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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years of production survey and observation of the natural Lonicera caerulea populations 
in five counties and cities in Longjing City, Wangqing County, Hunchun City, Antu County and Tu-
men City in Yanbian Prefecture, five excellent trees with high yield and stable yield were selected. 
The cuttings were collected on 5 selected elite trees for asexual reproduction of cuttings, and 
clones were established in 4 locations in Wangqing Coun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yield of 
the elite clones of the blue locust fruit was more than doubled than that of the natural population 
of Lonicera edulis clones, and the highest single fruit yield reached 3 kg. Through the data analy-
sis, the excellent plants selected in Wangqing are more economical than the excellent plants se-
lected in other area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data analysis, the selected plants in Wangqing 
County have more economic value than the excellent plants selected in other regions. Based on 
this, they were selected from the preferred plants in Wangqing County, and finally, the best variety 
of “Black Master No. 1” blue indigo honeysuckle with the highest economic value was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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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延边州龙井市、汪清县、珲春市、安图县、图们市5个县、市的天然蓝靛果种群进行多年的产量

调查与观察，选择出结果产量高且产量稳定的优树5株。在5株入选优树上采集插穗进行扦插育苗无性繁

殖，在汪清县4个地点建立无性系测定林。结果表明，选育出的蓝靛果优良无性系比天然种群蓝靛果忍

冬无性系单株结果产量提高1倍以上，最高单株鲜果产量达到3 kg。同时经过数据分析，汪清县所选植株

较其他地区所选的优良植株更具经济价值，以此为依据，从汪清县的优选植株中进行了复选，最终得出

经济价值最高的“黑硕1号”蓝靛果忍冬优良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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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蓝靛果忍冬(Lonicera caerulea)又称蓝靛果，隶属于忍冬科忍冬属，是多年生落叶灌木[1]。果实为浆果，

通常呈椭圆形或长圆形，长约 6 cm~12 cm，成熟后呈暗蓝色[2] [3] [4]，一般在 6 月中旬到 7 月中、下旬成

熟，也会因地区差异使得果实的成熟期有些差别[5] [6] [7]，是本地区浆果类成熟期最早的树种之一。 
蓝靛果忍冬是一种野生浆果类植物。其果实营养丰富、酸甜可口且出汁率高，多用于果酒和饮料的

酿造[8]。近年来，不只在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家也对其进行了引种、选育和加工利用，并进行了相

关方面的研究[9] [10] [11]。经过研究分析，蓝靛果果实中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12] [13]和天然色素[14] [15]，
用途广泛。 

蓝靛果忍冬在生长过程中对温度的要求不高，其具有超强的抗寒性和抗晚霜能力。在大兴安岭较低

温度下能够正常存活[16]。甚至在俄罗斯部分地区，蓝靛果忍冬能够承受住 50℃低温[17] [18]。近年来黑

龙江省对于蓝靛果忍冬的栽培技术和果实的研究有很多[19] [20]，吉林省内也有少量研究[21]，但并不全

面，加之蓝靛果忍冬应用价值广阔。 

2. 研究试验地概况 

蓝靛果忍冬优良品种选育研究在吉林省延边州所属地域的龙井市、汪清县、珲春市、安图县、图们

市 5 个县(市)开展。地貌呈山地、丘陵、盆地。气候属于温凉半湿润气候，5~9 月份活动积温 2210℃左

右，无霜期 110~141 d，年平均降水量 580 mm。 

3. 试验方法 

3.1. 蓝靛果忍冬优良单株筛选 

根据延边州所属的龙井市、汪清县、珲春市、安图县、图们市 5 个县市区的野生蓝靛果忍冬结果量

情况，计算各调查区域单株平均结果量，确定蓝靛果优树选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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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靛果优树选择标准确定后，对 5 个县市的野生蓝靛果种群进行调查，从每个县、市中初步选择出

100 株，等进入结实盛期、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结果产量超过优树选择指标作为初选优树。初选优树

经 3 年的结果量调查，通过使用 SPSS 软件对连续 3 年的株产量进行统计分析，选出产量高、口感好，

且结果产量稳定的优良植株作为最优无性系材料。 

3.2. 蓝靛果忍冬初选单株的无性系测定 

蓝靛果优树无性系测定林营建在汪清县境内，地理位置 129˚51'~130˚56'E、43˚06'~44˚03'N，在选定

的蓝靛果优树上采集扦插繁殖穗条，进行扦插繁殖。2006 年春季用 2 年生扦插苗建立优树无性系测定林。

具体的选育步骤如下： 
1) 初选：在扦插苗圃中选育出优良单株进行实测，登记并做好标记。 
2) 采集 2 年生枝条(早春树液流动时采集或秋季结合冬剪采集)进行硬枝扦插或 6 月中下旬采集进行

绿枝扦插； 
3) 加强扦插后的水、肥、除草、中耕等田间管理； 
4) 做好选育的准备工作，制作观察、调查表格； 
5) 复选：选取安全越冬性强、早熟、熟期一致、不落粒、果大、酸甜适口、丰产、含花青素等活性

物质高的植株。 

3.3. 蓝靛果忍冬优选植株的二次筛选 

在 5 个县市区优选植株的无性系已进入结实盛期的测定林内进行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试验设计，每个

优树 20 次重复，每次重复为 1 个区组。将各县、市选出的蓝靛果优树无性系进行编号，即龙井市蓝靛果产

量为 X1，汪清县蓝靛果产量为 X2，珲春市蓝靛果产量为 X3，安图县蓝靛果产量为 X4，图门市蓝靛果产

量为 X5，对照(野生蓝靛果忍冬)产量为 X6。2012 年开始调查无性系测定林结果产量数据，连续调查 3 年。 

3.4. 蓝靛果忍冬新品种选育 

在蓝靛果优选植株结实和生长性状最优的地区引种进行杂交。蓝靛果忍冬 1 万株进行建园栽植，每

年从园中选采插条 6 万株，进行扦插繁育。主要采用无性扦插繁殖方法，分为硬枝扦插和绿枝扦插两种

方法。硬枝扦插：4 月上旬~5 月初，将用 ABT 生根粉处理好的插穗按行株距 4 cm × 3 cm 进行扦插；绿

枝扦插：6 月中下旬，采集插条经处理后插入基质中，经扦插育苗 1~2 年后进行建园栽植。栽植方法同

选优方法。 

4. 结果分析 

4.1. 蓝靛果忍冬优良单株的筛选 

通过调查延边州所属的龙井市、汪清县、珲春市、安图县、图们市 5 个县市区的野生蓝靛果忍冬种

群的植株结果量，得到野生天然种群每株年平均产鲜果 0.25 kg。依据在延边州所属区域调查的野生天然

种群蓝靛果单株平均结果量，确定蓝靛果优树选择指标为结果产量高于 0.50 kg 的植株，因此结果产量超

过 0.50 kg 的植株为初选优树。 

4.2. 蓝靛果忍冬初选单株的无性系测定 

扦插枝条经过两年的培育，逐渐进入结实期。不同地区的扦插苗结实率也不相同，结实率如下图(图 1、
图 2)。由图 1 可以看出无性系测定林在栽植的第一年并没有结果，第二年开始陆续有结实植株，植株栽植

3 年后全部结实。但是由图 2 可知，栽植第三年并没有达到其结实盛期，在栽植 5 年后才进入结实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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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fruit change ration of clonally forests in different regions 
图 1. 不同区域无性系测定林结实变化率 
 

 
Figure 2. The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clonally forests in different regions 
图 2. 不同区域无性系测定林亩产量年际变化 

4.3. 蓝靛果忍冬优选植株的二次筛选 

2012 年开始调查无性系测定林结果产量，连续调查 3 年数据见表 1、表 2、表 3。 
 

Table 1. The average yield of single plant of clonally forests in 2012 (kg) 
表 1. 2012 年无性系测定林单株结实平均产量(kg) 

编号 龙井 汪清 珲春 安图 图们 野生 

1 2.28 2.77 2.49 2.53 2.24 0.30 

2 2.04 2.13 1.49 2.32 1.76 0.20 

3 2.48 2.38 2.23 2.24 3.24 0.11 

4 1.67 1.80 1.86 1.87 1.56 0.33 

5 3.14 2.59 1.72 2.50 2.22 0.23 

6 2.66 2.72 2.27 2.62 2.64 0.33 

7 2.52 3.02 1.78 2.69 2.45 0.34 

8 2.38 2.26 2.93 1.62 1.55 0.44 

9 2.76 2.9 2.46 2.19 2.60 0.13 

10 3.01 2.29 2.22 3.01 2.48 0.31 

11 2.62 2.56 2.43 2.97 2.69 0.33 

12 2.85 2.93 2.52 2.43 2.51 0.40 

13 2.79 2.33 1.96 2.43 2.34 0.31 

14 1.54 2.32 1.96 2.22 2.74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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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5 1.77 2.49 2.49 2.42 1.3 0.23 

16 2.46 2.55 2.15 1.61 2.05 0.14 

17 2.94 2.86 2.52 2.99 1.36 0.23 

18 3.37 2.1 2.52 2.01 2.10 0.29 

19 2.90 1.59 2.67 1.99 1.68 0.32 

20 2.44 2.38 2.17 2.04 3.68 0.4 

总和 50.62 48.97 44.84 46.69 45.18 5.59 

平均值 2.53 2.45 2.24 2.33 2.26 0.28 

 
Table 2. The average yield of single plant of clonally forests in 2013 (kg) 
表 2. 2013 年无性系测定林单株结实平均产量(kg) 

编号 龙井 汪清 珲春 安图 图们 野生 

1 2.33 2.24 2.97 2.81 2.25 0.23 

2 3.41 2.63 3.80 2.08 2.51 0.19 

3 3.96 1.95 2.83 2.10 2.35 0.34 

4 1.76 3.38 2.55 2.11 2.51 0.27 

5 1.61 4.08 1.89 2.74 2.11 0.22 

6 4.21 1.61 2.85 2.73 2.73 0.35 

7 2.53 3.19 3.34 2.84 2.51 0.39 

8 2.00 2.31 1.79 2.21 2.77 0.28 

9 1.44 3.53 2.54 1.30 2.37 0.46 

10 1.33 3.03 2.03 2.41 2.07 0.28 

11 1.8 1.51 1.22 3.37 2.37 0.18 

12 1.79 3.78 3.26 2.60 2.52 0.23 

13 2.33 2.50 0.95 1.82 2.30 0.18 

14 3.00 3.37 2.72 3.02 2.95 0.36 

15 2.01 2.84 1.97 1.93 2.15 0.38 

16 2.38 2.66 3.18 2.52 2.40 0.19 

17 2.38 1.84 2.04 2.68 2.36 0.23 

18 2.75 2.53 1.88 2.41 2.08 0.25 

19 2.62 2.64 2.37 2.32 3.11 0.4 

20 2.92 2.93 1.90 2.92 2.46 0.37 

总和 48.55 54.54 48.09 48.92 48.9 5.77 

平均值 4.62 5.19 4.58 4.66 4.66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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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average yield of single plant of clonally forests in 2014 (kg) 
表 3. 2014 年无性系测定林单株结实平均产量(kg) 

编号 龙井 汪清 珲春 安图 图们 野生 

1 2.76 3.63 2.48 2.76 1.67 0.29 

2 2.37 3.75 2.59 2.92 3.79 0.4 

3 2.98 4.00 2.43 3.43 1.83 0.35 

4 2.54 2.77 2.24 1.55 5.36 0.48 

5 2.59 1.54 2.52 2.97 3.08 0.42 

6 2.49 2.54 3.14 2.34 3.19 0.47 

7 2.92 2.64 2.31 3.22 1.18 0.27 

8 2.54 0.99 3.05 2.54 3.91 0.44 

9 2.63 2.77 2.48 2.85 1.52 0.43 

10 2.58 1.73 2.71 2.44 4.41 0.28 

11 2.81 2.05 2.05 2.58 1.78 0.56 

12 2.12 2.78 2.93 3.18 1.59 0.39 

13 2.67 2.87 2.02 3.49 2.59 0.38 

14 2.79 3.42 2.42 2.80 3.62 0.44 

15 2.58 2.7 2.71 2.34 3.15 0.32 

16 3.08 3.57 2.21 2.56 1.98 0.28 

17 3.02 1.79 2.65 3.4 2.27 0.33 

18 2.34 3.92 2.88 2.62 2.52 0.5 

19 2.56 3.43 3.56 2.92 1.94 0.33 

20 2.77 4.03 2.88 3.23 2.89 0.35 

总和 53.16 56.92 52.26 56.14 54.26 7.72 

平均值 5.06 5.42 4.98 5.35 5.17 0.74 

 
蓝靛果忍冬优选植株通过使用 SPSS 软件对连续 3 年的株产量进行统计分析(表 4)，对比各个品系结

果，可以看出 5 个县、市所选出的优良树种与周边野生忍冬的株产量的差异显著性都大于 0.05，这说明

这 5 个树种的产量与野生蓝靛果忍冬差异显著，都明显高于野生蓝靛果忍冬产量。再通过多重比较，5
个优良树种的株产平均值，比野生忍冬的株产平均值高出 0.98~2.46 kg。 
 
Table 4.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yield of Lonicera japonica L.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a, b, c level of the difference is 0.05 
表 4. 蓝靛果忍冬连续 3 年株产量统计分析。a, b, c 显著性水平为 0.05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龙井 2.53a 4.62a 5.06a 

汪清 2.45a 5.19a 5.42a 

珲春 2.24b 4.58a 4.98a 

安图 2.23ab 4.66a 5.35a 

图们 2.26b 4.66a 5.17a 

野生 0.28c 0.55b 0.7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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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询文献可知，黑龙江蓝靛果忍冬的株产平均值为 2 kg，延边地区选出的优良树种的株产值要高

出黑龙江蓝靛果忍冬优良树种 0.52~0.85 kg，3 年的试验结果差距不大，可以得出延边州地区的蓝靛果忍

冬优良选育树种具有明显的产量优势，其中又以汪清县的选育树种产量优势最大。 

4.4. 蓝靛果忍冬新品种选育 

通过以上选优方法，最终在 5 各县市的优选得到最终蓝靛果忍冬优选树种，经过调查与检验，在进

入结实盛期后，其产量可达到每亩产 750 kg，每年每亩纯利润可达 7500 元，并且本品种经过对比试验，

其产量增益高于当地其他优选品种 20%，同时具有较强的耐寒适应性，适于高寒山区栽植。将此选育出

的蓝靛果新品种命名为“黑硕 1 号”。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应用产量比较法，经过多年在延边州的龙井市、汪清县、珲春市、安图县、图们市 5 个县、

市天然蓝靛果种群中进行产量调查与观察，选择出结果量高且产量稳定的优树 5 株。在 5 株入选优树上

采集插穗进行扦插育苗无性繁殖，应用无性系在汪清县 4 个地点建立无性系测定林。无性系测定林进入

结果盛期，连续调查 3 年测定林结果产量并进行统计分析。3 年的试验研究数据的数理统计分析表明，

项目选育出的蓝靛果优良无性系与天然种群蓝靛果忍冬无性系进行对比，选育出的优良无性系具有更高

的单株鲜果产量，比普通野生种群蓝靛果单株结果产量提高 1 倍以上，最高单株鲜果产量达到 3 kg。经

过数据分析，汪清县所选植株较其他地区所选的优良植株更具经济价值，以此为依据，从汪清县的优选

植株中进行了复选，最终得出经济价值最高的“黑硕 1 号”蓝靛果忍冬优良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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