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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熟抗病粉果番茄新品种一霞粉
徐鹤林 陆春贵

’

杨荣 昌

(江苏省农科院蔬菜所

余文贵 龙 明生

南京 2 10 0 1 4)

摘要 利 用黄粉选 6 株系作母本
,

8 5 12 作父本配制 而成的一代杂种一 霞粉
,

熟期较对

照苏抗 9 号早 3一 5 天
,

抗烟草花叶病毒病
,

早熟
、

丰产
,

每 6 66
.

7 m , 早期产量 2 6 33 k g
,

总

产量 4 43 6 k g
。

果 实圆整
,

品质好
,

单果重 15 0 一 18 0 9, 适 宜保护地早熟栽培及春秋季露地

栽培
。

现 已在江苏
、

安徽
、

山 东
、

浙江
、

天津
、

江西
、

上海
、

湖北等省
、

市大面积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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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8 0 年代 以来
,

早熟
、

优质
、

丰产的

番茄倍受人们的欢迎
,

而粉果型的番茄越来

越受消费者喜爱
。

但近些年来 由于番茄病毒

病的为害
,

严重影响 了番茄的产量及市场供

应
。

所 以选育抗病力强
、

早熟
、

优质的粉果

型番茄品种 已成为育种的主要 目标之一
。

从

19 8 5 年起
,

笔者引 进了国 内外许多育种材

料
,

经严格的亲本选择
,

组合比较
,

多代抗

病 性 鉴定
、

筛选
,

选育出一代 杂种一霞

粉
,

19 94 年通过江 苏省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

员会审定
,

目前已在生产上推广
、

应用
。

引 进 原 始 材 料 中选 矮 生
、

早 熟
、

粉 果

弓4一 4, 又经 3 年 的定 向株系选择
,

从 中选

出早熟
、

大果
、

抗病
、

植株矮壮
、

坐果率高

的优良选系 8 4一4一6一9 ( 代号为 8 5 12 )
。

表 1 砚粉亲本对 T M V O
、

1 株系反应

年份 材 料 名 称
调查

株数

病 情 指 数

T M V 0 T M V

抗性

19 80 ( 7 9一 3 4 x 7 9一 23 ) F Z

春 ( 7 9一 3 4 “ 7 9一 2 3 ) F Z

C K (早粉 2 号 )

1 9 80

秋

1 选育经过

L l 亲本的选择

自 19 7 9 年始 选 用 矮 生
、

早熟
,

具有

T m罗抗病基因
,

组合力 强的 79 一 34 与生长

势强
、

果 实 大
、

品质好的粉果 79 一 23 杂

交
,

在 其后代 中选择黄苗
,

粉果
、

果实中

大
,

坐果率高
,

矮封顶 类型单株 30 多个
,

用 T M V O
、

1 株系及 C M V 两种毒源分别

进行苗期 人 工接种
,

经 4 代 观察 筛选 出

8 1一 3 6一 2一 1一 3 单 系后代
,

其 表现 整 齐 一

致
,

性状稳定
。

命名为黄粉选 6
。

1 9 8 4 年从

本文于 19 9 4一 1 1一 18 收到
,

19 95 一 5一 30 收到修改稿
。

,

本文执笔人

19 8 1

春

(7 9一 3 4 又 79一 2 3 ) F 3

C K (早粉 2 号 )

(7 9 一 34 x 7 9一 2 3 ) F 4

C K (早粉 2 号 )

(7 9一 3 4 义 7 9一 2 3 ) F S

C K (早粉 2 号 )

29

3 ,

RTnU-19 8 1

秋

4
.

3

4 8

3 0
.

5

10
.

7

5 1
.

3

3
.

8

4 2
.

4

3
.

9

3 3 7

注 : R 为抗病
,

S 为感病
,

丁 为耐病
。

1
.

2 配制杂交组合
19 8 5 年 用黄粉选 6 株系作母本

,

8 5 1 2

作 父本进行杂交
,

其 F l 定名为霞粉
。

1
.

3 品种比较试验结果

19 8 6 一 19 8 9 年在 本所进行 品种比较试

验
,

在 7 个参试的粉果材料 中
,

霞粉表现突

出
,

早熟性
、

丰产性
、

抗病性
、

品质等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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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现优 于苏 抗 9号 (苏粉 l号 )
。

19 90一

9 12 9年参加南京 市番茄高产协作组的品种

比较试验
,

表现优 良
,

在 参试品种 中居首

位
。

1
.

3
.

1 抗 病性 霞粉含有 T m罗抗病基因
。

表现抗烟草花叶病毒 ( T M V )
,

对 C M V 也

表现一定耐病性
。

在品种比较过程中进行多

次苗期人工汁液摩擦接种 T M V O
、

1株系

鉴定 及 田间 自然发 病调查
。

鉴定结果见表

2
。

近几年 由于气候等原 因
,

生产上病毒病

发生严重
,

特别是 19 8 8 年南京地区病毒病

大流行
,

在这种情况下霞粉发病较轻
,

病情

指数为 4
.

8
,

而其他粉果组合及对照病情指

数均在 10 以上
。

对叶霉病也作了调查
,

特

别是 1 9 8 9 年春大棚叶霉病发生严重
,

参试

的品种中大多数 品种 包括苏抗 9 号发病较

重
,

而霞粉发病轻
。

表 3 艘粉为其他粉果组合构成早熟性状

因素及果实性状

组 合
初花 早期产量 占 果实大 裂果 可 溶性 固

节位 总产量%

黄粉
义 T S E 粉 7

.

0 5 7石

艘粉 F l 6
.

7 5 5 2
.

6

黄 火 大叶早粉 8
.

25 56
.

5

黄
x
齐矮 7

.

0 5 0
.

7

黄
x 新番 8

.

0 5 6夕

苏抗 9 号 (C K ) 7
.

2 5 5 7石

小 ( g ) 率 (% ) 形物 (% )

12 7
.

6 7
.

1 5
.

0

15 7
.

9 1 3
.

0 5
.

1

16 9
.

2 ] 7
.

6 5 1

17 6
.

1 1 9
.

2 4
.

9

14 9
.

5 1 1
.

0 5
.

0

12 7 6 1 5 2 5 0

表 2 艘粉病毒病
、

叶耳病抗病性鉴定

病毒病 田间自然发病 叶霉病

病况年 份 情发品 种 发病率
(% )

病情

指数
抗性

19 8 6 春 霞 粉
苏抗 9 号 ( C K )

霞 粉
苏抗 9 号 ( C K )

霞 粉

苏抗 9 号 ( C K )

霞 粉

苏抗 9 号 ( C K )

霞 粉
苏抗 9 号 ( C K )

霞 粉
苏抗 9 号 ( C K )

2
.

0

2 5

0
.

3 H R

1 2 H R

轻

中

19 8 7 春 0 O H R 轻

2 0 0
.

8 H R 轻

19 8 8 春 2
.

0 8
.

3 R

2 5 1 0 2 R

轻

轻

19 8 8 秋 H R 中一

H R 中+

地 区 19 88 年前以 6 月 2 0 日以前为早期产

量
,

19 88 年后 以 6 月 10 日前为早期产量
。

秋番茄 以 11 月 25 日前为早期产量
。

经几年

试 验 比 较
,

霞 粉 早 期 产 量 4 年 平 均

2 6 3 3 k g / 6 6 6
.

7 m 2 ,

比对 照 苏抗 9 号 增产

14
.

9 %
。

②总产量
:

通过几 年春秋种植 (包

括大棚
、

露地 )
,

霞粉在所有参试 品种中总

产量最高
,

平均为 4 4 36 k g / 6 6 6
.

7 m
2 ,

比对

照高出 2 1
.

5 %
。

1
.

4 省区试和生产试验结果

19 9 0 一 19 9 3 年霞粉参加 了江苏省番 茄

新 品种区域试验
、

生产试验
,

同时在南京
、

徐州
、

连云港
、

南通
、

安徽和县进行生产示

范
,

结果表现 ; 高抗病毒病 ( T M V )
,

早熟

性好
,

早期产量高
,

平均比对照或当地主栽

品种增产 12 % 一 15 %
。

总产量 略高于苏抗

9 号
,

平均 6“
.

7 m 2 产量 4 8 00 k g
,

平 均单

果重 16 2 9,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5% 左右
。0CU八曰八曰

19 8 9

大

春

棚

1
.

2 H R

2 0 H R

中

中

轻轻RRHH00nUó日19 8 9春

露 地

注 : H R 为高抗
.

R 为抗病
。

1
.

3
.

2 早 熟性 霞粉为 自封顶 类型
,

表现

早熟
。

开花结果期
,

平均比对照苏抗 9 号提

早 2 天左右
,

这种优势秋季比春季表现更为

明显
。

早期产量 占总产量的比例比苏抗 9 号

略低
,

但 差 异 不显著
,

平均 在 55 % 左 右

( 见表 3 )
。

1
.

3
.

3 产 量 ①早期 产量
:
春 番茄在南 京

2 主要特征特性

霞粉属 于 自封顶 类型
,

早熟
,

株高 70

一 g o c m
,

生长势强
,

初花节位 6一 7 片叶
,

主茎 2 一 3 花序封顶
,

始收期较苏抗 9 号提

早 3一 5 天
,

抗烟 草花叶病毒病
,

总产 量

6 6 6
.

7 m
2
春季栽培 5 o o o k g

,

秋季 4 o o o k g
,

比苏抗 9 号增产 12 % 一 巧 %
,

其早期产量

占总 产 量 40 % 一 50 %
。

果实 圆整
、

粉红

色
,

果型较 大
,

单果重 巧 0 一 18 0 9, 畸形果

少
,

平均每株可 坐果 20 个左右
,

坐果率

81 %
,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5
.

0 % 一 5
.

1%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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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佳
,

风味好
。

适宜作保护地早熟栽培及露

地丰产栽培
,

亦可作秋季栽培
。

3 栽培技术要点

3
.

1 适期播种
,

适 时定植
。

长江流域 H 一

12 月播种育苗
,

苗龄 60 天左右
,

保护地和

露地定植期分别为 2 月中下一 3 月上中旬和

4 月初
。

作秋季栽培
,

应在 7 月中旬播种
,

采 用搭 荫棚
,

营养钵育苗
,

苗龄 25 天左

右
。

也可作 为越冬栽培
。

春季和越冬栽培时

要注意提高苗的素质
,

培育壮苗
。

3
.

2 选择适宜栽培方式 可适当密植
。

一般

每 “ 6
.

7 m 2
栽 3 5 0 0 株为 宜

,

采用 双干 整

枝 ; 若进行春季极早熟栽培
,

宜采用单穴双

株
,

单干整枝
,

密度 可增加到 6 0 00 株左

右
。

早期管理措施 以促 为主
,

使其充分发

棵
。

3
.

3 花期及时用 2
,

4一 D 蘸花
,

浓度 巧一

20 户g / g
,

以防落花
,

促进果实发育
。

3
.

4 加强肥水管理及病虫害防治
。

基肥要

施足
,

每 6“
.

7 m 2
施 4 0 o o k g 腐熟有机肥

,

追肥应结合 P
、

K 肥
,

分期多次施用
,

秋季

高温 时期
,

要勤灌水
,

切忌忽干忽湿
。

此

外
,

应注意及早防治早疫病
,

可 喷 70 % 托

布津 1 0 0 0 倍和 1 : :1 2 00 波尔多液 ; 秋季

育苗时要及时灭蚜
。

(上接 8 页 )

.2 3 抗病性

中椒 6 号对病毒病具较强的抗性
。

经苗

期 人 工 接 种 鉴 定 结 果 表 明
,

该 品 种抗

T M V
,

病情指数 为 8
.

6
,

比对照 22 号尖椒

的 2 3
.

0 降低 14
.

4
,

比湘研 3 号的 18
.

5 降低

9
.

9
。

C M V 病情指数为 16
.

3
,

比对照 2 2 号

尖椒的 26
.

7 降低 10
.

4
,

比湘研 3 号 的 19
.

8

降低 3
.

5
。

19 9 0 年在本所试验农场对田间病

毒 病抗性调 查结果与人 工接种鉴定结果 一

致
,

病 情指 数 为 16
.

3
,

低 于 对 照 78 一9

( 2 3
.

7 ) 和湘 研 3 号 ( 19
.

3 )
。

在北 京
、

河

北
、

广 西
、

广东
、

云南
、

内蒙
、

上海
、

江

苏
、

山东
、

河南
、

辽宁
、

吉林
、

海南等十余

省市种植后
,

一致反映该品种对病毒病抗性

强
,

在病毒病严重流行年
,

仍生长良好
。

在

上海
、

山东等地试种
,

还表现较强 的抗热

性
,

加之植株结果多
,

果大
、

肉厚
、

丰产性

好
,

因此很受当地重视
,

目前推广面积正在

不断扩大
。

.2 4 丰产性

该品种在各地种植后
,

表现抗病
、

丰

产
,

增 产 增 值显著
,

一般 6 66
.

7 m “ 产 量

2 5 0 0一 5 0 O0 k g
,

最 高可 达 7 0 O0 k g 以上
,

比同类主栽 品种平 均增 产 41
.

7 %
,

增值约

8 0 0 元
。

.2 5 品质

中椒 6 号品质优 良
,

味微辣
,

适于鲜

食
。

果实粗牛角形
,

果长 12 c m
,

粗 4c m 左

右
,

果 肉厚 0
.

3一 0
.

4 e m
,

单果重 4 5一 6 2 9
,

果色 绿
,

每百克 鲜重 V C 含量 10 Om g
,

干

物质 6
.

6 9 9, 全糖 2
.

4 4 9
,

风味佳
。

该品种

由于商品果实品质符合市场消费习惯
,

因而

颇受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青睐
。

3 适 宜地 区和栽培要点

各地试 种结果 表 明
,

中椒 6 号抗逆性

强
,

适应性广
,

适宜北京
、

天津
、

上海
、

河

北
、

山西
、

内蒙
、

海南
、

广 西
、

云南
、

四

Jll
、

山东
、

河南
、

江苏
、

浙江
、

辽宁
、

吉

林
、

陕西
、

新疆等地种植
。

中椒 6 号 由于长势强
,

分枝和结果多
,

因此需选择肥沃 富含有机质的沙质壤土种

植
,

并要求有水源
,

能灌溉
,

雨后能及时排

涝
,

以防疫病发生
。

京
、

津地区 一般于 1 月

下 2 月上旬播种育苗
,

4 月下旬或 5 月初终

霜后定植露地
,

每 6“
.

7 m 2 定植 4 0 0 0 穴左

右
,

有条件的地区可进行地膜覆盖
。

生长期

间应注意及时防治蚜虫
、

茶黄蜡和棉铃虫等

的为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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