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浆果类多数为矮小的落叶灌木或藤本，极

稀草本，进入结果期早，中心主枝不明显，花芽多

为混合花芽，果实分单果、聚合果、复果和多花果

等，且均为柔软多汁含有多数小形种子。小浆果资

源是指穗醋栗、沙棘、树莓、越桔、蓝靛果等小浆果

种质，通过育种家的引种驯化和品种改良，现成为

新兴的水果，以其丰富的营养成分和独特的保健

功能，备受消费者的喜欢与青睐。

1 国内外小浆果种质资源的收集和

保存状况

全世界的小浆果资源极为丰富，收集、研究和

利用开展的比较早，大约在 400 年前，欧洲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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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英国、德国、俄罗斯、荷兰等开始了小浆果资源

的 收 集、品 种 的 选 育 与 栽 培 工 作。茶 藨 子 属

(Ribes L.)植物有 150 个种，分 4 个地理分布多样

性中心，分别为北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和前苏

联。俄罗斯保存资源 500 多份，波兰保存资源 360
份。树莓原产欧洲、亚洲、美洲，有 750 余种，分布

于寒带及温带各国，俄罗斯、美国、波兰、加拿大等

地是保存树莓资源最多的国家，俄罗斯保存 510
份，美国保存 340 份，波兰近百份。沙棘分布在欧

洲、亚洲等地，俄罗斯、芬兰等国家收集保存资源

最多，俄罗斯保存近 800 份材料。越桔分布较广，

有 450 多种，从温带到寒带都有分布；越桔的收集

与选育历史已近 1 个世纪，最早是由美国于 1906
年开始野生资源收集工作，保存 420 份。蓝靛果分

布于欧洲、亚洲等地，俄罗斯、日本、美国等国家收

集保存资源最多，俄罗斯的巴浦洛夫实验室建成

了世界上最大的蓝靛果资源圃，保存 500 份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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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万余株实生苗。
我国小浆果野生资源十分丰富。穗醋栗的野

生种茶藨子属(Ribes L.)有 59 个种 30 个变种；树

莓的野生种悬钩子属 (Rubus L.) 有 150 个种以

上；沙棘的野生种沙棘属(Hippophae Linn.)有 5 个

种 2 个 变 种 ； 越 桔 的 野 生 种 越 桔 属 (Vaccinium
Linn.)有 4 个种 3 个变种；蓝靛果的野生种忍冬属

(Lonicera Linn.)有 1 个种 2 个变种 1 个变型。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吉林农业大

学、东北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等院校从 20 世

纪 70 年代开始收集与引进小浆果资源，继而黑龙

江省浆果研究所、四川农业大学、辽宁省阜新沙棘

研究所、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莱阳农学院、福建省

农业科学院等也开展了相关的收集与引进工作。
先后收集与引进小浆果资源 600 多份。其中吉林

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收集保存穗醋栗、树莓、
沙棘、越桔、蓝靛果等小浆果资源 146 份。

2 国内外小浆果种质资源的鉴定评

价

美国的果树种质材料鉴定的途径有两条：①
对引种植物的范围广泛的有用性状进行初步鉴定

和筛选，其中包括对商品作物的有关主要病虫害

的抗性的鉴定；②州、联邦以及私人的植物科学家

对他们研究中所需要的范围广泛的性状，通过田

间温室和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广泛鉴定，并将鉴

定结果报告种质保存中心。鉴定评价涉及比较广，

包括多种学科，①植物分类学的研究，②细胞遗传

学的研究，③生物化学的研究，④生态学及地理分

布的研究，⑤形态学的研究。
从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看，都制定了详细

的种质资源评价标准，并对其生物学特性和农艺

学性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评价工作。如俄罗斯的

蓝靛果评价结果是可作为育种的原始材料，L. al－
taica 早熟、抗旱、多酚类物质含量高，L. edulis 抗

寒、适于鲜食、早熟。
我国在小浆果鉴定评价工作中，吉林省农业

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编写了《果树种质资源描述符

- 记载项目及评价标准》的穗醋栗部分，制定穗醋

栗、沙棘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开展了农

艺性状、果实经济性状、抗寒性、抗病虫性和其他

特征特性的鉴定评价工作，完成了穗醋栗、树莓、
软枣猕猴桃等小浆果资源鉴定评价 144 份，录入

《果树种质资源目录》80 份。吉林农业大学、东北

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等院校也开展了穗醋栗、

树莓、沙棘、越桔、蓝靛果等小浆果资源的农艺性

状、物候期、果实经济性状、抗逆性、抗病虫性和其

他特征特性的调查与鉴定评价工作，为小浆果育

种、生产、利用奠定了基础。

3 国内外小浆果种质资源的生产利

用现状

在世界水果生产上，目前小浆果生产呈现逐年

上升的趋势，小浆果的栽培面积已达到 254 万

hm2，年产量达 1 200 万 t,目前主要生产的国家有：

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德国、波兰、匈牙利、新

西兰、智利、荷兰等国。沙棘已成为栽培面积与产

量增长最快的树种，生产国有中国、俄罗斯、蒙古、
芬兰，栽培面积达到 220 万 hm2，年产量 1 000 多

万 t。穗醋栗主产区在欧洲中部、北部地区，栽培面

积已达到 20 万 hm2，年产量 100 万 t；波兰居世界

首位，产量约 16 万 t，其次还有德国、英国、匈牙

利。树莓世界栽培面积 10 万 hm2，产量约 50 万 t，
生产国有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波兰。越桔商业栽

培区达到 4 万 hm2，其中美国 2 万 hm2，产量 20 万

t；还有智利、德国、波兰、新西兰、荷兰等。
我国在小浆果资源利用上，大部分是野生小

浆果资源直接利用，包括穗醋栗、树莓、沙棘、越

桔、蓝靛果等；在吉林的长白山，黑龙江与内蒙古

的大小兴安岭及张广才岭等地区，都有直接开发

利用的野生小浆果资源进行果汁、果酒等加工。我

国选育的新品种有寒丰[亮叶厚皮黑豆(♀)×野生

兴安茶藨(♂)]、早丰(抗寒丰产薄皮黑豆果实生苗

种选出)。现有小浆果品种大部分由科研院校从国

外引入，如黑穗醋栗品种的黑珍珠(Ben Lomond)、
黑金星(Ben Nevis)、利桑佳(Risager)、不劳得(Bro-
drop)，树 莓 品 种 的 红 宝 玉 (Boyne)、黄 树 莓、黑 树

莓，沙棘品种的巨人、金色、丰产、楚伊，越桔品种

的蓝丰(Bluecrop)、北卫(Patroit)、北陆(Northland)、
北春(Northcountry)。

我国小浆果引种栽培历史较短，穗醋栗、树莓

在 19 世纪初由俄罗斯侨民引入，沙棘、越桔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由农业大学与科研院所引进，蓝靛果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收集与引进工作。小浆果

生产正处在起步阶段，成为新兴的水果，栽培面积

与产量逐年增加。
结合生态环境治理，沙棘主要分布在东北、西

北、黄河流域等 6 省 30 多个市县，已选育出适合

我国栽培的优良品种 10 多个，沙棘的栽植面积达

到 200 万 hm2，加工企业 200 多家，产品 20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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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产值 10 亿多元。穗醋栗主要栽培区在黑龙江、
吉林、辽宁和新疆等地，已选育出适合我国栽培的

优良品种 10 余个，栽培面积 1 000 hm2，产量 1.5
万 t。树莓商业化栽培主要集中在黑、吉、辽、冀等

省，已选育出适合我国栽培的优良品种 30 余个，

栽培面积 4 000 hm2，产量 7 万 t 左右。越桔商业

化栽培主要集中在吉、鲁、陕、辽、苏、黑等省，已

选育出适合我国栽培的优良品种 20 多个，栽培面

积 14 000 hm2，产量 1.2 万 t。

4 小浆果种质资源的研究重点及主

要任务

我国小浆果资源十分丰富，尤其是野生小浆

果资源，但由于人为的干扰与破坏，使其日益减

少，因此小浆果资源的收集与保护工作是一项长

期重要的任务。
4.1 小浆果种质资源的研究方向及长期目标

进一步加强小浆果资源的收集、引进、保存、
保护工作，研究小浆果资源保存保护技术与方法，

如采用原生境的方式保护野生小浆果资源；对小

浆果资源进行调查与整理，尤其是穗醋栗、树莓、
沙棘、越桔、笃斯越桔、软枣猕猴桃、蓝靛果忍冬等

野生资源，筛选优良类型与株系，加快对其鉴定评

价，以便资源共享与利用；运用分子生物学技术，

提高小浆果资源鉴定水平，构建小浆果资源遗传

图谱，按树种确定其核心种质；标记与克隆所选定

的目的基因，加快种质创新，不断创造新的种质材

料，为小浆果育种提供有用的试材。
4.2 小浆果种质资源的工作重点及主要任务

国家果树种植资源圃及有关单位，收集并保

存小浆果资源达 600 份，其中穗醋栗、沙棘、树莓、
越桔、蓝靛果资源各 100 份；制定树莓、越桔、蓝靛

果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以及小浆果鉴

定技术规程；采用统一描述鉴定标准和方法，鉴定

评价穗醋栗、树莓、沙棘、越桔、蓝靛果忍冬等资源

400 份，完成数据数字化整理，实现资源共享；开

展小浆果分子生物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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