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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温室西瓜品种引进筛选试验 
、司亚军 ，郝平琦 ，万会萍 ，赵增寿 ，郝双奎 ，张建斌 
(1．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渭南综合试验站，715501；2．陕西省渭南市农科所，715501； 

3．陕西省蒲城县苏坊镇农技站，7 15500；) 

摘要：通过对6个西瓜品种、2个砧木品种和2 

种栽培基质进行交叉组合试验，筛选最适合在渭南 

地区日光温室种植的西瓜新品种及嫁接砧木组合。 

结果表明：6个西瓜品种中嘉年华、福运来与砧木的 

亲和力最好，嫁接成活率高，且产量高，抗性强，优 

选嘉年华、福运来作为主栽品种；铁木砧嫁接成活 

率高于抗寒将军，可作为主要的砧木品种；市售普通 

基质培育嫁接苗的成活率高于自配营养土，应积极 

采用基质育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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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温室西瓜是陕西省渭南市重要的设施栽培 

品种，近年来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但目前存在品种 

多而杂、品种区域性不明显、产量偏低、品质较差 

等问题。通过对6个西瓜品种、2个砧木品种和2种 

栽培基质进行交叉组合试验 ，以期筛选出最适合 

在渭南地区日光温室种植的西瓜新品种及嫁接砧 

木组合，旨在引导当地瓜农科学种植西瓜，达到优 

质、高产、高效的目的。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渭南市农科所示范园的六号 日光温室中 

进行，该温室长70 m，跨度 8 m，土壤类型为垆 

土，碱性氮34．23 mg／kg，速效磷27．15 mg／kg，速效 

钾 137．33 mg／kg，土壤有机质 1．35％，土壤pH 8．3， 

属中等偏上肥力水平。 

1．2 试验材料 

供试西瓜品种共6个，分别是福运来(韩国)、嘉 

年华 (韩国)、黄小玉 (台湾)、红小玉(台湾)、福 

星 (韩国)、红小太郎 (日本)；砧木品种2个，分 

别是抗寒将军 (山东)、铁木砧 (河北)；育苗基质 

2种，分别是自配营养土、市售普通基质 (北京)。 

1．3 试验方法 

6个西瓜品种和2个砧木品种在田问种植不设 

重复，1个品种集中种植5～7垄，采用高垄覆膜， 

有机、无机肥料配施，叶面喷肥和垄沟冲施结合的 

栽培模式。西瓜品种和砧木品种种子发芽率、砧穗 

嫁接成活率、不同基质出苗率、不同基质培育嫁接 

苗的成活率均以百分率计算；产量是在西瓜成熟时 

取3O个果实测定，取其平均值，并折合成667 m 产 

量；及时记录西瓜品种及砧木的生物学性状。 

2 结果与分析 

2．1 发芽率调查 

2．1．1 不同砧木品种种子发茅率 

表 1说明，铁木砧发芽速度快而集中，发芽率 

明显高于抗寒将军，这与铁木砧种子饱满整齐、成 

熟度好有很大关系。 

表 1 不同砧木品种种子发芽率 ％ 

注：砧木种子催芽32 h后，每隔 1 h调查 1次发芽率。 

2．1．2 不同西瓜品种种子发芽率 

表2说明，嘉年华、红小太郎、黄小玉、红小玉 

4个品种发芽速度较慢，且不整齐，需要的积温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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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西瓜品种种子发芽率 ％ 表4 不同西瓜品种的出苗率 ％ 

注：西瓜种子催芽 22 h后，每隔 1 h调查 1次发芽率。 注：从播种后第4天第5小时起，每隔5h调查 1次西瓜出苗率。 

较多；而福星和福运来则在催芽后23～25 h集中发 

芽，可能是由于这2个品种籽粒较小引起的。 

2_2 出苗率调查 

2．2．1 不同砧 木品种的 出苗率 

表3说明，铁木砧较抗寒将军出苗快而集中，主 

要是由于铁木砧籽粒饱满匀称，色泽光亮，种子质 

量比抗寒将军好。 

表3 不同砧木品种的出苗率 ％ 

注 ：从播种后第 5天起，每天调查 1次砧木出苗率。 

2．2．2 不 同西瓜品种的出苗率 

表4说明，嘉年华、福星、福运来出苗率高，主 

要集中在播种后 106～111 h之间出苗，而黄小玉、 

红小玉主要集中在 111～121 h之间出苗，红小太郎 

表现居中，这可能是由于前3个西瓜品种出芽后生 

长势较强引起的。 

2．2．3 不同栽培基质的出苗率 

表5说明，市售普通基质的出苗率普遍高于自 

配营养土，这主要是由于市售普通基质质地疏松、 

通气性好、湿度适中、营养较全面引起的。 

2．3 嫁接成活率调查 

2-3．1 不同栽培基质对嫁接苗成活率的影响 

表 6说明，市售普通基质培育嫁接苗的成活率 

普遍高于自配营养土，不同品种间也有差异，嘉年 

华、福星、福运来3个品种嫁接苗的成活率较高。 

2．3．2 不同砧木品种对嫁接苗成活率的影响 

表 7说明，不同西瓜品种嫁接在不同砧木上， 

其成活率有一定差异。西瓜品种和砧木嫁接组合 

最好的是福运来和铁木砧，其次为福星和铁木砧， 

表 5 不同栽培基质的出苗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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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差的是红小太郎和抗寒将军。嫁接苗成活率的高 

低与品种和砧木之间茎的粗细差异、茎秆空心程度 

及亲和程度有一定关系。 

2．4 嫁接后生长结果调查 

2．4．1 不同西瓜品种植株生长势比较 

表 8说明，不同西瓜品种植株生长情况存在差 

异，嘉年华生长势最强，表现为蔓长、蔓粗、节间 

长、叶片面积大、叶色深，特别是侧芽非常多，且 

生长速度快，黄小玉生长势最差，其余品种长势中 

等。 

2．4．2 不同西瓜品种果实性状及产量比较 

表9说明，6个西瓜品种中，嘉年华果实最大， 

表8 不同西瓜品种植株生长势比较 

西瓜品种 第一雌花 果形 果皮 果皮花纹 果瓤 果瓤质地 果实成熟 平均单果 最大单果 折合667 mz 

节位／节 颜色 颜色 天数／d 质量／kg 质量／kg 产量／kg 

单果质量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嘉年华、福运来、红 

小太郎、福星、红小玉和黄小玉。折合667 m 产量 

嘉年华居第 1位，黄小玉最低。 

2．4-3 不同西瓜品种抗病性比较 

表 10说明，嫁接至栽培的过程中，黄小玉、红 

小玉、红小太郎苗期都不同程度地感染细菌性病害， 

嫁接口出现脓状黏液，导致假性成活；栽植后，嘉 

年华嫁接部位以下砧木开裂较多，有脓液流出，植 

株变黄萎缩，呈枯萎状；红小太郎白粉病发病最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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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不同西瓜品种抗病性比较 ％ 

注：感病株率 (％)=感病株数／调查总株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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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雄性不育杂交系列品种区域试验报告 
周阜宣，戴祖云，方宏建 
(安徽省江淮园艺科技有限公司，230031) 

摘要：对强丰7301、报喜和东方104 3个辣椒 

雄性不育杂交品种进行区域试验与生产试验 ，考 

察各品种的地区适应性、熟性、丰产性及抗病性。 

结果表明：强丰7301为中早熟品种，产量高，抗病 

毒病及疫病，适宜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种植；报 

喜为早熟品种，高产，适合在早春大棚或日光温室 

种植；东方104为晚熟品种，抗病性最强，适宜在 

我国海南省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高温地区种植。 

关键词：辣椒；雄性不育；杂交品种；熟性；产 

量；抗病性 

辣椒属于常异花授粉作物，具有较高的杂种优 

势，传统生产F 代杂交种的技术不但操作复杂，成 

本较高，而且容易造成种子纯度低。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国内外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对辣椒 

雄性不育三系配套制种技术进行研究，利用该技 

术不但能简化制种程序，降低种子生产成本，而且 

还可使杂交种子纯度达到99．9％以上，对加快辣椒 

产业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安徽江淮园艺科技有限公司科研人员于 20世 

纪 90年代中期开始开展辣椒雄性不育三系配套制 

种技术的研究，并在甜椒雄性不育恢复系转育上做 

了大量工作，经过 10多年的攻关，目前已选育出三 

系配套辣椒杂交系列品种lO余个。为了鉴定这些辣 

椒品种的地区适应性、熟性、丰产性及抗病性，安 

徽江淮园艺科技有限公司科研人员于2009—2010年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品种区域试验，于2011年进行生 

产试验，以期为各地辣椒栽培提供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供试品种 

区域试验参试品种为强丰7301、报喜及东方 

104，以二金条为对照。生产试验参试品种分 3组， 

第 1组：强丰7301，对照为二金条；第2组：报喜， 

对照为苏椒五号；第3组：东方 104，对照为印度尖 

椒一2。 

1_2 试验方法 

区域试验分别选在四川省简阳市、海南省东方 

市、山东省苍山县、湖南省岳阳市及安徽省和县5 

个试验点进行。试验统一采用保护地栽培，设4次 

重复，小区面积 8．4 m ，随机区组排列。调查各参 

试品种的植物学性状、熟性、前期产量和总产量。栽 

培管理方法同常规。 

生产试验第 1组品种试验点为四川省简阳市和 

重，感病株率达35％，嘉年华次之，达 16％，红小 

玉、黄小玉几乎不感染白粉病；接近成熟时，6个品 

种基本未发生炭疽病和疫腐病。 

3 结论 

根据对6个西瓜品种、2个砧木品种和2种栽培 

基质的交叉组合试验结果，初步认为市售普通基质 

的出苗率、嫁接苗成活率明显高于 自配营养土；铁 

木砧嫁接成活率高于抗寒将军；6个西瓜品种中嘉 

年华、福运来与砧木的亲和力最好，嫁接成活率高， 

且栽培产量高，抗性强，市场价格优于其他同期上 

市的西瓜品种。建议渭南地区日光温室西瓜种植区 

可把铁木砧作为主要的砧木品种，积极采用基质育 

苗技术，优选嘉年华、福运来作为主栽品种，以达 

到得高产、优质、高效的目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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