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寒的秋子梨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北、华北

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仅在我国的吉林、黑龙江、
内蒙古等省区有大面积商业栽培。由于该区域具

有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热同季、昼夜温差大等

气候特点，使该区生产的梨酸甜适口，风味浓郁，

软、硬肉质皆有，鲜、加和冻食兼用，深受消费者欢

迎，成为世界独有的梨生产区。因此开展秋子梨生

物学研究，对了解品种花粉育性、指导栽培过程中

合理的选择授粉品种、促进产量及品质的提高具

有重要作用。

收稿日期：2010- 09- 25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 (2008BAD92B01- 3- 1)；国家现代

农业梨产业技术体系(nycytx- 29- 07)；吉林省科技支撑

项目(20090258)
作者简介：王 强(1975- )，男，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抗寒

梨新品种选育及授粉生殖生物学研究。
通讯作者：张茂君，男，博士，E- mail：maojunzhang@yahoo.com.cn

本文对秋子梨品种及野生类型花粉特性和育

性进行研究，了解秋子梨品种(类型)育性表现类

型和特点，为生产栽培和科研育种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选自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国家寒地果

树资源圃，有山梨、南果梨、大南果、龙香梨、晚香

梨、西丰京白、寒酥梨、软把子、五香梨、寒香梨、
油红、苹果梨、寒红、大慈梨、涩梨、尖把子、开原

无脐白、麻秋子、葫芦梨、糖梨、苹香梨、小香水、
谢花甜、大香水、大大香水、红花盖、冻花盖、长把

子、酸梨锅子、红糖梨、花盖、伏香梨、奈叶甜梨、
山鸭梨、麻梨、红宵梨、大梨、早白梨、晚香、八里

香、小城子、黄香梨等 42 个秋子梨品种及类型。
1.2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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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秋子梨类型群体雄性不育现象观察

梨雄性不育主要表现为花药退化、花粉败育、
绒毡层结构细胞异常等。在调查中发现，参试品种

(类型)花药发育正常，花粉败育。花粉败育一类为

花药开裂无花粉，比率较大，有糖梨、山鸭梨、麻

梨、大慈梨、软把子、尖把子、大大香水、红糖梨、
酸梨锅子、冻花盖、葫芦梨、花盖、涩梨、小香水、
西丰京白、早白、小城子、开原无脐白、大香水、黄

香梨、麻秋子等 21 个品种，占 50%；另一类为花

药未开裂，花药内含有少量育性较低的花粉，比率

较低，萘叶甜、五香梨 2 个品种，占 4.76%。
2.3 秋子梨品种及野生类型花粉育性研究

利用 I- KI 法和培养基培养法对秋子梨品种

(类型)花粉活力进行测定。从图 1 可以看出，I- KI
法和培养基培养法在测定花粉活力上存在着较大

的差异，I- KI 法测定花粉活力普遍低于培养基培

养法，最低的品种为油红，为 4.9%；最高的品种为

红花盖，为 80.7%。培养基培养法测定最低的品种为

谢花甜，为 13.5%；最高的品种为红宵梨，为 87.4%。
两种方法测定野生山梨花粉活力差异最大，相差

68.9 个百分点。
2.4 温室摧花对花粉育性影响的研究

通过温室摧花得到花粉与自然田间采集花粉

活力进行比较，分析温室摧花对花粉育性的影响。
从图 2 可以看出，温室摧花得到的花粉活力普遍

低于自然田间采集的花粉，其中长把子温室催花，

自然花粉活力最高，分别为 69.4%和 85.4%；红霄

梨温室催花花粉活力仅为 5.36%。结果表明，温室催

花能够得到正常的花粉，但花粉活力普遍低于自然

采集花粉，育性偏低。但由于梨的花粉量较大，温室

催花得到的花粉能够满足少量授粉试验的需求，而

用于田间人工辅助授粉的花粉采集，必须在自然开

花条件下进行采集，才能确保花粉质量。
(下转第 57 页)

图 1 不同方法测定秋子梨品种花粉活力比较

图 2 温室催花与自然采集花粉活力比较

表 1 参试部分秋子梨品种花粉粒观察结果

品 种 山 梨 红花盖 谢花甜 南果梨 寒红 油 红 大南果 红霄梨
形 状 椭圆形 长圆形 长圆形 椭圆形 椭圆形 椭圆形 椭圆形 长圆形

纵 径(μm) 4.2 4.3 4.1 4.4 4.9 4.0 4.2 4.1
横 径(μm) 8.7 8.8 8.7 8.2 9.2 7.9 8.6 7.9
纵径 / 横径 0.48 0.49 0.47 0.54 0.53 0.51 0.49 0.52

1.2.1 花粉形态观察

采集品种 (类型 ) 大蕾期的花，剥离花药，

20~25℃下阴干，筛去花药壁和花丝，收集花粉，

置于干燥器内，4℃冰箱中保存。
显微镜观察花粉的形态，利用测微尺测量花

粉粒纵径、横径，观测 50 粒。
1.2.2 花粉活力测定

采用 I- KI 染色法和培养基培养法测定花粉

活力，方法参照《植物生理实验指导》中的要求进

行。
统计花粉生活力及发芽率：

花粉生活力 (%) = 被染色花粉总数 / 总花粉

数×100%
花粉发芽率 (%) = 发芽花粉数 / 总花粉数×

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部分秋子梨品种及类型花粉大小与形态观

察

花粉粒形态和大小是梨种质资源描述和鉴别

的主要依据。镜检发现秋子梨品种及野生类型花

粉粒形状多为椭圆形或长圆形，花粉粒大小存在

明显的差异，不同年份间花粉粒形状和大小比较

稳定。从表 1 的结果看，栽培品种寒红花粉粒纵径

和横径最大，分别为 4.9μm 和 9.2μm；山梨花粉

粒纵径和横径大小较为趋中，分别为 4.2μm 和

8.7μm；油红梨花粉纵径最小，为 4.0μm；南果梨

花粉横径最小，为 8.4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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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讨论

3.1 植物花粉受物种类型遗传基因控制，具有固

定的形态结构，可为植物的系统分类、进化提供依

据。秋子梨品种及野生类型花粉粒形状多为椭圆

形或长圆形，花粉粒大小差异明显，不同年份间花

粉粒形态和大小比较稳定。
3.2 秋子梨品种及野生类型普遍存在雄性不育

现象，在调查 42 个秋子梨品种及野生类型中有

21 个品种花药内无花粉，2 个品种有少量花粉但

育性极低，占调查品种的 54.8%。根据韩爱华、郭
艳玲等人的研究结果，梨雄性不育主要体现在花

药退化、花粉败育、绒毡层结构细胞异常等方面。
观察发现秋子梨品种及野生类型雄性不育主要体

现在花粉败育上，是否与绒毡层细胞提前解体有

关有待进一步研究确定。
3.3 梨属于配子体型自交不亲和性 (GSI) 果树，

绝大多数品种自花不能结实，生产上必须配置授

粉树或进行人工辅助授粉。选择授粉树时应该注

意授粉品种花粉育性、质量对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授粉前准确、快速的测定花粉活力具有重要的意

义。常用花粉生活力的测定方法有：I- KI 染色

法、蓝墨水染色法、MTT 染色法、过氧化物酶染色

法和离体萌发法等。本实验采用 I- KI 染色法和培

养基培养法对梨花粉活力进行检测，两种方法测

定的结果差异较大，利用培养基培养法检测梨花

粉活力更为准确。
3.4 温室摧花可以得到正常花粉但花粉育性偏

低，能够满足少量授粉试验的需求。而用于田间人

工辅助授粉的花粉采集，必须在自然开花条件下

进行采集，才能保证花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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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农产品生产于一体的生态园区；二是资源循环

利用与农业多功能性开发于一体的园区。
3.3 加强循环农业“软技术”研究

循环农业中的“软技术”研究为区域循环农业

宏观发展、模式选择、推广机制、政府决策提供参

考依据，在循环农业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指导作

用[4]。针对松辽平原地区循环农业的发展现状，具

体从以下几方面开展研究。首先，重点推广“3S”
技术、数理模型、网络技术在区域循环农业发展中

的应用，优化发展模式和空间布局，编制科学合理、
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区域循环农业发展规划，为未

来循环农业发展提供方向；其次，对松辽平原整体

循环农业发展水平模式进行综合评价，整合生态经

济学、社会学方法在评价中的应用，为区域循环农

业技术和模式选择提供决策依据；最后，研究建立

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机制，循环农业发展的相关

配套政策、法律，这是将先进农业科技运用于农业

生产、保障循环农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

4 结 语

发展循环农业是松辽平原实现农业现代化重

要战略选择。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进行长期深

入研究，在进行循环农业实践过程中，需要运用现

代科学技术和理念不断完善循环农业技术体系。
从松辽平原农业发展的科技需求上看，循环农业

必须从理念设计、概念讨论迅速转向应用于生产

实际，研究循环农业实践技术和模式，及时应用于

农业企业发展，推动农业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松辽

平原循环农业发展既要立足于本国国情，又要满

足松辽平原循环农业发展的区域性和差异性特

征。因此，一方面要借鉴国外关于循环经济、低碳

经济、生态农业理论，同时要发展适合本地区发展

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统一的循环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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