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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番茄新品种引种比较试验报告 
高 峰，王 波，薛林宝 

(江苏省扬州市扬子蔬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25009) 

摘 要：为丰富扬州市番茄果实色彩，满足市 

场需求，引进不同色彩番茄材料多份，测定了果实 

成熟过程中可溶性糖、可溶性固形物、有机酸含量、 

糖酸比、番茄红素、类胡萝卜素、叶绿素a、叶绿素 

b和叶绿素总量等的动态变化。掌握这些变化规律， 

对扬州市栽培彩色番茄管理措施的实施和生理生化 

的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番茄；成熟；动态变化 

番茄是全世界栽培最为广泛的果蔬之一，果实 

营养丰富，具特殊风味，可生食、熟食或加工制成 

罐头制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番茄品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高品质就 

是要求果实有良好的风味、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较好 

的商品性状Ⅲ。 

番茄果实内主要含有两种色素，一是叶绿素， 

二是类胡萝 卜素，不同色素的变化使品种之间存 

在着颜色和颜色均匀度的差异f2】。大量研究认为， 

果实内不同色素含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与 

果实表面颜色也有一定的相关性 4】。但由于在果 

实成熟过程中色素的变化不仅受到自身基因型的 

影响，还受到外界多种因素的影响[5】。 

随着番茄果实的生长发育，可溶性糖、可溶性 

固形物、有机酸含量、糖酸比、番茄红素、类胡萝 

卜素、叶绿素 a、叶绿素b和叶绿素总量等发生着 
一

系列变化，掌握这些变化规律，对施肥、浇水、 

采收等管理措施的实施和生理生化的研究均具有 

重要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本试验共选取 5个番茄品种，见表 1。小区 

长3．9 m，畦宽1 m，地膜覆盖，畦沟宽0．3 m，每 

667 m 施肥量为N：7．5 kg，K2O：5 ；肥料养分 

含量为尿素含N 45％，鸡粪含N量4％，氯化钾含 

K2O为60％。番茄株距30 cm，每畦栽种2行，每 

行13株，共26株。随机区组设计，重复4次。于2009 

年12月在扬州市蒋王蔬菜示范园播种，2010年3月 

初定植在大棚，定植后大棚田间管理和当地大田管 

理相同，采用单干整枝，五薹封顶，在番茄整个生 

长期间适当追施肥料。 

表 1 彩色番茄参试品种 

1．2 试验数据测定 

1．2．1 试验测定项 目 

单株产量、单株结果数、可溶性糖、可溶性固 

形物、有机酸含量、糖酸比、番茄红素、类胡萝 卜 

素、叶绿素a、叶绿素b和叶绿素总量。 

1．2．2 试验测定方法 

番茄果实成熟期的划分：①白熟期。白熟期指 

的是番茄果实即将转色，但还没有转色的时期。② 

转色期。果实顶部逐步转色达全果的1／3。③成熟期。 

果实刚呈现品种的特有色泽。 

1．2．2．1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用阿贝折射仪测定。 

1．2．2．2 可溶性糖的测定 蒽酮比色法。 

1．2．2．3 有机酸的测定 以酚酞作指示剂，用标准 

碱液滴定法滴定。 

1．2．2．4 糖酸比 可溶性糖和可滴定有机酸含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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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 

1．2．2．5 类胡萝 卜素、叶绿素a、叶绿素b和叶绿素 

总量 90％丙酮提取，采用分光光度法 [11。 

1．2．2．6 番茄红素 丙酮一石油醚提取，采用分光光 

度计检测【2J。 

1．3 方差分析 

比较不同品种番茄主要产量和品质性状，用 

SAS软件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品种番茄果实的单株结果数和单株产量 

的变化 

由表2可知，在单株结果数上，T1高于其他品 

种，和其他品种存在极显著性差异，T6极显著低于 

其他的品种；在单株产量上，T2极显著低于其他的 

品种。 

表2不同品种番茄果实的单株结果数和单株产量 

2．2 不同品种番茄果实成熟过程中番茄红素含量的 

变化 

由表3可知，T、T1、T2、T3、T6的番茄红素 

在番茄的生长过程中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白熟期 

时含量都较低，T4、T5在生长期的番茄红素含量一 

直为零，T6含量比较低，T的番茄红素含量最高，其 

表3 不同品种番茄果实成熟过程中番茄红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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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T1。在白熟期检测不到番茄红素，此后随着成 

熟进程的推进，果实内开始大量形成、积累番茄红 

素，至成熟期果实中的番茄红素含量达到最大值。 

绿色品种绿杏和绿宝石在生长期间一直没有检测到 

番茄红素的含量，说明其在整个成熟过程中几乎没 

有番茄红素的合成。成熟期时番茄红素的含量除T4 

和T5外，其他的品种差别都极显著。 

2．3 不同品种番茄果实成熟过程中可溶性固形物的 

变化 

由表4可知，在番茄果实成熟过程中可溶性固形 

物变化呈上升趋势，各个品种上升趋势幅度不同， 

Tl和T5上升较快，T和T3上升较慢。成熟期时T5 

含量最高，和T1、T3差异不显著，但和其他的品种 

存在极显著差异。 

表4不同品种番茄果实成熟过程中可溶性固形物 

2．4 不同品种番茄果实成熟过程中类胡萝 b素的变 

化 

由表5可知，类胡萝 卜素含量在番茄生长的过 

程中呈上升趋势，其中Tl上升最快，在成熟期超过 

了0．8 mg／g，其余品种的类胡萝 卜素在成熟过程中 

也是逐步增加。在不同果色的番茄中，类胡萝 卜素 

的种类和含量差别很大，成熟期时，T1的含量最高， 

表5 不同品种番茄果实成熟过程中类胡萝卜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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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品种差异极显著，T6的含量最低，和其他品 

种差异显著。 

2．5 不同品种番茄果实成熟过程中有机酸的变化 

由表 6可知，番茄在成熟过程中酸度总体呈现 

白熟期至转色期先上升，转色后开始逐渐下降的 

趋势。其中T2品种有机酸含较高，在白熟期、转 

色期和成熟期有机酸含量极显著高于其他参试品种。 

表 6 不同品种番茄果实成熟过程中有机酸变化 

2．6 不同品种番茄果实成熟过程中可溶性糖的变化 

由表 7可知，番茄在成熟过程中可溶性糖的含 

量总体呈不断增加的趋势，但各品种增加的幅度略 

有不同，T5上升较快，T上升较慢，随着果实的生 

长发育，含糖量逐渐增加，至番茄成熟期，其含量 

达最高峰。成熟期时T1、T2和T5之间差异不显著， 

和其他几个品种差异极显著。 

表7 不同品种番茄果实成熟过程中可溶性糖的变化 

2．7 不同品种番茄果实成熟过程中糖酸比的变化 

由表8可知，大部分品种糖酸比在白熟期至转 

色期比较稳定，其比值变化幅度小。但转色期至成 

熟期均呈上升趋势，增幅较高的有T5、T1等。成 

熟期时T5的糖酸比最大，其次是T1，两者差异不 

显著，T5比T1高出11．1％，T5和其他品种差异显 

著。 

表 8 不同品种番茄果实成熟过程中糖酸比 

2．8 不同品种番茄果实成熟过程中叶绿素a的变化 

由表 9可知，各个品种在番茄果实成熟过程中 

叶绿素 a含量逐渐下降，随着果实成熟度的提高， 

其叶绿素a含量急速下降。成熟期时，T6含量最低， 

和T1差异不显著，比T1低 18．0％，极显著低于其 

他参试品种。T2的叶绿素 a含量最高，说明T2的 

叶绿素 a含量在成熟过程中下降的较慢。 

、 表 9 不同品种番茄果实成熟过程中 

叶绿素 a的变化 

2．9 不同品种番茄果实成熟过程中叶绿素b的变化 

由表 l0可知，各个品种在番茄果实成熟过程中 

叶绿素 b含量逐渐下降，其变化趋势和叶绿素a相 

似。但成熟期时，T4的含量最低，其次是T和T6， 

表 1 O 不同品种番茄果实成熟过程中 

叶绿索 b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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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差异不显著。 

2．10 不同品种番茄果实成熟过程中叶绿素总量的 

变化 

由表 1 1可知，各个品种在番茄果实成熟过程 

中叶绿素总量逐渐下降。成熟期时，T6含量最低， 

其次是T，两者差异不显著，T6和除T外的品种存 

在显著差异。 

表1 1不同品种番茄果实成熟过程中叶绿素总量 

3 小结与讨论 

番茄成熟过程中，红色、黄色、紫色或是粉红 

果色的番茄：211品种、新太阳、金太阳、紫玫瑰、 

金鹏 M5的番茄红素在生长过程中呈现逐渐上升的 

趋势，在白熟期检测不到番茄红素，此后随着成熟 

进程的推进 ，果实内开始大量形成、积累番茄红 

素，至成熟期果实中的番茄红素含量达到最大值。 

其中粉果的金鹏M5的番茄红素含量比较低，21 1 

品种的番茄红素含量最高，其次是新太阳。而绿色 

品种绿杏和绿宝石在生长期的番茄红素含量一直没 

有检测到，说明其在整个成熟过程中几乎没有番茄 

红素的合成。 

类胡萝 I、素在成熟过程中也是逐步增加的。在 

不同果色的番茄中，类胡萝 b素的种类和含量差 

别很大，成熟期时，红色樱桃番茄的含量最高，和 

其他品种差异极显著，粉色普通番茄的含量最低， 

和其他品种差异显著。 

在成熟过程中，不同果实颜色番茄的可溶性固 

形物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上升的幅度不同，由白 

熟期到转色期可溶性固形物的变化较小，从转色到 

果实成熟期果实可溶性固形物明显提高，成熟期时 

绿色樱桃番茄绿宝石含量最高，和红色樱桃番茄新 

太阳差异不显著，绿色樱桃番茄绿宝石和其他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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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存在极显著差异。 

番茄在成熟过程中酸度呈现一直上升，转色后 

出现稍微下降的趋势，其中黄色樱桃番茄金太阳总 

体酸度比较大。 

随着果实的生长发育，含糖量逐渐增加，至生 

理成熟期，含量达最高峰，绿宝石上升较快，211品 

种上升较慢，随着果实的生长发育，含糖量逐渐增 

加，至番茄成熟期 ，其含量达最高峰。 

有机酸的动态变化可解释为：番茄果实的发 

育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受精至定型青果为第 

1阶段；由定型青果至完熟为第 2阶段。第 1阶段 

主要是细胞原生质体增大 ，细胞壁迅速生长和加 

厚，含水量增加，果实增大，单果质量增加，但单 

位质量的干物质含量下降。幼果酸度较低，随着生 

长发育逐渐增高，生理成熟之后有机酸含量又开始 

下降。 

大部分品种糖酸比在白熟期至转色期比较稳 

定，其比值变化幅度小。但转色期至成熟期均呈上 

升趋势，增幅较高的有绿宝石、新太阳等。成熟期 

时绿宝石的糖酸比最大，其次是新太阳，两者差异 

不显著，绿宝石比新太阳高出11．1％，绿宝石和其 

他品种差异显著。 

随着果实成熟度的提高，其叶绿素 a含量急速 

下降。成熟期时，金鹏M5含量最低，和新太阳差 

异不显著，极显著低于其他参试品种。金太阳的叶 

绿素a含量最高，说明金太阳的叶绿素a含量在成 

熟过程中下降的较慢。 

各个品种在番茄果实成熟过程中叶绿素b含量 

逐渐下降，其变化趋势和叶绿素 a相似。但成熟期 

时，绿杏的含量最低，其次是 211品种和金鹏M5， 

三者差异不显著。各个品种在番茄果实成熟过程 

中叶绿素总量逐渐下降。成熟期时，金鹏 M5含量 

最低，其次是211品种，两者差异不显著。 

叶绿素为青果期果实的底色，其含量的多寡决 

定着青果绿色的深浅。番茄红素为红果期果实的底 

色，其含量的多寡决定着红果颜色的深浅。番茄果 

实在生理成熟之前含有大量叶绿素，其功能与叶片 

中叶绿素的功能相同，参与果实的光合作用。在果 

实成熟时叶绿素逐渐消失，叶绿体经过超微结构和 

功能的转换变为有色体，有色体的主要功能是转化 

和积累类胡萝 b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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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葱品种比较试验 
田朝辉，李武高，周铁良 
(河南省郑州市蔬菜研究所，450015) 

摘 要：通过对7个不同大葱品种的生物学性 

状、抗性、产量等特性比较试验，结果表明：郑研 

寒玉、掖辐大葱、郑研寒葱分别比章丘大葱增产 

24．17％、22．80％、12．38％，它们的抗性强，综合 

性状好，可以在中原地区推广。 

葱属百合科，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普通大葱原 

产我国，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而以山 

东、河北、河南等省为重要产地。大葱耐寒抗热，适 

应性强，四季均可上市。葱的主要营养成分是蛋白 

质、糖类、维生素A原(主要在绿色葱叶中含有)、食 

物纤维以及磷、铁、镁等矿物质等。大葱有特殊的 

香味和辛辣味，既可生食又可烹饪，不但能增进食 

欲，并有一定医疗效果，是深受我国人民喜爱的重 

要调味蔬菜。近年来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为了筛选 

适宜郑州地区种植的大葱品种，笔者对郑州蔬菜所 

培育的和国内优 良的7个大葱品种进行品种比较试 

验。 

1 材料和方法 

1．1 品种 

参试共7个品种，以章丘大葱为对照。 

优选大梧桐，山东济南； 

寒丰巨葱，山东科丰种业； 

章丘大葱，章丘三育良种公司； 

寿光大葱，山东寿光； 

郑研寒葱，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优选掖辐大葱，山西运城； 

郑研寒玉大葱，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1．2 试验设计与方法 

试验安排在郑州市蔬菜研究所研发中心试验 

田，试验地为沙壤土，肥力中等，地势高，排灌方 

便，前茬种植作物为马铃薯。试验随机区组排列，3 

次重复，共 21个小区，小区面积 30in 。 

1．3 栽培管理 

每667 rn2施农家肥3ITI ，过磷酸钙 15 ，硫酸 

钾l5 ，均匀施于沟底，将土肥混匀。大葱2008年 

1O月 1日播种，l0月7日出苗，2009年6月20日定 

植，1O月11日小区测产收获，测产后留少量大葱进 

行越冬抗寒性观察。单行种植，定植时筛选大小一 

致的苗，按行距70 cm开沟，沟深20 cm，株距3 cm， 

定植后分别在2009年7月 15日、8月 10日、8月25 

日、9月 8日浇水4次，在 8—9月的3次浇水中随 

浇水施肥3次，并在8月20日和9月 15日进行2次 

培土。 

1．4 抗病性比较 

在测量生长情况前，先对各小区随机选取的75 

株各大葱品种进行了抗病调查，分别按照病情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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