jingren 5

平均单核鲜质量

Average single
stone fresh mass/g

2.86

2.54

平均单仁干质量

Average single kernel
dry mass/g

0.84

0.90

w（脂肪）

Fat content/
（g·kg-1）

419.99

435.63

w（蛋白质）

Protein content/
（g·kg-1）

234.65

269.84

w（钙）

Ca content/
（g·kg-1）

1.42

1.26

w（铁）

Fe content/
（mg·kg-1）

29.20

24.08

图 1 仁用杏新品种京仁 5 号

Fig. 1 A new kernel-used apricot cultivar Jingre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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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栽培技术要点

3.1 园地与苗木选择

园地应避免前茬种植过核果类果树的“重茬”地

及晚霜危害易发生的低洼地等区域，选择在光照充

足、排水良好的地块儿建园；选择优质的嫁接苗进行

定植。

3.2 定植技术

定植前整地，施足底肥浇透水，每666.7 m2施肥

量 2000~3000 kg。定植时应将嫁接口处的绑条解

除，并使接口高于地面。定植时间可选择秋季落叶

后或春季萌芽前，定植密度依立地条件和树形选择

而异，一般株行距为（2~3）m×（4~5）m。由于自花

结实率较低，应按照1∶7左右的比例配置授粉树，授

粉树可选择柏峪扁、优 1等花期相同、花粉量大、授

粉亲和的品种。定植后应立即灌足水并及时定干，

定干高度60~80 cm。

3.3 土肥水管理

施肥以幼树少施、盛果期大树多施为原则。施

肥分基肥与追肥，基肥以有机肥和腐熟的农家肥为

主，在秋季施用；追肥时氮、磷、钾肥配合使用，在生

长季依据树体生长情况适当施用，7月前主要追施

氮肥，7月后为了促进花芽分化，主要追施钾肥。一

般基肥每666.7 m2施用量2000 kg左右，施肥方式可

采用放射状、条状或环状沟施。灌水应以满足树体

生长需求为原则，宜在树体生长和果实发育的关键

时期进行，一般萌芽前、硬核期、土壤上冻前结合秋

施基肥各灌水1次；雨季为避免涝害发生，降雨后应

及时排水。生长季注意控制杂草生长，可采用行间

生草、树盘覆盖等措施，秋季结合施基肥进行土壤翻

耕。

3.4 花果管理

杏花期早，易遭遇晚霜危害，应关注天气预报，

采用熏烟、风机、防风墙及防风障等措施加以预防；

坐果量大，应注意合理负载，必要时进行疏花疏果，

以利连年丰产；自花结实率低，应通过授粉树配置、

人工授粉、花期放蜂等技术措施促进产量提高；采收

过早会导致杏仁发育和营养物质积累不充分，应适

时采收。

3.5 整形修剪技术

修剪应注意冬剪与夏剪相结合，通过夏季修剪

可有效改善树体通风透光条件，利于结果枝和结果

枝组的培养，并促进花芽分化和产量与品质的提

高。树形可选择疏散分层形或者自然圆头形，幼树

以整形为主；结果期树以调节树体结构为主，以利产

量保持、连年丰产；衰老期树则以更新复壮为主。

3.6 病虫害防治

增强树势，以提高树体对病虫害和逆境的抵抗

能力；冬季清园后、早春萌芽前用 5 °Bé的石硫合剂

喷布树体；在防治重点时期如萌芽前、开花后、结果

期，应根据发生病虫害的具体情况及时、有针对性

地采取措施进行防治；修剪后为了防止病虫害的传

播，应立即将病虫枝清理干净；日常应注意防控天

牛、杏仁蜂、食心虫、杏疔病、流胶病等杏树常见病

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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