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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酸苹果一非常有希望的苹果品种

吴中军

(西昌学院 园艺系
,

四川 西昌 6 1 5 0 1 3 )

【摘 要】 高酸苹果
,

即高酸度苹果
,

作 为生产浓缩苹果汁的专用原料果
,

具有苹果酸含量

高
,

V c
含量高

,

栽培容易等优势
,

生产的浓缩苹果汁在欧美市场供不应求
。

本文阐述 了高酸苹果的

发展现状和前景
,

并对高酸苹果的常用 品种作 了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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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是世界四大水果之一
,

目前种植面积和总

产量在全球居领先地位
。

我国苹果人工栽培面积和

年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
。

年产苹果 22 00 万吨
,

占世界

总产量的44 %
,

始 自8 0年代初期的我国浓缩苹果汁

加工业
,

历经 2 0年的发展
,

生产能力已由9 0年代中期

的5 0( X)吨猛增至现在的 3 0万吨
。

截止 200 1年我国累

计出口 苹果汁达 22
.

8万吨
,

出口创汇 14 752 万美元
,

出口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 35 %
,

成为世界第一大出

口国
。

由于饮食结构和习惯
,

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者

对酸度较高的苹果汁情有独钟
,

一般要求酸度在 2 .0

左右
。

因此
,

出口 浓缩苹果汁的销价往往与酸度成正

比
,

酸度质量要求上 3度 以内
,

每提高 .0 5度
,

每 吨果

汁售价就可增加 100 美元
。

有关资料显示
,

美 国年人

均消费量 4 5公斤
,

德国4 6公斤
,

日本和新加坡 16一 19

公斤
,

但 目前全球浓缩苹果汁年产量仅 80 万吨
,

我国

苹果汁年出口量尚不到 10万 吨
,

浓缩果汁的产量远

远满足不 了国际市场的需求量
,

市场空间十分 巨大
。

1
.

3 酸苹果对生长地域没有苛刻的要求 相反
,

有

时在鲜食苹果的优生区种植高酸苹果可能是一种地

域资源的浪费
。

1 高酸苹果与鲜食苹果的区别

1
.

1 首先在果实的经济性状上
,

它是一种原料果

也就是说
,

鲜食苹果所有的特点
,

高酸苹果并不都必

须具备
。

比如在外观
、

颜色
、

果型
、

果个上不能和鲜食

苹果相 比
。

1
.

2 容易栽培 在栽培上
,

高酸苹果不像鲜食苹果

那样需要精心的疏花蔬果
、

修剪等等
,

它只需要一定

的生产条件
,

而果个
、

果形和着色对榨汁不构成影

响
。

2 我国苹果业的现状

2
.

1 鲜果市场已 出现饱和 随着我国苹果生产 区

盛果期的到来
,

近年来国内鲜食苹果市场供应 已明

显大于需求
。

由于我国苹果产业在产前
、

产中
、

产后

的服务体系和标准化体系没有建立起来
,

鲜食苹果

很难进人国际市场
。

加上部分地方果园品种老化
,

农

民卖果难的压力 日益加剧
,

农民砍树毁园已经不是

什么新鲜事
。

.2 2 优质 高档苹果少 我国优质苹果 占总产量不

足 3 0%
,

其中高档果仅占5%
,

劣质果 占到 30 %
。

因此

远远满足不了国内外市场对优质果和高档果的需

求
,

但从目前市场情况看
,

最重要的还在于果树品种

老化
,

口味跟不上市场变化
。

以陕西为例
,

该省苹果

产量 400 万吨
,

年产浓缩果汁 7万多吨
,

仅仅转化鲜果

60 多万吨
。

去年该省鲜食甜苹果供过于求
,

可优质品

种不足 30 %
。

与此同时
,

用过剩的中低档和残次苹果加工出

的苹果浓缩汁不但出口难
,

而且价格低廉
,

有倾销之

嫌
。

.2 3
“
农药残留

”
是制约浓缩苹果汁行业发展的首

要问题 人世后
,

我国农畜等产品出口不断受到
“

绿

色贸易壁垒
”

的限制
,

浓缩苹果汁出口也不例外
。

美

国方面提高了产品 中农药的检测标准
:
F D A标准由

过去的 50P BP 改为现在的 I OPP B
。

日本方面也在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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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力
、

法
,

增加检测的项次
。

欧盟最近提出的钠含

量
、

富马酸
、

硝酸盐等标准
,

也是过去所没有的
。

我国

目前对食物限制农残 6 2种
,

日本为9 6种
,

美国为 1巧

种
。

世界各国均不准使用的甲按磷 (剧毒 )农药
,

在我

国一些地区仍有使用
,

严重影响了浓缩苹果汁出口
。

国家有关部门应立即禁止 甲钱磷的生产
,

加强对农

药的管理
,

加大对广大果农的宣传并完善相应的立

法
。

.2 4 行业税收明显偏高 国家规定
,

浓缩苹果汁行

业按照精加工产品缴纳 17 %的增值税
,

而实际上浓

缩苹果汁是一种作为原料出口的中间产品
,

其属性

应认定为初加工产品
,

应按照粗加工产品缴纳 13 %

的增值税
。

目前
,

我国的浓缩苹果汁行业赢利水平较

低
,

税收又较高
,

这势必影响农民收人和行业效益
。

展
,

结合我国当前苹果产业发展的实际
,

目前我国年

产浓缩苹果汁22 万吨左右
,

约需果汁加工专用酸苹

果 17 0多万吨
。

作者认为
,

各苹果主产区应积极引导

果农调整果品结构
,

有计划地种植高酸度苹果
,

逐步

建设果汁加工专用果种植基地
。

3 没有专用苹果原料基地
,

果汁产品

缺乏市场竞争力

虽然我 国目前 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苹果生产国
,

苹果年产量达 22 00 万吨左右
,

占世界总产量的44 %
,

但鲜食果比重太大
,

用于苹果深加工 的原料果只占

苹果总产量的 1 / 7
,

目前
,

全国浓缩苹果汁生产线已

达5 0多条
,

形成4 0万吨的年生产能力
。

长期 以来
,

我

国的浓缩果汁生产多以加工残次果为主
,

而没有专

用加工果品种的种植
。

且原料果以鲜食果中的低档

果
、

残次果为主
。

在国际市场上
,

浓缩苹果汁酸度越高
,

销路就越

好
,

售价也越高
。

而要提高苹果浓缩汁的酸度
,

就要

用酸度值高的优质专用酸苹果作为加工原料
。

据调

查
,

国际上最受青睐的是高酸度苹果汁
。

因为酸度越

高 V c 的合量也越高
。

按 目前国际市场价
,

仅酸度一

项
,

每提高 .0 5度
,

每吨售价可增加 100 美元
。

我国所

产的苹果汁酸度一般在 1
.

3 一 1
.

4度之间
,

如果全部改

用高酸苹果作原料
,

使酸度提高到2
.

8以上
。

以 20 00

年一 200 1年全 国出口浓缩苹果汁 19 万吨计算
,

仅此

一项就损失了 4 0 00 万美元以上
,

这对加工企业和果

农可是不小的损失
。

而今果汁加工企业只能眼睁地

看着国际市场的大好行情却挣不上钱
。

而我国专用

酸苹果严重匾乏
,

苹果浓缩汁加工企业
“

有果园
,

无

原料
” ,

只好 以鲜食果中的低档果
、

残次果为原料
,

生

产出的苹果浓缩汁与国际市场需求错位
,

每吨售价

要低于高酸度苹果浓缩汁 4 0%左右
。

优质专用酸苹

果的缺乏
,

严重制约了我国浓缩苹果汁加工业的发

4 主要的高酸苹果品种

选择苹果制汁品种
,

总的要求是
:

出汁率高
,

70% 一7 5% ;多酚含量低
,

不易褐变 ;酸含量高
,

大于

4 9 / L一 10 9几苹果酸
;
高糖高酸最好

; 制汁品质好
。

4
.

1 青苹

原产澳大利亚
,

是欧美人喜食的绿色鲜食品种
。

瑞丹 R e i n e t t e d e m a n s x P ir a m 单果重 17 0 9左

右
,

长圆或卵圆形
,

果皮光滑
,

油绿色
,

肉质较粗
,

脆

硬
,

含糖量较低
,

苹果酸含量 9岁 l
。

10 月中下成熟
,

耐

贮藏
。

早实
、

丰产性强
,

无大小年
,

抗病性强
。

出汁

率高达7 0一75 %
。

果汁密度 1以 5一 106 0
,

制汁品质极

佳
。

.4 2 上林一最新制汁品种
抗黑星病杂交 种与 R e i n e t t e C l o e h a r’l 杂交育

成
。

单果重 100 9一 15 0 9
,

黄色
,

法国 10 月中下成熟
。

早

实
、

丰产性强
,

无大小年
,

树势旺
,

抗黑星病
。

出汁率

7 0% 一 7 5%
,

果汁密度 or 5 o一 106 5
,

苹果酸含量 .6 2 9 / L
,

适于制汁和制果泥
。

.4 3 瑞林

发芽较早
,

单果重 8飞
一 12 0 9

,

最大单果重 21 0 9
。

果面绿色带红晕
,

山东泰安 8月上 中成熟
,

耐贮运
。

授

粉树瑞丹
、

瑞连那等
。

早实性很强
、

丰产
、

稳产
,

无大

小年
,

抗黑星病
、

火疫病
,

较抗 白粉病
。

出汁率 7 0% -

7 5%
,

果汁密度 1 04 5一 10 6 0
,

苹果酸含酸量 4
.

1酬 L -

5
.

5彭 L
,

制汁品质优 良
。

.4 4 瑞拉

RE I N E T r E Z U C C A M A G L I O 的 自然 实 生选种

单果重7 0 9一 12 0 9
,

成熟后黄色
。

法国 1 1月中下旬成

熟
。

耐贮性 良好
。

丰产性强
,

早实性好
,

抗病性较强
。

出汁率6 0% 一 7 0%
,

果汁密度 104 5 一 106 5
,

苹果酸含量

11
.

0岁L
,

是优良的制汁品种
。

此外
,

还有格罗斯
、

奥登堡等
。

总而言之
,

我们应抓住机遇
,

认真规划
,

在各苹

果主产区积极稳妥地发展高酸苹果
,

逐步建立我国

浓缩苹果汁专用基地
,

走外向型苹果产业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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