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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梨新品种‘红日梨’ 
李俊才 1,*，王家珍 1，宣景宏 2，蔡忠民 1，刘  成 1，沙守峰 1，李宏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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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日梨’是由‘红茄梨’和‘苹果梨’杂交育成。果实扁圆形，平均单果质量 280 g；果

面红色；果肉白色，后熟后肉质细腻多汁，风味酸甜，香味较浓，石细胞少；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3.5%，

可滴定酸含量 0.38%，维生素 C 含量 0.0389 mg · g-1，品质好。在辽宁熊岳地区 9 月上旬果实成熟，是一

个红色、优质、中熟、丰产、抗病、抗寒的梨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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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Red Pear Cultivar‘Hongri’ 

LI Jun-cai1,*，WANG Jia-zhen1，XUAN Jing-hong2，CAI Zhong-min1，LIU Cheng1，SHA Shou-feng1，

and LI Hong-jun1 

（1Liaoning Province Institute of Pomology，Xiongyue，Liaoning 115009，China；2Liaoning Fruit Silkworm Administration，
Shenyang 110034，China） 

Abstract：‘Hongri’pear is bred by the cross‘Red Clapp’s’×‘Apple-pear’. Fruit is oblate with 

red skin，and single fruit weigh is 280 g. Flesh is white with juicy，sour-sweet，a little aroma，and less stone 

cell. The soluble solids content is 13.5%，titratable acid content is 0.38%，vitamin C is 0.0389 mg · g-1. 

Fruit quality is high. It ripens in early September in Xiongyue，Liaoning. It is a cultivar with high and early 

productive，high quality，resistance to diseases and to c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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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洋梨品种在欧美有较广泛的栽培，但其引入中国后枝干病害严重（张旭东 等，1999）。近

年国内育出的抗寒能力强的红色梨品种较少（冯月秀 等，1995；李秀根 等，1999；张茂君 等，2004；

魏闻东 等，2008，2009）。‘红日梨’（图 1）为‘红月梨’（李俊才 等，2011）的姊妹系（‘红

茄梨’×‘苹果梨’）。1993 年杂交，1994 年播种，得实生苗 230 株，1999 年确定初选优系 93-6-50，

2002 年进行高接和繁育苗木，2004 年在辽宁营口、鞍山、辽阳、沈阳、铁岭、锦州、绥中等地进行

区试，表现出比亲本‘红茄梨’更强的抗干腐病和抗寒能力，2014 年 3 月通过辽宁省非主要农作物

品种备案办公室备案并定名。 

品种特征特性 

幼树生长直立，树姿半开张。新梢年生长量 57.8 cm，节间长 3.60 cm，叶芽斜生，叶片卵圆形，

每花序花朵数为 8.7 朵。果实扁圆形，平均单果质量 280 g，幼果至成熟期果面一直呈红色，着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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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红梨新品种‘红日梨’ 

Fig. 1  A new red pear cultivar‘Hongri’ 

积超过 50%，不需套袋，底色黄绿，光滑，果

点小，果心小。果肉白色，后熟后肉质细腻多

汁，风味酸甜可口，香味较浓，石细胞少。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 13.5%，总酸含量 0.38%，维

生素 C 含量 0.0389 mg · g-1，品质上。萌芽率

高，成枝率弱，腋花芽较少。结果较早、丰产，

栽后第 3 年开始结果。以栽培密度 1 005

株 · hm-2 计算，3 ~ 9 年产量生分别达 134、562、

838、1 246、1 340、1 508 和 1 675 kg · hm-2。

中熟，在辽宁熊岳地区 4 月下旬开花，果实 9

月上成熟，10 月末落叶。常温贮藏期 15 d 左右。

‘红日梨’干腐病感病指数为 11，比亲本‘红

茄梨’低 32.5%，无明显病虫害；低温半致死温度为–38.4 ℃，较‘红茄梨’低 1.7 ℃。 

栽培技术要点 

适宜在辽宁海城以南地区栽培，栽植株距 2 ~ 3 m，行距 4 m，树形可采用纺锤形，定干高度为

80 cm 左右，每隔 20 cm 左右选留一个生长势接近、水平方向分布均匀的主枝，主枝角度保持 80°

左右，及时疏除枝头竞争枝及背上枝；冬剪时将中心头留 50 cm 左右进行短截，最终树高 3.5 m 左

右时落头。可选择‘红香酥’和‘红霄梨’等品种作授粉树；按枝果比 3︰1 的比例疏果，产量控制

在 3.0 kg · m2 左右。早秋每 100 kg 果施有机肥 150 kg，施梨树专用肥 5 kg，6 月下旬果实迅速膨大

期施尿素和硫酸钾各 1.1 kg 左右。花前或花后、果实膨大期及施肥后土壤较干燥时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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