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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森口中的“幸福美
满”，指的是“幸红”“福红”

“美红”“满红”4个红肉苹果
新品种。这些品种的共同
特点便是“从里红到外”。

把苹果肉“染”成红色，
仅仅是为了好看吗？

“当然不是。”陈学森告
诉记者，苹果皮之所以呈现
红色，是因为富含花青苷，
这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
对人体健康大有裨益。然
而，由于花青苷在果肉中并
不存在，人们在吃苹果时又
往往会削皮，使得这种物质
很难被人体吸收。

红肉苹果的出现弥补
了这样的遗憾。

“以我们培育的‘美红6
号’和‘美红7号’为例，每
1000克果肉中的花青苷含
量可以达到30毫克。”陈学
森说，“在这点上，我们实现
了‘从0到1’的突破。”

除了富含花青苷外，红

肉苹果果肉中的维生素C
含量可以达到普通苹果果
肉的3倍。“提到富含维生素
C的水果，人们往往想到猕
猴桃。但猕猴桃在我国的
种植数量远不及苹果，同
时，苹果也是我国名副其实
的‘大众水果’。”陈学森说。

除了营养价值外，红肉
苹果更为人津津乐道的则
是它的味道。

在此次品鉴会上，“品鉴
官”们从外形、口感、肉质、果
香等方面对这些苹果新品种
进行品鉴。大家纷纷表示，
新品种在保留营养的同时，
还酸甜可口，破解了传统红
肉苹果口感酸涩的难题。

对于“幸福美满”红肉苹
果新品种，中国工程院院士
束怀瑞如此评价：“红肉苹果
在国际上很少见，这些品种
易着色、免套袋、耐贮藏、酸
甜可口、富含花青苷和维生
素C，是难得的好品种。”

要问上海地产农产品的最大特
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优质和新鲜。
经过高标准种植和精细化管理长出
来的果品，一定要鲜食才不辜负其
优异的口感和品质。但由于不易保
存，消费者很容易错过最佳赏味期。

如何锁住农产品之“鲜”？上海
市农业科技创新项目《鲜食玉米和
黄桃采后升值技术及产品开发》以
上海地产黄桃为切入点，开展系统
化采后保鲜和升值技术研究，延长
黄桃的保鲜期，并深耕相关加工工
艺研究，为市场提供更多更优质的
黄桃加工产品。

近年来随着良种化和标准化、
规模化栽培技术的推广，黄桃的产
量、品质均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由
于它们的品质和营养特点，加工产
品市场需求巨大，升值潜力显著。

“上海有足够的产业支撑和科研能
力，对黄桃进行深度开发，以提高综
合效益，提升附加值。”项目负责人
表示，二者亟需新技术集成研究和
突破，解决产业发展瓶颈。

项目中，科研人员采用气调、微

冻、臭氧等保鲜方法对黄桃进行保
鲜加工处理，着重探讨不同的贮藏
环境条件下对黄桃保鲜品质的影
响，研发针对性综合保鲜技术，成功
将黄桃保存期延长到40天，损耗率
低于10%，并完成了《黄桃采后冷链
流通保鲜操作技术规范》。同时为
种植基地提供技术培训，帮助种植
户掌握冷库管理、采收与采购时间
的优化、储藏保鲜技术、温湿度控制
以及杀菌防腐措施等多个方面的技
术关键点，为黄桃的采后保鲜提供
技术支撑，让科研成果落到实际生
产中开花结果。

除了鲜食，黄桃还有哪些“打开
方式”？

黄桃果肉风味特色明显，项目
组便以黄桃干燥脱水技术研究为基
础，通过护色技术、超微粉碎技术或
喷雾干燥、杀菌灭酶技术等进行风
味黄桃果粉产品开发。针对果粉贮
藏期间品质劣变、变色、变质问题，
研究不同贮藏条件对果粉营养品
质、外观品质等影响，确定最佳贮藏
条件。 （据《东方城乡报》）

科技锁“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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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5—5是以“萨米脱”
为母本、“13—33”为父本选
育的甜樱桃新品种，由中国
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李明教授经过15年精心培
育而成。

品种特性

果实特征：明5—5的果
实近圆形，平均单果重约16
克，直径32毫米以上。果实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达20%
以上，糖酸比达40:1，是目前
糖酸比最高的樱桃栽培品种之一。其
口感脆甜、汁水足、硬度好、品质极佳。

外观与商品性：果实外观圆润，
大小整齐，商品率高。明5—5成熟
期与布鲁克斯同期，树势强健、成枝
力强和容易整形。

种植表现

产量与收益：明5—5樱桃的亩
产量可达1500斤至2000斤，亩均
收入高达7万多元。

适应性：明5—5樱桃适宜在多
种土壤和气候条件下生长，但最好
选择土质疏松、透气良好、保水力强
的壤土、沙壤土和砾质土壤上栽
培。同时，它也需要充足的阳光和
适量的水分。

荣誉与认证

获奖情况：明5—5樱桃在第九

届国际樱桃大会樱桃擂台赛中荣获
一等奖，充分展示了其优异的品质
和口感。

品种权保护：2024年，明5—5
樱桃获得了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
种保护”授权，为新品种的健康有序
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市场前景

随着人们对高品质水果需求的
不断增加，明5—5樱桃以其浓甜微
酸、风味清甜、果肉硬脆等特点，瞄
准高端市场，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和市场竞争力。目前，已有多家企
业获得明5—5樱桃苗木的生产经
营许可授权，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推广。 （据《果农之友》）

甜樱桃新品种——明5—5

这个“难得的好品种”是如何
得来的？

最初的源起来自距离山东千
里之外的新疆天山脚下。在那
里，有一片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
野果林。其中，仅野苹果林的面
积就达到10万多亩，野苹果的品
种也达到了84个。

红肉苹果的最早基因就隐藏
在这片野果林中。

如何让野苹果的优良基因发
挥作用，使苹果既好吃又有营养？
带着这个问题，陈学森将新疆红肉
苹果花粉带回山东，与红富士等苹
果品种进行了杂交，并于2007年
4月将第一代杂交实生苗定植到
泰安横岭果树育种基地。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9年，
陈学森团队成功选育出的“幸福
美满”4个红肉苹果新品种获得植
物新品种权，填补了国内红肉苹
果品种的空白。相关技术成果获
得 2020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和 2023 年度全国创新

争先奖。
在很多人眼中，天天围着果

树转的陈学森不像是大学教授，
更像是一位“老农民”。不过就在
2024年，这位“老农民”却干出了
一件很多大学教授都干不出的事
情——他把4个苹果“卖”出了千
万元的天价。

2022年 9月，一家名为尚泽
果业的企业结识了陈学森。双方
在推广“幸福美满”红肉苹果方面
一拍即合。前者出价1600万元，
获得了“幸福美满”4个红肉苹果
品种的苗木繁育经营权及苹果酒
加工技术。

目前，该公司已在内蒙古建
立了2万余亩寒地苹果示范园，下
一步还将在东北建立红肉苹果新
品种示范基地和苗木繁育基地，
开展规模化繁育生产。

（据《中国科学报》）

千里之外的基因

在山东农业大学的一
间会议室里，果香充盈着整
个房间。众人打量着摆在
桌上的一堆堆苹果。这些
苹果又大又圆、光滑红润，
宛如宝石，除此之外，似乎
也没有太多新奇之处。

然而，当苹果被一分为
二时，原本应是白色的果肉
却呈现出漂亮的红色，就像
果皮上的红色浸润到了果
肉中一样。

这是由国家苹果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主办的“省力
营养好吃特色多样化苹果
新品种品鉴会”现场。那些

“从里红到外”的苹果便是
此次品鉴会的主角——“美
红6号”和“美红7号”。

“这两个品种是我们用
近20年时间培育的‘幸福美
满’4个高类黄酮红肉苹果新
品种的新成员。”作为研发带
头人，国家苹果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主任、山东农业大学教授
陈学森的语气中满是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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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的好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