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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适于发展的苹果新优品种介绍

一、 早熟品种

（一） 藤牧1号
原产美国， 20世纪80年代初引入日本， 经栽培试验确定为早

熟有望品种。 1986年首先引入我国山东省胶东试栽。 目前在我国

陕西、 山东、 山西、 甘肃等苹果主产区均有栽培。

果实长圆形或圆形， 果个较大， 平均单果重200克左右， 最

大单果重300克以上。 果皮底色黄绿， 果面洁净光滑， 果点小而

少， 充分着色时全面被有鲜红色条纹和彩霞。 果肉黄白色， 肉质

细而松脆， 果汁多， 有香味， 品质上。 果实生育期85天左右， 果

品室温条件下可存放2～3周。

树势强壮， 树姿直立， 萌芽率高， 成枝力中等。 叶片卵圆

形， 浓绿， 厚大。 新梢青褐色， 多年生枝深褐色， 皮孔少， 枝条

光滑。 以短果枝结果为主， 腋花芽形成及结果能力强， 高接树第

二年即可开花结果， 容易形成短果枝。

该品种适应性广， 对土壤和气候条件要求不严， 抗早期落叶

病和白粉病能力强， 苹果适生区均可栽培， 主要特点是成熟期

早， 果实商品性能好， 尽早占领市场售价较高， 经济效益好， 但

因货架期相对较短， 可在城市近郊或交通便利的地区作为早熟市

场调剂品种适度发展。

该品种有以下几点不足， 应在栽培中引起注意： 一是自花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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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率低， 应重视授粉树配置， 可选用嘎拉、 美国8号、 珊夏等品

种作为授粉树； 二是果实成熟期不一致， 可分期采收， 即成熟一

批采收一批， 以免造成损失； 三是有采前落果现象， 特别是旱涝

不均或前期干旱而果实成熟前突然降雨时采前落果较重。 克服方

法是： 可在果实成熟前喷萘乙酸， 重点喷果柄和莲座叶。 同时，

要注意在干旱时及时灌水， 尽量稳定果实生育期及成熟期的土壤

湿度。 另外， 可实行果实套袋， 使着色期尽可能相对集中。

（二） 美国8号
美国品种， 原代号为NY543。 1984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

树研究所从美国引入我国， 在当时引入的数十个品种编号为8，
故称为美国8号。 1985年首先在江苏、 河南等地试栽， 近年来已

相继引入陕西、 山东、 河北、 甘肃等苹果产区。

果实近圆形或短圆锥形， 果个较大， 平均单果重200克以上，

最大单果重350克。 果柄中短、 粗， 果形端正， 无偏斜果。 果面

光洁细腻， 果点稀、 稍大。 果皮底色黄白， 充分成熟时着鲜红色

霞晕， 着色面积达98%以上。 有蜡质光泽， 外观美， 商品性颇

佳。 果肉黄白色， 肉质细脆而多汁， 风味酸甜适口， 有香味但比

嘎拉淡。 果实生育期115天左右， 成熟期介于藤牧1号和皇家嘎拉
之间。 果品室温条件下可存放2～3周。

幼树生长旺盛， 结果后树势渐趋中庸， 树姿直立， 萌芽力中

等。 成枝力强， 叶片大， 长卵形， 色浅绿， 叶厚， 表面光滑， 叶

背茸毛较多。 1年生枝红褐色， 多年生枝灰褐色， 皮孔中大、 中

多、 灰白色。 初果期以腋花芽结果为主， 以后逐渐转为以中、 短

枝结果为主。 早果性好， 坐果率高。 高接树第二年可开花结果，

嫁接在M26矮化中间砧上表现好。

该品种适应性广， 抗斑点落叶病能力较强， 较抗寒， 苹果适

生区均可栽植。 它的突出特点是果实成熟期早， 可填补市场空

当。 果实商品价值高， 市场销路好。 但因货架寿命较短， 可作为

2· ·



早熟品种的配套品种发展。

该品种的不足之处： 一是自花结实率较低， 应合理搭配授粉

树， 适宜的授粉品种主要有嘎拉、 华冠、 富士等； 二是抗白粉病

能力较差， 栽培中应重视预防； 三是授粉良好时则坐果率高， 产

量控制不好易出现大小年结果现象， 且果实大小不匀， 故应注意

严格疏花疏果， 控制产量， 合理负载； 四是采收过晚时果实易沙

化发绵， 应注意适期采收， 最好分期采收。

（三） 优系嘎拉

优系嘎拉是嘎拉系中着色优系的统称。 嘎拉系主要包括嘎拉

及其着色优系两大类。 嘎拉原产新西兰， 1939年入选， 1960年发
表。 着色优系的代表品种———皇家嘎拉于1974年正式发表。 我国

最早引入嘎拉是在1980年由河北省从日本引入， 但因缺乏系统观

察试验资料和宣传不够， 发展十分缓慢。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后
引进皇家嘎拉和90年代引进丽嘎拉等优系嘎拉后， 试栽区域逐渐

扩大， 栽培面积逐年上升。

优系嘎拉品种很多， 现在世界上已选出40多个， 目前栽培较

多的主要有皇家嘎拉、 丽嘎拉等， 近年来我国也筛选出了一些嘎

拉优良芽 （枝） 变品系， 如山东选育的烟嘎1号、 烟嘎2号， 陕西

选育的皇家嘎拉浓红芽变、 早熟芽变品系等。 下面介绍几种优系

嘎拉的果实性状：

1.皇家嘎拉 系嘎拉的枝变品种， 1971年发现， 1974年正式
发表。 又名新嘎拉， 是新西兰三大主栽品种之一， 现已逐渐成为

世界性栽培品种。 1980年首先从日本引入我国河北省。 果实圆或

卵圆形， 稍有五棱， 果个中等大小， 平均单果重150～200克。 果

梗细长， 萼洼较浅， 中广， 萼片宿存， 果皮底色黄绿， 可全面着

色， 颜色鲜红， 色泽艳丽， 多红色断续的细条纹， 果点小， 外观

美。 果肉黄白或淡黄色， 肉质细脆、 致密， 汁液多， 风味酸甜适

口， 香气浓， 品质上， 是目前品质最好的早熟品种之一。 果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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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期120天左右， 室温条件下可贮藏30天以上， 货架期寿命优于

美国8号。

2.丽嘎拉 原产新西兰， 1995年引入陕西。 果实近圆锥形，

果个大， 平均单果重220克， 最大单果重350克， 果形指数0.87。
果实着色比皇家嘎拉早， 着色面大， 充分成熟后全面浓红， 色调

片红， 果点明显， 乳白色， 果实表面蜡质明显， 果皮稍厚， 较皇

家嘎拉耐贮运。 风味浓，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13.7%， 硬度7.2千克/
平方厘米， 果实成熟期比皇家嘎拉早7～10天。

优系嘎拉各品种生物学特性相似， 现以皇家嘎拉为例， 皇家

嘎拉树势强健， 树姿较开张， 萌芽率高， 成枝力强， 分枝角度较

大。 叶片长椭圆形， 有光泽。 1年生枝红褐色， 皮孔多， 明显，

枝条脆硬。 长、 中、 短枝及腋花芽均可结果。 易成花， 结果早，

丰产性强， 其早果性和丰产性似秦冠。 高接树翌年可大量开花结

果， 第三年最高株产可达18千克， 第四年株产30～40千克。

优系嘎拉适应性广， 抗逆性强， 抗早期落叶病、 白粉病等病

害能力强， 苹果适生区均可栽培。 其突出特点是早果、 丰产性

强， 栽培管理容易， 果实商品性能好， 品质佳， 市场销路畅， 售

价高， 综合生产效益好， 可作为早熟品种的主导品种推广发展。

嘎拉系的主要缺点是栽培不当， 尤其是产量控制不严格时易

出现果个偏小和大小不匀的问题， 栽培时应及时注意克服。 采取

的措施主要有： ①采用矮化栽培， 用M26作矮化中间砧可使果个
增大； ②严格疏花疏果， 叶果比达 （20～30） ∶1以上可增大果个，

并使果个均匀； ③减少腋花芽结果比例， 加强肥水管理， 增施有

机肥， 干旱时适时灌水等措施均可增大果个； ④嘎拉系品种也有
成熟期不一致的现象， 应注意分期采收， 既不损失产量， 又利于

品质的提高和延长市场供应期。

（四） 珊夏

又名桑萨、 赞作， 是日本和新西兰合作、 用嘎拉×茜杂交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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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早熟品种， 1976年选出， 1986年发表。 在日本被认为是有望

替代津轻的优良品种， 世界各国已广泛引种试栽。 我国最早于

1988年由河北省昌黎果树研究所引入， 随后陕西、 山东、 辽宁、

甘肃等地先后引入， 但目前未形成规模， 仅有零星栽培。

果实圆锥形， 果形指数0.85， 果个较大， 平均单果重200～
230克， 最大单果可达300克。 果形端正， 大小整齐。 果实底色黄

绿， 果面着浓桃红色或桃红色， 有条纹， 着色面积达95%以上，

果点小而稀， 果面脂粉较厚， 皮薄， 外观美。 树冠内膛和下部的

果实萼洼处易生锈斑， 多雨年份果实表面及洼处也易生锈斑。 果

肉黄白色， 肉质致密细脆， 多汁， 酸甜适度，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2%～14%。 有香气， 风味好， 品质上。 果实生育期110天左右，

与美国8号几乎同期成熟， 室温条件下可贮藏2周左右。

树势中庸偏弱， 树姿稍直立， 枝条细脆。 叶片淡绿色， 干性

较强， 萌芽力、 成枝力均较强。 幼树结果早， 1年生中、 短枝当

年易成花， 以短果枝结果为主。 高接树一般次年可开花结果， 较

丰产， 但丰产性不及嘎拉。

适应性广， 抗早期落叶病和白粉病， 适生区均可栽植， 但在

西北黄土高原冷凉地区发展潜力更大。 该品种突出特点是果实品

质佳， 外观美， 上市较早， 颇受欢迎， 可作为早熟品种的搭配品

种适度发展。

该品种主要不足： 一是果园郁闭或多雨时， 果面易生锈斑，

影响外观。 因此， 要做到适地适栽， 切忌栽植在川道低洼地或排

水不良的黏土地上； 整形修剪宜选择细长纺锤形等小冠树形， 做

到合理留枝， 改善通风透光条件； 幼果期避免使用有机磷或菊酯

类农药； 最好实施果实套袋， 以减少果锈发生。 二是该品种树势

较弱， 尤其是结果后树势易衰， 因此应加强果园土肥水管理， 特

别要重视有机肥的施用， 保持健壮的树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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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熟品种

（一） 新红星

美国品种， 由美国人阿尔贝斯比于1952年在美国俄勒冈发现
的一株红星短枝浓红色芽变， 1956年发表， 为当今世界性品种之

一。 我国自1964年起， 先后从阿尔巴尼亚、 波兰和美国引入。

1978年从中国农科院兴城果树所引入天水市果树研究所。 经观

察、 试栽与推广， 已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成为主栽品种， 发展面

积约20余万亩。 1989年获 “全国优质农产品金奖”。

该品种生长健壮， 短枝性状明显， 树体小、 紧凑， 始果早而

丰产。 栽后3年生始花， 5～6年生亩产500～1000千克， 8～9年生亩
产可达1000～2000千克。

果实圆锥形， 端正而高桩， 果顶五棱突起明显， 果形指数

0.9～1.0， 平均单果重180～200克， 大者可达400克左右。 果实全面

鲜红色或浓红色， 色相片红， 富有光泽、 鲜艳美观。 4月下旬初
花， 6月中旬果实开始着色， 8月20日左右达满红， 9月中下旬成
熟， 发育期150～155天。 果肉黄白色， 肉质细、 致密、 汁多味香

甜， 含可溶性固形物11.9%～13.0%， 可滴定酸0.2%～0.25%， 品质

上等。 果实耐贮性与红星品种相似， 宜低温和气调贮藏。

栽植时可采用 （2～2.5） 米×4米株行距， 每亩66～83株， 树形

为细纺锤形、 自由纺锤形或小冠疏层形。 幼龄时宜轻剪、 缓放、

人工开角、 缓势促花。 盛果期后， 在全面肥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

基础上， 细致修剪， 及时更新结果基枝和结果枝组， 疏花疏果，

合理负荷， 亩留果量1.0万～1.3万个， 保证果品质量， 防止大小年

和树体早衰现象发生。 新红星品种， 矮枝性状明显， 早果丰产，

质优， 色艳， 深受国内外群众喜爱， 因而常作为元帅系第三代的

代表品种。

（二） 首红

美国品种， 1967年在美国华盛顿州奥赛罗县发现的新红星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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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红型枝变， 1976年发表， 为当今美国主栽品种， 也是世界性苹

果品种之一。 1981～1982年引入我国， 1989年引入甘肃省。 经观

察、 试栽与推广， 近几年已成为天水元帅系苹果主栽品种之一。

该品种生长健壮， 树型紧凑， 短枝性状明显， 栽后3年始花，

5～6年生亩产可达500～600千克， 8～9年生亩产可达1000～2000千
克。

果实圆锥形， 端正而高桩， 果顶五棱突起明显， 果形指数

0.91～0.97， 平均单果重210～260克。 果实全面鲜红或浓红， 色相

条红， 多断续宽条纹， 富有光泽， 鲜艳美观。 4月下旬初花， 6月
中下旬果实开始着色， 8月22日左右达满红， 9月上中旬成熟， 发

育期143～150天， 较新红星等短枝型品种早熟7～10天。 果肉黄白

色， 肉质细、 致密、 松脆、 汁多、 风味酸甜可口， 香气浓， 含可

溶性固形物11.9%～12.2%， 可滴定酸0.36%， 品质上等。 果实耐

贮性稍好于元帅系其他品种， 宜低温和气调贮藏。

栽植技术要点除参照新红星品种外， 应注意肥水管理， 发挥

其早果丰产的潜力。

首红品种， 短枝性状明显， 早果、 质优、 色浓， 深受国内外

群众喜爱， 因而常作为元帅系第四代代表品种。

（三） 天汪一号

天汪一号系红星品种的短枝、 浓片红型芽变， 1980年发现于
甘肃省天水市秦城区汪川乡杏树湾村果园， 经天水市果树研究所

十余年的观察研究， 认定是一个短枝性状稳定， 色调浓红， 色相

片红， 品质优良的短枝型品种。 1995年通过省市两级鉴定验收，

专家们认为， 天汪一号其适应性、 丰产性、 果实着色及经济性状

等方面均好于元帅系外来品种， 是我省第一个自选自育的短枝优

良品种。

天汪一号生长健壮， 始果早而丰产， 栽后2年生有3%左右的
植株开花结果， 最多的单株可结果10个， 约1.5千克， 3年生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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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率可达54.9%～85.8%， 每株平均花量34.9个， 多的达117个； 4
年生百分之百开花， 平均亩产750千克， 5年生平均1200千克， 8～
10年生可达1600～2000千克。

果实圆锥形， 端正而高桩， 果顶五棱突起明显， 果形指数

0.92～0.98,平均单果重180～200克， 最大单果重达356克。 果面底

色黄绿色， 果实色调全面鲜红或浓红色， 色相片红， 果面光滑，

富有光泽， 鲜艳美观。 4月下旬初花， 果面达满色期早于新红星、

首红， 9月中旬果实成熟， 发育期141～148天。 果肉初采收时为青

白色， 贮藏后为黄白色， 肉质细、 汁多、 质地致密， 风味香甜，

可溶性固形物11.9%～14.1%， 可滴定酸0.21%， 品质上或极上，

果实耐贮性与新红星相似， 宜低温和气调贮藏。

（四） 红矮生

美国品种， 1954年在美国华盛顿州发现的红星短枝型芽变品
种， 1957年发表。 在美国商业性栽培已有30多年的历史， 并认为

是丰产性能最强的品种， 它可以连续四年创亩产6650千克的高产
纪录。 20世纪70年代引入我国， 1982年引入甘肃省， 目前为我省

元帅系主栽品种之一。

红矮生品种生长健壮， 短枝性状明显， 树体矮小， 始果早而

丰产， 其生长结果习性同新红星品种。

果实圆锥形， 端正而高桩， 果顶五棱突起明显， 果形指数

0.92～1.0， 平均单果重180～200克。 全面鲜红， 并覆有不太明显的

浓红条纹， 富有光泽， 鲜艳美观。 4月下旬初花， 6月下旬开始着
色， 8月20日左右达满红， 9月中下旬成熟， 发育期150～155天，

果肉采收时为黄绿色， 贮后为黄白色， 肉质细、 致密、 脆而多

汁、 风味香甜， 可溶性固形物高于新红星， 为14.5%～14.8%， 可

滴定酸0.25%～0.34%， 品质极上。 果实耐贮性与新红星相似， 宜

低温和气调贮藏。

红矮生果实鲜红、 外观美观， 果形端正高桩， 含糖量高，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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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香甜， 品质极上， 是近几年推广的红色短枝型品种中， 其丰产

性和果实经济性状表现较为突出的一个好品种。

（五） 千秋

原产日本， 1966年用东光×富士杂交育成， 1980年通过种苗
法登记发表。 1981年引入我国。 目前在我国各苹果主产区仅有零
星栽培。

果实圆或长圆形， 果顶稍有五棱突起或无， 果形指数0.89～
0.9， 果个中大或大， 平均单果重200克左右。 最大果重可达350
克。 果皮光滑， 底色绿黄， 面色鲜红， 并覆有明显的红条纹。 梗

洼内不着色， 残留绿色是较明显的特征。 另一特征是萼洼比一般

品种狭小， 且比富士浅。 果肉黄白色， 肉质致密细脆， 汁多， 酸

甜爽口， 略有芳香， 品质上。 果实生育期130天左右， 常温下可
贮藏3～5个月或更长时间。

树势中庸， 树姿较开张， 幼树生长较旺， 枝条伸展快， 分枝

角度较大。 叶片长椭圆形， 叶缘锯齿锐。 1年生枝条红褐色， 与
富士相比红色稍强， 其上皮孔较富士少， 枝条较硬， 萌芽力和成

枝力均较强。 成花较易， 结果较早， 腋花芽数量较多， 长枝也易

形成花芽， 3年生树枝即可形成成串短果枝。 果枝连续结果能力
强， 丰产稳产。

适应性和抗逆性均较强， 抗斑点落叶病和白粉病能力强， 苹

果适生区均可栽植， 在西北黄土高原冷凉地区表现更好。

该品种主要缺点是易出现劣质果和小果， 栽培中应特别注意

早期按标准严格疏果， 合理负载， 以避免形成小果。

（六） 华冠

是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1976年用金冠×富士杂交育成，
原代号76－7－42， 1988年选出并正式命名， 1989年10月在北京通
过审定。 我国黄河故道地区栽培较多， 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均有栽

培。 该品种近年来市场售价较高， 有一定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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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近圆锥形， 果形指数0.81～0.96， 萼洼周围多具小棱突
起。 果个中大， 平均单果重170～200克。 果面底色金黄， 略带绿

色色调， 果面呈鲜红色， 覆有断续红条纹， 充分着色后为全面红

色， 外观较美。 果面光洁。 梗洼多洁净无锈， 间或具小型果锈。

果肉黄色， 肉质致密， 脆而多汁， 酸甜可口， 风味浓郁， 品质上

乘。 果实生育期160天左右， 贮藏性能优于金冠， 一般可贮至次

年4月。

树势中庸， 枝条较开张， 萌芽率高， 成枝力中等。 1年生枝
条红褐色， 皮孔小， 较密， 嫩梢部灰色茸毛浓密。 叶片较大， 多

为椭圆形或卵圆形， 两侧略向上反卷， 叶片较浓绿。 粗看叶片、

枝条、 新梢似金冠。 干性稍弱， 修剪反应不敏感。 结果较早， 一

般栽后3年见果， 4～5年可获得一定产量。 以短果枝结果为主， 幼

树具有较强的腋花芽结果能力， 坐果率高， 丰产性强， 被认为是

优于金冠并替代金冠的优良中熟品种。

适应性和抗逆性均较强， 抗早期落叶病能力强于金冠， 苹果

适生区均可栽植， 适合于海拔较高的西北黄土高原地区。 突出特

点是品质优， 外观美， 是供应 “双节” 的优良品种， 可作为优生

区的中熟品种积极发展。

该品种主要不足是产量控制不当、 结果过多时会导致果个变

小。 栽培中应严格疏果， 控制产量， 防止果个变小而影响果实商

品性能。

（七） 红将军

又名红王将， 是日本从早生富士中选育出的着色系枝变品

种。 1995年前后引入我国山东、 陕西等苹果主产区。 近年来经各

地试栽认为， 此品种是一个品质、 贮藏性与红富士相同， 但成熟

期比红富士早1个月的中熟优良品种。

果实近圆形， 果形指数0.86， 果个大， 平均单果重250～300
克。 果形端正， 偏斜果少。 果面底色黄绿， 面色全面鲜红或被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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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彩霞,果点小,果面洁净无锈,美观艳丽。 果肉黄白色， 肉质细

脆,汁多， 可溶性固性物含量13.5%～15.9%， 果肉硬度9.6千克/平
方厘米， 酸甜适度， 稍有香气， 贮藏后香味浓， 品质上。 果实生

育期150天左右， 成熟期为9月中旬， 贮藏性强， 自然条件下可贮

至春节。

树势强健， 树姿较开张， 叶片椭圆形、 较薄、 绿色或暗绿

色， 叶面光滑、 平展。 1年生枝红褐色， 皮孔圆形， 茸毛中多。

新梢细长， 停止生长较晚。 萌芽率较高， 成枝力强。 初果期以长

果枝结果为主， 1年生旺枝腋花芽较多， 随着树龄增大， 逐渐转

为短果枝结果为主。 成花较易， 结果较早， 丰产性强。

品种适应性及栽培特点与红富士相同。

（八） 新世界

原产日本， 由富士×赤诚杂交育成， 1988年发表。 我国山东、

陕西、 甘肃等苹果主产区已引入试栽， 目前有小批量生产。 该品

种近几年综合性状表现较好， 在广州江门售价远远超过单红富

士。

果实近圆形， 果梗粗短， 果个大， 平均单果重250克， 最大

单果重可达400克。 果面着浓红色、 全红， 果皮细， 光洁， 蜡质

层厚， 有果粉， 外观艳美。 果肉淡黄色， 汁液多， 肉质不及富士

细， 松脆稍韧， 风味甜， 有芳香， 果实在甘肃陇东9月底成熟，

贮藏性能稍差于红富士。

树势健旺， 树姿直立， 萌芽率高， 成枝力中等。 1年生枝条
粗壮， 节部稍短， 属半短枝类型， 极易成花， 结果早， 以短果枝

结果为主， 有腋花芽结果习性， 但腋花芽所结果实偏扁。 短果枝

所结果实果个大， 色度好； 长果枝所结果实较多畸形， 坐果率

高， 丰产性强。

该品种适应性广， 抗病、 抗寒性较强， 苹果适生区均可栽

培。 可作为中熟搭配品种在苹果优生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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