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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漾濞泡核桃研究进展
*

胡青, 肖良俊, 杨嫱, 赵敏
(云南省林业科学院, 云南摇 昆明 650201)

摘要: 漾濞泡核桃是我国西南地区主栽核桃良种, 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云南省脱贫

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本文就漾濞泡核桃的杂交育种、 栽培管理技术、 有害生物防治及产品

加工利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同时提出未来漾濞泡核桃研究的 3 个主要方向, 即实现漾濞泡核桃的全

株利用, 加强核桃优良品种的培育和推广, 深入探讨其油脂合成的分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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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Juglans sigillata cv郾 ‘Yangbidapao爷

HU Qing, XIAO Liang鄄jun, YANG Qiang, ZHAO Min
(Yunnan Academy of Forestry, Kunming Yunnan 650201, P郾 R郾 China)

Abstract: Juglans sigillata cv郾 ‘Yangbidapao爷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tree species with high eco鄄
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therefore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relevant studies on Juglans sigillata cv郾 ‘ Yang鄄
bidapao爷is meaningful for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in Yunnan. This review covers studies on germplasm re鄄
sources,seedling cultivation technique,harmful organism control,product processing and industrial utilization. The
research directions on Juglans sigillata cv郾 ‘Yangbidapao爷for future were proposed in the final part,which includes
whole plant utilization,cultivation and promotion of high鄄quality varieties,and molecular mechanism of fat synthesis.
Key words: Juglans sigillata cv郾 ‘ Yangbidapao爷; germplasm resources; modern breeding techniques; whole
plant utilization; fat synthesis

核桃与扁桃、 腰果、 榛子并称为世界著名的

“四大干果冶。 隶属于胡桃科 ( Juglandaceae), 分

布主要集中在中亚、 西亚、 南亚、 美洲和欧洲[1]。
中国是世界核桃第一大生产国, 主要核桃产区为云

南、 山西、 陕西、 新疆和河北等省区, 在我国 21毅
-44毅N, 75毅-124毅S 的广大范围内均有栽培[2]。 核

桃全世界约有 20 个种, 我国有 12 个种, 分布最广

的为核桃 (J郾 regi) 和深纹核桃 (J郾 sigillata) [2-3]。
漾濞泡核桃 ( J郾 sigillata cv郾 ‘ Yangbidapao爷)

作为深纹核桃品种之一, 又称云南核桃、 茶核桃,
是云南省早期无性优良品种, 已有 500 多年的栽培

历史, 垂直分布范围在海拔 1 470 -2 450m。 漾濞

泡核桃该品种长寿高产, 品质优良, 是果油兼优的

优良品种, 也是云南省多年来大力发展推广的优良

品种之一, 果实销售海内外。 该品种在云南省的种

植面积为 33郾 33伊104hm2, 产量为 2伊104 t[2], 其特

点为果大, 壳薄, 形好, 仁香, 取仁容易。 研究表

明, 漾濞泡核桃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食用价

值[4]。 漾濞泡核桃脂肪含量 90% 以上由油酸、 亚

油酸、 亚麻酸和花生四烯酸等不饱和脂肪酸组成,
其可保持细胞膜的相对流动性, 使胆固醇酯化, 降

低人体中的胆固醇和血液粘稠度。 同时, 漾濞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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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包括 18 种氨基酸, 能消除疲劳改善亚健康状态,
提高免疫力[5-11]。 此外, 漾濞泡核桃核桃壳提取物

还具有抗癌活性[5], 具有极高的医用价值。 可见,
加快漾濞泡核桃产业发展, 对解决我国木本油料植

物发展、 促进农民收入增收、 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对漾濞泡核桃的杂交育种、 生

理生化研究、 遗传基础研究、 林地选择及整地、 育

苗技术研究、 有害生物研究、 主要产品及其加工利

用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以期为开发利用漾濞泡核桃

指明未来研究方向。

1摇 漾濞泡核桃的基础研究

1郾 1摇 杂交育种

漾濞泡核桃品种优良, 本文综述以漾濞泡核桃

为亲本分别与新疆核桃云林 A7 号和娘青核桃杂交

选育出的 5 个杂交核桃新品种, 包括云新高原、 云

新云林、 漾杂 1 号、 漾杂 2 号和漾杂 3 号, 其杂交

选育形式、 结实类型及经济性状见表 1。
云新高原和云新云林 (2004 年通过云南省林

木良种委员会审定) 为漾濞泡核桃与云林 A7 号的

杂交品种, 云新高原和云新云林现已在云南省昆

明、 漾濞、 安宁、 永平、 永胜等 20 多个县市 9 个

地州试验示范栽植, 并引种到四川、 贵州、 湖南、
湖北、 广西等省试植。 2 品种在滇西、 滇中、 滇

东、 滇东北及滇西北海拔 1 600-2 400m 的地区栽

培, 其中云新高原是目前云南省理想的鲜食及鲜仁

加工品种[2,12]。 目前, 赵廷松等[13] 对 5 个核桃早

实杂交品种 (云新高原、 云新云林、 云新 301、 云

新 303、 云新 306) 在云南省的鲁甸县进行了区域

性试验, 云新高原品种在该试验点综合性状表现最

好, 说明其在鲁甸县试验点适应性好; 而云新云林

品种在云南省永胜县试验点适应性强, 综合性状较

好[14-15]。
漾杂 1 号、 漾杂 2 号和漾杂 3 号 (2011 年通

过云南省林木良种委员会审定) 为漾濞泡核桃和

大理当地娘青夹绵核桃杂交选育而成, 在云南漾

濞、 云龙、 祥云及重庆市开县等地种植, 都属于晚

实类型。 3 个新品种丰产, 坚果品质优良, 种实中

等[2,12]。

表 1摇 漾濞泡核桃不同品种概况

Tab郾 1摇 Brief introduction of different varieties of Juglans sigillata cv郾 ‘Yangbidapao爷

植物名称 选育形式 结实类型 经济性状 参考文献

云新高原
漾濞泡核桃与云林
A7 号杂交

早实
三径均值 3郾 57cm,种壳刻纹浅,壳厚<0郾 88mm,饱
满,易取仁,仁色黄白,平均出仁率 58郾 08% ,平均仁
含油率 67郾 52%

习学良等, 2007; 赵
廷松等,2007

云新云林
云林 A7 号与漾濞泡
核桃杂交

早实
三径均值 3郾 21cm,扁圆形,壳厚平均 0郾 95mm,平均
出仁率 50郾 0% -58郾 0% ,平均仁含油率 65郾 0%以上

赵廷松和陈晓,2008

漾杂 1 号
漾濞泡核桃与娘青
夹绵核桃杂交

晚实
三径均值 3郾 47cm,扁圆形,壳厚平均 1郾 15mm,平均
出仁率 50郾 0% -54郾 60% ,平均仁含油率 70郾 50% -
72郾 20%

张志华和裴东,2018

漾杂 2 号
漾濞泡核桃与娘青
夹绵核桃杂交

晚实
三径均值 3郾 50cm,单果均重 12郾 20g,平均出仁率
50郾 0% -56郾 60% ,脂肪含量为 69郾 40% -69郾 70% 张志华和裴东,2018

漾杂 3 号
漾濞泡核桃与娘青
夹绵核桃杂交

晚实
三径均值 3郾 60cm,扁圆形,单果均重 12郾 79g,平均出
仁率 50郾 0% -54郾 0%,脂肪含量为 67郾 90% -69郾 60% 张志华和裴东,2018

1郾 2摇 生理生化研究

漾濞泡核桃植物生理生化研究主要体现在核桃

授粉生理、 抗寒性和抗旱性 3 个方面。 研究表明,
花粉活力和柱头可授性是影响核桃授粉的主要因

子。 李仙兰[16] 对漾濞泡核桃授粉品种进行试验,
发现核桃自花授粉亲和性好, 异花授粉能使漾濞泡

核桃坐果率、 果实保存率、 核桃产量显著增加。 范

志远等[3]对漾濞泡核桃适应授粉品种试验, 发现

漾濞泡核桃为雄先型品种, 雌花盛花期晚, 雄花盛

花期 10d 左右, 漾濞泡核桃单性结实力较弱, 小核

桃为漾濞泡核桃的最佳授粉品种。 胡青等[17] 对漾

濞泡核桃的花粉活力和柱头可授性特点进行研究,
研究表明漾濞泡核桃花粉活力随着保存时间的增长

而降低; 温度 4益是保存花粉活力的最佳温度; 漾

濞泡核桃柱头在翻卷期无可授性, 在 V 字期能保

持一定的可授性, 在八字期有较强的可授性。
马婷等[18] 对漾濞泡核桃、 铁核桃、 云新高原

和云新 306 等 7 个核桃品种进行了抗寒性试验, 研

究表明漾濞泡核桃隶属抗寒性综合评价函数值最

小, 抗寒性最弱。 许多研究表明, 叶片厚度、 海绵

241 西摇 部摇 林摇 业摇 科摇 学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9 年摇



组织厚度、 CTR 和 SR 与植物抗寒性存在显著关

系。 马婷等[19-20] 还对云南栽培核桃品种的植物叶

片解剖结构进行对比, 以此来对植物抗寒性进行综

合评估, 发现漾濞泡核桃抗寒性较差。 陈永坤

等[21]运用 PEG-6000 人工模拟干旱胁迫漾濞泡核

桃苗, 对不同干旱胁迫条件下核桃幼苗的生理生化

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核桃幼苗的可溶性总糖、 可溶

性蛋白、 丙二醛和脯氨酸等物质随着核桃水分含量

下降而明显升高。 目前, 漾濞泡核桃的生理生化方

面缺乏系统性和多样性的研究, 还有待进一步研

究。
1郾 3摇 分子标记和基因工程技术在辅助育种中的研究

分子标记和基因工程技术在核桃辅助育种和优

良品种改良应用中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手段, 也越

来越得到育种专家的青睐。 DNA 分子标记技术能

反映生物个体或种群间基因组中某种差异的特异性

DNA 片段, 是 DNA 水平遗传多样性的直接反映。
分子标记在核桃育种主要从 SSR 标记、 ISSR 标记、
AFLP 标记和 MSAP 标记角度进行研究。 目前, 漾

濞泡核桃采用 SSR 标记、 ISSR 标记和 AFLP 标记

体系对其进行分析研究。 陈少瑜等[22] 在漾濞泡核

桃转录组数据的基础上开展 SSR 标记开发, 确定

了 11 对扩增结果高的 SSR 引物应用于漾濞泡核桃

等 15 个核桃品种, 从分子水平直接揭示其多态性

信息量 PIC 平均为 0郾 302 3, 基于遗传相似性系数

聚类分析, 漾濞泡核桃在相似性系数为 0郾 33 处聚

为 3 组中的域组。 马庆国[23] 采用 SSR 反应体系对

33 个核桃及漾濞泡核桃品种进行分析, 共检测到

117 个等位基因, 多态位点百分率达到 100% , 平

均观察杂合度与期望杂合度分别为 0郾 397 7 和

0郾 615 2, 研究表明大部分川核系列品种与漾濞泡

核桃品种聚在一起, 显示其亲缘关系较为密切。 韩

欢等[24]采用 EST鄄SSR 分子标记体系对 13 个核桃品

种进行种质结构分析, 发现漾濞泡核桃与北方核桃

从遗传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 陈少瑜等[25-26] 建立

了漾濞泡核桃的 ISSR鄄PCR 反应体系, 模板 DNA 最

佳浓度为 20滋L, Taq 聚合酶浓度为 0郾 6mmol / L, 引

物浓度为 0郾 5mmol / L, dNTPs 浓度为 0郾 2mmol / L,
Mg2+浓度为 0郾 225mmol / L, 该体系的建立在采用

ISSR 分子体系对漾濞泡核桃进行种质资源研究奠

定了基础。 宁德鲁等[27] 运用 FISH鄄AFLP 分子标记

技术对漾濞泡核桃等 17 个无性系核桃品种进行了

基因组 DNA 分子水平上分析, 共获得 942 条多态

性条带, 多态性带百分率达 95郾 44% , 17 份核桃样

品的遗传相似系数范围为 0郾 606 9-0郾 796 4, 平均

为 0郾 734 9。 马庆国等[28] 运用荧光 AFLP 体系对中

国漾濞泡核桃等 136 个核桃品种进行了遗传多样性

分析, 构建了 136 个品种的荧光 AFLP 指纹图谱,
136 个品种中 75 个品种有 314 条特有带, 1 个品种

为 1 条特无带, 通过特征带可以迅速地将相应品种

鉴别出来, 同时基于 DICE 遗传相似系数构建了

136 个核桃品种聚类图, 从分子水平上分析了它们

的遗传多样性和亲缘关系, 为核桃品种的鉴定、 亲

本选配提供了理论基础。
核桃种特异基因的开发在核桃育种中占有重要

地位, 基因工程技术在核桃优良特性品种培育中起

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目前已得到育种专家的极大关

注。 王毅等[29] 采用 RT鄄PCR 技术从漾濞泡核桃中

成功克隆 1 个典型的受冷害诱导的肌醇半乳糖苷合

成酶基因鄄JsGS1 基因 (KX657831), 为运用基因工

程手段培育抗寒新品种提供理论依据。 张南南

等[30] 运用 cDNA 末端技术, 克隆得到漾濞泡核桃

中 1 个新的 WRKY 基因全长 cDNA 序列鄄JsWRKY1
(KJ170895), 该编码与大豆中的 WRKY 相似性较

高, 属于域c 类 WRKY; Qrt鄄PCR 分析表明, 茉莉

酸、 水杨酸等信号分子可不同程度诱导漾濞泡核桃

叶片中 JsWRKY1 的表达。 韩青[31]和何华等[32]对漾

濞泡核桃受胶孢炭疽菌侵染前后转录组测序产生的

差异表达基因, 根据编码 PRP 的 EST 序列, 采用

cDNA 末端技术从漾濞泡核桃品种克隆获得 1 个新

的 PRP 基因 JsPRP1, 其表达受外源信号分子处理

和胶孢炭疽菌的诱导, 所编码的蛋白具有抗真菌活

性, JsPRP1 可用于基因工程技术提高植物的抗逆

能力。
总之, 分子标记和基因工程技术在漾濞泡核桃

优良品种的辅助育种和遗传改良应用已经成为一种

重要手段, 但漾濞泡核桃基因工程技术还停留在上

游技术手段, 转基因漾濞泡核桃植株的后期观察和

功能验证是研究人员需要面临的问题, 如何确保基

因在后代的遗传稳定性和其环境适应性问题都需亟

待解决。

2摇 栽培管理技术研究

栽培技术是否科学关系着漾濞泡核桃品质的好

坏和产量的高低, 为许多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经过

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漾濞泡核桃栽培技术已在生产

中成熟。 漾濞泡核桃栽培需依海拔、 气候、 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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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地形地势、 土壤状况等条件规划种植[33]。
2郾 1摇 林地选择及整地

范志远等[34- 35]对核桃配套栽培技术进行研究,
对立地环境选择和定植穴大小及肥料如何施用进行

了说明。 谭宏超等[36] 对漾濞泡核桃的林地选择

(立地条件和土壤条件等)、 如何整地及其如何建

苗床等进行了系统阐述。
2郾 2摇 育苗技术研究

杨紫江等[37] 对漾濞泡核桃的育苗质量与栽植

密度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该研究设计了多种核桃栽

植密度试验, 发现在核桃嫁接育苗时玉级苗的出圃

率与株距大小呈正相关关系, 最适宜核桃栽植的株

行距为 20cm伊20cm。 马洪军[38] 以青皮核桃、 去皮

核桃和干核桃为原材料, 设计了多种育苗对比试

验, 发现直播法最适宜青皮核桃、 浸种法最适宜干

核桃。 赵林昌[39]对核桃常规育苗方法进行了改进,
用环剥包土法和压条繁育法进行核桃育苗, 环剥包

土法育成的苗木移栽成活率高; 压条繁苗法操作简

易, 适用于小规模育苗和苗木栽培。 石松玉[40] 采

用嫁接方法进行核桃苗木培育, 嫁接培育的核桃苗

比实生苗种植的核桃树早结果 5-7 年, 品种更优

良, 产量更高。 赵廷松[41]对 20 年来云南核桃繁育

技术进行了总结, 在核桃嫁接培育中提出采用露地

芽苗砧接法、 移苗砧嫁接法和蓄热保湿嫁接法进行

核桃嫁接。
2郾 3摇 有害生物研究

漾濞泡核桃有害生物是严重影响漾濞泡核桃产

量的重要因子, 危害漾濞泡核桃的有害生物包括有

害虫、 细菌真菌性及病毒性等病原微生物、 有害植

物和有害动物 4 类[42]。 有害生物防治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病虫害和病原微生物的防治方法及技术措

施。
危害漾濞泡核桃的主要病虫害和病原微生物种

类多种多样。 及时防控病虫害和病原微生物是促进

漾濞泡核桃健康生长发育并获得优质果实丰收的重

要保证。 冯丹等[42] 在云南省主要漾濞泡核桃种植

区, 调查了云南省核桃的有害生物种类及危害情

况, 编排了有害生物名录, 为云南省核桃的有害生

物防控提供了理论依据。 陈丽华等[43] 在病害高发

地区云南省楚雄州选取漾濞泡核桃病害标本, 旨在

确定漾濞泡核桃干腐病及病原, 首次发现氟啶胺对

漾濞泡核桃干腐病菌有非常强的遏制作用, 但具体

的生产实践还需进一步田间试验。 杨晓燕等[44]

2009-2010 年从漾濞县的 500 份漾濞泡核桃根际土

样中分离出 18 种捕食线虫真菌; 根际线虫病可使

用 1郾 8%阿维菌素乳油 2 000-3 000 倍液进行灌药

治疗, 将病树主要根区渗透为止[12]。 朱晓琴等[45]

对漾濞泡核桃的病枝和病叶进行病原菌分离, 培养

出 17 个病原菌株, 发现甲基托布津对拟盘多毛孢

属的真菌有强的遏制作用, 参加实验的甲基托布

津、 农用链霉素、 茂生和金雷 4 种药剂稀释到 400
倍液遏制病原菌效果较好, 但在实际生产中考虑到

经济和安全等综合因素, 建议采用 600-1 000 倍稀

释液, 抑菌效果也不错。
漾濞泡核桃的有害生物的防控须采取综合管理

措施。 核桃树栽植时选用健康、 无病害的苗木栽

培[33], 多施用有机肥等肥料降低土壤污染和防止

土壤肥力下降[34]; 定期清理林中病枝、 病叶和病

皮, 并进行清理烧毁, 防止病害树传染给无病害树

种; 采用杀虫灯等把害虫杀死; 多利用鸟类、 瓢

虫、 螳螂等天敌对病虫害进行控制, 降低化学农药

的副作用和依赖[46]。
现阶段, 漾濞泡核桃有害生物的防治虽取得一

定成效, 但存在有害生物扩散态势仍未根本扭转等

问题, 还需对其进行具体化研究。 对漾濞泡核桃有

害生物的防治要以农业综合防控为基础, 从核桃园

整个生态系统出发, 根据有害生物的发生发展规

律, 优化综合治理措施, 以达到经济、 安全、 有效

地控制有害生物发生[12]。

3摇 主要产品及其加工利用研究

随着人们对核桃营养、 保健、 医疗、 生态功能

的逐步认识, 核桃产业的开发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

重视, 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对漾濞泡核桃产品

加工的研究报道比较少, 漾濞泡核桃的主产品除了

核桃仁外还有青皮、 核桃壳、 内种皮和分心木等。
漾濞泡核桃加工存在生产设备落后, 加工品种单一

等问题。 胡译丹等[47] 对烟熏果、 煤熏果、 水洗果

和无烟果 4 种不同烘干方式下的漾濞泡核桃仁品质

进行了评价, 4 种方式下核桃仁的脂肪含量为烟熏

果>煤熏果>水洗果>无烟果; 核桃仁的重金属含量

都低于食品卫生标准限量水平。
漾濞泡核桃的青皮大多数是丢弃, 任其腐烂和

发酵, 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和威胁, 当

前对漾濞泡核桃青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化学成分研

究方面。 李冬梅等[48] 对漾濞泡核桃的青皮进行了

化学成分分析, 分离出 11 个化合物, 芥子酸和顺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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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10 鄄二十碳烯酸首次从漾濞泡核桃青皮中分离得

到。 同时, 李冬梅等[49] 对青皮乙酸乙酯部位分离

得到新化合物二氢枫杨素, 首次分离得到枫杨素等

4 种化合物。 李寅珊等[50] 对漾濞泡核桃青皮中的

脂溶性成分进行了 GC鄄MS 分析, 含量较高的有 茁鄄
谷甾醇、 棕榈酸和亚油酸, 茁鄄谷甾醇和亚油酸均具

有抗氧化、 降血脂和抗癌等药理活性[51-52], 棕榈

酸在制药、 食品和化工等多个行业可应用[53]。
漾濞泡核桃果壳可用在制造活性炭等化工方

面[54], 也可用于治疗白内障、 肺癌和肝癌[55] 等医

药方面及抗氧化剂[55] 等轻工业方面。 李寅珊等[50]

对漾濞泡核桃壳提取了挥发性成分, 挥发性成分中

主要成分为脂肪酸和脂肪烃类物质, 其中包括棕榈

酸、 蒽、 亚油酸、 二苯并呋喃和二十七烷等。 漾濞

泡核桃的分心木是果核内木质隔膜, 具有良好的清

热解毒、 补益脾胃、 暑热泻痢等药理作用[56-58]。
耿树香等[59]对云南不同产地、 海拔的漾濞泡核桃

的分心木进行了功能成分粗蛋白、 粗脂肪、 黄酮和

氨基酸含量测定, 测定发现海拔 2 300m 的分心木

的功能性成分最佳, 海拔 1 734m 的分心木的功能

性成分最差。 核桃产品加工中会产生大量的内种

皮, 内种皮作为废弃物丢弃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目前对漾濞泡核桃的内种皮研究有张春梅等[4] 对

漾濞泡核桃等 3 种核桃内种皮的总黄酮和总多酚含

量进行了测定, 发现漾濞泡核桃内种皮的多酚含量

高达 57郾 58% , 具有很高的产品开发价值。 然而,
当前核桃加工产业发展较慢, 明显落后于核桃种植

产业, 核桃加工品种少 (现阶段核桃加工品种主

要有核桃粉、 核桃油、 核桃仁、 核桃乳和琥珀核桃

仁等), 规模小, 且大都缺乏品牌效应, 核桃的深

加工技术, 特别是核桃保健食品的加工技术有待开

发。

4摇 建议与展望

漾濞泡核桃是云南乃至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核

桃优良品种之一,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经济效

益。 漾濞泡核桃的生物及生态学特性、 杂交育种、
栽培管理技术、 有害生物防治和产品加工开发等方

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应用在漾濞泡核桃的栽培管理和

产品加工中, 目前已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 根据目前我国及世界核桃科学研究及产业发展

状况, 漾濞泡核桃主要研究方向是: (1) 对漾濞

泡核桃的种质资源进一步保护和开发, 实现漾濞泡

核桃植物的全株利用; (2) 加速漾濞泡核桃或是

同种核桃优良品种的培植和推广, 最终获得最佳和

最大化经济效益; (3) 漾濞泡核桃的油脂中含有

特有的营养价值及丰富的生物活性物质, 深入探讨

其油脂合成的分子机制, 争取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充

分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
4郾 1摇 核桃的全株利用

建议加强科研单位与企业产学研合作, 加大核

桃的精深加工产品的研发力度, 提高产品附加值,
从而保证核桃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核桃全身都是

宝。 例如, 核桃的茎枝、 核桃仁、 核桃壳、 内种皮

和分心木等不同部位不仅具有很高的工业和药用价

值, 而且具有多种保健功效。 其中, 核桃仁、 内种

皮和分心木 3 个部位中含有结构多样的天然产物,
具有独特、 显著的生物活性。 通过明确核桃不同部

位的生物活性成分类型, 最大限度的充分利用资

源, 在此基础上综合开发, 生产出适应消费者需求

的产品。 增强综合深加工开发, 促使资源利用率得

到提高。 让核桃的不同生物活性功能物尽其用, 研

发出亚麻酸与亚油酸黄金比例, 饱和脂肪酸、 单不

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理想模式比例的营养

保健食用油, 充分挖掘核桃的营养保健价值。 核桃

饼粕是核桃仁榨油的副产品, 核桃饼粕的干物质、
粗脂肪、 蛋白质和粗纤维含量丰富, 是后续生产高

品质多功能产品的主要原料。
4郾 2摇 核桃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核桃产业现代育种需要依靠丰富的种质资源,
从而选育出性状表现优良的核桃品种。 当前, 由于

我国地理气候条件复杂多变, 我国核桃种质资源非

常丰富, 记载的核桃优良品种有上百个, 优良无性

系、 优良单株、 特异种质资源更是多达几百种, 但

保存资源限于保存方法和维持费用的影响, 我国核

桃种质资源的保存工作方面还存在欠缺。 同时, 由

于人们的过度采挖, 野生资源破坏严重。 因此, 要

以保护为基础, 促进资源的人工培育, 在资源允许

的范围内加以科学合理的利用, 决不是以牺牲资源

和环境为代价的掠夺式利用。 另外, 在不同生态区

域开展核桃新品种区域试验, 培育及筛选适宜现行

气候环境条件栽培的核桃新品种, 并进行良种审

定, 进一步提高我国核桃生产能力。 最后, 由于木

本植物自然的繁育周期长, 需优化现有育种技术并

结合分子标记育种来进行核桃种质创新, 开展常规

育种和分子分子育种相结合, 缩短段育种周期, 培

育具有抗病虫、 抗逆、 广适、 优质等性状的高产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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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品种。 依据植物油的品质特性, 培育出含有更高

琢鄄亚麻酸含量的核桃品种, 为核桃保健食品研发提

供储备资源。
4郾 3摇 脂肪酸合成关键酶基因挖掘

核桃仁含油量和脂肪酸组分是核桃深加工开发

和育种中所关注的重要元素。 脂肪酸组分合成是一

个复杂的生理生化过程。 虽然现有的关键技术已经

成功克隆了植物脂肪酸合成相关的关键酶基因, 对

其关键酶基因的功能也进行了深入研究, 但其调控

机制还没有完全阐明。 核桃的核桃仁油脂合成会产

生高营养价值的油脂成分, 但对这些高营养油脂成

分特别是脂肪酸组分的合成和代谢方面的研究还缺

乏系统的研究。 因此, 系统地研究核桃仁油脂合成

过程中脂肪酸的生物合成与代谢方面问题, 运用基

因工程和分子生物学, 深入研究核桃植物脂肪酸合

成代谢机制, 找到脂肪酸组分的关键酶基因及转录

调控因子, 改良现代分子育种技术, 加快高产优质

核桃新品种选育, 促进核桃的消费和核桃产业健康

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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