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树莓又称木莓，属于蔷薇科悬钩子属（!"#"$
$%&）多年生落叶或常绿灌木植物，一般分为五个亚

属：刺毛莓亚属、软枝莓亚属、大花莓亚属、空心莓

亚属、实心莓亚属。树莓种类很多，在’()种以上，主

要分布在北半球温带，少数分布在热带，亚热带和

南半球，可供栽培的品种有：红树莓（!"#"$ *+,-"$
.&）、黑 树 莓 （!"#"$ /00*+,12-3*$ .&），此 外 还 有 黄

树莓、紫树莓等。攀西地区，光照充足，地貌复杂，气

候类型多样，为引进和商业栽培树莓提供了丰富的

自然资源，在退耕还林过程中，结合攀西山原地貌

特点，我们于4)))年与法国5"+1/$公司合作引进了

红树莓6个品种，7*33-8,22,、9,,:,;和<,-$2*33，对一

年生树莓作了生物学特性比较研究，现将有关结果

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地选择

试验地位于攀西地区安宁河谷地带及盐源山

地，该区气候属典型的干湿季分明的季风气候。重直

气候明显，海拔=>))?=@))8属中亚热带气候类型，

=@))?=A))8属北亚热带气候类型，=A))?46))8属温

带气候类型，@?=)月为雨季，==月至翌年(月为旱季，

全年降雨量A))?=)))88。各试验地按海拔和土壤类

型等主要因子分为6类：!类—低海拔紫色土型，"
类—中海拔山地黄棕壤型，#类—高海拔棕壤型。具

体立地条件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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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4)))年攀西地区干旱河谷退耕还林中，从国外成功引进红树莓。在普格县五道菁、盐源县枚雨、西昌市安宁基

地重点对红树莓的生物学特性进行研究，基本掌握了7*33-8,22,、9,,:,;和<,-$2*33在退耕还林中的最适生长与种植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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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试验地立地条件

立地 地点 海拔 地形 年均温 年降雨 土壤 有机质

类型 C 8 CD C 88 类型 C E
! 西昌市 =(>) 64F =’&> =)’) 紫色土 (&’)

马坪坝 东南坡

" 普格县 =A)) =)F =>&4 A4) 山地 @&6@
螺吉山 西南坡 黄壤

# 盐源县 44>) >4F =)&( ’>) 山地 ’&A)
枚雨 西北坡 棕壤

注：“有机质”指6)08土层有机质含量。

=&4 引进品种介绍

7*333-8,22,（威廉米特）：=B>4美国农业部育成。

早熟，果实成熟近似草莓，呈圆锥形，平均果重6&(?

>&AG，色泽黑红，营养价值高，风味适宜，汁液丰富，

除供鲜食外，主要适宜加工饮料和果汁等。每@@’84

产量A))?=4)):G，具有较高的经济开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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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凯）：%&’(年美国华盛顿州育成。中晚

熟 ，耐 寒 ，抗 病 、抗 逆 性 强 ，产 量 高 ，可 持 续 多 年 结

果，果实呈短圆锥形，色泽呈明亮的黑红色，平均单

果重)*)+，每’’(,-产量%...#+左右，口味甜美，兼具

草莓和石榴风味，适合加工及鲜食。

/"012344（约斯特尔）：美国农业部新育成品种。中

晚熟，果实呈圆锥形，色泽鲜红色，平均单果重5*-+，

结果期长，产量高，适合加工。

%*6 试验方法

生物学特性观察，试验观察地设在西昌市马坪

坝、盐源县枚雨。-...年6月7日从法国引进苗木，6月

%-日定植。定期观测不同地区的红树莓枝蔓生长状

态及开花结果习性，生物产量测定于-...年%.月%)
日，将五株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分别称重。

- 结果与分析

-*% 生物学特性

-*%*% 物候期 对一年生红树莓的6个品种进行海

拔差异较大地区的物候期记载，结果见表-、6。在海

拔%5).,的西昌市，83440,"22"各物候期出现的时间

比!""#"$和/"012344要早59%’:，特别是果实成熟期提

前%’:。!""#"$和/"012344两品种物候期较接近，仅相

差几天。各品种落叶期相当接近。在海拔--).米的盐

源县枚雨83440,"22"各物候期出现的时间比!""#"$
早59%.:，但与/"012344接近。比较两个不同地区，由于

海拔差异，气候差异较大，83440,"22"等三个品种在

海拔--).,比在海拔%5).,的物候期相差一个月左

右，落叶期二个区域接近。

表6 83440,"22"等红树莓品种在盐源县（海拔--).米）的物候期 月;日
品种 萌芽期 现蕾期 盛花期 果实 果实 落叶 落叶

转色 成熟 始期 末期

83440,"22" 6 ; -5 ) ; %7 ) ; -7 5 ; -5 ’ ; %. %% ; -. % ; -
!""#"$ 6 ; 6. ) ; -6 5 ; - 5 ; 6. ’ ; %5 %% ; -5 % ; -6
/"012344 6 ; -’ ) ; %& ) ; 6. 5 ; -’ ’ ; %% %% ; -6 % ; -.

表- 83440,"22"等红树莓品种在西昌市（海拔%5).米）的物候期 月;日
品种 萌芽期 现蕾期 盛花期 果实 果实 落叶 落叶

转色 成熟 始期 末期

83440,"22" - ; -. 6 ; %7 6 ; -) 5 ; ( 5 ; %5 %% ; %5 % ; -.
!""#"$ 6 ; %% 6 ; -5 ) ; ( 5 ; -% ’ ; % %% ; -7 % ; -)
/"012344 6 ; ) 6 ; -( ) ; %6 5 ; -’ 5 ; -7 %% ; -5 % ; -(

-*%*- 生 长 特 性 从表)可知，83440,"22"在西昌

市（海 拔%5).,）的 枝 蔓 明 显 多 于!""#"$和/"012344，
一年生枝蔓的伸长生长明显较大；6个品种的枝蔓粗

度差异不明显；单株生物总量和地上部分生物产量

以83440,"22"最高，!""#"$次之，/"012344最小，地下根

的生长量以/"012344最高。从表5可知，83440,"22"在盐

源县（海拔--).米）的枝蔓生长量与其他-个品种相

当，单株生物总量和地上部分生物产量以!""#"$最
高，/"012344次之，83440,"22"最小，地 下 根 生 长 量 以

!""#"$最高。比较两个区域红树莓生长状况，可以

发 现 处 于 盐 源 海 拔--).,地 区 的 红 树 莓 生 长 量 稍

大，而且枝蔓长度短，枝蔓较粗。其原因是盐源高海

拔地区，气温较低，日差较大的缘故。

表) 一年生83440,"22"等红树莓在西昌市的生长情况

枝蔓数 枝蔓长 枝蔓粗 生物产量 ; #+
品种

; 枝 ; 株 ; <, ; <, 单株 根 地上部

83440,"22" %- -). %*) 5*-5 %*)7 6*((
!""#"$ & %7. %*6 )*&7 %*55 6*)6
/"012344 7 %&7 %*)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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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年生"#$$%&’((’等红树莓在盐源县的生长状况

枝蔓数 枝蔓长 枝蔓粗 生物产量 ) *+
品种

) 枝 ) 株 ) ,& ) ,& 单株 根 地上部

"#$$%&’((’ -. -/. -01 !021 -0!3 40/3
5’’*’6 -2 -7. 20. !034 -08! 40/1
9’%:(#$$ -. -1. -07 !042 -0!/ 40/!

4 结论
在攀西干旱河谷地区，4个红树莓品种表现根系

强大，萌蘖力强，特别是5’’*’6品种-年生根幅可达

2&，"#$$$%&’((’萌生枝蔓力强，具较强的保土能力，

经济价值高，适合退耕还林推广栽培。5’’*’6和
9’%:(#$$适 合 在 海 拔-1..&以 下 的 亚 热 带 气 候 区 生

长，但要选择背风的半阳坡和阳坡。"#$$%&’((’适合

在海拔-1..;23..&的温带区生长，耐寒性强，适合

二半山区栽培。丰产栽培时，"#$$%&’((’以每88/&2栽

3..株 最 适 宜 ；5’’*’6和9’%:(#$$可 高 密 度 栽 培 ，每

88/&2栽!..株较适宜。栽培中应加强修剪和搭架。-
月下旬至2月上旬进行修剪，将-年生枝蔓培养为结

果母枝，即短剪其先端，以促进中下部芽萌发形成

结果枝。搭架时以丛生式为主，在蔓长至-02&时进

行。于行内每/;7&立一根-0!&高支柱，分别于离地

面8.,&和-2.,&用-2号铁丝横拉两层，把枝蔓固定

在架上，便于通风透光和管理。

在引种试验期间，我们对红树莓的抗寒、抗旱及

抗病虫为害能力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红树莓抗低

温性能强，在海拔223.&的试验地露天栽培，可经

受<4=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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