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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多用途是药用植物资源的普遍现象。欧李是多用途药用植物的典型代表，果实可食用，具有保健价
值；种仁郁李仁润燥通便，具有药用价值；花似樱花，具有观赏价值；根系发达可固沙变土，具有生态价值。多年

研究表明，欧李种质遗传多样性丰富，可从果用型、仁用型、观赏型、生态型等方面进行欧李多用途品种定向选

育。但目前欧李定向选育中仍存在问题，需要从野生资源保护、多方法选种育种、不同变异类型的筛选与评价研究、

植物新品种保护和良种申报及审定工作等多方面加强，从而进一步促进欧李产业的发展，加强欧李多品种定向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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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用途是药用植物的普遍现象，如山杏或杏的

果肉食用、种仁药用，酸枣的果肉食用、种仁为药

食同源的酸枣仁，覆盆子的果实未成熟时采收加工

成覆盆子药材、果实成熟后鲜食或者加工成产品。

欧李Ｃｅｒａｓｕｓｈｕｍｉｌｉｓ（Ｂｇｅ）Ｓｏｋ为蔷薇科樱属
矮生小灌木，是多用途的典型代表植物。欧李果肉

营养丰富、风味独特［１３］，保健价值突出［４５］；种仁

为药食同源郁李仁药材，已有 ２０００多年的药用历

·９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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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花形似樱花，具有极强的观赏价值；根系十分

强大，根冠比大（９∶１），具有抗寒、耐旱、耐瘠薄、
适应性强的特性，生态功能显著［６７］。因此，欧李的

仁、果、花、根综合利用价值高，是将经济效益与

生态效益有机结合的典范，在精准扶贫战略和 “一

带一路”倡议下发挥着重要作用［８］。针对欧李多用

途特点，本文提出了欧李品种定向选育策略、存在

的主要问题及展望，为欧李产业化深度开发提供

参考。

１　果用型欧李遗传多样性及其定向选育

１１　鲜食品种

传统鲜食品种定向选育的目标是口感好、酸甜

适口、涩味小、香气浓郁、风味独特、果个大、产

量较高、颜色艳丽等。

口感是保证水果鲜食的重要指标。总糖、总有

机酸、糖酸比等均是影响口感的重要指标。课题组

前期研究表明，欧李果实中含有蔗糖、葡萄糖、果

糖、山梨糖醇等糖类物质，还含有苹果酸、琥珀酸、

酒石酸、柠檬酸、草酸等酸类物质。Ｍｏ等［９］对

５７份来自全国各地的欧李果实进行研究，结果表
明，欧李果实中糖类以蔗糖为主、酸类以苹果酸为

主。各种糖酸含量在不同种质间差异较大，除苹果

酸含量变异系数＜３０％外，其余各指标均大于３０％，
其中蔗糖、果糖和山梨糖醇含量的变异系数均大于

５０％。糖酸比为１５８～６５２（平均值３２８、变异系
数３２４％），糖酸比普遍较低，推测其原因是可滴
定酸含量高。因此，如果想要选育口感偏甜的欧李

优良鲜食品种，可从变异系数较高的糖、酸含量及

糖酸比品种中进行选育。

由于欧李富含较多的鞣质类成分，导致其口感

较涩。鞣质属于多酚，具有清除体内自由基、抗氧

化功效，可降低组织器官老化和多种老化疾病（心血

管病、衰老和白内障等）的发生概率，在质量分数为

００３％～０１％时，才具有清凉的口感，但质量分
数≥１％时，果实会具有强烈的涩味［１０］。而果实中

鞣质类成分与口腔黏膜上的蛋白质结合，引起口腔

出现收敛感从而引发涩味。因此，果实中的涩味要

适度，才能保证一定口感与抗氧化功效的双重作用。

不同欧李种质果实中鞣质含量差异较大［１１１２］，一般

为０８０％～１９０％，变异系数２２３％［１２］。因此，筛

选既能减少涩味利于鲜食，也能保证鞣质含量的新

品种是未来品种选育方向。

果实中的挥发性成分是影响风味的重要成分，

而气味芬芳是欧李果实的重要特征。Ｙｅ等［１３］以北

京欧李资源圃中的３０份种质为材料，采用顶空固相
微萃取与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测定了成熟欧李
果实中的挥发性成分种类与含量。结果表明，在检

测出的８５种挥发性成分中，以酯类、萜类、醇类、
醛酮类、烯烃类和内酯类成分为主，酯类和萜类成

分含量最高，乙酸己酯、４戊烯１乙酸酯、梨醇酯、
（Ｚ）２戊烯己酸酯、乙酸香叶酯、乙酸丁酯和芳樟
醇等为主要香气物质，这些化合物在不同种质间具

有多样性。综合上述研究，香气浓郁型的欧李新品

种具有一定选育开发价值。

１２　加工品种

从果肉质地差异上划分，欧李可分为溶质型和

非溶质型。溶质型果实成熟时柔软多汁，除适宜鲜

食外，还可制汁、酿酒或酿酵素。非溶质型果实成

熟时质地坚硬、富弹性，适合加工成罐头、果酱、

果脯等产品。果实溶质型和非溶质型欧李品种的选

育是未来育种的重要方向。此外，欧李果肉果皮颜

色均深，花青素含量高［１２］，这种类型也可考察花青

素提取，直接作为产品或用于三级产品开发。这一

类型也是欧李育种目标之一。

１３　高矿质元素含量品种

欧李果实中除钙含量较高外，钾、铁、锌等矿

质元素含量也较高［５］，并且种质之间的差异也较大，

其中钙、锰、铁、锌等元素含量的变异系数 ＞３０％。
结合鲜食和加工品种选育，也可从中筛选出高钙、

高钾、高铁、高锌优良类型，培育出新品种。

２　仁用型欧李遗传多样性及其定向选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１４］（以下简称 《中国药

典》）２０２０年版中规定的郁李仁首要来源为欧李种
仁。郁李仁在 《神农本草经》和 《本草纲目》中都

有明确记载，其性辛、平，味苦、甘，归脾、大肠、

小肠经，润燥通便、下气利水，主治津枯肠燥、食

积气滞、腹胀便秘、水肿、脚气、小便不利。《中国

药典》２０２０年版中含量测定项规定其中苦杏仁苷不
得少于２０％。

孙萌等［１５］对 １９份欧李种质的种仁开展研究，
研究表明欧李不同种质种仁纵径 ３４５～６３３ｍｍ、
横径１７３～３２４ｍｍ，均符合 《中国药典》２０２０年

·０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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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标准。种仁干质量为００４～００９ｇ，平均值００６ｇ，
变异系数为 １８９％。苦杏仁苷含量为 ０５０％ ～
３７０％，其中１１份种质＞２０％、８份种质＜２０％，
其平均值为２４３％、变异系数为４０６％。据此，从
中选育有效成分含量高、仁大、产量高的仁用型品

种也是育种目标之一。

３　观赏型欧李遗传多样性及其定向选育

欧李植株较矮，花型与樱花相似，花朵繁茂美

丽。欧李花色多变，有粉红、粉白、纯白、乳白及

许多中间过渡色等多种颜色。花朵盛开的时候，香

味浓郁，气味芬芳。花朵盛开的时候，可进行观赏

型欧李品种的选育，通过对比花型、花色、花量及

花期，选育出最佳观赏品种。

４　生态型欧李遗传多样性及其定向选育

欧李是生长在沙漠边缘、沙地、草原、坝上高

寒地区的沙生植物，具有耐寒、耐旱、耐盐碱等生

态特征，是生态建设中首选的先锋树种。前期课题

组研究发现１种少结果或不结果变异类型植株。该
植株在极端条件下相比结果植株具有更强生态适应

性，且营养生长旺盛，可用于生态型欧李植株的选

育，对生态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在生态贫瘠地区，合理开发利用生态型植株是

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欧李叶片富含丰富的

γ氨基丁酸，质量分数高达 ５４１ｍｇ·ｇ－１（以干品
计）。γ氨基丁酸具有促进胰岛 β细胞增生的功
效［１６］，长期服用有望调节１型糖尿病，有助于推进
欧李叶片功能性食品的开发［１７］。欧李老叶还可炒制

成茶，有 “变废为宝”的潜力。冬季干枯的地上部

分可加工成为牛羊饲料，从而创造新的经济效益。

平茬后的欧李植株经冬季后会自然萌发，具有可持

续生长的典型特征。

５　展望

５１　加强野生资源保护

长期以来，欧李野生资源破坏严重，不利于欧

李新品种选育的持续开展。通过就地保护、迁地保

护、离体保存、建立欧李种质资源圃、对有价值的

品种进行栽培发展并建立规范化种植基地等方式，

可以达到保护野生资源、增加种群数量的目的。

５２　多方法选种育种

由于目前育种方法较为单一，仅从实生种苗进

行变异筛选远远不够，应用杂交育种、辐射育种、

分子育种等现代育种方法势在必行。在明确双亲遗

传背景的基础上，采用杂交育种方法，使双亲的基

因重新组合，形成不同基因组合，为选种育种提供

选择。辐射育种是通过电离辐射处理生物，以诱发

突变，从中选出优良变异个体的方法，常见的有航

天育种、钴６０辐射、等离子体处理等。分子育种包
括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和遗传修饰育种。欧李未来的

定向选育将紧密结合现代技术，如欧李种子已于

２０１７年搭乘天宫二号飞行器开启航天育种之路并开
启新品种选育。

５３　加强不同变异类型的筛选与评价研究

目前选育出品种的多为鲜食用途，如京欧

系［１８１９］、农大系［２０２１］、燕山系［２２］、蒙原系［２３］等品

种，仍偏酸涩，需加大口感好的鲜食品种选育。笔

者经多年研究，选育出的京欧系欧李品种［１８１９］，属

于果用型新品种系列。京欧系欧李品种果实都富含

原花青素、多酚、黄酮、维生素等功效成分［４，２４］，

为下一步产业开发奠定了基础。但除鲜食外，选育

出的其他用途类型品种很少，针对此，开展仁用型、

观赏型、生态型等其他类型的欧李新品种选育势在

必行。

５４　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和良种申报及审定工作

植物新品种保护少，不注重知识产权保护，也

是目前欧李新品种选育中存在的问题。植物新品种

保护主要是审查申报新品种的选育过程、特异性、

一致性和稳定性等，对符合规定条件的新品种授予

植物新品种权，植物新品种权同著作权、专利、商

标一样，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种形式。良种是指在

一定区域内，其产量、品质、抗性等方面优于当前

主栽品种，良种要经过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或者认

定。一般情况，首先要获得植物新品种权，经过实

践证明有应用前景的前提下，再申请良种审定，对

于审定的良种才能在适宜地区推广应用。京欧系列

目前已获批 “京欧１号”“京欧２号”植物新品种
和林木良种证书，未来还将有更多京欧系列新品种

进行申报，这也为欧李产业的推广和开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结合以上建议策略开展欧李多用途定向选育，

可进一步为欧李产业深度开发提供充分理论支撑和

实践支持，也可为其他多用途水果或药材育种提供

参考。

·１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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