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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覆盆子引种试验初报

胡超宗 金爱武 田荆祥 翁益明

�浙江林学院
，
临安 ������� �遂昌县王村 口朴业站�

摘 要 本文报道德国夜盆于在引种地浙江的 当年生新梢生长
、
�年生茎的发育

、

枝叶生长动态
、

开花结果和根 系生长规律
。

作者认为
，
引种栽培地宜选择土层深厚

、

肥沃
、

疏松的向阳地
，
在植才未各生长发育期应加强 水肥管理

。

栽培的关健在于防止

炎热干燥和积水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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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钩子������ ���
�

�
，
又称覆盆子

，
其果实作为新兴的第 �代水果遍及世界上许多国家

，

在波兰
、

苏格兰
、

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均已开始大规模的经济栽培
。

近年来
，
国际市场对悬钩子

果实的需求量日增
。
����年原西德厂商为了寻求覆盆子果酱和果汁

，
曾与浙江省粮油食品进

出口公司洽谈有关引种德国覆盆子������ �������事宜
，
因而引起了浙江省若干 家罐头食品

厂的兴趣
。

由新安江罐头厂承担此项工作
，
对覆盆子的生长习性和引种的生态条件进行了初步

分析
。
����年春

，
该厂商提供了德国覆盆子苗�� 。余株

，
据文字资料记载有鲜 食 和 加 工各 �

种
，
经消毒处理后从原西德空运至上海虹桥机场

，
后直接运至淳安

。

鲜食品种植于排岭镇附

近的郎踏岭
，
加工品种植于唐村附近

，
分别由两农户培育管理

。

引种后各有关部门领 导都曾

前往察看
，
十分重视

。

当地农民认为是发家至富之物
，
于是纷纷偷掘植于家舍 庭 院

，
加之管

理不善
，
所存无几

。
鲜食种在郎踏岭农户菜园中找到 �株

，
生长均不良

，
曾结果

，
因缺乏技术

和管理不善
，
濒临灭绝

。
����年冬经浙江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协调

，
由新安江罐头厂移交

本课题组继续试种
，
在此基础上进行试验至今

。

� 德国覆盆子生长发育规律

可食品种移植于余杭长乐林场苗圃地
。

试验地土壤为黄红壤
，
质地粘性较强

，
土层深厚

，

呈微酸性� 年平均气温为��
�

�℃左右
，
年降水量����

�

���力。 ，
无霜期��� �左右

。

作者对可食品种进行了生物学特性的观察�
’
��

�
�

� 芽的物候期

德国覆盆子在 �月下旬开始萌动
，
长短枝芽的形状各异

。

长枝的芽小而尖， 短枝的芽肥

大而饱满
。
�月初萌发新梢

，
而后进入展叶期

。

在叶丛形成的同时
，
花蕾也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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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生枝的生长习性和新梢枝

、

叶生长动态

德国覆盆子为灌木
。

茎具蔓生性
，
高达�

�

��
，
茎上有稀皮刺

。

叶为奇数羽状复叶
，
小叶

�一 �片
，
卵状

，
少许第 �片叶有浅 �裂

，
背有绒毛

，
叶缘具重锯齿

，
叶先端急尖

，
叶柄上

有少量皮刺
。

地上部枝条 �年生
，
经开花结实后其基部渐枯萎死亡

。

地下部多年生
，
每年春

季由根部萌发新枝
，
当年不开花结果

，
冬季落叶休眠

，
为翌年结果枝

。
�年生茎干抽发新梢

生长情况见表 �
。

表 � � 年 生 新 梢 生 长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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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可见
，
其伸长生长曲线为�形

。
�月�� 日至 �月��日为伸长生长高峰期

，
在此之

前生长缓慢
，
�月��日后生长趋于停止

。

在新梢伸长生长的同时
，
在其枝条上萌发 �次枝

。

伸长生长年生长量为��
�

�� ��
，
日均生长量为�

�

�� ��
，

最大年生长量为��
�

����
。

�年生新梢基部粗生长
， �月 � 日之前为生长缓慢期

，
�月 ���� 日粗生长迅速加快

，

出现生长高峰期
，
此后生长趋于缓慢

，
至 �月中旬生长几乎停止

。

整个生长过程中高峰 期非

常旺盛
，
其年生长量为�

�

�� 刃���， 日均生长量为�
�

�� ��刀�， 年最大生长量达��
。

��幻以们以
。

相对

于伸长生长来说
，
加粗生长的时间较短

，
停止时间也稍早

。

�年生枝条新梢第 �芽第 �片叶
，
从 �月�� 日开始展开

，
其生长规律见表 �

。
由表 �可

知
，
叶面积生长曲线为�型

，
整个生长过程为一个高峰

。
�月�� 日开始展叶

，
�月��日至 �

月 ��日为生长高峰期
， �月 �� 日开始生长变缓慢

， �月��日生长趋于停止
。

其年生长量为

�
�

����
�，
日均生长量为�

�

����
，，
年最大生长量为��

�

����
�。

表 � �年生枝梢叶面积生长

����� � ��� ���� ���� ��������� ������������� �� ������

时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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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叶柄在 �月��日出现�表��
，
�月����� 日为生长高峰

，
�月�� 日后生长趋于缓慢

，
至 �

月��日生长基本结束
。

其年生长量为�
�

�� ��
，
日均生长量 为 。 �

�� ��
，
年 最 大 生 长 量 为

�
�

�� ��
。

和叶片生长相比
，
叶柄生长提前几天

，
生长旺盛期略短

。

�
�

� �年生茎的生长习性及枝叶生长

从 �月�� 日开始
，
侧根部抽发新梢

。
�年生新梢生长动态见表 �

。

从表 �可知
，
高生长

过程中有一个速生期
，
从 �月 �日至 �月�� 日

，
但生长势很弱

，

而此前后都是生长缓慢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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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生技梢叶柄生长
����� � ��� ��������� ������ �������互������� ������

日期�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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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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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生塞的离
、

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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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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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生长趋于停止
，
整个生长期比 �年生新梢生长长 ��

。

其年生长量为��
�

����
，
日

均生长量为�
�

����
，
最大年生

一

长量为��
�

�� ��
。
�年生茎高生长速生 期比径生长时间长

，
且

比径生长停止晚
。

新梢萌发后于 �月 �日展第 �片叶子
，
其生长动态见表 �

。

可见
，
在整个生长期内

，
叶

面积增长较平稳
，
�月 ����日生长较为旺盛

，
但不十分明显

，

至 �月 �日生长趋于停止
。

其年生长量为��
�

�� ��
�，
日均生长量为。 �

�� ��
，，
年最大生长量��

�

�� ��气

表 � �年生新梢叶面积和叶柄生长
����� � �������� ��� ��������� ����������� ����������������

日期�月
一
日

项 目

一
��

一
�� ��

一
�� ��一�� ��

一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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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 ��一�� ��

一
��

叶面积���
’

叶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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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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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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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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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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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片叶子展开前叶柄已于 �月��日开始生长
，
至 �月 ���� 日生长较缓慢

，
�月���

�� 日生长旺盛
，
随后于 �月��日生长转向缓慢

，
于 �月 �日停止生长

。

叶柄的最大年生长量

为�
�

�� ��
，
而年生长量为�

�

�� ��
，
日均生长量为�

�

�� ��
。

与叶面积生长相比较
，
叶柄速生

生长期稍短
。

卜� 开花结果习性
�月��日出现花蕾

，
�月��日开花

，
�月��日为盛花期

， �月 �日出现幼果
，
花单生于

侧枝顶端和叶腋
，
�月�� 日果实开始转黄

， �月��日果实成熟变红
，
果实形状柱形

。

最大单果

重�
�

�� �
，
平均单果重�

�

�� � � 果径平均纵径�����
，
横径�

�

���
。

果 实 为 聚花果
，

成熟

时花托与 �年生茎随后就落叶枯萎
。

�
�

� 枝叶生长与方向
、

部位的关系

由表 �可知
，

德国覆盆子南向和北向的生长是相互交错的
，
没有明显差异

，

但与生长部

位有关
。

低位枝总比高位枝抽发得早
，
约提前 ��左右

。

枝条伸长生长和叶面积生长
，
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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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高位快
，
年生长量也大些

，
这和低位水分营养的吸收有关

。

�
。
� 根系生长的特点

德国覆盆子根系黄褐色
。

侧根发达向四周延伸
，
平均直径�

�

�� ��
，
远 端尖削趋势不明

显
。

须根不发达
，
仅在植株周围分布

，
上有不定芽

，
能萌生

。

根系垂直分布一 般 小 于 �
�

��

表 � 枝叶生长与方向和部位的关系值

����� � ������ ��� ��������������� �� �������� �� ��������� ��� ���������

日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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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枝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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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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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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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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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位

叶面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

枝 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叶面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少 量 大 于 。 �

���
，

集中分布在�
�

��� 。 �

���表土层内
。

根系伸展最大密度一般在以灌

丛基部为中心的。 �

����
�

���半径范围内
，
最大可达�

�

���
。

� 德国覆盆子与掌叶覆盆子主要性状的比较

以本项研究的资料与文献 〔 � ，
�〕的资料作对比

，

表明德国覆盆子较引种栽培的掌叶覆

盆子������ �����行�在栽培性状和主要经济性状上有较大差异
。

德国 覆盆子枝叶生长的物候

比掌叶覆盆子要早 � �左右
。

各主要经济性状与掌叶覆盆子的比较见表 �
。

表 ， 德国扭盆子与掌叶祖盆子主要性状
����� � ���孙

����� ������ ���������� ������� �“ ��� ‘����� ��� ����� �凡‘” 夕��

种 类 单果重�� 果径��� 果长��� 果长�果径 风 味 果 色

掌 叶 筱 盆 子

西 德 筱 盆 子

�
�

��

�
�

��

�
�

��

�
�

�

甜中带酸

酸中带甜

结果表明
，
掌叶覆盆子果实要较引进的覆盆子小

，

但平均单果重与之相近
。

比较果实的

含糖量
、

无机元素含量和氨基酸含量�’ �
，
则掌叶覆盆子较德国覆盆子存在籽多

、

产量不高
、

枝具明显皮刺和人工栽植困难等不足
。

因此加强德国覆盆子引种
，
对掌叶覆盆子进行良种选

育
，
杂交育种

，
以提高果实品质和产量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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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结论

经过 � � 的引种栽培
，
从����年的��株鲜食种现已扩繁至��余株

，
生长良好

，
加工种则

已灭绝
，
下一阶段计划对鲜食种加强扩繁

，
扩大苗木数量

。

德国覆盆子适应性较强
，
容易引种栽培成功

，
但该植物对炎热干燥及积水很敏感

，
所以

在栽培时应选择土层深厚肥沃的壤土和向阳处
，
并加强水肥管理和土壤管理

。

其繁育通过横

走的根萌生新梢实现
，
在种植当年和翌年应在其根系周围施肥

、

松土
，
以利于根系扩展

，
增

大地上部植株间距
，

�

有利萌发新梢和成丛
。

德国覆盆子每年抽发新梢
，
翌年果后自然枯萎死亡

，
其当年生新梢生长好坏

，
直接关系

次年的产量
。

因此
，
要加强植株各生长阶段的培育管理

，
促使 �年生枝条生长和枝丛增多

，

在高生长到一定高度时去顶短截
，
以促进 �次分枝和 �次分枝抽发

，
促进树冠张开

，
结果枝

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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