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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蔬 菜

保护地黄瓜新品种津春 号的选育初报

马德华 吕淑珍
·

李淑菊 霍振荣 沈文云

天津市黄瓜研究所

黄瓜黑星病是一种毁灭性真菌病害
,

流

行地块轻则损 失产量 一
,

重则损

失 一
。

黄瓜黑 星病又是 一种世界

性病害
,

年代 曾经在美国
、

加拿大
、

前

苏联
、

保加利亚
、

匈亚利
、

日本及西欧各国

大面积发生
,

损失达 一
。

我国

年代 虽然也有发 生
,

但 为害不严 重
,

年东北有较大面积发生
,

年前后开始

流行
,

并 向华北扩散
,

年在华北
、

华

东
、

华南等 地均有较大面积发 生
。

天津市

年有零星发生
,

年在保护地发生

较为普遍
。

黑星病可 为害黄瓜的各个部位
,

使产量及商品性大大降低
,

严重威胁黄瓜生

产
,

影响市场供应
。

其发生也越来越重
,

严

收稿 日期 一 一 ,

修回 日期 一 一
。

重的地块几乎绝产
。

目前生产上的主栽品种

均不抗此病
,

长春密刺虽然表现出一定 的抗

性
,

但条件适合时
,

仍然发病严重 药剂防

治有一定的效果
,

但成本高
,

污染严重
。

国

外早在 年代就培育出高抗黑星病 的抗病

品种
,

解决了生产上的问题
。

而我国 目前尚

缺少抗黑星病 的黄瓜优良品种
。

为此
,

笔者

进行了抗黑星病新品种的选育工作
。

选育过程

针对我国黄瓜黑星病的发生情况
,

笔者

引进大量 国 内外的种质资源
,

年先后

对 份资源材料进行了苗期人工接种抗病

性鉴定
,

对试验中表现抗病的材料进行多次

重复鉴定
,

共筛选出抗病材料 份
,

用选

脆
、

味甜
、

清香
,

其主要商品性状与营养成

分均超过长春密刺 和 中农 号 表
,

深

受生产者及消费者的欢迎
。

主要栽培技术要点

中农 号是耐低温弱光性好
,

抗病性

强的多雌型品种
,

栽培时不用嫁接和喷 乙烯

利等催瓜素
,

便可达 到早熟
、

丰产的目的
,

若采用嫁接
,

喷乙烯利后会促使植株雌花丛

生
,

植株生 长过 旺
,

反 而延 迟采收 一

天
。

此 外
,

还 需 注 意 以下几点 ①适 时播

种
、

培育壮苗
。

北 京地 区 日光 温室秋冬茬

月上 中旬播种育苗
,

苗龄 天左右
,

冬

春 茬
,

月 上 旬 播 种 育 苗
,

苗龄 一

天
。

苗期不需嫁接和喷用 乙烯利等催瓜素
。

②小苗定植
,

适当稀植
。

小苗 一 片叶定

植
,

缓苗快
,

日光温室每 , 栽 株

左右
,

春棚栽 株左右
,

密植造成营养

面积小
,

光照 差
,

容易化瓜
。

③施足基肥
,

勤追肥
。

每 施优质农家肥 一
。

采收期追化肥每次 左右
,

化肥
、

人粪

尿 交替施用效果更好
。

看天
、

看地
、

看秧
,

掌握浇水量
。

④小高垄
,

地膜覆盖栽培
。

高

垄 大 小 行 栽 培
,

大 行 距
,

小 行 距
,

覆盖地膜
,

可 提高地温
,

减少水分

蒸发
。

⑤及时调 整植株
。

摘去基部 节以下

雌花及侧枝
,

以利于集中养分
,

提早结瓜
。

中期将植株盘蔓成
“

’

的 ”

形于基部
,

除掉老叶

以利通风透光
,

尽量保留功能叶
,

以提高产

量
。

⑥中后期结合防治霜霉病
、

白粉病
,

宜

增喷叶面肥 一 次
,

可提高中后期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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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抗源材料 及高代 自交系

配制成新组合
,

通过品种 比较试验
、

区域试

验
、

生产试验及苗期人工接种抗病性鉴定
,

选育出高抗黑星病兼抗霜霉
、

白粉
、

枯萎及

角斑病 的组合一津春 】号
,

其商 品性好
,

优质丰产
,

是优 良的保护地品种
。

选育结果

品种比较试验结果 年利用 人选

的抗黑星病优良亲本材料配制 了组合
,

年进行 了小区试验
,

共有 个材料参试
。

经

过综合评价
,

号
、

号
、

号 个组合人

选
。

于
、 、

年春进 一步对人

选 的 个组合进行 品种 比较试验
,

重复

次
,

随机区组排列
,

小区面积
,

每小

区 株
。

以长春密刺
、

津春 号

为对照
。

试验结果表明津春 号

号 综合性状表现最好
。

平均早期产量和总

产量分别 比长春密刺增加
、 ,

比津春 号增加
、

表
。

病 害情 况调 查 结果 表 津春 号枯

表

小 区 早 期 产 量

品种比较试验产 结果

品 种

—年

津春 号

长春密刺

津春 号

年 平 均

住

比 一士 比 士

小 区 总 产 量

年 年 平 均 比 土 比 士

,八,,︸八八

表 品种比较试验抗病性调查结果

枯萎病发病率 霜霉病病情指数 白粉病病情指数

品 种

年 年
平均

比 一 比
土 土 年 年

平均
比 一 比
士 士 年 年

平均
比 一 比
士 士

,
夕

,‘

⋯
亡、︸一了了

奋

津春 号
长春密刺

津春 号

一 夕 一

万

一
一

一
一

刀

萎 病 发 病率 比 , 低
,

比 低

霜霉病病情指数 比 低
,

白粉病也 比 低
。

后 两种病害的病

情指数虽然高于
,

但均达抗病级
,

属

优良抗病品种
。

区域试验结果 为进一 步考查其 田间

表
、

年津赛 号区试结果

箱 霉 病

情数病指区量小产区量小产年 份 地 点 品 种

早期产

折合 , 比

产量 士

比
土

比
土

洲︸矛户哎︺︸︸﹃八,‘八曰,,一亡飞月︸工尸、,
护‘武清县

静海县

西青区

津春 号
长春密刺

津春 号
长春密刺

津春 号

长春密刺

津春 号
长春密刺

津春 号
长春密刺
津春 号
长春密刺

总产

折合 ,

产

月 一

十

一

一

,、

,山

叹︺气曰,月峥一”︸

八,八、︸八,,了气︸︸、亡‘一亡气︸

武清县

静海县

西青区

夕
‘

名

‘

一

芍住

,夕亡广七,

注 小区面积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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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
,

于 年 开始 进 行 了 多 点小 区 试

验
。

各点试验结果见表
。

由于 号表现突

出
,

自 年起改称津春 号
。

年津春 号平均每 “ 早期产

量为
,

总产量 为
,

分别 比

对 照 品 种 长 春 密 刺 平 均 增 产 和

巧
,

对霜霉 病 的 田 间抗性 明显 高于对

照
,

平均病情指数 为
,

而长春密刺 为
,

病情指数降低
。

年津春

号每 早期产量 为
,

总产量达
。

分别 比对照长春密刺增产

和
。

霜 霉 病平 均 病 情 指 数 为 ,

而 长 春 密 刺 为
,

病 情 指 数 降 低
。

生 产 试 验 结 果 生 产 试 验 结 果 见 表
。

津春 号在大棚 中较对照长春密刺平均

每 “ 早期产量增加
,

总产量增

加
,

表现出明显的丰产性
。

地 点 品 种

表 津春 号 年生产试验结果

早 期 产 量

西青区 津春 号

长春密刺

津南区 津春 号

长春密刺

小区 产 量 折合 产量 比 士 小区产量

总 产 量

折合 产量 比 士 “

抗病性鉴定结 果 为鉴定津春 号对

黑星病 的抗病能 力
,

于 进行 了苗期人

工接种鉴定试验
,

以长春密刺及 日本国立农

业 生 物 资 源 研 究 所 提 供 的抗 黑 星 病 材 料

为对照 品种
。

人 工 接种试验 结

果
,

各 品种病 情 指 数 为 津春 号
、

、

长春密刺
。

结果表明津

春 号对黑星病具有良好的抗性
,

抗性水平

接近抗黑星病对照材料
,

大大强

于长春密刺
。

年 月经 中国农科 院蔬菜花卉所

进行苗期人工接种鉴定表 明 津春 号对枯

萎
、

霜霉
、

白粉
、

角斑病 的抗性强
,

达抗病

级
,

对黑星病的抗性突出
,

达高抗级
。

品种特性及栽培技术要点

品 种特性 津春 号黄瓜植株生长势

强
,

叶深绿色
,

以主蔓结瓜为主
,

第一雌花

着生在 一 节
,

雌花节率 左右
。

瓜条

长棒形
,

长 一
,

单瓜重约 瓜

把短
,

瓜皮深绿色
,

瘤显著
,

密生 白刺 果

肉绿 白色
、

质脆
,

品质优
,

商 品性好
。

早

熟
,

从播种到采收 一 天
,

采收期 一

天
。

每 产 量 一

。

耐低 温
,

耐 弱光性 能优 良
。

对枯萎
、

霜霉
、

白粉
、

角斑病的抗性强
,

对黑星病的

抗性尤为突出
,

适合保护地及黑星病多发地

区栽培
。

栽培技术要点

适期播种
。

天津地 区 保护 地栽培 一

般 月中下旬到 月初播种
,

月上 中旬定

植
。

培育壮苗
,

一般苗龄在 一 天 左

右
。

由于单性结实能力较强
,

所以每

保苗 株左右即可
。

定植 时应施足底 肥
,

及时追肥
。

施

优质农家肥 作底肥
,

结瓜期应及时

追肥
,

采收中期加大肥水量
,

并进行叶面喷

肥 一 次
,

以减少 化瓜
,

提 高 中后 期产

量
。

及时采收
。

由于瓜条发育较快
,

所

以在结果前期应及时进行采收
,

以免影响植

株营养体的生长
,

使后期产量降低
。

加强病 虫害防治
。

生长 中后 期
,

主

要防治蚜虫
、

茶黄蜡二 对病害应 以综合防治

为主
,

注意栽培管理
,

减少病害的发生
。

一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