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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胜县称猴桃资源及其良种选择

林秀英 陈观蛟 (龙胜县农业 局 )

李瑞高 梁木源 (广西植物研究所 )

许胜音 (龙胜县科委 )

摘 要

龙胜 为广 西称 猴桃主要产区之一
,

资源丰富
,

计有中华称猴桃
、

金花舫猴桃
、

毛花称猴桃
、

阔叶 称猴桃等 10 个种或 变种
,

其中有 4 个种的经济价值较 大
,

尤 以 中

华称猴桃的利用价值最高
,

蓄藏量较 大
,

大年蓄藏量约 5 00 吨
,

小 年约 15 0叱
。

全县

各地普遍有分布
。

通过调 查为开 发利用提供 了科学依据
,

促进 了有关部门时加工利

用方面的投资
,

龙胜酒厂和称猴桃精厂 至 1 9 8 2年底共收购加工果实 80 9
,

90 0斤
,

为

龙触县各族人 民创造 了一 笔财富
。

结合 资源调查开展 了优 良单林选择
,

初选的优袜
,

经过 3 年开花结果 习性观察

及单林产量和果实性状浏 定
,

然 后进行综合性状评选
,

结果是华龙 1 号
、

3 号
、

7

号被评为中选优袜
,

这 LJ 号优株正在进行 当代测 定和后 代鉴定
。

称猴桃为一种新兴的果树
。

由于果实鲜美
,

营养丰富
,

维生素 C含量高
,

除生吃外
,

还

可加工成各种制品
,

是良好的营养补品
,

并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

因此
,

在国外享有很高伪声

誉
。

在我国
,

近年来也极为重视
,

全国20 多个省 ( 区 ) 开展了资源调查
、

良种选择
、

加工
、

引种栽培等多项科学研究试验
,

为荡猴桃的升发利几做出于负献
。

龙胜县琳猴桃资源丰富
,

为龙胜的优势之一
,

群众一 般称作
“ 杨石沪

、 “ 毛桃
” 、 ` 蕃

梨
”
等

。

本着摸清这一资源分布
,

为充分发挥 这一优势以及为利用研究提供依据
,

我 们 从

1 9 79 年果期开始抽点调查 , 1 9 8 0年果期进行勘查 , 1 9 8 1年进行花期考查
,

果期进行了比较深

入系统的调查
, 1 9 8 2年花期和呆期及 1 9 8 3年花期分别进行了补点调查

。

五年来
,

调查了全县

八社一镇 60 个生产大队
,

其中分布密度较大的有39 个大队
。

调查 甲做样方 30 个
,

收集腊叶标

本息0份
,

花果标本 25 号
,

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

龙胜县自然概况

龙胜县位于广西东北部
,

地处越城 dl令山脉西南坡
,

北纬2 5 “ 3 5 ’
一 2 6 0 1 7 , ,

东径 1 0 9
0

3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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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10
0

14
产之间

。

东西宽约 60 公里
,

南北 长约 78 公里
,

平均海拔 约70 0米
,

最高海拔为 1 , 9 16

米
,

最低海拔 1 63 米
,

山地的 87 % 是 1 6
“

一 46
”

以士
.

的陡坡
,

15
。

以下的缓坡只有 22
.

8%
。

寻江

为全县的主要河流
,

横贯本 县中部
,

自东向西流入三江县境内
。

龙胜是一个九山一水半分耕地的山区县
,

全县土地总面积为 3 71
.

85 万亩
,

其 中 林 地为

27 5
.

45 万亩
,

为土地总面积的7 7
.

4%
,

宜林荒山和灌木林 79 万亩
,

耕地面积只有 17
。

4 万亩
。

龙胜属中亚热带季风区
,

主要气候特点是冷热四季分明
,

干湿两季明显
,

雨量充沛
。

县

城年平均气温 18
.

I
O

C
,

极端低温 一 4
.

S
O

C
,

极端高温 3 9
.

5 O

C
,

最 热 月 ( 7 月 ) 平 均 气 温

2 6
.

7
O

C
,

最冷月 ( 1 月 ) 平均气温 7
.

8
“

C ;
年平均 日照 1 2 37

.

3小时
;
年平均降雨量为 1 5 0 0毫

米
,

相对湿度 80 % ; 平均无霜期 3 14 天
: 风力小

,

一般 1 一 3 级
。

但 由于地形和海拔 高 度不

同
,

造成各地气候有显著差异
。

龙胜的山地土壤多 由砂岩
、

页岩
、

花岗岩风化形成的砂性黄壤
、

黄棕壤
。

大多数土层深

厚
、

湿润
、

疏松
、

肥沃
,

腐殖质含量丰富
。

植被 良好
,

森科覆盖率 5 4
。

1%
.

主要是松
、

杉
、

樟
、

梓等用材树和油桐
、

油茶
、

毛竹等经济林
, _

是广西重点林业县之一
。

二
、

称猴桃的资源

在派专业队伍深入产区
,

向当地主管 部门和老农了解其分布及利用情况的基础上
,

采用

线路调查方法进行实地调查
,

在不同高度
、

不同坡向
、

不同密度的山地选择有代表性的林地

进行样方调查
,

统计琳猴桃的种类
、

密度
、

分布 比重和产果量
,

收集不同种类的腊叶标本
、

花果标本及样品
,

并由广西植物研究所进行果实营养成分分析
。

( 一 ) 琳猴挑种质资派

调查结果表明
,

龙胜为广西殊猴桃主要产区之一
,

计有中华称猴桃
、

金花称猴桃
、

毛花

琳猴桃
、

阔叶称猴桃
、

京梨称猴桃
、

绵毛称猴桃
、

奶果妨猴桃
、

华南琳猴桃
、

粗叶称猴桃
、

紫果琳猴桃等 10 个种或变种
,

其中以前五个种的经济 价值较大
,

尤以 中华称猴桃的蓄藏量最

大
,

利用价值最高
。

l
。

中华称猴 桃 A e t i n i d i a C h i n e n s i s P l a n e h

本种群众称为
“
杨桃

” 、 “ 毛桃 ” ,

大型落叶藤本
。

花枝 长 4 一 5 厘米
,

被灰 自色茸毛或黄

褐色长硬毛
,

叶倒阔卵形
,

长 6 一 14 厘米
,

宽 7 一 19 厘米
,

顶端大多截平形并中间凹入
。

3 月

下旬至 5 月中旬开花
,

雄花花径 2
.

心一 2
.

5厘米
,

雌花较大
,

花径 2
.

5一 4
。
o厘米 , 果实 11 月成

熟
。

单株产果量可达 10 0多斤
。

果呈短圆柱形
、

长圆柱形
、

苹果形等
,

纵径 3
.

15 一 6
.

15 厘米
,

钱径 3
.

10 一 5
。

84 厘米
,

平均单果重 2 7
.

8一 90 克
,

最大果重 1 00 克 以上
,

每 果 有 种 子 60 一 7 95

淞
,

种子千粒重0
.

76 一 1
.

77 克
。

据 1 9 8 1年 9 月初采样分析
,

果实可溶性固形物 10
.

5一 19
.

5%
,

还 原 糖 含 量 2
.

5 8 8 4一
4

.

1 6 1 9 %
,

蔗 搪含量为 0
.

4 0 5 4一 2
。
3 2 0 2%

,

酸类 1
.

4 0一 2
.

3 4 9毛
,

纷生
.

素 C含量 3 8
。
0 6
一 7 9

。

。6

毫克 / 10 0克鲜果
。

中华称猴桃是本 属植物中呆实最大
, ;
易质较优

,

经济价值最大
,

加工利牛和引种栽培最有

发展前途的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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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金花称猴桃 A
.

C h r y s a n t h a C
.

F
.

L i a n g

大型落叶藤本
,

高可达 7 米
,

冠幅可达 3 6平方米
。

嫩枝略被稀薄的茶褐 色 粉 末 状短茸

毛
,

成熟枝秃净
,

皮孔很明显
。

叶软纸质
,

上面
一

草绿色
,

洁净无毛
,

背面粉绿色
,

无毛
,

叶

柄水红色
,

洁净无毛
。

5 月上旬至下旬开金黄色花
。

果实 n 月成熟
,

粟褐色
,

秃 净
,

具 斑

点
,

柱状球圆形或卵球形
,

纵径 3 一 4 厘米
,

横径 2
.

2一 3
.

0厘米
,

每果有种子 1 4 3一 2 16 粒
,

种子长约 2 毫米
。

本种是本属植物中唯一具金黄色花朵的种
,

果实较大
,

单果重 8 一 18 克
,

果实可溶性固

形物为 9 一 12 %
,

还原糖 3
.

47 %
,

蔗糖 。
。

96 %
,

总糖 4
.

44 %
,

酸类 1
.

75 %
,

每一百克鲜果含维

生素 C 71
。

72 毫克
,

风味佳
。

植株生长健壮
,

结果性能 良好
,

其结果母蔓的每一节几乎都能抽

生结果枝
,

在结果枝上 2 一 5 节结果
,

每一果序常有果 2 个
,

使藤蔓呈串状的挂满果实
,

表

现极为丰产
,

在平等公社上社田段红军坳有一株产果量达20 0斤
,

因此
,

从观赏
、

加工利用及

引种栽培等方面来衡量均有较大的价值
。

5
.

毛花称猴桃 A
. e r i a n t h a B e n t h

当地称为
“ 毛杨桃

” 、 “ 毛冬瓜
” ,

其果最大特点是 枝
、

叶
、

果 均 被 白 绒 毛
。

果 实

11 月成熟
,

果纵径 2
。

75 一 4
.

00 厘米
,

横径 2
。

30 一 3
.

00 厘米
,

单果重 10 一 35 克
,

有种 子 8 00 一

93 0粒
,

种子千粒重为 0
。

63 8克
。

果实可溶性固形物 9
。

50 一 12 %
。

每一百克鲜果含维生素 C 9 00

毫克左右
。

本种果实仅略小于中华称猴桃
,

维生素 C含量特高
,

亦是有发展前途的一个 种
。

4
。

阔叶称猴桃 A 一a t i f o l i a ( G a r d n e t C h a m p ) M e r r

小枝基本无毛
,

至多幼嫩时薄被茸毛
,

叶背密被灰白色至黄褐色短度的紧密 的 星 状 绒

毛 , 叶柄基本无毛
。

5 月上旬至 6 月中旬开花
,

花序为 3一 4 歧多花的大型 聚至散花序
,

果实

丛状着生
,

故亦称多果赫猴桃
。

果暗绿色
,

圆柱形或卵状圆柱形
,

纵径 1
.

38 至 3
.

50 厘米
,

横

径 1
。

00 一 2
。

50 厘米
,

平均单果重2克左右
,

具斑点
,

无毛或仅在两端有少量残存茸毛
,

果实

于 11 月成熟
。

每一百克鲜果含维生素 C 800 毫克左右
。

本种较丰产
,

维生素 C含量高
,

亦 有较

大的经济价值
。

5
。

京梨称猴桃 A
. e a l l o s a L i n d l

.

v a r .

h e n r y i M a x im

属硬齿称猴桃一变种
,

小枝较坚硬
,

干后土黄色
,

洁净无毛
,

叶卵形或 卵状椭圆形或倒

卵形
,

长 8 一 10 厘米
,

宽 4
。

O一 5
。
5厘米

,

边缘锯齿细小
,

背面脉腋上有髯毛
,

5 月上旬至 6月

上旬开花
,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果实成熟
。

果乳头状至短圆柱状
,

长可达 5 厘米
,

是本种中果

实最长最大的变种
,

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

。 。

绵毛桥猴桃 A
.

f a l v i e o m a H a n e e V a r .

l a n a t a ( H e m s l ) C
.

F
.

L i a n g

属黄毛称猴桃一变种
,

叶纸质
,

阔卵形
,

卵形至长方卵形
,

长 8 一 14 厘米
,

宽 4
。
5一 10

厘米
,

腹面密被擅毛或糙伏毛
,

小枝
、

叶柄和叶脉不被褐色长硬毛
。

花期 5 月 中旬至 6 月中

旬
,

果卵形至卵状圆柱形
,

幼时被绒毛
,

成熟后秃净
,

暗绿色
,

长 1
.

5一 2
.

0厘米
,

具斑点
,

宿

存尊片反折
,

于 n 月中旬成熟
,

每果有种子 33 一 204 粒
,

可溶性固形物 n %
。

7
。

奶果称猴桃 A
。

C a r n o s i f o l i a C
。

Y
.

W
u V a r 。

g l a u e e s c e n s C
.

F
.

L i a n g

肉叶赫猴桃的一变种
,

叶形多样
,

有椭 圆形
、

卵形
、

倒卵形
、

卵状长圆形或披针形
,

长

7 一 10 厘米
,

宽 3
。
5一 4 。

O厘米
,

腹面多少散生一些糙伏毛
。

果呈长圆柱形
,

果顶凸尖
,

纵径
1 .

95 一 3
,

20 厘米
,

横径互
.
2。一 1、

70 厘米
,

单果重 3
.

5一 6
.

5克
,

青绿色
,

有不规则 的 褐 色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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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果 肉绿色
。

8
.

华南琳猴桃 A
.

g l a u e o p h y l l a F
.

C h u n

华南琳猴桃的原变种
,

枝条的髓白色
,

片层 : !犬
,

叶披针形或长方椭 圆形
,

大 多 两 侧 相

等
,

不歪斜
,

基部钝形成浅心形
,

两面完全无毛
,

背面粉绿色
。

花序和花较短较小
; 花序柄

长2一 4毫米
,

花柄长 3一 4毫米
,

花径 8 毫米 , 子房完全无毛或顶端略被柔毛
。

9
.

粗叶称猴桃 A
.

g l a u e o p h y l l a F
.

C h u n V a r . r o b u s t a C
.

F
.

L i a n g

华南称猴桃的一变种
,

叶粗糙
,

卵状披针
一

形
,

基本等侧
,

基部狭心形至近耳形
,

上面绿

色
,

常散生若干糙伏毛
,

老叶秃净
,

背面灰绿色
,

无毛
。

花序柄长 4 一 5 毫米
.

花柄长约 5

毫米
,

苞片 1 毫米
,

花径约 10 毫米
,

子房遍被黄褐色绒毛
。

1 0
.

紫果称猴桃 A
. a r g u t a ( S i e b

. e t Z u e e ) p l a n e h
. e x M i g

.

V a r .

p o r p u r e a ( R e h d )

C
.

F
。

L i a n g

叶纸质
,

卵形或长方椭圆形
,

长 8 一 12 厘米
,

宽 4
。

5一 8 厘米
,

叶缘锯齿不发达
,

浅 且

圆
,

齿尖短而内弯
, 叶片干后大多呈黑绿色

。

花淡绿色
,

花药黄色
。

果初熟时红色
,

后转紫

红色
,

柱状卵珠形
,

长2
。

0一 3
.

5厘米
,

顶端有咏
,

宿存曹片早落
。

( 二 ) t 旅 t

根据我们调查收集的材料
,

特别是对做过样方所得的材料进行分析统计
,

龙胜县 中华琳

猴桃群体分布范围1 3
。

5万亩
,

平均每公顷结实植株 17 株
,

全县约有 45 万株
,

其 中结实的约 15

万多株
。

由于中华称猴桃受 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
,

不同年份
,

气候因子不同
,

产量有较大差

异 , 即大小年显著
,

如 1 9 8 1年是大年
,

中华称猴桃每公顷产果量为 1 07
.

4斤
,

全县蓄藏 量 达

50 0吨
,

而 1 9 8 2年 3 月2 3一 25 日高中山地区
,

普遍下了大雪
,

这次倒春寒使中华称猴桃 已 萌

芽的新梢冻死
,

造成开花少
,

结果少
,

产量显著下降
,

全县蓄藏量仅 1 00 一 150 吨
。

三
、

称猴桃分布

舫猴桃的各个种在龙胜的分布情况不同
。

中华称猴桃在龙胜八社一镇普遍衣
一

分布
,

即从龙胜镇的河边海拔 2 00 米直至各个 公 社海

拔 1
,
3。。米的范围内的宜林荒山和疏林

、

残次林 中均有分布
,

以海拔4 00 一 1 1 0 0米的范围内群

体较密
,

结果较多
,

具体的说
,

以龙胜镇 的日新
、

城关 ; 日新公社的勒黄
、

平也
、

都坪
、

上

孟
、

岭田
, 和平公社的和平

、

自水
、

白石
、

新六
、

柳 田
; 泅水公社的潘内

、

周家
、

细门
、

里

骆
, 江底公社的龙塘

、

泥塘
、

江底
、

建新 ; 三门公社的花桥
、

大地
、

花坪
、

双江
、

同烈
、

滩

底
, 马堤公社的布弄

、

芙蓉
、

甘甲 ; 平等公社的太平
、

城 田
、

小江
、

昌背
、

隆江以及瓢里公

社的光明
、

江 口
、

石京
、

凉坪等 39 个大队分布密度较大
,

有较大的蓄藏量
。

阔叶称猴桃在龙胜的分布与中华琳猴桃的分布情况相似
,

在全县海拔 20 0一 1 3 0 0 米 的范

围内
,

路边
、

田边
、

坡 边
、

山谷
、

山沟地带的灌丛中或森林迹地上均常见有分布
,

且植株普

遍生长旺盛
,

而以低海拔的植株结果较多
,

高海拔的植株结呆较少
。

绵毛称猴桃在海拔 1 1 0 0米 以下的路旁灌丛 中经常可见
,

分布密度
一

与中华称猴桃不 相 上

下
,

在果实成熟期
,

路上行人有兴趣者可随时品赏其风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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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琳猴桃
、

毛花称猴桃
、

京梨赫狠桃 称勿沙毛劝猴桃等 江龙胜的分布亦较普遍
,

在龙胜

各地均常见有分布
,

但极少出现群沐分么
、

。

金花猫;狱桃大多出现在海拔 9 。。一 1 3 。。米 阳 光较

多的疏林或灌木丛中
,

如在花坪林 区
,

平等的红军坳
,

江底的高峰
,

和平的大柳
、

全坑等地

较常见有分布
, 、

毛花称猴桃多生于海拔 30 0一 1 00 。米的高草灌术丛林 巾
.

各地经常见到
,

在

1 0 0平方米的样方内
,

最大密度为 4 株
。

京梨称猴桃在和平高
二妇纽海于女1 0 0 0米的南坡乔 木 灌

木混合林中
,

20 0平方米的样方内
,

分布最大密度有 7 株
。

华南称猴桃
、

粗叶称猴桃
、

紫果称猴桃等较少见
,

为星散分布
,

仅在花坪林区 红毛冲
、

甘 甲等地海拔 7 0 0一 1 0 0 0米的乔灌木林
、

谷地
、

坡地
、

溪 边湿润山地见有分布
。

四
、

中华称猴桃良种选择

( 一 ) 类型选择

称猴桃植物在进化过程 中
,

由于 自然变异的结果
,

!司一 种的不同群体
,

其植物学特征特

性有较大差异
。

中华称猴桃果实形状有长圆柱形
、

短圆柱形
、

凹底形等
。

果实大小方面
,

平

均果重大的可达 90 克
,

小的仅 2 7
.

8克
。

果实可溶性固形物较高 的 达 1 9
.

5%
,

低的仅 1 0
.

5 %
,

每

一百克鲜果维生素 C含量高的达 1 7 9
.

9 6毫克
,

低的仅 38
.

06 毫克
。

因此
,

我们以果实形状
、

颜

色
、

被伏物
、

经济性状 ( 果实大小
、

品质 )
、

产量
、

抗病虫性及果实成熟期等因子为划分类型

的主要依据
,

将中华称猴桃初步分为华龙长圆柱果
、

华龙短圆柱果
、

华龙凹底形果等类型
,

各类型的特征特性见表 1
。

表1 中华称猴桃类型果实特征特性 ( 一 )

点
一

八价户扮几…拼
华龙短圆

叔画孕陪一…州成
5

杠礴闪赢腼
中 { 中一

两石硫濡

咖而乡柯价三
_

座包介吞咖还回画三些亚J ;
一

!刃
_

少
一

{臀
表1 中华称猴桃类型果实特征特性 ( 三一 )

叭二书



第 2 期 林秀英 李瑞 高等
:

龙胜县纷猴桃资源及其良种选择

从表 1中看出
,

中华狐猴桃类型间的特征特性差异较大
,

现将几个主要类型简述如下
:

1
。

华龙 长圆柱果

植株生长较旺盛
,

叶片较大
,

中果枝结果
,

每果序
一

个果
,

少有两个果
;
果 实 长 圆柱

形
,

果顶微凸
,

果蒂平或圆 ; 果实较大
,

品质较优 良
,

每 10 0克鲜果维生素 C含 量 1 4 6
.

7 4 毫

克
。

2
.

华龙凹底形果

粒株长势
、

叶片大小及结果 习性与华龙长圆柱果基本相似
,

果实大小也较均匀
,

而果顶

凹入为最显著的区别
,

果实斑点也略大和密
,

果实品质较佳
,

汁液少
,

廷 甜且清香
,

可溶性

固形物达15 %
。

3
。

华龙短圆柱果

植株长势中等
,

叶片稍小
,

短枝型结果
,

每果序 2一 3 果
,

多为 2个
。

由于结 果 枝 节 间

短
,

果序上着果较多
,

使果实呈丛状着生
,

一个果枝着果数可达 19 个
,

但果实较小
,

且大小

不均匀
。

综上所述
,

华龙长圆柱果为较优 良类型
,

从加工利用而言
,

适于加工糖水切片罐头
,

加

工利用率较高
,

可在当地生产上推厂
` 。

( 二 ) 优株选择

中华称猴桃由于 自然变异的结果
,

不仅群体间差异大
,

且个体间差异也较大
,

为选育良种

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

因此
,

我们结合资源调查和类型选择
,

采取专业队伍与群众报优相结合

的方法
,

开展了优 良
.

详株选择
。

以果实大
,

果皮较光滑无毛
,

丰产性较好
,

风味佳或具特殊性

状的为选优标准
。

从 1 9 7 9年开始至 1 981 年
,

初选出优 良厂株 7 号
。

各优株的特征特性见表 2
。

中华称猴桃优株特征特性 ( 一 )

优优优 产产 果 实 外 观观 果 实 大 小小 果 肉肉 香香 种 子子
株株株 果果 形

!
“

…
““““““““““““““““““““““““““““““““““““ 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

号号号 量量 状
…色 …

毛皮 茸茸 纵径径横径径 最大大 平均均 颜颜 质质质 颜颜 单 果果 千千
公公公公 状状 色色 毛毛 厘厘 厘厘 果重重果 重重 色色 地地地 色色 种 子子 粒粒
斤斤斤斤斤斤斤 米米 米米 (克 ))) (克 ))))))))))) 粒 数数 重重

((((((((((((((((((((((((((((( 粒 ))) (克 )))

华华龙 1号号 37
。

555椭 圆圆青绿绿 略有
,

短短 4
。

9 888 4
。

0 444 888 6 5
。

999 黄白白细软软
,
d 尸 , ~ 尸尸

褐褐 2 5 9
。

000 1
。
1 666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了月 j耸耸耸耸耸

华华龙 2 号号 6
.

0

{
椭圆圆黄褐褐 极 少少 5

.

5 4

1
4

.

6 444 8 000 7 1
。

000黄白白细软软
I,,
棕褐褐 4 3 4

。
666 1

。
2 444

华华龙 3 号号 3 0
。
000萍果果黄褐褐 稀少

,

短短 5
.

3 6

{
5

.

3。。 1 1 444 9 0
。
OOO黄白白细软软

IIII
棕褐褐 5 7 0

。

888 1
。
7 333

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形
华华龙 4 号号 1 1

。

333圆锥锥 褐褐 较多
,

短
{
5

·

7 777 4
。

5 666 } 7 555 6 9
。

000 黄白白 细细 l,,
黄褐褐 3 9 5

。

666 1
。
2 666

华华龙 5 号号 2
。

777圆锥锥青褐褐 较 多多 4
_

3 111 7 555 6 3
。

000黄白白细软软
llll
棕黑黑 2 9 1

。

444
{{{

较较较较较较 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粗 …
`

·
2 333

华华龙 6 号号 2 3
。
333圆柱柱 青绿绿 稀

,

短
{
5

.

2 666 4
。

5 777 7 1

}
6 4

.

333青绿绿 细软软
llll
棕褐褐 4 8 5

。

666 1
。
1 333

华华龙 7 号号 2 0
。

000圆柱柱黄褐褐 稀少
,

短短 4
。

8 555 4
。

6 999 。3

…
83

.

。。黄绿…细细
llll 褐褐 4 6 5

。
000 l

。

8000

种
一

|
一颜色

一

香气肉一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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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总酸

中华赫猴桃优株特征特性 ( 二 )

{
糖 分 % 可溶

性固

形物

维生素C

(毫克 / 1 0 0克 ) { ( % ) ( % )

总糖蔗糖还原糖

析分日期采样日期

一尸口一八U一州匕一口匕一八U一0一O一ǎ吕一n舀一,目一尸a一nJ一,曰一ǹ一,1一`1一,几一,工一,几一1二一.̀一

优

株

号

华龙 1 号

华龙 2 号

华龙 3 号

华龙 4 号

华龙 5 号

华龙 6 号

华龙 7 号

l o a l
.

o
.

2

}
1 9 5 1

.

。
.

厅
1。8 1

.

,
.

2

}
; 。 8 1

.

。
.

1。

` ,“
·

,
·

。

}
1 0 8 1

.

0
.

1。…
` ,“

·

”
·

3

}
; 。 8 1

.

。
·

1 3

{
, ” 8`

·

”
·

6

{
1 0 8 1

.

0
.

1 2
1

`” 8`
·

,
·

6

{
` ” ` 1

.

0
.

1 3

…
, 。 8 2

.

0
.

2 5

】
1 0 8 2

.

1 0
.

1 5

4
。

0 6 2 .’ 3 2 6
。

3 8 7 5
。
2 4 1

。

8 0

2
。

9 7

3
。

8 7

1
。

3 4 4
。

3 1 9 9
。

0 0 2
。

0 9

1
。

6 4 5
。

5 1 3 8
。

0 6 1
。

3 9

3
一

6 5 1
一

5 8 5
一

2 3 5 5
。

0 0

4
。

1 6 1
。

7 9 5
。

9 5 7 7
。

6 6

3
。

9 5 1
。

8 2 5
。

7 7 17 9
。
9 6

5
。

1 5 0
。

1 5 5
。

3 0 5 1
。

0 4

1
。

6 9

1
。

8 8

2
。

0 5

2
。

0 4

…
ù

!
一

!
一

!
!
一

l
一

!
一

!
ù

!

初选的 7 号单株
,

经复选
、

决选
,

其中华龙 l 号
、

3 号
、

7 号是表现较优良的单株
,

现

将这几个优株简介如下
:

1
。

华龙 l 号

1 97 9年初选优株
,

树龄 9 年
,

植株生长在海拔 7 00 米左右坡地的乔灌木林
,

攀缘 在 高大

的杉树
、

板栗树上
,

株高10 米左右
,

树势强
,

基径 9
.

7厘米
,

冠幅 ( 东西
、
南北 ) 4

.

5 x 3
.

o

米
,

果实较大
,

最大单果重 78 克
,

产量较高
,

1 9 7 9年株产 80 斤
,

1 9 8。年株产83 斤
,

1 98 1年株

产7 5斤
,

比较稳产
,

果实含糖量高
,

可溶性固形物达 1 8
。

5%
,

作鲜食水果和加工利用均有较

大价值
,

为中选优株
。

2
。

华龙 3 号

1 981 年初选优株
,

树龄 57 年
,

植株生长于海拔 900 米左右一家农民的 屋 背
,

攀 缘在 油

桐
、

毛竹上
,

株高 3 米
,

基径 5
。

9厘米
,

冠幅 24 平方米
, 1 9 8 1年株产 60 斤

,

1 9 8 2年株产70 斤
,

据观察
,

1 9 8 3年也有较高产量
。

果实大
,

最大单果重达 1 14 克
,

为我 区目前果实最大的优株
,

且大小均匀
,

形似苹果
,

感观好
,

果肉细腻
,

汁多
,

清香
,

作鲜食水果较为理想
。

3
。

华龙 7 号

1 9 8 1年初选优株
,

与华龙 3 号同生一地
,

为姐妹株
,

1 9 8 1年株产 40 斤
, 1 9 8 2年株产50 斤

,

果实大
,

平均果重 8 3
。

9克
,

最大单果重达 9 3
。

7克
,

大小均匀
,

圆形
,

果肉黄绿色
,

细腻
、

甜

且浓香
,

为有较大加工利用价值的优株
。

五
、

开发利用情况

龙胜县酒厂 自1 9了4年开始收购加工称猴桃果实
,

但由于对资源情况没有掌握
,

信 心 不

足
,
不注意扩大生产能力和改善贮藏条件

,

结果于1 9 7 7年收购量达 2 00 吨时
,

因加工不 及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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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缺乏贮藏条件
,

造成果实腐烂变质
,

损失 15
,
000 元

。

通过资源调查
,

基本摸清全县称猴桃

资源及分布情况
,

为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后
,

有关部门进一步投资
,

至目 前 共投 资23 万

元
,

增设姚猴桃车间一个
,

40 吨容量冷库一个
,

较大地改善了生产条件
,

扩大了生产能力
,

目前

该厂除生产赫猴桃酒外
,

还生产称猴桃汽酒
、

汽水
、

果汁
、

果酱等
。

至 1 9 8 2年底
,

共收购加

工称猴桃果实 3 3 8
。

9 5吨
,

产值为3 7 2
,
5 0 0元

,

扣除 1 9 7 7年损失的 1 5
,

0 0 0元
,

获纯利1 9
,
5 2 5元

。

龙胜县称猴桃资源比较丰富
,

但龙胜酒厂加工能力有限
,

未能充分利用
。

因此
,

于 1 9 81

年 自治区科委投资 3
.

5万元
,

将濒于倒闭的龙胜竹藤厂转产称猴桃晶
,

开展综合利用 研 究
,

当年收购加工称猴桃果实2 2
。
5吨

,

试产每包 15 克的称猴桃晶23 4
,

10 0包
,

产值 10
,

23 0元
,

获

利润 1 10 0元
。

1 9 82 年收购加工 4 3
。

5吨
,

生产浓缩果汁2
。

5吨
,

果酱 10 吨
。

这些产品除部分供给有

关单位生产称猴桃香槟
、

汽水
、

奶糖外
,

其余由本厂加工称猴猴晶
、

果酒
、

汽水
、

果糕等产

品
,

产值约 7 万元
,

获利润 10
,
2 28 元

。

在此基础上
, 1 9 8 3年县政府投资 6 万元增 加 生 产 设

备
,

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
。

目前
,

龙胜酒厂和称猴桃晶厂有较大的生产潜力
,

两厂的年加工称猴桃鲜果的能力可达

1 0 0 0吨
。

六
、

开发利用意见

l
。

通过调查
,

掌握了全县琳猴桃资源分布情况
,

为开发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

为本县充

分发挥这一优势作出了贡献
,

但在开发利用方面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
,

未引起各 方 面 的重

视
,

有待进一步的努力以促进这一宝贵资源充分发挥作用
。

2
。

称猴桃在龙胜有较大的蓄藏量
,

目前加工利用的仅是其中一部份
,

进入市场的产品种

类较单一
,

尚有很大潜力
,

必须加强综合利用研究
,

增加品种
,

提高质量
,

同时进一步研究

和解决贮藏保鲜的问题
。

3
。

龙胜琳猴桃资源丰富
,

以中华称猴桃的经济价值最大
,

其次为金花称猴桃
,

而毛花称

猴桃及阔叶称猴桃果实的维生素C 含量特高
,

具有特殊的经济价值
,

因此
,

建议在加工利 用

和发展生产上除重视中华称猴桃外
,

对于后者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

4
。

当地群众有采摘称猴桃枝叶作猪饲料的习惯
,

另外
,

为便于采收果实
,

往往把琳猴桃

藤蔓及攀缘树砍倒后采收
,

在调查样方内多见有被砍伐植株
,

资源破坏严重
,

必须加强宣传和

采取一定措施
,

以保护称猴桃资源
。

群体分布的林区
,

发动群众采用抚育
、

补植等措施进行

改造是资源保护的重要途径
。

此外
,

为达到高产稳产
,

提高品质
,

应积极建立称猴桃生产基地
。

5
。

中华称猴桃由于自然变异的结果
,

不仅群体间差异大
,

且个体间差异也较大
,

因此
,

在人工栽培时
,

采用 良种是提高产量和品质的重要技术措施
,

建议在当地采用优良类型华龙长

圆柱果及优株 1 号
、

3 号
、

7 号推广生产应用
,

并积极进行无性系测定和后代鉴定
,

为更大

范围内的称猴桃生产提供良种
。

. 桂林地 区农校李寿兴
、

徐祖雄参加 1 9 8 0年野外调查 ; 龙胜三门推广站潘鸿祖
,

龙肚丹清

厂 包 飞跃
、

代明安
、

鲍明学参加 1 9 81 年野外调查 ; 广 西植物研究所黄正福
、

黄陈光
、

胡书华承担

营养成分分析
,

梁畴芬副研究员时调查工作给予指导和协助 鉴定标 本
,

在此一并致以感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