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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中国果树志》是1979年全国果树科技规划会议提出的一项科研计划，由中国农业科学

院果树研究所负责主持实施。1981年3月27日至4月3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在重庆召开《中

国果树志》编写工作座谈会。来自12个省、市、自治区科研、院校与出版单位的专家、教授

及专业人员共27人出席了会议，讨论和成立了《中国果树志》总编委会并推举了顾问，同时

落实了29个专志的主编单位，制定了编写提纲和编写体例(草稿)。总编委会编辑部设于辽

宁兴城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负责修订编写体例、提纲，统筹经费等具体编辑出版事

宜。 t、 ，，

计划中的专志将包括：苹果、梨、柑橘、葡萄、桃、李、杏、梅、樱桃、核桃、板栗、柿、

枣、山楂、榛子、猕猴桃、醋栗及穗醋栗、草莓、荔枝、龙眼、枇杷、香榧及长山核桃、杨

梅、石榴、菠萝、香蕉、’杜果及杨桃、银杏、稀少落叶果树等29个专志。《中国果树志》不

仅包括栽培品种，而且也包括半栽培品种和野生果树的种、变种及类型，这些都属于种质资

源。所谓“种质”，是指细胞核内有生命的物质，它决定生物体的遗传性质，并把这些性质从

亲本传递给后代。广义地说，种质是生物体总的遗传构造。

。《中国果树志》的任务是反映中国果树种质资源的面貌及有关的科学研究成果，为科研、

生产、教学服务。由于多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各地已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和研究，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又由于中国果树种质异常丰富，还须继续长期地发掘勘探，

因此本志是全国果树种质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同时也是中国前所未有的一部较全面、系统的

果树种质研究的科学论著。-

作为一部果树志，不言而喻，重点放在种、变种和品种的描述，尤其是可供生产参考的

经济特性的介绍，如果实的外观及品质，成熟时期，耐贮运力，对气候土壤的适应性，对病

虫害、旱、涝、盐碱的抗性等。栽培管理技术仅限于叙述各该树种不同于其它树种的特点及

重要的沿革。 。t ．

在中国古农书的宝库中，，有不少记载和描述果树品种的专著，其中最突出的是北宋蔡襄

的《荔枝谱》(成书于‘1059年)和南宋韩彦直的《橘录》(1178年)。两书都是全世界关于这

两种果树最早的专著。元代柳贯的《打枣谱》(1300年)记述了枣的73个品种；清代褚华的

《水蜜桃谱》(1813年)记述了上海水蜜桃的历史、栽培、病虫害防治等。散见于其它古农书

中有关果树品种的记述，多不胜举，，主要有《齐民要术》《种艺必用》《农桑辑要》《王祯农

书》《农桑衣食撮要》《种树书》《群芳谱》《广群芳谱》《农政全书》《花镜》《授时通考》以及

其它如《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等。这些浩瀚的文献，说明了我们的祖先对果树种质资

源的重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27



2序 一

全国性的果树种质的调查、收集和利用，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各地果树科技工作

者长期的努力，发掘出了大量过去未受注意但却具有某些优良特性的品种，例如：新疆库尔

勒香梨，喀什的黄肉蟠桃；新疆阿克苏及陕西扶风的隔年核桃，太白的串子核桃；陕西紫阳

的三季栗；眉县的怀胎柿；陕西秦岭山区及河南的冬桃，山东昌邑的冻桃和泰安大红石榴，河

北的雪桃；福建莆田的解放钟枇杷；广东惠东的四季荔，广州的红荔；广西的无核黄皮等。

中国西南的山岳地带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柑橘种质中心。在云南红河发现了大翼橙的一

个新种，红河大翼橙(Citrus honghoensis YLDL．)。在云南宾川发现了柑橘属枸橼的一个新变

种，云南香橼(C．medica L．var．yunnanensis S．Q．Ding)。在四川木里发现了枸橼的另一个新

变种，木里香阳果(C．medica L．var．muliensis W．D．et Y．)。在四JII秀山发现了柚的一个自

然杂交种，柚香橼(C．grandis—junos)。在四JIl的小金、马尔康、理县，发现了苹果属的一个

新种，小金海棠(Malus xiaojinensis Cheng et Jiang)。

不少地区存在着大面积的野生果树，如新疆天山山区巩留、新源、霍城、伊宁等地的塞

威氏苹果林(Malus sieversii Ledeb．)，湖南道县的野橘，海南的野生荔枝和香蕉。

长期以来，对西藏的果树种质资源缺乏了解，现在，这个空白点已基本上消除了。根据

中国农业科学院组织的西藏农作物品种资源考察队果树组的报告，在山南和昌都两个地区的

栽培和野生果树，分属18科、33属、106个种或变种。值得注意的是分布最广的野生果树之

一西藏桃[又称光核桃，Prunus mira(Koehne)Kov．et Kost．]，年逾千年的古老植株，仍

然生长旺盛，结果正常，树高达21米，干周10米。核桃树分布很广，丰产，病虫害少，果

仁含油量高，有高达30多米、占地1亩以上的大树，最老的估计树龄超过千年。

中华猕猴桃原产中国，其果实营养价值很高，中国组织了全国猕猴桃资源普查，在各地

野生的中华猕猴桃和美味猕猴桃中，选得了大量的具有优良性状的单株，或果形大，或维生

素c含量高，或果实成熟时果皮无毛。据报道，中国已发现61个种，44个变种，其中不乏有

很大生产潜力的种质，因此，除中华猕猴桃和美味猕猴桃外，其它的种如软枣猕猴桃、狗枣

猕猴桃、黑芯猕猴桃、金花猕猴桃等也正在列入研究项目之中。

原产中国的山楂，果实中含有丰富的矿质营养、维生素C、果酸和黄酮类，在医药和食品

中占一定的地位，被誉为“疗效食品”。中国组织了全国性的调查组，经多年的努力，基本上

查明了各地山楂的种、变种和品种，其中有很多表现了独特的性状。

1979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果树科研规划会议上，根据区域适应性、交

通等社会条件和原有的果树种质保存的基础，提出了在全国建立15处国家果树种质圃的计

划，并得到了农业部的支持。目前，这15处种质圃已在不同程度上分别进行收集、鉴定、观

察记载经济性状的研究工作等。各处种质圃收集、研究的果树种类各有侧重，如兴城为梨和

苹果，郑州为葡萄和桃，重庆北碚为柑橘，北京为草莓和桃，泰安为核桃和板栗，福州为龙

眼和荔枝，等等。国家种质圃的建立，为保存和研究果树种质提供了保证。

中国对世界各国的果树生产有巨大的贡献，许多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果树均原产于中国。

例如，甜橙在15世纪初叶由热那亚贸易路线上的商人从中国带到欧洲，其后由葡萄牙人传播

到欧洲各地，再扩散到许多国家，成为今日全世界最重要的果树。桃的英名(Peach)和学名

Prunus persica(L．)Batsch．]都是由。Persia”(波斯)推演而来，因此，使许多人对桃的

原产地发生误解，以为桃原产于波斯，实际上在这种果树引入欧洲以前2 000余年中国早就有

桃的栽培，是原产地。德康多尔(de Candolle)认定，波斯从来没有野生的桃。桃的主要品
i髦戎。～，J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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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之一，‘埃尔伯塔’(Elberta)是美国在1870年从中国的一粒白肉粘核桃的种子获得的。另

一粒中国的粘核桃种子产生了又一个主要的品种——‘Belle of Georgina’。这2个品种不仅本

身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而且也是杂交育种工作中优良的亲本．．从记录上推测，这2粒白肉粘

核桃的种子很可能是上海水蜜桃。

20世纪初，英国和美国先后引种中国猕猴桃作为观赏植物。1906年，新西兰从湖北宜昌

地区引种栽培，经过多年的努力，培育出果大质优的一些新品种，成为果中珍品，曾独霸世

界市场。

利用中国的果树改良原有品种，以增加对病虫害、寒、旱和其它不良环境因子的抵抗力

的例子，在世界果树栽培史中，屡见不鲜。1904年，美国的栗树(Castanea dentata Borkh．)

发生胴枯病[病原茵为Endothia parasitica(Murr．)A．et A．]，病情严重，在短短五、六年

内蔓延全国，几乎把原有的栗树一扫而尽。是中国的板栗，提供了抗病的种质，因为板栗表

现了对此病强大的抗性。洋梨的火疫病是许多国家梨生产中最严重的一种病害，原产中国的

梨属的一些种，对此病有一定的抗性，因而这些种成为他们梨抗病育种中的重要亲本。

米丘林在培育果树抗寒品种的工作中，曾大量用中国的种质作为亲本，许多苹果品种名

都带有“Kitaika”一词，如‘Bellefleur—Kitaika’、 ‘Borsdorf—Kitaika’、 ‘Kandil—Kitaika’、

‘Kitaika—Anisovaya’、‘Kitaika Zolotaya Rannaya’等，“Kitaika”是俄语的“中国”。此外，

他还利用中国的山樱桃、毛桃、山桃、郁李、山定子、花盖梨、核桃楸、小榛树等作为亲本。

野生的和栽培的、半栽培的果树种质构成了自然界和我们的祖先赋予我们的遗传变异的

源泉，它们有些可能对目前的生产不起作用，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它们是宝贵的财富。

在山林中，在原野上，在果园里，在住家的庭院里，它们默默无闻地存在着，有些是成片的，

有些是零星分散的，有些是少数几株或甚至只有一二株。长期以来，由于人们的无知，在开

垦荒地、滥伐林木、建筑水库、建设工厂、扩展铁路和公路等活动中，没有注意对果树种质

的保护，使这丰富的资源迅速缩小，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
‘

威尔森(Ernest Henry Wilson)在湖北、四JIl一带经过历时10年、先后4次的采集之后，

深感中国植物蕴藏之富，把他1929年出版的书名定为“中国，园林之母”。该书在关于这一

地区内栽培和野生果树的记载中，列举了为数极多的种类，仅悬钩子一属的植物，野生于山

林中的就有100余种，其中大部分的果实可供食用，而且有几种风味特佳。茶蔗子属和草莓

属的植物也普遍地生长在林野里。时至今日，这些种质还有多少依然存在，难于断言。

果树种质的流失，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只是各国的严重程度不同而已。发掘、保存、利

用这些资源的工作的优劣，是一国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志。50年代以来，这项工作一直受

到中国政府的重视，列为重点研究课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45年，E．H．M．Cox在他的《在中国猎取植物》这本书的最后一段写道：“在中国还可

以找到更多的植物材料，从中国还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本书叙述了外国人在这个巨大的国

家所进行的植物勘探。让我们希望下一卷与本题有关的书，将叙述中国人自己在一个崛起的

和平、繁荣的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

今天，在该书发表近半个世纪之后，中国全体果树科技工作者几十年来辛勤劳动的成

果——《中国果树志》各卷专志，将陆续问世。它们将对中国果树科研、教学和生产的发展起

到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世界各国的果树工作者，也将是一份宝贵的参考文献。

跏黼’?椭煨嘶悃删撇黼碱蝴觥总纨酗珂脯笼，影



在今后的岁月里，还会有许多栽培的、半栽培的和野生的种质被发掘出来，这将有待于中国

果树工作者的继续努力。‘

《中国果树志》的编写，只是果树种质研究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这项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利

用种质为人类福利服务。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需了解它们的各种特性。在科学技术日新月

异的今天，我们完全有可能从形态学、细胞学、生态学、营养学、土壤学、遗传学、分类学、

生理生化学、植物病理学、昆虫学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就意味着，必须有多学科的密

切协作，才能取得对人类有利的成果。

《中国果树志》编写过程中，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经费资助

和其它有关方面的支持与协作，以及中国林业出版社的重视，谨致衷心感谢。

在《中国果树志》出版之际，我们感到欣喜庆慰，同时也应认识到，我们要走的路还很

长很长，要付出的劳动还很多很多。

《中国果树志》总编辑委员会

☆，#≤E■l 《ij蚕lll翟j雾鋈漓叠蠹蕾溷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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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是原产我国的古老果树，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多

种多样的种类、品种和类型。在我国辽阔的国土上，有适宜杏树生长的优越的生态环境，蕴

藏了极其丰富的种质资源，祖先们开创的杏树生产至今已4 000余年，并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栽

培管理经验。系统地整理、深入地研究、充分地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源和经验，使之造福于人

类是我国果树界的光荣使命，也是一件艰巨的任务。《中国果树志·杏卷》的编辑出版正是这

一任务胜利完成的充分体现。它是众多果树工作者，特别是张加延等从事杏树研究的科技工

作者，积20年艰辛努力的劳动结晶，也是我国果树界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

《中国果树志·杏卷》是一部有100万字左右、300余张图谱的巨著。它是我国杏树事业

发展至今的全面总结。全书充分概述了我国杏生产的历史沿革、区域分布、生态环境、种群

划分和生产经验；分类记述了1 463个品种的形态特征和经济性状，集我国杏树种质资源之大

成。
、

《中国果树志·杏卷》的问世，不仅将对我国杏树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以其丰富的内容

广泛的服务于生产、科研和教学等各个领域；而且对世界果树界也是一项重大贡献，它将有

助于国外果树界进一步了解我国杏树资源进而促进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推进世界杏树事业

之发展。

《中国果树志·杏卷》的出版，实现了我国老一辈果树工作者的宿愿，以此书向祖国献了

厚礼。希望新一代的果树工作者们继往开来，把我国果树资源的挖掘、整理、研究和利用工

作推向新的阶段，写出新的篇章。

囫
1992年5月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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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果树志·杏卷》(以下简称《杏卷》)是在中国果树志总编辑委员会的指导下，由辽

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主持，由全国71个单位80余名专家合作，历时23年撰写而成。

1980"1985年，由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主持了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杏属资

源的考察与收集工作，先后深入到兴安岭、长白山、辽西与燕北山区、秦岭、黄河流域、长

江流域、括苍山、武夷山、南岭、云贵高原、怒江流域、青藏高原的东部、西双版纳以及西

北等地，收集到许多资源和资料，为《杏卷》的撰写初步奠定了基础。1984年组建了《杏

卷》编委会，由主编张钊教授提出编写提纲讨论稿，初步进行了分工。1985年确定了编写提

纲和品种描述范例，并明确了编写任务。其后，由于l张钊f、邱毓斌、黄尚志等正副主编和部

分编委的退休，1987年总编辑委员会决定由张加延任主编，于1987年和1990年进行了两次

会稿初审，发现许多内容欠缺，一些资源分类学地位不明确，不足以反应中国杏资源的状况。

1992年重新调整了编委会成员，并再次落实了编写任务和补充调查任务，1994年和1995年

先后补充调查了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1996年补充调查了长江三峡库区、神

农架、秦巴山区、陕北白于山区，以及武夷山区的稠岭；1997年补充调查了甘肃的陇东和河

西走廊，新疆的天山、昆仑山、帕米尔高原，重点考察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周围的杏资源；1998

年补充调查了青藏高原的东部山区；1999年重新调查了浙江的杏资源。至此，不仅明确了一

些杏资源的分类学地位，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编写内容。1999年12月经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

所李杏研究室全体同志和山东省果树研究所于希志同志共同审定和编辑，鉴别了许多同名异

物，也合并了许多同物异名资源，经总编辑委员会审阅，再经修改，于2000年9月交中国林

业出版社进行编审，2002年5月本卷责任编辑提出进一步提高编撰质量的一些建议，2002年

12月，本卷主编在编委、辽宁省风沙地改良利用研究所何跃所长的支持下，于辽宁省阜新市

召集了何跃、于希志、陈学森、刘宁、张冰冰、李峰、阎淑芝、王玉柱等编委，在中国林业

出版社张宏潮、何增明同志的具体指导下，对1 463个品种(系)资源的描述再次进行了统一

的严格规范，同时增补了近年研究的新成果、新技术、新品种和新工艺，提高了本卷的质量。

辽宁省风沙地改良利用研究所的于涛、荣传胜、孟林、李载元同志参加了部分编辑和制图工

作。2003年3月经主编审定后交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从调查收集资料到出版历时23年。

从以上编写经历可见，《杏卷》是在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杏属资源首次全面而

系统地总结，全世界杏属植物共有10个种，其中9个种及其变种起源于中国。因此，我国的

杏树栽培历史悠久，种质资源极为丰富。首次发现和鉴定了政和杏、李梅杏2个新种，还首

次发现杏的多倍体资源和3个新的变种。《杏卷》专述了中国杏树的栽培历史、地理分布、杏

属植物的分类、起源、传播和演化，以及杏树的生物学特性、栽培技术要点、贮藏与加工技

1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术等；共记载描述和评价品种1 463个。但中国的杏属种质资源还远没有收集整理齐全，有待

今后再进一步深入研究补充。

《杏卷》是中国首部杏属种质资源的科技专著，在专述中国杏的起源、栽培历史和传播的

基础上，对世界杏属栽培品种的种群和亚群进行了再划分，其中重点修正了中国及周边国家

杏栽培品种群与亚群的地位，使之更加符合实际，提高了育种应用的价值。本卷第九章在研

究制定了与国际接轨的杏属种质描述符(附调查项目与标准)的基础上，对每份种质资源进

行了规范的整理和描述。特别对大果型、大甜仁、极早熟、极晚熟、高糖、高酸、高维生素

C含量、抗寒、抗旱、抗盐碱、耐高温高湿、盘桃形、尖辣椒形和柱形，以及软核、三倍体、

大花、重瓣花、绿萼等罕见的珍贵稀有资源，李与杏属间杂种资源等，进行了重点鉴定和描

述。同时，对中国当代杏树的丰产栽培技术，传统的加工工艺和新近研制的产品与工艺也进

行了总结。这些将对中国杏产业的发展及科学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杏卷》在考察收集资料过程中，得到农业部科学技术司和辽宁省科学技术厅的支持；在

编写过程中得到全国李杏资源研究与利用协作组和国家果树种质熊岳李杏圃等单位的技术资

料和多人的鼎力支持；本卷顾问中国科学院|俞德浚I研究员和西北农业大学l孙云蔚I教授对本

卷进行了具体指导，特别是I孙云蔚l教授在临终前的病榻上，还为本书作序，督促我们不必求

全，要尽早出版；中国园艺学会前理事长、《中国果树志》总编委会主任、中国农业大学l沈隽l

教授曾两次光临指导，强调《杏卷》是《中国果树志》的重点卷，一定要写好，写出水平来。

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陆玲娣研究员审阅过本卷有关分类的章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

研究所J蒲富慎l、董启凤，以及方成泉研究员曾给于多方指导并审稿。《杏卷》不仅是中国也是
世界首部杏的科技专著，近年意大利、法国、美国、南斯拉夫、捷克、澳大利亚、韩国和日

本等国家的同行专家。对本卷的编写表示关切并提出尽快出版的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中国果树志·杏卷》编辑委员会

2003年3月



II_唾隧II I E II I I Im I l lI l¨l■I¨重—m—ll iN ■II隧i■ I ll■■畦■一l■■l I■I■啊瞳ll■■t瞳Il■l II■■■—■一

目 录

了?严}

序一 ．

序二

前言 ·

第一章绪论⋯⋯⋯⋯⋯⋯⋯⋯⋯⋯⋯⋯⋯⋯⋯⋯⋯⋯⋯⋯⋯⋯⋯⋯⋯⋯⋯⋯⋯⋯⋯”(1)

第一节经济意义⋯⋯⋯⋯⋯⋯⋯⋯⋯⋯⋯⋯⋯⋯⋯⋯⋯⋯⋯⋯⋯⋯⋯⋯⋯⋯⋯⋯⋯⋯⋯⋯⋯。(1)

一、营养丰富和药用价值较高的时令性水果⋯⋯⋯⋯⋯⋯⋯⋯⋯⋯⋯⋯⋯⋯⋯⋯⋯⋯⋯⋯(1)

二、重要的工业原料⋯⋯⋯⋯⋯⋯⋯⋯⋯⋯⋯⋯⋯⋯⋯⋯⋯⋯⋯⋯⋯⋯⋯⋯⋯⋯⋯⋯⋯⋯(2)

三、出口创汇的传统产品 ⋯⋯⋯⋯⋯⋯⋯⋯⋯⋯⋯⋯⋯⋯⋯⋯⋯⋯⋯⋯⋯⋯⋯⋯⋯⋯⋯⋯(2)

四、栽培杏树是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3)

五、改善生态环境的优良树种⋯⋯⋯⋯⋯⋯⋯⋯⋯⋯⋯⋯⋯⋯⋯⋯⋯⋯⋯⋯⋯⋯⋯⋯⋯⋯(3)

第二节生产现状与前景⋯⋯⋯⋯⋯⋯⋯⋯⋯⋯⋯⋯⋯⋯⋯⋯⋯⋯⋯⋯⋯⋯⋯⋯⋯⋯“(3)
一、鲜食与加工用杏的生产⋯⋯⋯⋯⋯⋯⋯⋯⋯⋯⋯⋯⋯⋯⋯⋯⋯⋯⋯⋯⋯⋯⋯⋯⋯⋯⋯(3)

二、名、特、优品种生产基地的建立⋯⋯⋯⋯⋯⋯⋯⋯⋯·j⋯⋯⋯⋯⋯⋯⋯··：⋯⋯⋯⋯⋯⋯·(4)

三、仁用杏生产与前景⋯⋯⋯⋯⋯⋯⋯⋯⋯⋯⋯⋯⋯⋯⋯⋯⋯⋯⋯⋯⋯⋯⋯⋯⋯⋯⋯⋯⋯(5)

第三节科研成就与展望⋯⋯⋯⋯⋯⋯⋯⋯⋯⋯⋯⋯⋯⋯⋯⋯⋯⋯⋯⋯⋯⋯⋯⋯⋯⋯⋯⋯⋯”(6)
一、中国杏属种质资源考察⋯⋯⋯⋯⋯⋯⋯⋯⋯⋯⋯⋯⋯⋯⋯⋯⋯⋯⋯⋯⋯⋯⋯⋯⋯⋯⋯(6)

二、国家李杏种质资源圃的建立⋯⋯⋯⋯⋯⋯⋯⋯⋯⋯⋯⋯⋯⋯⋯⋯⋯⋯⋯⋯⋯⋯⋯⋯⋯(6)

三、种质资源的鉴定评价⋯⋯⋯⋯⋯⋯⋯⋯⋯⋯⋯⋯⋯⋯⋯⋯⋯⋯⋯⋯⋯⋯⋯⋯⋯⋯⋯⋯(6)

‘四、品种选育及遗传特性研究⋯⋯⋯⋯⋯⋯：⋯⋯⋯⋯⋯⋯⋯⋯⋯⋯⋯⋯⋯⋯⋯⋯⋯⋯⋯“(7)

五、栽培生理与栽培技术的研究⋯⋯⋯⋯⋯⋯⋯⋯⋯⋯⋯⋯⋯⋯⋯⋯⋯⋯⋯⋯⋯⋯⋯⋯⋯(8)

六、学术交流⋯⋯⋯⋯⋯⋯⋯⋯⋯m⋯⋯⋯⋯⋯⋯⋯⋯⋯⋯⋯⋯⋯⋯⋯⋯⋯⋯⋯⋯⋯⋯⋯(9)

第二章中国杏树栽培历史⋯⋯⋯⋯一⋯⋯⋯⋯⋯⋯⋯⋯⋯⋯⋯⋯⋯⋯⋯⋯⋯⋯⋯⋯⋯⋯⋯⋯(10)

第一节起源与分布⋯⋯⋯⋯⋯⋯⋯⋯⋯⋯⋯⋯⋯⋯⋯⋯⋯⋯⋯⋯⋯⋯⋯⋯⋯⋯⋯“(10)
一、栽培起源⋯⋯⋯⋯⋯⋯⋯⋯⋯⋯⋯⋯⋯⋯⋯⋯⋯⋯⋯⋯⋯⋯⋯⋯⋯⋯⋯⋯⋯⋯⋯⋯⋯(10)

二、古籍中记载的杏的分布概况⋯⋯⋯⋯⋯⋯⋯⋯⋯⋯⋯⋯⋯⋯⋯⋯⋯⋯⋯⋯⋯⋯⋯⋯⋯(10)

第二节古代杏的种类与品种⋯⋯⋯⋯⋯⋯⋯⋯⋯⋯⋯⋯⋯⋯⋯⋯⋯⋯⋯⋯⋯⋯⋯⋯⋯⋯⋯(12)

一、种类⋯⋯．．．⋯⋯⋯⋯⋯⋯⋯⋯⋯⋯⋯⋯⋯⋯⋯⋯⋯⋯⋯⋯⋯⋯⋯⋯⋯⋯⋯⋯⋯⋯⋯⋯(12)

二、品种⋯⋯⋯⋯⋯⋯⋯⋯⋯⋯⋯⋯⋯⋯⋯⋯⋯⋯⋯⋯⋯⋯⋯⋯⋯⋯⋯⋯⋯⋯⋯⋯⋯⋯⋯(12)

第三节古人对杏生物学特性的认识⋯⋯⋯⋯⋯⋯j⋯⋯⋯⋯⋯⋯⋯⋯⋯⋯⋯⋯⋯⋯·(13)

第四节古代对杏树的栽培管理⋯⋯⋯⋯⋯⋯⋯⋯⋯⋯⋯⋯⋯⋯⋯⋯⋯⋯⋯⋯⋯⋯⋯⋯⋯“(14)
’

一、繁殖方法⋯⋯⋯⋯⋯⋯⋯⋯⋯⋯⋯⋯⋯⋯⋯⋯⋯⋯⋯⋯⋯⋯⋯⋯⋯⋯⋯⋯⋯⋯⋯⋯⋯(14)

二、定植⋯⋯⋯⋯⋯⋯⋯⋯⋯⋯⋯⋯⋯⋯⋯⋯⋯⋯⋯⋯⋯⋯⋯⋯⋯⋯⋯⋯⋯⋯⋯⋯．t．⋯⋯(14)

‘三、土壤管理⋯⋯⋯⋯⋯⋯⋯⋯⋯⋯⋯⋯⋯⋯⋯⋯⋯⋯⋯⋯⋯⋯⋯⋯⋯⋯⋯⋯⋯⋯⋯⋯⋯(15)

四、霜冻预防．．．⋯⋯⋯⋯⋯⋯⋯⋯⋯⋯⋯⋯⋯⋯⋯．．⋯⋯⋯⋯⋯⋯⋯⋯⋯⋯⋯⋯⋯⋯⋯⋯·(15)

五、虫害防治⋯⋯⋯⋯⋯⋯⋯⋯⋯⋯⋯⋯⋯⋯⋯⋯⋯⋯⋯⋯⋯⋯⋯⋯⋯⋯⋯⋯⋯⋯⋯⋯⋯(15)

弓I『?



2 目 录

第五节古代杏的加工利用⋯⋯⋯⋯⋯⋯⋯⋯⋯⋯⋯⋯⋯⋯⋯⋯⋯⋯⋯⋯⋯⋯⋯⋯⋯⋯⋯⋯(15)

一、加工⋯⋯⋯⋯⋯⋯⋯⋯⋯⋯⋯⋯⋯⋯⋯⋯⋯⋯⋯⋯⋯⋯⋯⋯⋯⋯⋯⋯⋯⋯⋯⋯⋯⋯⋯(15)

二、综合利用⋯⋯⋯⋯⋯⋯⋯⋯⋯⋯⋯⋯⋯⋯⋯⋯⋯⋯⋯⋯⋯⋯⋯⋯⋯⋯⋯⋯⋯⋯⋯⋯⋯(16)

第三章杏属植物分类⋯⋯⋯⋯⋯⋯⋯⋯⋯⋯⋯⋯⋯⋯⋯⋯⋯·ioD oo“m o⋯⋯⋯⋯⋯⋯⋯⋯⋯“(17)

第一节分种检索表⋯⋯⋯⋯⋯⋯⋯⋯⋯⋯⋯⋯⋯⋯⋯⋯⋯⋯⋯⋯⋯⋯⋯⋯⋯⋯⋯⋯⋯⋯⋯·(17)

第二节各植物种的特征⋯⋯⋯⋯⋯⋯⋯⋯⋯⋯⋯⋯⋯⋯⋯⋯⋯⋯⋯⋯⋯⋯⋯⋯⋯⋯⋯⋯⋯⋯(18)

一、普通杏Armeniaca vulgaris Lam．⋯⋯⋯⋯⋯⋯⋯⋯⋯⋯⋯⋯⋯⋯⋯⋯⋯⋯⋯⋯⋯⋯⋯(18)

二、西伯利亚杏A．sitn'rica(L．)Lain．⋯⋯⋯⋯⋯⋯⋯⋯⋯⋯⋯⋯⋯⋯⋯⋯⋯⋯⋯⋯⋯⋯(19)

三、辽杏A．mandshurica(Maxim．)Sky． ⋯⋯⋯⋯⋯⋯⋯⋯⋯⋯⋯⋯⋯⋯⋯⋯⋯⋯⋯⋯(20)

四、藏杏A．holosericea(Batal．)Kost．⋯⋯⋯⋯⋯⋯⋯⋯⋯⋯⋯⋯⋯⋯⋯⋯⋯⋯⋯⋯⋯⋯(21)

五、紫杏A．dasycarpa(Ehrh．)Borkh．⋯⋯⋯⋯⋯⋯⋯⋯⋯⋯⋯⋯⋯⋯⋯⋯⋯⋯⋯⋯⋯⋯(22)

六、志丹杏A．zhidanensis Qiao C．Z．⋯⋯⋯⋯⋯‘⋯⋯⋯⋯⋯⋯⋯⋯⋯⋯⋯⋯⋯⋯⋯⋯⋯⋯(23)

七、梅A．mume Sieb． ⋯⋯⋯⋯⋯⋯⋯⋯⋯⋯⋯⋯⋯⋯⋯⋯⋯⋯⋯⋯⋯⋯⋯⋯⋯⋯⋯⋯⋯(23)

八、政和杏A．zhengheensis Zhang J．Y．et Lu M．N． ⋯⋯⋯⋯⋯⋯⋯⋯⋯⋯⋯⋯⋯⋯⋯⋯(24)

九、李梅杏A．1imeixing Zhang J．Y．et Wang Z，M． ⋯⋯⋯⋯⋯⋯⋯⋯⋯⋯⋯⋯⋯⋯⋯⋯(25)

第三节新疆野杏林与新疆野杏的类型⋯⋯⋯⋯⋯⋯⋯⋯⋯⋯⋯⋯⋯⋯⋯⋯⋯⋯⋯⋯⋯·(26)
一、新疆野杏林⋯⋯⋯⋯⋯⋯⋯⋯⋯⋯⋯⋯⋯⋯⋯⋯⋯⋯⋯⋯⋯⋯⋯⋯⋯⋯⋯⋯⋯⋯⋯⋯(26)

二、新疆野杏的类型⋯⋯⋯⋯⋯⋯⋯⋯⋯⋯⋯⋯⋯⋯⋯⋯⋯⋯⋯⋯⋯⋯⋯⋯⋯⋯⋯⋯⋯⋯(27)

第四章 杏属资源的地理分布⋯⋯⋯⋯⋯⋯⋯⋯⋯⋯⋯⋯⋯⋯⋯⋯⋯⋯⋯⋯⋯⋯⋯⋯⋯”(31)

第一节杏属各植物种及变种的分布⋯⋯⋯⋯⋯⋯⋯⋯⋯⋯⋯⋯⋯⋯⋯⋯⋯⋯⋯⋯⋯⋯⋯⋯(31)

一、普通杏⋯⋯⋯⋯⋯⋯⋯⋯⋯⋯⋯⋯⋯⋯⋯⋯⋯⋯⋯⋯⋯⋯⋯⋯⋯⋯⋯⋯⋯⋯⋯⋯⋯⋯(31)

二、西伯利亚杏⋯⋯⋯⋯⋯⋯⋯⋯⋯⋯⋯⋯⋯⋯⋯⋯⋯⋯⋯⋯⋯⋯⋯⋯⋯⋯⋯⋯⋯⋯⋯⋯(32)

三、辽杏⋯⋯⋯⋯⋯⋯⋯⋯⋯⋯⋯⋯⋯⋯⋯⋯⋯⋯⋯⋯⋯⋯⋯⋯⋯⋯⋯⋯⋯⋯⋯⋯⋯⋯⋯(33)

四、藏杏⋯⋯⋯⋯⋯⋯⋯⋯⋯⋯⋯⋯⋯⋯⋯⋯⋯⋯⋯⋯⋯⋯⋯⋯⋯⋯⋯⋯⋯⋯⋯⋯⋯⋯⋯(33)

五、紫杏⋯⋯⋯⋯⋯⋯⋯⋯⋯⋯⋯⋯⋯⋯⋯⋯⋯⋯⋯⋯⋯⋯⋯⋯⋯⋯⋯⋯⋯⋯⋯⋯⋯⋯⋯(34)

六、梅⋯⋯⋯⋯⋯i⋯⋯⋯⋯⋯⋯⋯⋯⋯⋯⋯⋯⋯⋯⋯⋯⋯⋯⋯⋯⋯⋯⋯⋯⋯⋯⋯⋯⋯⋯”(34)

七、志丹杏⋯⋯⋯⋯⋯⋯⋯⋯⋯⋯⋯⋯⋯⋯⋯⋯⋯⋯⋯⋯⋯⋯⋯⋯⋯⋯⋯⋯⋯⋯⋯⋯⋯⋯(35)

八、李梅杏⋯⋯⋯⋯⋯⋯⋯⋯⋯⋯⋯⋯⋯⋯⋯⋯⋯⋯⋯⋯⋯⋯⋯⋯⋯⋯⋯⋯⋯⋯⋯⋯⋯⋯(35)

九、政和杏⋯⋯⋯⋯⋯⋯⋯⋯⋯⋯⋯⋯⋯⋯⋯⋯⋯⋯⋯⋯⋯⋯⋯⋯⋯⋯⋯⋯⋯⋯⋯⋯⋯⋯(35)

第二节栽培区划与地方优良品种⋯⋯⋯⋯⋯⋯⋯⋯⋯⋯⋯⋯一⋯⋯⋯⋯⋯⋯⋯⋯⋯⋯”(35)
一、华北温带杏区⋯⋯⋯⋯⋯⋯⋯⋯⋯⋯⋯⋯⋯⋯⋯⋯⋯⋯⋯⋯⋯⋯⋯⋯⋯⋯⋯⋯⋯⋯⋯(35)

二、西北干旱带杏区⋯⋯⋯⋯⋯⋯⋯⋯⋯⋯⋯⋯⋯⋯⋯⋯⋯⋯⋯⋯⋯⋯⋯⋯⋯⋯⋯⋯⋯⋯(37)

三、东北寒带杏区⋯⋯⋯⋯⋯⋯⋯⋯⋯⋯⋯⋯⋯⋯⋯⋯⋯⋯⋯⋯⋯⋯⋯⋯⋯⋯⋯⋯⋯⋯⋯(38)

四、热带一亚热带杏区⋯⋯⋯⋯⋯⋯⋯⋯⋯⋯⋯⋯⋯⋯⋯⋯⋯⋯⋯⋯⋯⋯⋯⋯⋯⋯⋯⋯⋯(39)

五、西南高原杏区⋯⋯⋯⋯⋯⋯⋯⋯⋯⋯⋯⋯⋯⋯⋯⋯⋯⋯⋯⋯⋯⋯⋯⋯⋯⋯⋯⋯⋯⋯⋯(40)

第五章杏的起源、传播与生态种群的划分⋯⋯⋯⋯⋯⋯⋯⋯⋯⋯⋯⋯⋯⋯⋯⋯⋯“(42)

第一节中国是杏的最古老的起源中心⋯⋯⋯⋯⋯⋯⋯⋯⋯⋯⋯⋯⋯⋯⋯⋯⋯⋯⋯⋯⋯⋯”(42)
一、国外科学研究⋯⋯⋯⋯⋯⋯⋯⋯⋯⋯⋯⋯⋯⋯⋯⋯⋯⋯⋯⋯⋯⋯⋯⋯⋯⋯⋯⋯⋯⋯⋯(42)

二、中国近代科学研究⋯⋯⋯⋯⋯⋯⋯⋯⋯⋯⋯⋯⋯⋯⋯⋯⋯⋯⋯⋯⋯⋯⋯⋯⋯⋯⋯⋯⋯(42)

第二节中国杏资源的传播⋯⋯⋯⋯⋯⋯．-．⋯⋯⋯⋯⋯⋯⋯⋯⋯⋯⋯⋯⋯⋯⋯⋯⋯⋯⋯”(43)

第三节世界杏属植物生态群的划分⋯⋯⋯⋯⋯⋯⋯⋯．．．．．．⋯⋯⋯⋯⋯⋯⋯⋯⋯⋯⋯⋯⋯”(43)
一、生态群与亚群的划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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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生态群资源的评价⋯：⋯⋯⋯⋯⋯⋯⋯⋯⋯⋯⋯⋯⋯⋯⋯⋯⋯⋯⋯⋯⋯⋯⋯⋯⋯⋯”(44)

第六章生物学特性⋯⋯⋯⋯⋯⋯⋯⋯⋯⋯⋯⋯⋯⋯⋯⋯⋯⋯⋯⋯⋯⋯⋯⋯⋯⋯⋯⋯⋯⋯⋯⋯⋯(47)

第一节生长特性⋯⋯⋯⋯⋯⋯⋯⋯⋯⋯⋯⋯⋯⋯⋯⋯⋯⋯⋯⋯⋯⋯⋯⋯⋯⋯⋯⋯⋯⋯⋯⋯⋯(47)

一、根系生长⋯⋯⋯⋯⋯⋯⋯⋯⋯⋯⋯⋯⋯⋯⋯⋯⋯⋯⋯⋯⋯⋯⋯⋯⋯⋯⋯⋯⋯⋯⋯⋯⋯(47)

二、地上部生长⋯⋯⋯⋯⋯⋯⋯⋯⋯⋯⋯⋯⋯⋯⋯⋯⋯⋯⋯⋯⋯⋯⋯⋯⋯⋯⋯⋯⋯⋯⋯⋯(48)

第二节结果习性⋯⋯⋯⋯⋯⋯⋯⋯⋯⋯⋯⋯⋯⋯⋯⋯⋯⋯⋯⋯⋯⋯⋯⋯⋯⋯⋯⋯⋯⋯⋯⋯⋯(49)

一、花芽⋯⋯⋯⋯⋯⋯⋯⋯⋯⋯⋯⋯⋯⋯⋯⋯⋯⋯⋯⋯⋯⋯⋯⋯⋯⋯⋯⋯⋯⋯⋯⋯⋯⋯⋯(49)

二、结果枝⋯⋯⋯⋯⋯⋯⋯⋯⋯⋯⋯⋯⋯⋯⋯⋯⋯⋯⋯⋯⋯⋯⋯⋯⋯⋯⋯⋯⋯⋯⋯⋯⋯⋯(50)

三、开花⋯⋯⋯⋯⋯⋯⋯⋯⋯⋯⋯⋯⋯⋯⋯⋯⋯⋯⋯⋯⋯⋯⋯⋯⋯⋯⋯⋯⋯⋯⋯⋯⋯⋯⋯(51)

四、授粉受精⋯⋯⋯⋯⋯⋯⋯⋯⋯⋯⋯⋯⋯⋯⋯⋯⋯⋯⋯⋯⋯⋯⋯⋯⋯⋯⋯⋯⋯⋯⋯⋯⋯(54)

五、果实发育⋯⋯⋯⋯⋯⋯⋯⋯⋯⋯⋯⋯⋯⋯⋯⋯⋯⋯⋯⋯⋯⋯⋯⋯⋯⋯⋯⋯⋯⋯⋯⋯⋯(56)

第三节对生态条件的要求⋯⋯⋯⋯⋯⋯⋯⋯⋯⋯⋯⋯：⋯⋯⋯⋯⋯⋯⋯⋯⋯⋯⋯⋯⋯⋯⋯．(59)
一、温度⋯⋯⋯⋯⋯⋯⋯⋯⋯⋯⋯⋯⋯⋯⋯⋯⋯⋯⋯⋯⋯⋯⋯⋯⋯⋯⋯⋯⋯⋯⋯⋯⋯⋯⋯(59)

二、光照⋯⋯⋯⋯⋯⋯⋯⋯⋯⋯⋯⋯⋯⋯⋯⋯⋯⋯⋯⋯⋯⋯⋯⋯⋯⋯⋯⋯⋯⋯⋯⋯⋯⋯⋯(61)

三、水分⋯⋯⋯⋯⋯⋯⋯⋯⋯⋯⋯⋯⋯⋯⋯⋯⋯⋯⋯⋯⋯⋯⋯⋯⋯⋯⋯⋯⋯⋯⋯⋯⋯⋯⋯(61)

四、土壤⋯⋯⋯⋯⋯⋯⋯⋯⋯⋯⋯⋯⋯⋯⋯⋯⋯⋯⋯⋯⋯⋯⋯⋯⋯⋯⋯⋯⋯⋯⋯⋯⋯⋯⋯(61)

第七章农业栽培技术特点⋯⋯⋯⋯⋯⋯⋯⋯⋯⋯⋯⋯⋯⋯⋯⋯⋯⋯⋯⋯⋯⋯⋯⋯⋯⋯⋯⋯⋯”(62)

第一节育苗⋯⋯⋯⋯⋯⋯⋯⋯⋯⋯⋯⋯⋯⋯⋯⋯⋯⋯⋯⋯⋯⋯⋯⋯⋯⋯⋯⋯⋯⋯⋯⋯⋯⋯⋯(62)

一、砧木苗培育⋯⋯⋯⋯⋯⋯⋯⋯⋯⋯⋯⋯⋯⋯⋯⋯⋯⋯⋯⋯⋯⋯⋯⋯⋯⋯⋯⋯⋯⋯⋯⋯(62)

二、嫁接苗培育⋯⋯⋯⋯⋯⋯⋯⋯⋯⋯⋯⋯⋯⋯⋯⋯⋯⋯⋯⋯⋯⋯⋯⋯⋯⋯⋯⋯⋯⋯⋯⋯(63)

三、杏苗出圃与质量检验⋯⋯⋯⋯⋯⋯⋯⋯⋯⋯⋯⋯⋯⋯⋯⋯⋯⋯⋯⋯⋯⋯⋯⋯⋯⋯⋯⋯(63)

第二节建园⋯⋯⋯⋯⋯⋯⋯⋯⋯⋯⋯⋯⋯⋯⋯⋯⋯⋯⋯⋯⋯⋯⋯⋯⋯⋯⋯⋯⋯⋯⋯⋯⋯⋯”(64)
一、园址选择⋯⋯⋯⋯⋯⋯⋯⋯⋯⋯⋯⋯⋯⋯⋯⋯⋯⋯⋯⋯⋯⋯⋯⋯⋯⋯⋯⋯⋯⋯⋯⋯⋯(64)

二、园地规划⋯⋯⋯⋯⋯⋯⋯⋯⋯⋯⋯⋯⋯⋯⋯⋯⋯⋯⋯⋯⋯⋯⋯⋯⋯⋯⋯⋯⋯⋯⋯⋯⋯(64)

三、品种选择与授粉树配置⋯⋯⋯⋯⋯⋯⋯⋯⋯⋯⋯⋯⋯⋯⋯⋯⋯⋯⋯⋯⋯⋯⋯⋯⋯⋯⋯(65)

四、栽植方式与密度⋯⋯⋯⋯⋯⋯⋯⋯⋯⋯⋯⋯⋯⋯⋯⋯⋯⋯⋯⋯⋯⋯⋯⋯⋯⋯⋯⋯⋯⋯(66)

五、栽植技术⋯⋯⋯⋯⋯⋯⋯⋯⋯⋯⋯⋯⋯⋯⋯⋯⋯⋯⋯⋯⋯⋯⋯⋯⋯⋯⋯⋯⋯⋯⋯⋯⋯(67)

六、坐地苗建园⋯⋯⋯⋯⋯⋯⋯⋯⋯_⋯⋯⋯⋯⋯⋯⋯⋯⋯⋯⋯⋯⋯⋯⋯⋯⋯⋯⋯⋯⋯⋯(68)

第三节杏园管理⋯⋯⋯⋯⋯⋯⋯⋯⋯⋯⋯⋯⋯⋯⋯⋯⋯⋯⋯⋯⋯⋯⋯⋯⋯⋯⋯⋯⋯⋯⋯⋯⋯(68)

一、土壤耕作⋯⋯⋯⋯⋯⋯⋯⋯⋯⋯⋯⋯⋯⋯⋯⋯⋯⋯⋯⋯⋯⋯⋯⋯⋯⋯⋯⋯⋯⋯⋯⋯⋯(68)

二、肥水管理⋯⋯⋯⋯⋯⋯⋯⋯⋯⋯⋯⋯⋯⋯⋯⋯⋯⋯⋯⋯⋯⋯⋯⋯⋯⋯⋯⋯⋯⋯⋯⋯⋯(69)

三、整形修剪⋯⋯⋯⋯⋯⋯⋯⋯⋯⋯⋯⋯⋯⋯⋯⋯⋯⋯⋯⋯⋯⋯⋯⋯⋯⋯⋯⋯⋯⋯⋯⋯⋯(69)

四、其他管理⋯⋯⋯⋯⋯⋯⋯⋯⋯⋯⋯⋯⋯⋯⋯⋯⋯⋯⋯⋯⋯⋯⋯⋯⋯⋯⋯⋯⋯⋯⋯⋯⋯(71)

，第四节病虫害防治和树体保护⋯⋯⋯⋯⋯⋯⋯⋯⋯⋯⋯⋯⋯⋯⋯⋯⋯⋯⋯⋯⋯⋯”(72)
一、主要病害的防治⋯⋯⋯⋯⋯⋯⋯⋯⋯⋯⋯⋯⋯⋯⋯⋯⋯⋯⋯⋯⋯⋯⋯⋯⋯⋯⋯⋯⋯⋯(72)

’ 二、主要虫害的防治⋯⋯⋯⋯⋯⋯⋯⋯⋯⋯⋯⋯⋯⋯⋯⋯⋯⋯⋯⋯⋯⋯⋯⋯⋯⋯⋯⋯⋯⋯(72)

三、树体保护⋯⋯⋯⋯⋯⋯⋯⋯⋯⋯⋯⋯⋯⋯⋯⋯⋯⋯⋯⋯⋯⋯⋯⋯⋯·“⋯⋯⋯⋯⋯⋯⋯(73)

第八章贮藏与加工⋯⋯⋯⋯⋯⋯⋯⋯⋯⋯⋯⋯⋯⋯⋯⋯⋯⋯⋯⋯⋯⋯⋯⋯⋯⋯⋯⋯⋯⋯⋯⋯⋯(75)

第一节贮藏⋯⋯⋯⋯⋯⋯⋯⋯⋯⋯⋯⋯⋯⋯⋯⋯⋯⋯⋯⋯⋯⋯⋯⋯⋯⋯⋯⋯⋯⋯⋯⋯⋯⋯⋯(75)

一、鲜杏的贮藏⋯⋯⋯⋯⋯⋯⋯⋯⋯⋯⋯⋯⋯⋯⋯⋯⋯⋯⋯⋯⋯⋯⋯⋯⋯⋯⋯⋯⋯⋯⋯⋯(75)

二、杏干与杏脯的贮藏⋯⋯⋯⋯⋯⋯⋯⋯⋯⋯⋯⋯⋯．．，⋯⋯⋯⋯⋯⋯⋯⋯⋯⋯⋯⋯⋯⋯⋯(76)

三。杏肉原浆的周年贮藏⋯⋯⋯⋯⋯⋯⋯⋯⋯⋯⋯⋯⋯⋯⋯⋯⋯⋯⋯⋯⋯⋯⋯⋯⋯⋯⋯⋯(77)



第二节杏肉与杏仁的加工⋯⋯⋯⋯⋯⋯⋯⋯⋯⋯⋯⋯⋯⋯⋯⋯⋯⋯⋯⋯⋯⋯⋯⋯⋯·(77)
一、杏肉的加工⋯⋯⋯⋯⋯⋯⋯⋯⋯⋯⋯⋯⋯⋯⋯⋯⋯⋯⋯⋯⋯⋯⋯⋯⋯⋯⋯⋯⋯⋯⋯⋯(77)

二、杏仁的加工⋯⋯⋯⋯⋯⋯⋯⋯⋯⋯⋯⋯⋯⋯⋯⋯⋯⋯⋯⋯⋯⋯⋯⋯⋯⋯⋯⋯⋯⋯⋯⋯(82)

第三节杏仁油的加工与贮存⋯⋯⋯⋯⋯⋯⋯⋯⋯⋯⋯⋯⋯⋯⋯⋯⋯⋯⋯⋯⋯⋯⋯·(84)
一、杏仁油的组成、理化特性及营养价值⋯⋯⋯⋯⋯⋯⋯⋯⋯⋯⋯⋯⋯⋯⋯⋯⋯⋯⋯⋯⋯(84)

二、杏仁油的制取⋯⋯⋯⋯⋯⋯⋯⋯⋯⋯⋯⋯⋯⋯⋯⋯⋯⋯⋯⋯⋯⋯⋯⋯⋯⋯⋯⋯⋯⋯⋯(86)

三、杏仁油的精炼⋯⋯⋯⋯⋯⋯⋯⋯⋯⋯⋯⋯⋯⋯⋯⋯⋯⋯⋯⋯⋯⋯⋯⋯⋯⋯⋯⋯⋯⋯⋯(89)

’四、杏仁油的贮存⋯⋯⋯⋯⋯⋯⋯⋯⋯⋯⋯⋯⋯⋯⋯⋯⋯⋯⋯⋯⋯⋯⋯⋯⋯⋯⋯⋯⋯⋯⋯(90)

第四节杏核壳的加工⋯⋯⋯⋯⋯⋯⋯⋯⋯⋯⋯⋯⋯⋯⋯⋯⋯⋯⋯⋯．．．⋯⋯⋯⋯⋯⋯⋯⋯⋯⋯(90)

一、炭窑生产⋯⋯⋯⋯⋯⋯⋯⋯⋯⋯⋯⋯⋯⋯⋯⋯⋯⋯⋯⋯⋯⋯⋯⋯⋯⋯⋯⋯⋯⋯⋯⋯⋯(91)

二、果壳炭化炉生产⋯⋯⋯⋯⋯⋯⋯⋯⋯⋯⋯⋯⋯⋯⋯⋯⋯⋯⋯⋯⋯⋯⋯⋯⋯⋯⋯⋯⋯⋯(91)

第九章杏品种⋯⋯⋯⋯⋯⋯⋯⋯．．．⋯⋯⋯⋯⋯⋯⋯⋯⋯⋯⋯⋯⋯⋯⋯⋯⋯⋯⋯⋯⋯⋯⋯⋯⋯“(93)

第一节鲜食与加工兼用杏⋯⋯⋯⋯⋯⋯⋯⋯⋯⋯⋯⋯⋯⋯⋯⋯⋯⋯⋯⋯⋯⋯⋯⋯·(93)

1．606杏606xing ⋯⋯⋯⋯⋯⋯⋯⋯⋯(93)

2．631杏631xing⋯⋯⋯⋯⋯⋯⋯⋯⋯(93)

3．657杏657xing ⋯⋯⋯⋯⋯⋯⋯⋯⋯(94)

4．阿訇牙格玉吕克 Ahongyageyulnke

⋯⋯⋯⋯⋯⋯⋯⋯⋯⋯⋯⋯⋯⋯⋯⋯f94)

5．阿洪扬来克Ahongyanglaike ⋯⋯⋯(95)

6．阿洪于力克Ahongyulike⋯⋯⋯⋯⋯(95)

7．矮瓜杏Aiguaxing⋯⋯⋯⋯⋯⋯⋯⋯(95)

8．阿卡勒克Akaleke⋯⋯⋯⋯⋯⋯⋯⋯(96)

9．阿克达拉斯Akedalasi⋯⋯⋯⋯⋯⋯(96)

10．阿克达拉孜Akedalazi⋯⋯⋯⋯⋯⋯(96)

11．阿克胡安娜Akehuanna⋯⋯⋯⋯⋯(97)

12．阿克胡外娜Akehuwaina ⋯⋯⋯⋯(97)

13．阿克玛依桑Akemayisang⋯⋯⋯⋯(98)

14．阿克苏阿克玉吕克Akesuakeyulnke

⋯⋯⋯⋯⋯⋯⋯⋯⋯⋯⋯⋯⋯⋯⋯⋯f98)

15．阿克苏克孜佳娜丽 Akesukezijianali

⋯⋯⋯⋯⋯⋯⋯⋯⋯⋯⋯⋯⋯⋯⋯⋯(98)

16．阿克苏晚熟1号Akesuwanshu 1

· ⋯⋯⋯⋯⋯⋯⋯⋯⋯⋯⋯⋯⋯⋯⋯⋯(99)

17．阿克苏晚熟2号Akesuwanshu 2

18．

19．

20．

21．

22．

23．

⋯⋯⋯⋯⋯⋯⋯⋯⋯⋯⋯⋯⋯⋯⋯⋯(99)

阿克托永Aketuoyong⋯o⋯⋯⋯⋯(99)

阿克西米西Akeximixi⋯⋯⋯⋯⋯(100)

阿克牙格勒克Akeyageleke⋯⋯⋯(101)

阿克牙哈勒克玉吕克 Akeyahalekeyulnke

⋯⋯⋯⋯⋯⋯⋯⋯⋯⋯⋯⋯⋯⋯⋯(101)

阿克玉吕克Akeyulilke⋯⋯⋯⋯⋯(101)

阿里瓦拉Aliwala⋯⋯⋯⋯⋯⋯⋯(101)

24．阿曼克什Amankeshi ⋯⋯⋯⋯⋯(102)

25．安国大红袍 Anguodahongpao⋯⋯(102)

26．安国，J、红袍 Anguoxiaohongpao ⋯(102)

27．安徽大红袍 Anhuidahongpao⋯⋯(103)

28．安徽大接杏Anhuidajiexing⋯⋯⋯(103)

29．安徽关公脸杏 Anhuiguangongljanxing

·⋯⋯⋯⋯⋯⋯⋯⋯⋯⋯⋯⋯⋯⋯”(104)

30．安微麦黄杏Anhuimaihuangxing

⋯⋯⋯⋯⋯⋯⋯⋯⋯⋯⋯⋯⋯⋯⋯(104)

31．安徽毛胡(核)杏Anhuimaohu(he)一

xing⋯⋯⋯⋯⋯⋯⋯⋯⋯·⋯···⋯··(105)

32．安徽水白杏 Anhuishuibaixing⋯⋯(105)

33．安徽桃杏Anhuitaoxing ⋯⋯⋯⋯(105)

34．安徽小水白杏 Anhuixiaoshuibaixing

⋯⋯⋯⋯⋯⋯⋯⋯⋯⋯⋯⋯⋯⋯⋯(106)

35．安徽羊屎蛋杏 Anhuiyangshidanxing

⋯⋯⋯⋯⋯⋯⋯⋯⋯⋯⋯⋯⋯⋯⋯f106)

36．安加娜Anjiana⋯⋯⋯⋯⋯⋯⋯⋯(107)

37．安康鸡蛋杏Ankangjidanxing⋯⋯(107)

38．阿努科卡Anukeka ⋯⋯⋯⋯⋯⋯(107)

39．凹顶皮杏Aodingpixing⋯⋯⋯⋯⋯(108)

40．奥克其米陆Aokeqimilu ⋯⋯⋯⋯(108)

41．八宝杏Babaoxing⋯⋯⋯⋯⋯⋯⋯(109)

42．巴旦玉杏Badanyuxing⋯⋯⋯⋯⋯(109)

43．巴东荷包杏Badonghebaoxing⋯．．．．(109)

44．巴斗杏Badouxing⋯⋯⋯⋯⋯⋯⋯(110)

45．白阿克西米西Baiakeximixi⋯⋯⋯(110)

46．白巴达Baibada⋯⋯⋯⋯⋯⋯⋯⋯(111)

47．白城杏Baichengxing⋯⋯⋯⋯⋯⋯(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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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白大子杏Baidazixing⋯⋯⋯“⋯·

49．白砘轱辘Baidungulu
⋯⋯⋯⋯⋯

50．白砘轱杏Baidunguxing⋯⋯⋯⋯

51．白干核杏Baiganhexing⋯⋯⋯⋯⋯

52．白蛤蚌Baigebang⋯⋯⋯⋯⋯⋯⋯

53．白果杏Baiguoxing⋯⋯⋯⋯⋯⋯⋯

54．白荷包杏Baihebaoxing⋯⋯⋯⋯⋯

55．自核杏Baihexing⋯⋯⋯⋯⋯⋯⋯

56．白胡外娜Baihuwaina⋯⋯⋯⋯⋯

57．白留梢杏Bailiushaoxing⋯⋯⋯⋯

58．自李子杏Bailizixing⋯⋯⋯⋯⋯⋯

59．白梅杏Baimeixing⋯⋯⋯⋯⋯⋯⋯

60．白皮接杏Baipijiexing⋯⋯⋯⋯⋯

61．白皮杏Baipixing⋯⋯⋯⋯⋯⋯⋯

62．白仁杏Bairenxing⋯⋯⋯⋯⋯⋯⋯

63．白沙杏Baishaxing⋯⋯⋯⋯⋯⋯⋯

64．自沙真杏Baishazhenxing⋯⋯⋯⋯

65．白水石Baishuishi⋯⋯⋯⋯⋯⋯⋯

66．白水杏Baishuixing⋯⋯⋯⋯⋯⋯

67．百熟杏Baishuxing⋯⋯⋯⋯⋯⋯⋯

68．白桃色Baitaose⋯⋯⋯⋯⋯⋯．；．⋯

69．白桃杏Baitaoxing⋯⋯⋯⋯⋯⋯⋯

70．白甜杏Baitianxing
⋯⋯⋯⋯⋯⋯

71．白歪嘴Baiwaizui⋯⋯⋯⋯⋯⋯⋯

72．白香蜜Baixiangmi⋯⋯⋯⋯⋯⋯⋯

73．白雪花Baixuehua⋯⋯⋯⋯⋯⋯⋯

74．白银杏Baiyinxing⋯⋯⋯⋯⋯⋯⋯

75．柏峪红杏Baiyuhongxing⋯⋯⋯⋯

76．白玉杏Baiyuxing⋯⋯⋯⋯⋯⋯⋯

77．白真杏Baizhenxing⋯⋯⋯⋯⋯⋯

78．坝口子Z号Bakouzi 2⋯⋯⋯⋯⋯

79．棒锤杏Bangchuixing⋯⋯⋯⋯⋯⋯

80．梆子杏Bangzixing⋯⋯⋯⋯⋯⋯⋯

81．保定荷包杏 Baodinghebaoxing⋯⋯

82．包核杏Baohexing⋯⋯⋯⋯⋯⋯⋯

83．宝鸡北瓜绵杏 Baojibeiguamianxing

⋯⋯⋯⋯⋯⋯⋯⋯⋯⋯⋯⋯·；·⋯⋯

84．宝鸡水杏Baojishuixing⋯⋯⋯⋯⋯

85．包天杏Baotianxing⋯⋯⋯⋯⋯⋯

86．包天一串铃Baotianyichuanling⋯

87．包子杏Baozixing⋯⋯⋯⋯⋯⋯⋯

88．波尔多玉吕克Boerduoyuliike⋯⋯

89．北安河大黄杏 Beianhedahuangxing

(123

(123

(123

(124

(124

(124

⋯⋯⋯⋯⋯⋯⋯⋯⋯⋯⋯⋯⋯⋯⋯(125)

90．北安河苹果白 Beianhepingguobai

91．北安河桃杏Beianhetaoxing⋯⋯⋯

92．北京白杏Beijingbaixing⋯⋯⋯⋯

93．北京大红杏Beijingdahongxing ⋯

94．北营杏Beiyingxing⋯⋯⋯⋯⋯⋯

95．北寨红杏Beizhaihongxing⋯⋯⋯

96．北镇白杏Beizhenbaixing⋯⋯⋯⋯

97．北镇倭瓜杏Beizhenwoguaxing
⋯

98．北镇杏梅Beizhenxingmei⋯⋯⋯⋯

99．北只图2号Beizhitu 2⋯⋯⋯⋯⋯

100．北只图3号Beizhitu 3 ⋯⋯⋯⋯

101．笨巴旦杏Benbadanxing⋯⋯⋯⋯

102．扁扁甜杏 Bianbiantianxing⋯⋯⋯

103．鞭杆杏Bianganxing⋯⋯⋯⋯⋯⋯

104．扁红杏Bianhongxing⋯⋯⋯⋯⋯

105．扁桃杏Biantaoxing⋯⋯⋯⋯⋯⋯

106．扁杏Bianxing⋯⋯⋯⋯⋯⋯⋯⋯

107．变异大巴达Bianyidabada⋯⋯⋯

108．变异关爷脸 Bianyiguanyelian⋯⋯

109．比利斯杏Bilisixing⋯⋯⋯⋯⋯⋯

110．彬县接杏Binxianjiexing⋯⋯⋯⋯

III．博山麦黄杏Boshanmaihuangxing
⋯⋯⋯⋯⋯⋯⋯⋯⋯⋯⋯⋯⋯⋯⋯

112．博山水杏Boshanshuixing⋯⋯⋯

113．博山峪杏Boshanyuxing⋯⋯⋯⋯

114．亳县水白杏Boxianshuibaixing⋯

115．伯杏Boxing⋯⋯⋯⋯⋯⋯⋯⋯⋯

116．布袋杏Budaixing⋯⋯⋯⋯⋯⋯⋯

117．彩果旦Caiguodan⋯⋯⋯⋯⋯⋯

118．菜籽黄杏Caizihuangxing⋯⋯⋯

119．苍家杏Cangjiaxing⋯⋯⋯⋯⋯⋯

120．草场1号Caochang 1⋯⋯⋯⋯⋯

121．草坯杏Caopixing⋯⋯⋯⋯⋯⋯⋯

122．草滩梅杏Caotanmeixing
⋯⋯⋯

123．曹县软枝杏 Caoxianruanzhixing

(125)

(126)

(126)

(126)

28

28

28

29

(129)

(129)

(129)

(130)

(130)

(130)

(130)

(131)

(131)

(132)

(132)

(132)

(132)

(132)

(133)

(133)

(134)

(134)

(134)

(135)

(135)

(136)

⋯⋯⋯⋯⋯⋯⋯⋯⋯⋯⋯⋯⋯⋯⋯(136)

124．曹县小红杏 Caoxianxiaohongxing

⋯⋯⋯．．．⋯⋯⋯⋯⋯⋯⋯⋯⋯⋯⋯

125．糙杏Caoxing⋯⋯⋯⋯⋯⋯⋯⋯

126．柴禾杏Chaihexing⋯⋯⋯⋯⋯⋯

127．柴杏Chaixing⋯⋯⋯⋯⋯⋯⋯⋯

136

136

137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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