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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从选种

、

生物学特性及繁殖等方面综合论述了欧李选种
、

繁殖
，

为今后开展欧李的研究奠定了

理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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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李�������� �诫��� ����
�

�����为蔷薇科
，

樱桃属
，

矮生樱桃亚属的野生果树资源
，

原产我国
，

其分

布区广
，

黑龙江
、

吉林
、

辽宁
、

内蒙古
、

河北
、

山东等省区都有分布
，

可用于鲜食
、

加工及矮化砧木
。

欧李

靠种子或根雍繁殖
，

类型繁多
，

株间差异很大
。

长期以来
，

国内对其研究较少
。

唯黄万荣�”������对不同

果型类群进行了观察 �钱国珍���������
、

杜俊杰���������进行了选种和栽培试验 �张立彬�’�������进行了欧

李种质资源过氧化物酶同工酶的研究
。

国外尚未见此方面的报道
。

� 欧李的选种研究

杜俊杰等���从 ���� 年以来对太行山脉
、

吕梁山脉
、

中条山脉�山西�野生欧李的分布带进行了细致

的资源普查
，

开展实地选优
，

并结合实生播种选择
，

同时对引自内蒙古
、

河北
、

吉林等省区的欧李进行

比较观察
，

确定了欧李的选优指标
，

初选出优良单株
。

通过研究认为
，

资源普查
、

实地选优的途径省

时
，

但耗资较大
，

且 目标性小
，

有些性状难以选出
，

因此为加快选种进程应结合人工杂交
、

化学诱变等

育种方法
。

在选育方向上
，

鲜食品种单果重宜达 �飞左右
，

且品质优良�加工品种应果实大小均匀
，

果

肉致密
，

粗纤维少
，

红色果不脱色
，

不裂果
，

耐煮性强 �仁用型应选择早熟品种
，

宜进行集约化栽培
。

研

究结果还表明
�
欧李有极强的抗寒性和抗早性 �植株可在年降水量 ����� 的阳坡上正常生长结果

，

抗逆性强 �而且欧李植株矮小
，

丰产性强
，

可利用其丰富的优良基因与李
、

樱桃等果树进行远缘杂交
，

以获得综合亲本间优良性状的新品种
。

钱国珍���从����年开始对欧李进行了野外考察
，

并于����年对其进行了实生选种与人工栽培试验
。

钱国珍等认为
，

通过实生选种的方法
，

对欧李进行优良单系选种和人工栽培是可行的
，

这为利用野生

资源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

他们还选出了�个优良单系
，

其综合性状均优于野生欧李
，

具有推广价值
。

� 欧李的生物学特性

�
�

� 欧李的形态特征

欧李的株高一般在 ���一 ��
，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矮小的果树
，

它枝条细密
、

柔软
、

无刺
，

褐色
，

一

年生枝粗度约 �一 ��
，

多年生长的主干枝的粗度一般也不超过 ���
。

叶互生
，

叶片呈倒卵圆形
，

下

窄上宽
，

网脉明显
。

花白色或粉色
，

花小
，

直径约 � 。 �
，

其花为 �瓣
，

为伞形花序
，

一个节位上常着生

�一 �朵花
，

所以花繁似锦
，

极为美观
。

果实为核果
，

形似樱桃
，

有圆形
、

扁圆形等
，

单果重 �一 ���
，

大部

分在 �一 ��
。

一个节位上常结 �一 �个果
，

因此极丰产
。

果面光亮无粉
，

有红色
、

黄色
、

紫色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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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

味似李子
，

酸甜适口
，

香味浓郁
。

果核小
，

有粘核
、

离核
、

半粘核之分
。

欧李基生枝发达
，

主干不明

显
，

因此单株多以株丛表现
。

欧李的根可以分为真根和假根
。

真根在地下茎上形成
，

而假根由地下茎

形成可以繁殖
。

��� 欧李的生长结果习性

����� 生长习性

欧李的根系在一年中有 �次生长高峰
，

春季
、

秋季各一次
。

欧李每年形成的枝条有两种
，

一种是从上一年枝条上发出的新梢
，

简称
“
上部枝

” ，

另一种是由地

面下枝条基部的芽萌发而形成的新梢
，

简称
“
基生枝

” ，

这两类枝条在生长势及结果能力上有明显的

差异
。

基生枝生长势强
，

呈直立状
，

当年生长高度可达 ��
��

，

是株丛的主轴枝
。

上位枝来源于基生枝
，

起扩展树冠的作用
，

一般呈斜上或水平状
，

长度多为��
一
��

��
，

粗度也较细
，

生长势纤弱
。

分枝级次

越高
，

枝条生长势也就越弱
，

结果能力也就越差
。

还有一种是由根上的不定芽长成的根粟苗
，

它们可

形成新的植株
，

起到植株繁殖扩大的作用
。

基生枝和根靡是欧李持续高产的基础
。

欧李的芽可分为花芽和叶芽
，

无顶芽
。

节上为单芽时为叶芽
。

冬芽 �一 �个并生
，

两侧为花芽
，

中

间为叶芽
，

夏芽时中间为叶芽
，

两边为花芽
。

����� 结果习性

欧李的花为两性花
，

自花授粉不结实
，

但在异花授粉情况下
，

座果率很高
，

且在以后的生长过程中

落果很少
，

也不存在采前落果现象
。

花芽在 �年中形成
，

一般在 �月份
，

先开花后展叶或花叶同出
，

也

有花期较迟的与苹果树基本上同期
，

花期约为 巧 �
，

近地面处先开花
，

多级枝先开
，

基生枝后开
。

欧李

实生苗第 �年的开花株率为���
，

扦插苗为 ����
，

组培苗为���
。

欧李的大苗栽植当年结果
，

一般在第 �年座果
，

座果率达 ���
一
���

。

果实生长呈双 �曲线
，

停长

期较长约 ���
，

后期果实膨大迅速约为�� �
，

果实的生长发育大约需要 ���
一 ��� �

。

基生枝座果率高
，

短剪后果实增大
。

��� 物候期

欧李在山西太谷 �月下旬至 �月初为芽膨大萌动期�� 月 ���
�� 日为开花期

，

其中 �月 �� 日为

初花期
，
�月 �� 日为盛花期

，

终花期在 �月底 �新梢旺长期在 �月 �� 日
，

新梢停长期在 �月底 �果实

成熟期在 �月中旬至 �月下旬
，

果实前期生长较快
，

到 �月中旬至 �月上旬为硬核期
，

生长较慢
，
�月

中旬后生长又加快
。
� 月上旬落叶

。

��� 环境条件

欧李极抗旱
、

抗寒性极强
，

多成片生长在河流两岸
、

干早的山坡及沙丘荒地等处
。

要求土壤为沙壤

土
，
��在 �

�

�一 �
�

�
。

欧李为喜光树种
，

对水分要求不严
，

但在春季萌芽
、

秋季果实成熟时需水
。

欧李生

长年均温为 �
�

�一 ��
�

�℃ ，

绝对最低温度高于
一��℃ ，

年降雨不低于 �������
，

年日照时数大于 ����� �
，

海拔在 ���� � 以下
，

无霜期大于 ��� �
，

冬季平均气温低于 �
�

�℃的天数在 �个月以上的广大地区均

可栽植
。

� 欧李的繁殖研究

�
�

� 种子播种

在秋季果熟期采集果实
，

沤掉果皮
，

晒干种核
。

初冬播种
，

要求土壤透水性良好
，

施足底肥
，

按 ��

�� ���
�� 株行距穴播

，

每穴 �一 �粒
，

覆土 �一 � 。 �
。

如若春播
，

种子要求在冬季进行层积处理
，

时间

�� �
，

种子有 巧�破壳露芽便可播种
。

但此种方法不易保留亲本的优良性状
。

�
�

� 分株

欧李根集多
，

可在秋季落叶后或春季萌芽前进行分株
，

在 �一 �月需注意保护根萦芽
，

让其长成大苗
。

��� 嫁接

欧李为小型灌木果树
，

因而具有灌木的基本特性
，

如根系庞大
，

适应性强
，

萌粟力强
，

根雍发达
，

主

干不明显
，

丛生显著
，

更新复壮能力强
，

枝条自我更新快
。

这种果树在结果几年后它原来的枝条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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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老化而逐渐死掉
，

随之而来更多的更新枝则由根萦和基生枝形成
。

但是
，

嫁接繁殖不能产生基生枝

和根集
，

由于欧李的这种上下一体的特性
，

就决定了欧李的繁殖不能采用嫁接法
，

而只能是组培
、

扦

插
、

分株等的无性繁殖技术
。

此外
，

在果树的嫁接过程中
，

以至嫁接以后
，

影响接穗和砧木成活的因素

主要是砧木和接穗之间的亲和力
。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砧木
，

则会影响嫁接成活
。

综上所述
，

我们不提

倡盲目用嫁接来繁殖欧李苗木
。

��� 扦插

目前
，

我国在林业
、

果树上的扦插技术已不断深入
，

但对欧李扦插生根的研究相对滞后
，

仅停留在

提高生根率的技术措施上
，

且对其扦插生根的研究也仅为少数 �而国外对核果类果树扦插生根的研究

已取得了进展
，

但对欧李的扦插生根还没有出现
。

由此可见
，

欧李扦插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由于欧李的萌孽多及发枝率高
，

故其适用于扦插的嫩枝也多
，

繁殖系数大
。

杜俊杰’��等采用不同

的扦插和炼苗方式对欧李嫩枝进行扦插
，

其试验结果表明
，

不同的扦插方式下
，

欧李生根率不同
，

尤

以大拥内自动喷雾扦插生根率为最高����� 年宋海萍‘��等用 �����和磷酸尿素处理母株和浸渍插条

均显著促进了欧李插条生根和成活
。

由上述试验可知
，

欧李的无性繁殖较容易
。

用扦插法可以大面积

繁殖优质的欧李苗木
。

而且可以降低建立欧李园的成本
，

推动欧李在全国的广泛栽培
。

��� 组织培养

组织培养作为一种现代生物繁殖技术
，

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树木的繁殖
，

而钱国珍 ’�，、

杜俊杰���等

也曾用组培法繁殖欧李苗木且取得了良好效果
，

但因其成本较高
，

故很难推广生产
，

也很难建立 自根

欧李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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