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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X126 苹果矮化砧在陕西区试表现
Ξ

樊秀芳, 刘旭峰, 张建堂, 史联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园艺学院 果树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　要 ]　在陕西不同类型的苹果产区, 以秋子作基砧, 分别以杂交选育出的 SX126 砧木和砧木M 26 (CK) 为

中间砧, 嫁接秋富1 品种, 进行连续8 年的区域对比试验。结果表明, 与对照M 26 相比, SX126 砧木在河滩地、旱塬地

及丘陵沟壑地均表现良好, 耐旱性、抗偏斜能力优于M 26, 耐寒性与M 26 相当; 对树体大小的控制能力较强, 树冠表

现矮化, 树干周长、树高、树冠体积和新梢生长量均低于对照; 嫁接品种早果性强, 丰产, 平均产量较对照提高 23%

以上; 单果重和着色指数均优于对照, 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果肉硬度、果形指数和果实贮藏性与对照相当。说明

SX126 砧木适合在陕西各类型苹果产区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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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矮化密植栽培是苹果生产的发展趋势, 自英国

东茂林试验站M 系列矮化砧木问世以来, 引起了世

界各苹果生产国的高度重视, 利用矮化砧木栽培的

苹果园面积不断扩大, 生产的果实色艳、个大、风味

浓, 优果率高, 促进了苹果生产栽培技术水平的普遍

提高。

陕西渭北地区是我国优质苹果产区之一, 矮化

苹果栽培在全国名列前茅, 栽培面积约占全省苹果

栽培总面积的 20% 左右, 使用的无性系矮化砧木主

要是M 系砧木中的M 26、M 9 及MM 系中的MM 106

等。由于国外自然条件、栽培技术等与我国差异较

大, 引进的矮化砧木均要求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水

分, 这限制了矮化砧木在干旱少雨的渭北苹果产区

的广泛应用。

为了培育出适应我国自然环境条件的矮化砧

木, 我国的果树工作者做了大量研究工作[1～ 7 ]。吉林

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培育的GM 256, 丰产性好, 适应

性强, 能耐- 40. 0 ℃的低温, 被认为是我国有前途

的苹果抗寒矮砧[1 ]; 山西省果树研究所培育的SH 系

砧木, 早果丰产, 抗旱及抗黄化病能力强, 品质优良,

已在山西等10 多个省区试推广800 多hm 2 [1 ]; 郑州、

青岛、新疆等地也相继育成了性状优良的砧木并在

生产中试用[1 ]。国外近年在苹果矮砧的抗病性、抗旱

性等方面研究较多[8～ 10 ]。

为了选育适应陕西各地自然条件的优良砧木,

本试验从 1984 年起, 用秋子与M 26 等M 系列矮化

砧木杂交, 选育出了SX 系列苹果矮化砧木, 1997 年

起选择综合性状优良的SX126 在陕西苹果产区多点

建园进行区域试验, 现将试验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　料

　　试验组砧木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果树

研究所用秋子 (M a lus p run if olia Bo rkh. )与M 26 杂

交选育的SX126, 对照组砧木为M 26, 供试砧木均作

为中间砧, 长度25 cm , 基砧为秋子; 嫁接品种为秋富

1 (A k ita Fu ji 1)。

1. 2　试验点自然概况

试验设 3 个试验点, 均为 1997203 建园, 其中合

阳甘井镇试验园 (塬地) 无灌溉条件, 西安市临潼区

零口镇试验园 (滩地) 基本无灌溉条件, 黄陵县阿党

镇试验园 (丘陵地) 无灌溉条件。3 个试验点的土壤

肥力均为中等, 管理水平一般, 自然条件详见表1。

1. 3　试验方法

每个砧系每处理 5 株, 重复 6 次, 株行距

2. 5 m ×3. 5 m。在临潼零口试验点栽植时, 中间砧

2ö3 埋入土内, 地面露 1ö3; 在合阳甘井、黄陵阿党试

验点栽植时, 中间砧基本埋入土中, 地面露出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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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试验园按照当地矮化园管理技术, 采用细长纺 锤形树形, 不进行环剥, 不喷施激素。

表 1　不同试验点的自然条件

T able 1　N atural condit ion of differen t experim ent spo ts

试验地点
Experim en t

spo ts

海拔öm
E levation

年平均气温ö℃
A verage

temperatu re

极端高温ö℃
H ighest

temperatu re

极端低温ö℃
L ow est

temperatu re

无霜期öd
F ree
fro st

合阳甘井 Gangjing, H eyang 800 11. 5 40. 1 - 20. 1 198

临潼零口 L ingkou, L in tong 360 13. 5 41. 9 - 17. 0 218

黄陵阿党A dang, H uangling 1 200 9. 4 36. 5 - 21. 4 191

试验地点
Experim en t

spo ts

年降雨量ömm
A nnual
rainfall

相对温度ö%
RH

土壤种类
So il type

土壤pH
So il pH

合阳甘井 Gangjing, H eyang 552. 5 63 黄绵土 L oess 7. 8

临潼零口 L ingkou, L in tong 553. 3 70 沙白土 Sandy loam 7. 9

黄陵阿党A dang, H uangling 630. 9 64 黄绵土 L oess 7. 6

1. 4　观测指标与方法

生长期观察记录各嫁接组合的萌芽、开花、果实

着色、成熟、落叶等物候期, 调查枝条生长量、树冠大

小及抗性表现, 调查单株花量、产量, 测定果实品质

及贮藏性。树冠体积根据椭球体体积公式: V =

4Πabcö3 [11 ]之半计算。

2　结果与分析

2. 1　SX126 砧木对嫁接品种树体生长的影响

　　在3 个试验点上, 试验植株的生长势均较强, 但

受当地自然条件和管理条件的影响, 不同试验点间

树体生长情况存在一定差异, 总的趋势是临潼零口

果园优于合阳甘井果园, 合阳甘井果园优于黄陵阿

党果园。由表2 可见, 在3 个试验点上, SX126 矮化砧

对嫁接品种秋富1 树体生长的控制作用均显著大于

M 26, 表现为树体生长量较小, 树冠矮化。据2004212

调查, 3 个试验点SX126 矮化砧上嫁接的8 年生秋富

1 树体平均树干周长为 27. 8 cm , 树高 292. 7 cm , 树

冠体积 7. 66 m 3, 而M 26 砧上嫁接品种的树体平均

树干周长、树高和树冠体积分别为 30. 4 cm , 331. 7

cm 和8. 46 m 3。2000～ 2004 年连续5 年测定SX126

矮化砧上秋富1 品种的新梢长度, 3 个试验点平均为

53. 2 cm , 而在M 26 矮砧上的平均长度为 58. 6 cm。

L SD 检验结果表明, 2 种砧木处理在主干周长、树

高、树冠体积和新梢长度 4 项生长指标上存在显著

差异 (P < 0. 05)。

表 2　SX126 矮化中间砧对秋富 1 苹果树冠生长的影响

T able 2　Effect of SX126 in ter2roo tstock on canopy of app le

试验点
L ocation

嫁接品种
Cultivar

中间砧木
Roo tstock

clone

主干周长öcm
T runk

circum ference

树高öcm
T ree

heigh t

树冠体积öm 3

Canopy
vo lum e

新梢长度öcm
Shoo t
length

合阳甘井
Ganjing, H eyang

秋富1
A k ita Fu ji 1

SX126 28. 2±0. 65 294±7 7. 69±0. 31 53. 0±0. 48

M 26 31. 4±0. 94 337±9 8. 58±0. 82 56. 3±0. 98

临潼零口
L ingkou, L in tong

秋富1
A k ita Fu ji 1

SX126 30. 1±0. 37 296±14 7. 99±0. 57 58. 6±0. 82

M 26 32. 5±0. 42 342±19 8. 73±0. 49 64. 4±0. 94

黄陵阿党
A dang, H uangling

秋富1
A k ita Fu ji 1

SX126 25. 0±0. 51 288±11 7. 29±0. 38 48. 0±0. 62

M 26 27. 4±0. 60 316±15 8. 08±0. 52 55. 1±1. 10

　　注: 新梢长度数据为2000～ 2004 年5 年的平均值, 其他数据为2004212 测定。

N o te: D ata of shoo t length in the tab le are average betw een 2000 and 2004; o thers w ere m easured in D ecem ber 2004.

2. 2　SX126 砧木对嫁接苹果品种结果性能的影响

在同一试验点上, 嫁接在SX126 砧木上的秋富1

品种的萌芽、开花、结果及落叶等物候期基本与M 26

砧木上的一致。1999 年, 试验植株 (3 年生)开始开花

结果。由表3 可知, 各试验点上SX126 砧上的秋富1

开花株率均高于M 26 砧, 3 个点的平均开花株率达

到 40. 23% , 显著高于M 26 砧木的16. 97% ; 3 个点

SX126 砧上秋富 1 的平均单株花序数达到了 16. 0

个, 显著高于M 26 砧木的9. 23 个; 2000～ 2004 年 (4

～ 8 年生) 连续 5 年的累计产量调查表明, SX126 砧

嫁接秋富 1 的单株累计产量达 68. 5～ 92. 9 kg, 3 个

试验点平均株产达到82. 4 kg, 折合93 898 kgöhm 2,

较对照组高2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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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SX126 矮化中间砧对秋富 1 成花和产量的影响

T able 3　F low ering and yields of A k ita Fu ji 1 grafted on SX126 in ter2stock

试验点
L ocation

嫁接品种
Cultivar

中间砧木
Roo tstock

clone

3 年生成花状况
F low ering in th ird year

产量
Yield

开花株率ö%
F low ering
percen tage

单株花序数ö
Inflo rescences

累计株产ökg
A ccum ulative

yield

较对照增产ö%
Yield ncresed

vs. con tro l

合阳甘井
Ganjing, H eyang

秋富1
A k ita Fu ji1 1

SX126 36. 7 17. 6 85. 7±1. 26

M 26 11. 5 6. 4 71. 6±1. 03
19. 97

临潼零口
L ingkou, L in tong

秋富1
A k ita Fu ji 1

SX126 27. 3 5. 2 68. 5±1. 41

M 26 9. 4 3. 3 53. 4±1. 32
28. 28

黄陵阿党
A dang, H uangling

秋富1
A k ita Fu ji 1

SX126 56. 7 25. 2 92. 9±0. 98

M 26 30. 0 18. 0 75. 6±1. 15
22. 88

2. 3　SX126 砧木对嫁接苹果果实品质的影响

由表 4 可看出, 在 3 个试验点上, SX126 砧木上

的秋富1 品种平均单果重和果实着色指数均高于对

照砧木M 26, SX126 砧木上的平均单果重为 253. 7

g, 平均果实着色指数为81. 4 % , 对照M 26 则分别为

246. 4 g 和 73. 0 % , 两种砧木间存在显著差异。

SX126 砧木上秋富1 品种在3 个试验点的果实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平均为154 gökg, 果肉硬度平均为9. 6

kgöcm 2, 果形指数平均为 0. 88; 对照砧木M 26 的相

应指标分别为152 gökg, 9. 5 kgöcm 2 和0. 84, 两种砧

木间均无显著差异。SX126 砧木对秋富1 果实贮藏

性能的影响与M 26 的相当, 黄陵阿党和合阳甘井试

验点的秋富1 试验果在 0～ 5 ℃低温下可贮藏到“五

一”以后, 临潼零口点的秋富 1 果实可贮藏到春节

后, 果实完好率均在 95% 以上, 2 种砧木之间无显著

差异。
表 4　SX126 矮化中间砧对秋富 1 果实品质的影响

T able 4　F ru it quality of A k ita Fu ji 1 grafted on SX126 in ter2stock

试验点
L ocation

中间砧木
Roo tstock

clone

单果重ög
F ru it

w igh t

着色指数ö%
Co lo r
index

可溶性固形物ö
(g·kg- 1)

So lub le
so lids

果肉硬度ö
(kg·cm - 2)

F lesh
firm ness

果形指数ö%
F ru it shape

index

合阳甘井
Ganjing, H eyang

SX126 221. 7±1. 32 80. 4±2. 15 155±1. 7 9. 8±0. 09 0. 89±0. 03

M 26 216. 8±0. 95 73. 1±1. 84 153±1. 5 9. 7±0. 10 0. 84±0. 04

临潼零口
L ingkou, L in tong

SX126 265. 7±0. 88 76. 6±1. 76 148±1. 2 8. 9±0. 08 0. 86±0. 02

M 26 257. 5±1. 20 67. 3±1. 93 145±1. 8 8. 8±0. 09 0. 82±0. 03

黄陵阿党
A dang, H uangling

SX126 273. 3±1. 06 87. 2±1. 85 160±0. 8 10. 2±0. 09 0. 88±0. 04

M 26 265. 0±1. 24 78. 5±1. 90 158±0. 9 10. 1±0. 10 0. 85±0. 07

　　注: 表内数据为2000～ 2004 年5 年平均值。

N o te: D ata in the tab le are the average betw een 2000 and 2004.

2. 4　SX126 砧木的适应性与抗性表现

经过连续 8 年的观察与调查, SX126 苹果矮化

砧在陕北、渭北和关中地区的 3 个试验点均表现良

好, 嫁接品种与中间砧的结合部愈合完整, 中间砧均

出现“大脚”现象, 嫁接品种与中间砧的干周比为

0. 82～ 0. 84, 与M 26 相当; SX126 中间砧露出地面

部分均有程度不等的气生根, 入土部分容易生根, 固

地性优于M 26; 以SX126 为中间砧的植株树体偏斜

度为5°～ 6°, 而M 26 为 7°～ 8°, 但均未出现因风害引

起的树体倾倒或断树断枝现象; 在SX126 上嫁接的

品种新梢生长旺盛, 叶片浓绿, 未发现有黄叶现象。

合阳甘井和黄陵阿党试验点均为干旱少雨塬区, 试

验期间 多次出现持续高温干旱天气, 以M 26 为中间

砧的植株在午后常表现出轻微萎蔫, 而以SX126 为

中间砧的植株表现不明显。以SX126 为砧木的植株

耐寒能力与以M 26 为砧木的相当, 试验期间未发现

抽梢或枝干受冻现象。2003201, 陕西地区持续严寒1

周多, 试验点最低气温下降到- 18～ - 20 ℃, 但试

验植株仍生长正常, 未出现受冻现象。

3　讨　论

SX126 砧木是从以秋子为父本、M 26 为母本的

2 000 多株杂交苗中选育出来的。秋子具有根系发

达、抗旱力强、抗寒、耐盐碱、适应性强等特点, 作砧

木嫁接苹果树后产量高、果实品质好;M 26 具有抗

寒力强、固地性较好等特点, 嫁接苹果树后树体较矮

化, 结果早, 较丰产[12 ]。SX126 具有父、母本的主要

优点, 抗寒性、抗旱性强, 固地性类似于秋子而优于

M 26; 对树体的控制能力强, 嫁接品种的树体矮化程

度超过双亲, 对嫁接品种结果性能的影响优于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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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对果实品质的影响与父、母本相似。

陕西的苹果产区主要位于干旱冷凉的陕北丘陵

沟壑区和干旱少雨的渭北旱塬区, 是陕西优质晚熟

耐贮苹果品种的主要产区, 关中地区主要是早、中熟

苹果品种的栽培区。试验选择的3 个试验点基本上

代表了陕西苹果主要产区的自然环境条件, 与其父

本秋子在该地区的广泛分布状况相似, SX126 砧木

在各产区均表现出了很强的适应性。M 26 等国外引

进砧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肥水管理条件要求较

高, 陕西主要苹果产区干旱少雨、土壤相对瘠薄的状

况限制了引进砧木在当地的广泛应用, 而SX126 在

优质、早果、丰产及抗性等方面表现优良, 为该砧木

在陕西苹果产区的广泛应用提供了依据。

秋子是分布于陕西关中、陕北的苹果属植物, 具

有较强的适应性, 是当地广泛应用的优良苹果砧木

树种。本研究结果表明, 利用适应性强、分布范围较

广的当地砧木资源与引进的外来优良矮化砧木杂

交, 是培育适宜当地自然环境条件的矮化砧的有效

方法, SX126 是陕西第一个用秋子和M 26 杂交培育

的矮化苹果砧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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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t r ict perfo rm ance test of SX126 app le dw arf roo tstock in Shaanx i

FAN X iu-fang,L IU Xu-feng, ZHANG J ian - tang, SH IL ian -rang

(P om ology R esearch Institu te, Colleg e of H orticu ltu re,N orthw est A & F U niversity , X iπan, S haanx i 710065, Ch ina)

Abstract: SX126 app le dw arf roo tstock, developed from M a lus p run if olia Bo rkh cro ssed w ith M 26,w as

tested fo r 8 years in dist ricts of Shaanx i P rovince as in ter2roo tstock s w ith M . p run if olia Bo rkh as base2
roo tstock,A k ita Fu ji 1 as scion cu lt ivar and M 26 in ter2roo tstock as con tro l. R esu lts show that SX126 roo t2
stock has good perfo rm ance in flood land, L oess P la teau and h illy land. Compared w ith M 26, SX126 has

h igher drough t resistance and an t i2lean ing ab ility, equal co ldness resistance; h igher ab ility of con tro lling

tree size, w ith low er trunk circum ference, t ree heigh t, canopy vo lum e and shoo t length; earlier fru it ing and

bet ter yield, average ou tpu t being 23% h igher than that of con tro l; b igger fru it and bet ter co lo r index and

equal so lub le so lids, f lesh firm ness, fru it shape index and sto rage ab ility. It show s that SX126 app le roo t2
stock su its to be u sed in app le grow ing area of Shaanx i.

Key words: app le; dw arf roo tstock; SX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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