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冬，营口市熊岳镇。
走进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科学研究所

李杏创新团队果实感官评价实验室，中央操
作台上整齐地摆放着“国馨”“国色天香”“国
峰17”“国峰4”等新品种（系）样品，红、橙、黄、
绿、蓝、靛、紫七彩纷呈，圆形、心形、卵形、椭
圆形、扁圆形形状各异，煞是诱人。实验室的
边台上依次是电子天平、质构仪、色差计、电
子鼻、电子舌等仪器设备。科技人员则紧张
有序地对这些新品种（系）进行检测分析。

走出实验室，来到世界最大的李杏田间
基因库——国家李杏种质资源圃，工人们正
忙着除草、清园、开沟、施肥……

自6月初杏和李进入成熟期，果品鉴定的
窗口期打开，果树所李杏团队迎来了全年中
最为忙碌的阶段。这几个月，所长刘威生一
直带领团队在实验室和资源圃里忙活。

“果品集中在这一时段成熟，对果实的鉴
定工作一刻都不能停，动作稍微慢一点，果实
坏掉，鉴定就无法开展了。季节不等人，无论
是实验室还是试验区的工作，错过就得等一
年。”刘威生说。

果品鉴定工作，是在与时间赛跑。而保
护好、利用好国家李杏种质资源圃，则是一场
马拉松。

这里，有着诸多“唯一”“最大”的头衔。
这里，是我国乃至世界李杏资源的家底，由
省农科院果树所李杏团队两代人历经半个世
纪的考察、收集建设而成，保存着来自全国各
地及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等地的李杏
种质资源。这里，是我国唯一保存李杏资源
的专业圃。这里，是世界上保存李杏资源份
数最多、多样性最丰富的资源圃。这里，是世
界最大的李杏田间基因库，一大批珍稀、濒
危、特异李、杏种质资源得以保存，为李、杏研
究创新和品种创制提供了重要材料。

近 20 年，刘威生带领团队依托这份家
底，从资源的精准鉴定着手，以新品种创制
为重点、良种良法配套为目标，持续开展系
统研究，突破了多性状聚合的世界性难题，
成功培育出了质优味美、耐贮高抗的“国字
号”系列李杏新一代品种（系），使之成为辽
宁特色、全国优势、世界领先的资源研究和
种业创新团队，不仅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
表多篇研究论文，还成功选育出世界上最好
的李杏新品种。

跑遍全国
收集1646份种质资源

在中国的果树研究界，熊岳是一个绕不
开的地方。

早在1909年，辽宁省农科院果树科学研
究所的前身就坐落在此。历经了114年的风
风雨雨，这里始终致力于开展果树专业的基
础与应用研究，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科技队伍
最大、研究领域最全的果树专业研究机构。

百余年间，一茬接着一茬的本科生、硕士
生、博士生，凭着对果树的热爱，远离大城市
的繁华，来到静谧但非常适合科学研究的熊
岳小镇。

刘威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现任果树
所党委书记、所长的他，是果树所的第一位硕
士、第一位博士、第一位博士后、第一位博导，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来到熊岳果树所，
一干就是30多年。

高学历的他初到果树所时，并没有选择
大热的苹果、梨、葡萄等大门类作为研究对
象，而偏偏选择了李杏这类人们眼中的“小杂
果”。有人笑他傻，好不容易考学从黄土高原
走出来，不珍惜留在大城市的机会，却要回到
农村去研究“一棵树”，还是“小偏门”。但他
却看好了李杏领域的研究潜力，将其视为自
己的终身事业，努力为我国的民族果业振兴
贡献一份力量。

“李和杏起源于我国，栽培历史悠久、地
区分布广泛、种质资源丰富，但我们对种质资
源的发掘、保护远远不够。”刘威生说，恰好刚
参加工作时，单位成立了李杏团队，自己就义
无反顾地加入其中。

“我国从1979年开始，系统收集李杏种质
资源。由省农科院果树所牵头，组织全国28个
省区市60余家高校、科研单位的200余名科技
人员，以全国协作组的形式，深入到全国298个
县850余个乡、村、农场进行考察。”刘威生回
忆，科研人员跋山涉水、历经艰险，总行程达40
余万公里。

向北寻找抗寒资源，向南寻找耐湿热资
源，进“无人之境”寻找特异性、珍稀资源……
先期查阅历史文献、各地县志，了解哪里有资
源，再按图索骥去走访。访果农、逛大集，想
尽一切办法去“寻宝”。到了1986年，建成占
地200亩的国家李杏种质资源圃。之后仍持
续不断补充收集，特别是通过第三次全国资
源普查、收集，进一步夯实了家底。

珍稀的果树资源一般分布在交通不便的

地区，李和杏更是多见于干旱、寒冷、偏远山
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为了收集、保护特异、珍
稀和濒危资源，科研人员常常跋山涉水，深入
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

“虫蚊叮咬，毒蛇、台风、泥石流等威胁时
有发生，有时甚至要冒生命危险。”刘威生回
忆，1996年，团队成员在福建政和县考察耐湿
热的珍稀杏资源——政和杏，到达该县外屯
乡海拔 1200 米的稠岭山区。那里山高、路
险、林密，考察人员刚进山就遇到大雨、台
风，高压线被风刮断，接地处冒出火花和吱
吱的声音。即便如此，也没人叫苦叫累。他
们沿着泥泞的山道一路摸索，终于在海拔
780米处找到5株几百年生的大树，科学鉴定
为杏属新种——政和杏。

2002年7月，团队成员去新疆伊犁河谷新
源县野果林考察野生李杏资源。80后团队成
员刘硕挑大梁。“那里的野生樱桃李具有特别
珍贵的抗细菌性穿孔病基因资源，是我们迫
切想要收集保存的。但在工作的途中突遇泥
石流，大家被困在废弃的毡房里3天，只能靠
随身带的干馕充饥。”刘硕说。

收集、保存种质资源工作，全年无休，且
一直持续至今。“我们需要在一年的不同季节
进行物候期、植物学特征、生物学特性、果实
经济性状调查、编目，汇交到国家种质资源数
据库中，供科研、教学单位共享利用。”刘威生
说，每个季节都有相关工作。去年，刘硕还到
内蒙古、山西和河北交界处，寻找抗李痘病毒
的基因，带回资源圃做鉴定评价。

通过两代人近半个世纪的努力，目前资
源圃保存着来自全国各地及亚洲、欧洲、美
洲、大洋洲和非洲等地的李753份、杏893份，
共1646份种质资源，并专门建立了50亩的野
生果树资源圃。

耐住寂寞
育出“国字号”新品

资源收集到手之后，要进行创新利用。
刘威生带领团队进行开创性尝试，聚合第一
代和第二代李子品种的优势，育出第三代，也

就是“国字号”的新品种。貌似简单，但真正
能将丰产、优质、多抗三个性状集合到一起，
难度极高。国际植物育种理论界有个著名的

“育种三角”说法，就是丰产、优质、多抗三个
性状很容易“此消彼长”，难集于一身。已有
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品种，就是佐证。

我国第一代李杏品种，都是地方品种，也
叫农家品种，是通过“六五”“七五”期间考察、
收集、鉴定、评价后选出的地方优异资源。比
较有代表性的为广东三华李、浙江檇李、辽宁
的盖州大李、北京骆驼黄杏等。这些品种的
突出特点是优质、适应性强，但也有突出缺
点，就是商品性差，不耐贮藏，往往成熟后几
天就果肉崩塌，在市场上货架期很短。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我国在2000年
左右从国外引进改良品种，也就是第二代品
种，如美国的幸运李、福莱李、金太阳杏等，其
突出特点是商品性好，颜色漂亮，耐储存，但
鲜食品质差，没有传统的李和杏的味儿。

已有的一、二代品种，优势和缺点均非常
明显，均未能很好地占领市场。当时的育种
界大多倾向于以好吃为“金标准”，认为国外
的品种品质欠佳，不能用作育种亲本，仍以地
方品种之间杂交为主，或对国外引进品种做

“车灯式改良”。
“所谓‘车灯式改良’，就如同在原来的

一辆旧车上换两个车灯，看似‘新车型’，其
实是基于原车型基础上的‘改装车’。这种
育种方式通俗来讲就是在原有品种上进行
部分改良，实质还是老品种，在国际育种界
是不倡导的。”刘威生说，自己带领团队在种
质资源鉴定、评价，特别是系统评价、精准评
价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式突破性品种的育
种策略，并发明了多项专利，建立了高效育
种技术体系。

从2000年开始，团队用第一代和第二代
李进行杂交，共配制李杏杂交组合152个，获
得杂交实生苗9440余株，从中筛选出17个综
合性状优良的新品系。采用现代分子生物学
手段，结合传统杂交育种技术，克服了育种周
期长、效率低的世界性难题，硬是把丰产、优
质与耐贮结合在一起，选育出了“国字号”系
列李杏新品种。

这个育种过程说起来简单，但李杏团队
持续攻坚了20年。

“首先是在田间做精准的感官鉴定，观察其
生理性状，如是否抗寒、抗旱、抗病毒、耐盐碱。”
刘威生说，之后要在实验室进行破坏性试验，比

如持续降温，增加盐碱度等，观察其抗性。这
个过程，是选拔先天条件好苗子的过程，因为
有些品种天生就具有某些高抗性基因。

之后将这些好苗子进行杂交组合，并在
其幼年期、开花期、结果期持续观察，待结果
2至3年，其性状基本稳定后进行初选。初选
之后还要复选。

如此严苛的选育过程，淘汰了绝大多数
的初选优系，留到最后的都是经得起各方面
考验的佼佼者，而这些佼佼者，从最初的一
个个代号，最终变成目前市场上人们耳熟能
详的名字。

如“国之鲜”杏，优质与硬肉的结合，并
且耐晚霜；“国捷”杏，打破了果实发育期 55
天的世界杏育种天花板，选育出的极早熟优
质、耐贮杏新品种，与露地大樱桃中的极早
熟品种“红灯”同时成熟；“国色天香”李，突
破了李品种果皮酸涩的世界性难题；“国馨”
李，为首次在世界范围内选育出优质、耐贮、
抗寒的中国李鲜食品种……

广播良种
李杏芬芳满天下

新品种问世后，如何更快地让广大果农
知晓，尽快投入生产实际，推广工作也不简
单。李杏团队的部分成员，常年行走于辽宁
乃至全国各地，为种植李杏新品种的经营主
体服务。

种植了新品种，给广大农户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效益。在兴城市药王乡药王村桃李园
家庭农场，果农杜丙艳一提到省农科院果树
所的专家和李子品种就赞不绝口。“专家们的
品种和技术真是太好了，让我们这片荒山变
成了果园，我家因为种李子也鼓起了腰包！”
杜丙艳说。

杜丙艳家的土地以山地为主，地薄贫瘠，
过去主要种植花生。用她的话说，费工费力，
收成一般。“我年龄越来越大，弯腰干活，真是
吃力。”杜丙艳说，一直想着改种其他作物，哪
怕跟种花生收益持平，少点体力劳动自己也
认了。

而刘威生团队此刻也在寻找适合的种植
户，让新品种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杜大姐家
的情况，太适合种植我们的李子新品种了。”
刘威生说，团队成员将“国馨”李、“国色天香”
李、“国峰17”李等新品种的树苗送到了杜丙
艳家，并手把手地教授其种植技术。

在周边农户质疑的目光中，杜丙艳将李
子园发展起来，并在去年迎来了首次丰收。
尝到了李子的甜头，今年杜丙艳更加严格认
真地按照专家的指导来管理果园，李子的商
品性更出色。“地头价卖到每斤2.6元，真是超
乎想象。我这一个李子园，一年收入十几万
不费劲。”杜丙艳兴奋地说。

盖州市小石棚乡杨树房村的李德峰，同
样因种植果树所的李子新品种让日子越来越
甜。“我们村种果树的人多，第一代和第二代
李子品种都种过。曾经有一段时间，收入降
到低谷，想换新品种又担心销路。多亏果树
所的专家们带来新品种和新技术，同时大连
海洋大学派驻到我们村的‘第一书记’黄子鉴
也支持我发展李子事业。”李德峰说，从最初
的试种，到现在专门种植“国字号”李子，并走
高端精品路线，经济效益有了保障。

“在果树所专家们的指导下，我们学会了
舍得疏花疏果，每亩李树只保留2500斤精品，
却卖到了每斤 30 元至 40 元的好价钱。”李德
峰说，收获季的李子芬芳满园，供不应求，让
我们真正感受到农业科技的力量。

目前，“国字号”李杏新品种已在省内推
广 50 万亩，在近 3 年创造了 69 亿元的产值。
同时，“国字号”李杏还在大步走出去，已在山
西、吉林、浙江、湖南、湖北、四川、贵州、新疆
等地落户，并显示出了进一步推广应用的巨
大价值。

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刘威生表示，
全国有杏2500万亩、李2800万亩，虽分布广、
面积大，但产业化程度低、商品产量少，由国家
李杏种质资源圃选育成功的“国字号”李杏新
品种，市场价格高、经济效益好，正成为果业结
构调整的新宠。辽西干旱地区的220万亩山
杏，因种植果树所的“国之鲜”杏新品种，产地
价格高达8元/斤，生态经济的雏形初显。

李子是在我国分布最广的果树，从黑龙
江到海南都有露地栽培；杏主要分布在秦岭
淮河以北，是“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先锋树
种。春华秋实、好管理、易结果，这一棵棵向
下扎根的树，让民族果业的根基愈发扎实，并
向世界叫响中国李杏品牌。

LIAN
JIE

李和杏是中国传统“五果”。“五果”指的是李、杏、桃、
枣、栗，所以，李和杏是原产于我国的民族果树。

李和杏起源于我国的两大母亲河，李一般认为起源
于长江流域，杏起源于黄河流域；李的传播途径向东，为
中国→日本→美国→欧洲，而杏的传播途径向西沿丝绸
之路，为中国→中亚→西亚→地中海→欧洲→美国。原产
于中国的两种果树，最终环抱了地球一周，传播到全球，成
为世界性的两种水果，为世界果树园艺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和杏

营口市熊岳镇有一座世界最大的李杏田间基因库和世界上保存李杏资源份数最多、多样性最丰富的资源圃，基于此，这

里还成功选育出世界上最好的李杏新品种,国外水果客商因此慕名而来。

李和杏原产于我国，为了让这两种民族果树强“芯”壮体，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的两代专家30年来在样本中寻新，在基

因中掘“金”，终于让传统果业有了智慧之“芯”。把“芯”永远装在心里，虽道阻且长，但为了让民族果业的根基愈发扎实，并

向世界叫响中国李杏品牌，他们一直在努力……

刘威生（右二）带领李杏团队在资源圃内查看杏果实的长势。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查金辉摄

一个团队两代人，半个世纪建成世界最大的李杏田间基因库

李子匀圆杏透黄 好种惠泽万家香
本报记者 李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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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 XING GU SHI
在这 里感受辽宁奋进脉搏

刘威生与李杏的故事，让人感动。
30 年，他扎根熊岳城，深耕一方沃

土，只为一颗好种。
30 年，他带领团队孜孜以求，攻克

一个个技术难关，将丰收的力量藏了在
大地深处，让科技的冲劲带着种子破土
而出。

这位从农村走出又下到农村去的专
家，始终致力于李杏种质资源遗传育种
及产业化研究。因为他深知，在我国果
树产业中，苹果、葡萄、樱桃、草莓、蓝莓
等，栽培种类和主栽品种基本都是从国
外引进的，国内自育品种占比很少，我国
果业品种自强自立还任重道远。于是，
刘威生领衔的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李杏
团队，怀揣使命，扎根小镇，潜心研究，不
知不愠，毕生致力于我国原产的民族水
果种质资源深入研究与品种创新。

当“国字号”李杏新品种样品拿到国
内最权威的上海辉展进口水果批发市场
品鉴时，被认为是我国自主育成的果树品
种中少有的综合性状显著优于国外引进
的品种，可以做全球开发。意大利米兰大
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智利大学的国
际知名李、杏育种专家来熊岳评价后，都
一致认为“国字号”李杏是目前世界上最
好的李杏品种之一。随着“国字号”李杏
影响力越来越大，国外客商纷纷慕名来
考察、洽谈品种权转让事宜。

“国字号”李杏，树立了我国果树产
业品种自立自强的典范，并有望为世界
李杏产业发展贡献出中国力量！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刘威生，仍在
为李杏种质资源研究与育种利用到处奔
忙。他表示，要充分发挥我国的资源优
势，进一步开展李杏基因资源发掘利用，
培育适应不同生态气候条件的李杏新品
种，提升李杏产业化技术研发水平，加快
良种良法配套技术推广应用。

道阻且长，但路在脚下。希望“国字
号”李杏新品种能够不断走向全国，走
向世界，让更多人受益，这是我们共同的
愿景。

他们为中国李杏强“芯”
李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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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威生（左）就李子新品种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