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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昌野生猕猴桃种质资源保护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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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种子作为农业的“芯片”，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基石，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宜昌是世界猕猴桃原产地，通

过对宜昌野生猕猴桃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的重要性进行分析，指出扭转猕猴桃产业现状的关键在于深度挖掘自然界的野生杂交

资源，并介绍宜昌在落实“天然杂交带遗传渐渗”理念推进新品种选育方面所做的探索；同时结合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化

农业科技支撑”的精神，从野生猕猴桃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品种更新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解决猕猴桃产业发展

中的“瓶颈”问题，从而推动宜昌市猕猴桃产业与世界猕猴桃原产地之美誉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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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是世界公认的猕猴桃“老家”，蕴藏着丰

富的野生猕猴桃种质资源。2008 年 11 月 6 日在

新西兰举行的国际猕猴桃大会上，世界 19 个国家

200 多位专家一致认定：中国是猕猴桃的原生中心，

世界猕猴桃原产地在湖北宜昌 [1]。目前，占全球栽

培面积 80% 以上的猕猴桃品种海沃德及仍然广泛

栽培的布鲁诺和其他早期品种如阿利森等均选自

宜昌猕猴桃野生种子 [2]。尽管宜昌拥有得天独厚

的野生猕猴桃种质资源，但宜昌猕猴桃产业的发展

却与世界猕猴桃原产地之美誉严重不符，这主要是

由于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不足、品种更新滞后等原

因所致。因此，为解决宜昌猕猴桃产业发展之“瓶

颈”，开展野生猕猴桃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工作意义 
重大。

1　 开展野生猕猴桃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的重

要性
1.1　有利于保护宜昌野生猕猴桃种质资源的丰富

性与独特性　宜昌市位于湖北的中西部，境内含秭

归、兴山、远安、五峰、长阳、夷陵等 6 个山区县和宜

都、当阳 2 个山地平原相结合的县级市，包含江南武

陵山系余脉和江北神农架山系，生境复杂，均分布有

大量的野生猕猴桃物种、群落，蕴藏着丰富的野生猕

猴桃优异种质资源。世界驯化栽培猕猴桃的初始野

生种质资源就来自宜昌山地，猕猴桃育种、鲜果种植

销售与加工产业成为了支持新西兰近 100 年的支柱

产业。新西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新西兰植物与食品

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罗斯·弗格森谈到猕猴桃的历史

时曾公开表示：“宜昌是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一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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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兰女士于 1903 年将野生宜昌猕猴桃种子带回新

西兰，后来这些种子成为了新西兰猕猴桃产业的开

端；宜昌是一个非常适宜种植猕猴桃的地方，并且在

全球猕猴桃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宜昌非常适

合发展猕猴桃产业。”

野生猕猴桃除直接提供可食果品和食品加工

原料外，还是重要的砧木、授粉品种、园艺观赏和药

用植物来源，是遗传育种和生物技术研究的重要物

质基础，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世界猕

猴桃共有 75 种（含变种），中国分布有 73 种，宜昌

市境内的野生猕猴桃种质资源全国占比最大，达到

50.8%，蕴藏着极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鉴于

此，宜昌在猕猴桃的育种、鲜果种植、销售与深加工

领域展现出了巨大的应用潜力。其独特的地理环

境与气候条件，为猕猴桃的优质生长提供了天然保

障，使得宜昌成为促进全球猕猴桃产业发展的重要

地区。

1.2　有利于发挥本地种质资源对解决猕猴桃溃疡

病问题的关键作用　资源是产业的基础，更是产业

的优势，本土种质资源有利于筛选到适应当地生态

环境的特色品种，可使宜昌市野生猕猴桃种质资源

优势最大化。宜昌市是湖北省猕猴桃种质资源最

丰富的区域，但是由于近些年缺乏对宜昌野生猕猴

桃种质资源的规模收集与科学利用，尤其是缺少对

优异种质资源的筛选与鉴定开发，导致当地很多猕

猴桃种植户从陕西、四川、湖南等省购买苗木，所购

苗木在当地定植后易感染溃疡病，使得宜昌猕猴桃

产业受到重创。要从源头上解决溃疡病问题，迫切

需要利用本地野生猕猴桃优异种质资源筛选抗病品

种，改变当地猕猴桃种植品种全部为外引的局面，以

减少外来品种带来的病虫害风险，对宜昌市猕猴桃

产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3　有利于释放野生杂交资源在突破传统育种瓶

颈中的潜力　长期以来，猕猴桃传统育种方法受限

于雄性父本选择的随机性与低效性，导致杂交后代

中优异变异构建雄性父本家系并依赖姊妹株来评估

果实性状预见性差，费时耗力，还极大地消耗了育种

资源和土地资源，成效却往往不尽如人意。广泛分

布于自然界的野生猕猴桃种群中隐藏着丰富的种间

杂合个体，这些自然杂交的产物蕴含着巨大的遗传

多样性和潜在的优良基因，为猕猴桃的野生选优与

品种改良提供了无限可能。黄宏文 [3] 早在 2009 年

《猕猴桃驯化改良百年启示及天然居群遗传渐渗的

基因发掘》一文中就提出过“天然杂交带遗传渐渗”

理念，为猕猴桃育种开辟了新的方向。通过本地野

生资源的优化或遗传改良，培育出适宜本地发展的

品种已屡获成功。以米良一号和贵长为例，这两个

品种分别为源自湖南湘西与贵州紫云的野生猕猴桃

种质资源，经过精心选育后，已成为两地的主栽品

种，不仅丰富了市场供应，还显著提升了当地果农的

经济收入；同样，海沃德、三峡 1 号等猕猴桃品种的

成功选育，也充分证明了野生种质资源在猕猴桃育

种中的巨大价值；小紫晶软枣猕猴桃的诞生，更是对

宜昌五峰县牛庄镇野生软枣猕猴桃资源巧妙利用的

典范，展现出野生种质资源在地方特色品种培育中

的重要作用。

1.4　有利于深度挖掘与科学利用野生猕猴桃种质

资源以选育新品种　猕猴桃育种改良的未来在于对

野生种质资源的深度挖掘与科学利用。在实践中应

充分利用宜昌独特的地理位置与资源优势，积极推

进野生猕猴桃种质资源系统调查和保护利用，保护

生物多样性，建设猕猴桃种桃野生种质资源圃。通

过创新育种思路，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开展种质

资源评价与鉴定，利用野外天然群体进行选优，借助

天然杂交带的遗传优势，共同开展野生种质资源的

遗传改良与新品种选育，有望突破传统育种的瓶颈，

培育出更多适应性强、品质优良的猕猴桃新品种。

2　 推动猕猴桃产业、品种创新方面的思路和

尝试
2018 年以来，宜昌市政府将“宜昌猕猴桃”作

为城市新名片来打造，成功获得“宜昌猕猴桃”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 [4]；在宜昌建设中国科学院猕

猴桃技术工程实验室，打造世界猕猴桃原产地品牌，

提升宜昌市猕猴桃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与影响力，不

断推进猕猴桃产业呈现出规模、质量和效益同步提

升的良好态势。目前，宜昌猕猴桃种植的主要品种

有红阳、东红、金魁、翠香、翠玉、米良一号、金艳、金

桃等 [4]，种植面积 1666.7hm2（2.5 万亩），经营主体

逐步壮大，产业的发展大幅度增加了农民收入，为农

民脱贫致富作出了积极贡献。宜昌市种子监督站

于 2021 年 4 月与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签订了本

土猕猴桃世界原产地种质资源调查研究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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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5 年），合作开展猕猴桃种质资源普查、保

护利用及相关产业发展工作，这一举措标志着宜昌

野生猕猴桃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开启新征程。

2.1　注重品种展示示范种植并不断拓展内涵　

2020 年以来，以项目形式支持引导猕猴桃种植户收

集各地野生种质资源、集中展示种植国内外猕猴桃

新品种，探索猕猴桃新品系选育，并取得一些成效。

2020 年夷陵区明富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试验栽培

的金艳猕猴桃获得宜昌市农业农村局猕猴桃品鉴

会三等奖；2021 年原产黄金猕猴桃获得宜昌市第一

届猕猴桃品鉴会黄肉类二等奖，金红猕猴桃获得红

心类三等奖；2022 年原产黄金猕猴桃获得雾渡河镇

第一届猕猴桃品鉴会一等奖；多年开展的品种间杂

交试验新品系原产黄金猕猴桃在宜昌多个区域试

验中表现稳定，计划申请新品种权保护，力求取得 
突破。

2.2　开展种质资源收集与保存工作　宜昌市充分

利用独特的地理位置与资源优势，积极推进野生猕

猴桃种质资源系统调查和保护利用，强化对野生猕

猴桃种群的管理，以保护生物多样性。2021-2022
年宜昌市种子监督站与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合

作，在宜昌成功举办了普查技术培训班，并对宜昌

境内的野生猕猴桃种质资源进行了全面系统调查；

2023 年在夷陵区明富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五峰田

之味家庭农场等不同海拔地区建立了野生种质资源

保存圃，对系统调查发现的 18 个野生猕猴桃物种

进行了迁地保护，在进行保育的同时开展育种改良 
探索。

2.3　利用野生资源杂交并做好观察记载　将五峰

采花栗子坪和夷陵区雾渡河建设的猕猴桃种质资

源圃作为重要的科研基地，在进行保育的同时利用

野生资源与现有品种杂交，进行多代选育鉴定和筛

选，并做好田间表现观察记载。目前进行迁地保护

的 18 个野生猕猴桃物种大多数已成活，其中 7 个

已有初果。2024 年在宜昌市野生猕猴桃资源圃（夷

陵区）利用野生猕猴桃资源与美味、中华猕猴桃的

多个品种进行杂交，目前经过杂交的果实生长正常，

计划于 2025 年实施实生苗种植观察选育；在宜昌市

野生猕猴桃资源圃（五峰县）利用野生资源探索开

展了相应试验和田间观察，在进行物候期观察中发

现了果型较大的软枣猕猴桃优株，其果肉红黑色、

果汁充足、口感甜香、果皮灰绿微带一点紫色，具有

一定的利用价值。后期需要继续加强同科研机构的

合作，整合多方资源积极展开性状评价和 DUS 测

试，协同实生播种、杂交育种等多种育种模式开展野

生资源的遗传改良与新品种选育，力争取得实质性 
突破。

2.4　加强科普宣传与培训　2022 年宜昌市种子监

督站承办第八届全国猕猴桃产业技术培训会议，进

一步巩固了世界猕猴桃原产地的区位优势，同时通

过科普培训宣传，使广大种植户开拓了视野，让更多

的猕猴桃野生资源纳入了收集范围。2023 年中国

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在宜昌市夷陵区雾渡河镇举办了

猕猴桃田间管理技术培训会，全方面讲授猕猴桃种

植管护技术要点，包括新野生资源利用方法、品种栽

培、病虫害防治和采后处理等技术，通过培训、示范

推广等方式，将新品种及其配套技术普及给广大种

植户，用政策扶持鼓励农户采用新品种，促进猕猴桃

产业的品种更新和产业升级，推动猕猴桃产业的健

康发展，把宜昌猕猴桃产业推向更高的平台，不负世

界原产地的盛名。

2.5　探索防控病害新技术　在宜昌市野生猕猴桃

资源圃，利用部分野生猕猴桃物种抗溃疡病、根腐

病的特点作为砧木嫁接，采取特有的嫁接部位和方

法，探索防控溃疡病、根腐病的新技术，为猕猴桃产

业的蓬勃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目前，在宜昌市野生

猕猴桃资源圃（夷陵区）开展利用野生资源防控溃

疡病、根腐病技术攻关已初见成效，计划申报科技 
项目。

2.6　共建新品种区域试验基地　同中国科学院武

汉植物园合作在夷陵区雾渡河镇（海拔 750m）共建

猕猴桃新品种区域试验基地，以验证其适应性和推

广价值，丰富宜昌猕猴桃品种类型，推动宜昌猕猴桃

产业健康发展。

3　 猕猴桃野生种质资源调查和多样性分析

初见成效
3.1　经资源全面调查，宜昌野生猕猴桃植物类型最

为丰富　2021-2022 年完成了宜昌市野生猕猴桃种

质资源的摸底工作和全面实地调查，发现了一批优

异种质资源。调查结果显示，宜昌市是湖北省野生

猕猴桃植物类型最丰富的地区，初步判定发现了 18
个猕猴桃物种（含变种），分别是中华猕猴桃、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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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桃、软枣猕猴桃、葛枣猕猴桃、狗枣猕猴桃、京梨

猕猴桃、大籽猕猴桃、对萼猕猴桃、滑叶猕猴桃、硬齿

猕猴桃、毛叶硬齿猕猴桃、红茎猕猴桃、黑蕊猕猴桃、

清风藤猕猴桃、湖北猕猴桃、革叶猕猴桃、城口猕猴

桃和陕西猕猴桃。黄宏文 [3] 研究中记载湖北猕猴

桃物种有：软枣猕猴桃、陕西猕猴桃、京梨猕猴桃、城

口猕猴桃、中华猕猴桃、美味猕猴桃、湖北猕猴桃、狗

枣猕猴桃、阔叶猕猴桃、大籽猕猴桃、黑蕊猕猴桃、葛

枣猕猴桃、红茎猕猴桃、革叶猕猴桃、四萼猕猴桃、毛

蕊猕猴桃和显脉猕猴桃。经比对发现，仅有个别湖

北省猕猴桃物种在宜昌没有找到，说明宜昌市基本

能代表湖北省猕猴桃物种资源水平。同时，调查还

发现了一批优异种质资源，如果型较大的、软熟可固

和干物质高的软枣猕猴桃和陕西猕猴桃，此类优株

可用作野生选优的直接来源。另外，还发现了一类

与陕西猕猴桃类似的资源，其枝条与叶片的毛被更

盛，通过 DNA 序列比对了其与属内物种的亲缘关

系，并检测分析果实营养品质，对疑似新物种类群进

行遗传鉴定分析。

3.2　经多样性分析，宜昌地区野生猕猴桃具有丰

富的遗传多样性　通过分析野生中华猕猴桃果实

质量性状 [5]，发现在 72 份野生中华猕猴桃种质资

源中，仅 14 个关键质量性状就展现出了 47 种独

特的变异类型，平均每一个性状拥有 3.36 种变异，

各个性状的变异类型频率分布也不尽相同，这不仅

彰显了宜昌野生猕猴桃基因库的丰富性，也预示着

其在育种改良上的巨大潜力。对供试材料的 6 个

数量性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 72 份材料的

果实数量性状的变异系数介于 14.68%~42.22% 之

间，遗传多样性指数介于 1.84~2.02 之间，有较大的

遗传差异且变异范围较广，而且变异系数和多样性

指数均达到较高水平。72 份材料中果实性状的多

样性指数介于 0.25~2.02 之间，均值为 1.19，变异

系数介于 11.79%~71.15% 之间，均值为 41.36%，表

明宜昌野生猕猴桃果实具有丰富的表型遗传多样 
性 [5]。在果实的形态、大小等关键性状上差异显著，

尤其是果形指数、果实纵径、可溶性固形物及干物

质含量等关键指标，呈现出丰富的表型遗传多样性

与强大的表型可塑性，为培育优质猕猴桃品种提供

了丰富的基因资源。此外，研究还发现 72 份材料

在果实形状、果喙形态、软腐抗性及果肉颜色等性状

的变异系数较大，进一步凸显了宜昌本土野生猕猴

桃在抗病虫害、耐贮藏及独特风味等方面的遗传优

势。这些特性的变异为抗性育种、品质改良等提供

了宝贵的材料。而且后期通过形态学和细胞学（染

色体倍性分析）对野生种质资源进行鉴定发现，宜

昌市秭归县处在中华猕猴桃和美味猕猴桃天然杂交 
带 [6]，且中华猕猴桃存在不同倍性群体，这标志着在

秭归不仅是一个天然杂交的温床，更是自然选择作

用下不断演化的“实验场”，这将为进一步开展渐渗

遗传挖掘优异基因和特异资源奠定重要基础。

基于以上发现，宜昌地区应充分利用其野生猕

猴桃资源的遗传多样性优势，加强科研投入，通过现

代生物技术与传统育种方法的有机结合，培育出更

多适应性强、品质优良的猕猴桃新品种；同时要加强

野生猕猴桃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确保这一宝

贵资源能够得以永续传承。下一步主要从 4 个方面

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一是开展资源圃物候观察记载，

推进新品种选育进程和探索防病新技术；二是开展

科普宣传，提高“宜昌猕猴桃”原产地知名度和影响

力；三是在五峰县采花乡增加猕猴桃新品种区域试

验基地；四是开展野生资源后续调查和检测，探索开

展基因发掘。

4　有关意见和建议
4.1　在国家和省级的指导下，建立宜昌野生猕猴桃

资源保护区　猕猴桃属植物下面共计 75 个分类单

元，据《中国高等植物受威胁物种名录》记载有 41
个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宜昌地区大部分物种均在

其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和农业农村部于 2021 年

9 月 7 日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

中华猕猴桃、金花猕猴桃、条叶猕猴桃、软枣猕猴桃

和大籽猕猴桃 5 类猕猴桃被列为二级保护植物，且

归口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管理。在野外环境中，野生

猕猴桃资源极易被破坏，如人为的采伐、森林抚育、

森林火灾等，极小种群受到威胁的风险更高。建议

建立宜昌野生猕猴桃资源保护区，实行相关的保护

措施，加大对野生猕猴桃种群管理，确保野生猕猴

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尤其是秭归地处猕猴桃天

然杂交带，种质资源丰富、类型众多，其染色体倍性

变异丰富，极具开发价值，对挖掘特异种质资源意

义重大，在开发利用的同时更应加强对野生资源的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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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对猕猴桃野外天然优株进行系统多样性分析

鉴定，加快地方新品种选育进程　2024 年中央一号

文件在谈到“强化农业科技支撑”时指出，加快推进

种业振兴行动，完善联合研发和应用协作机制，加大

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选育推广生产急需的

自主优良品种，开展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

试点，推动生物育种产业化扩面提速。宜昌境内野

生猕猴桃种质资源代表本区域遗传多样性的核心种

质，收集保存并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优异资源作为

野生选优的来源，可以加快本地新品种选育进程。

为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应继续同中国科学

院武汉植物园合作开展种质资源普查及保护利用，

加大联合开展的科技项目投入，支持开展新品种选

育。一是继续对野生猕猴桃资源圃的 18 个物种进

行保育，不断收集发掘野生优株单株；二是对宜昌野

生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多样性分析鉴定，从野生猕

猴桃资源中发掘有益植株、品种、基因，充分利用野

外天然优株进行开发利用，选育出地方新品种，以此

丰富宜昌猕猴桃品种类型，推动宜昌猕猴桃产业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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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的观摩活动，近距离认知优良品种，推广优良品

种，使用优良品种。

3.6.3　创新品种推广方式　加强媒体宣传推广，应

用“融媒体”理念，将传统媒体与互联网平台、移动

端 APP 等新兴媒体相结合，加大对新优品种的宣传

推介力度，展示育种创新成果。积极探索实体店与

电商有效结合的品种推广方式。聚合零售门店、种

子企业、育种专家和种子部门在品种技术推广方面

的优势，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种子部门技术支

撑的优良品种推广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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