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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品种春季大棚栽培评价

程智慧，孟焕文，秦思维，毛双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陕西杨凌712100)

摘 要：针对当地大棚番茄主栽品种单一而生产和消费多元化需求的问题，从国内外引进百利、格雷、雪莉、

曼西娜、美杰罗2号、抗线晶美、东粉3号、粉宝等番茄新品种，以强选4号为对照，在杨凌示范区种植，从农艺性状

和经济性状方面综合评价，筛选适宜春季塑料大棚栽培品种。结果表明，与对照品种相比，供试品种均植株高大；

晚疫病发病较普遍，灰霉病以抗线晶美、曼西娜和格雷较普遍或严重；美杰罗2号、东粉3号、抗线晶美和雪莉的早

期产量与对照无显著性差异，百利和东粉3号总产量较高，美杰罗2号、粉宝、格雷、雪莉和抗线晶美的总产量与对

照无显著性差异。综合商品性和营养品质较好的品种有美杰罗2号、东粉3号、抗线晶美、粉宝、百利、曼西娜和雪

莉。试验认为，美杰罗2号、东粉3号、粉宝和抗线晶美可作为粉红果品种在杨凌地区大棚栽培中示范，并优先选

用美杰罗2号和东粉3号；百利作为中型红果品种可以示范种植；曼西娜作为小型红果串收番茄可以示范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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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omato cultivars grown in spring season under plastic tunnel

CHENG Zhi—hui，MENG Huan-wen，QIN Si-wei，MAO Shuang—shuang

(College ofHorticulture，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 712100，China)

Abstract：To fit the diverse need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local area，the new tomato cuhivars Baili，

Gray，Xueli，Mansila，Meijieluo 2，Kangxian Jingrnei，Dongfen 3 and Fenbao were introduced home and abroad，grown

in plastic tunnel in spring season at State Yangling A西cultural Hi-Tech Industry Demonstration Zone，and evaluated by

agronomic traits and economic traits，taking Qiangxuan 4 as the control，to screen suitable cuhivar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cuhivar，the plant of all introduced cuhivars grew higher but late blight disease was popular；

The grey mold disease was popular or serous in cuhivars Kangxian Jingmei，Mansila and Gray．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arly yield between cuhivars Meijieluo 2，Dongfen 3，Kangxian Jingmei，Xueli，and the contr01．The total

yield of euhivars Baili and Dongfen 3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and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hivars

Meijieluo 2，Fenbao，Gray，Xueli，Kangxian Jingmei，and the contr01．The comprehensive commercial quality and the

nutritive quality were better in euhivars Meijieluo 2，Dongfen 3，Kangxian Jingmei，Fenbao，Baili，Mansila and Xueli．

It is thought that cuhivars Meijieluo 2，Dongfen 3，Fenbao and Kangxian Jingmei can be recommended，with priority to

Meijieluo 2 and Dongfen 3，as the large sized pink color fruit type to grow and demonstrate in spring season at Yangling

area under plastic tunnel，cuhivar Baili can be grow as a medium sized red color fruit type to demonstrate and cultivar

Mansila can be grow as a cluster tomato．

Keywords：tomato new cultivar；plastic tunnel；spring cultivation；agrinomie trait；yield and quality

品种是作物优良性状的载体，是重要的生产资

料，但品种优良性状的表现型是品种优良遗传性与

特定栽培生态环境相互作用表现出的结果[1|。不同

地区生态环境不同，栽培方式和管理技术也各有特

点，因而适宜栽培的品种也不尽相同‘2—3|，栽培品种

也在不断的演变[4-5]。因此，不断引进和筛选适应

当地的优良新品种，是一个地区番茄生产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工作，各地也历来都很重视不同类型番茄

新品种的引进试验[6-9]，并在不同的栽培场所或以

不同的栽培方式[10一13I、栽培季节[14—1 7I，依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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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18。2⋯，用不同的评价方法[21。22]进行品种比

较与筛选。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的杨凌，地处我国西部，属半干旱地区，冬

寒，春短且气候多变，夏早，秋季时旱时涝，春季塑料

大棚和越冬13光温室栽培是番茄生产的主要季节茬

次和栽培方式。本试验引进国内外粉果和红果等不

同类型番茄品种在杨凌栽培，对其农艺性状和经济

性状等进行比较评价，旨在为春季塑料大棚番茄生

产中品种更新换代和选择提供参考。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

供试番茄品种有瑞克斯旺公司的百利、格雷、雪

莉(74587)、曼西娜，山东淄博神禾种子公司的美杰

罗2号和抗线晶美，辽宁东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东粉3号，大连艺源种子有限公司的粉宝，均为国内

外新育成或推广的主栽品种，根据杨凌目前主栽粉

果番茄的特点，以西安市大宇园艺责任公司的粉果

番茄强选4号为对照品种。试验于2011年3—7月

在陕西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场钢管骨架塑料

大棚内进行，棚宽8 m，长50 m。试验地为中等肥力

的壤质土。

1．2试验方法

供试番茄采用穴盘育苗，5叶一心期定植。试

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4次重复，每小区长3．2 m，宽

1．0 m，双行定植，每行11株。生长期间采取统一追

肥管理，定植后15 d开始进行第一次追肥，以后随

植株生长每隔10 d追肥NPK复合肥一次。留4穗

果摘心，其它按照常规管理。

每小区随机选取10株挂牌标记，在主要生育阶

段调查植株生长状况、开花结果习性等植物学性状，

单叶面积采用用回归法用叶的长和宽计算【23I。调

查主要病害的病株率，计算病情指数[病情指数=

(各级病株数×该级值)／(调查总株数×最高级值)

×100]。统计坐果率，按小区记载商品产量，分析果

实大小(单果质量小于80 g的为小果，80～150 g为

中果，150 g以上为大果)、果形、果色等外观商品性。

每小区随机从无病健壮株上选取第2～3穗果

5个，清洗果面并用蒸馏水淋洗，吸干表水，去除蒂、

皮、籽，四分法取样进行进行品质分析。含水量(烘

干称重法)、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手持糖度计法)、可

溶性糖含量(蒽酮比色法)、有机酸含量(NaOH滴定

法)、番茄红素含量(比色法)、Vc含量(2，6．二氯酚

靛酚滴定法)、可溶性蛋白含量(考马斯亮蓝G一250

法)的测定参照郝建军等《植物生理学实验技

术》[2 4I。

试验数据采用DPS 7．05软件和Microsoft Office

Eexcel 2003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不同番茄新品种春季大棚栽培植物学性状比较

各品种均为无限生长类型，植株比较高大。由

表1可见，各品种的株高均不同程度地超过对照品

种强选4号，以曼西娜最高，比对照高76．4％；其次

为百利，比对照高33．4％；其余品种也比对照高

12．4％～29．2％。

格雷、粉宝、美杰罗2号和强选4号一样，2～3

花穗间叶片数较少，为2片，结果比较集中；其余品

种花穗间叶片数较多，叶量较大。单叶面积最大的

是粉宝，其次为百利，再次有曼西娜、抗线晶美，其单

叶面积分别比对照品种大39．8％、26．6％、20．1％、

10．2％；其余品种单叶面积都小于对照品种。

表1 不同番茄品种春大棚栽培植株性状比较

Table 1 Compare of morphologic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omato cuhivars grown in plastic tunnel in spring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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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品种叶色也有一定差异。雪莉、东粉3号、粉

宝、美杰罗2号的叶色深绿；百利、曼西娜与对照强

选4号一样，为绿色；格雷和抗线晶美叶浅绿色。

2．2不同番茄新品种春季大棚栽培抗病性比较

由表2可以看出，品种间灰霉病发生情况差异

很大，发病最普遍的为抗线晶美，发病率达100％；

发病最严重的为格雷，发病率为78％；曼西娜病株

极少，但病情指数较高；病情指数最高的为格雷；其

他品种对灰霉病的抗性较好，未见明显发病。

表2不同番茄品种春季大棚栽培抗病性比较

Table 2 Compare of disease resistance of different tomato eultivars grown in plastic tunnel in spring season

各品种晚疫病普遍发生，但发病率和病情指数

差异也较大。各品种发病率均超过对照品种，发病

普遍性的顺序依次为百利、东粉3号、格雷、雪莉、美

杰罗2号、抗线晶美、曼西娜和粉宝等，比对照发病

严重的品种依次有格雷、百利、抗线晶美、曼西娜。

2．3不同番茄新品种春季大棚栽培经济性状比较

2．3．1 开花习性各品种第一花穗均着生在5～7

节，花冠黄色，花柱正常，但花序类型和熟性不同(表

3)。百利、东粉3号与对照一样，开花期晚；格雷、曼

西娜、抗线晶美开花期较晚，雪莉和美杰罗2号开花

期早，粉宝开花期中。

2。3。2果实外观商品性抗线晶美、东粉3号、粉

宝、美杰罗2号及对照品种强选4号的果实为粉红

色，其余品种果实外观为大红色。各品种的青果肩

均不明显，果实着色均匀。

表3不同番茄品种春大棚栽培花果特性比较

Table 3 Compare of flower and fruit traits of different tomato cultivars grown in plastic tunnel in spring season

粉宝品种果形指数最大，为典型的长圆形；格雷

和美杰罗2号品种果形指数最小，为扁圆形；其余品

种果实近圆形。

抗线晶美、东粉3号、粉宝、美杰罗2号与对照

品种强选4号一样属于大果型品种，百利、格雷、雪

莉品种属于中果型品种，曼西娜属于小果型品种。

2．3．3产量性状 由表4可以看出，平均单果质量

最大的为粉宝品种，达183．5 g，显著大于其他各品

种；其次为东粉3号，平均单果质量166．7 g，显著大

于除粉宝以外的其他各品种；美杰罗2号和抗线晶美

平均单果质量与对照品种强选4号无显著性差异，都

显著大于百利、格雷、雪莉、曼西娜；平均单果质量最

小的是曼西娜，为串收番茄类型。大型果品种的坐果

率一般较高，中小型果品种的坐果率一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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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不同番茄品种春大棚栽培产量性状比较

Table 4 Compare of yield of different tomato cuhivars grown in plastic tunnel in spring season

早期产量各品种差异很大。美杰罗2号的早期

产量与对照品种强选4号相近，无显著性差异；但其

余8个品种的早期产量均不同程度地低于强选4

号，产量差额在20．0％～80．1％之间，除东粉3号、

抗线晶美和雪莉外，其余品种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

平。

总产量各品种差异相对较小。串收番茄曼西娜

总产量最低，比对照品种低49．8％，显著低于其他

各品种；其余7个品种中，百利和东粉3号分别较强

选4号增产5．5％和3．3％，美杰罗2号和粉宝与强

选4号总产量基本接近，格雷、雪莉和抗线晶美则总

产量分别低g．6％、7．6％和8．3％，但差异不显著。

2．3．4果实营养品质 由表5可以看出，果实可溶

性糖含量较高的品种有东粉3号、美杰罗2号、抗线

晶美、粉宝和曼西娜，但都未超过对照品种强选4

号；几个中小果型的品种含糖量都不高。果实有机

酸含量各品种间差异较大，酸含量最高的是东粉3

号和雪莉，其次有粉宝、格雷和抗线晶美，分别比对

照品种强选4号有机酸含量高86．3％、61．2％、

30．7％、27．8％和25．1％；百利和美杰罗2号的有机

酸含量比对照品种稍低；曼西娜的有机酸含量最低，

仅为对照品种的66．8％。果实糖酸比最高的为曼

西娜，其次为美杰罗2号，分别比对照品种强选4号

高26．3％和4．1％；其余品种的糖酸比均不同程度

地低于对照品种强选4号；糖酸比较适中的是抗线

晶美、粉宝、百利和东粉3号。

表5不同番茄品种春大棚栽培果实营养品质比较

Table 5 Compare of fruit nutritive quality of different tomato cuhivars grown in plastic tunnel in spring season

果实番茄红素含量高于对照品种强选4号的为

粉宝和美杰罗2号，分别高11．9％和4．6％；其余品

种果实番茄红素含量均不同程度地低于对照品种。

果实可溶性蛋白含量最高的是抗线晶美，比对

照品种强选4号高4．2％，其余品种果实可溶性蛋

白含量均不同程度地低于对照品种，但东粉3号和

曼西娜与对照品种比较接近。

维生素C含量高于对照品种强选4号的有粉宝

和美杰罗2号，分别比对照品种高9．7％和2．3％；

其余品种果实维生素c含量均不同程度地低于对

照品种，但抗线晶美和雪莉与对照品种比较接近。

3讨论

植物学性状是经济性状形成的基础，也是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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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管理要求的重要因素。供试品种均为无限生长

类型，株高均不同程度地超过对照品种强选4号，以

曼西娜最高，达210 cm；叶色、单叶面积、花序间叶数

等各有特点。

抗病性是评价大棚栽培番茄品种的重要指标之

一[18，19’2l'25 J。本试验中，各品种灰霉病发生情况差

异很大，以抗线晶美、曼西娜和格雷发病较普遍或严

重，栽培中应注意控制棚内湿度和防病。各品种晚

疫病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差异较大，发病率均超过对

照品种，比对照发病严重的品种依次有格雷、百利、

抗线晶美、曼西娜，栽培中亦应注意控湿防病。

早熟性是春大棚番茄品种的重要性状指标之

一[蚓，但杨凌地区日光温室越冬番茄栽培面积较

大，番茄舂淡季不明显，因而对春大棚番茄品种熟性

的要求也不严格。供试品种中，美杰罗2号、东粉3

号、抗线晶美和雪莉的早期产量与对照品种强选4

号无显著性差异，早熟栽培可以优先选择美杰罗2

号。

总产量是杨凌地区春大棚番茄最重要的经济指

标[26]。供试品种中，百利和东粉3号总产量分别较

对照品种强选4号高5．5％和3．3％，美杰罗2号和

粉宝总产量与强选4号基本接近，格雷、雪莉和抗线

晶美总产量也与强选4号差异不显著。

商品性和内在品质是决定番茄商品价值、品牌

声誉和社会效益的重要因素[20’27]，随着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越来越受到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重视。供试

品种中，果色有大红和粉红，果型有大有小，目前杨

凌地区消费习惯倾向高桩大型粉红色果，但大红色

果也有一定的消费需求。供试品种果实可溶性糖、

有机酸、可溶性蛋白、番茄红素和维生素C的含量

及糖酸比各有差异，各指标的差异又不尽统一。相

对而言，综合营养品质较好的品种有东粉3号、美杰

罗2号、抗线晶美、粉宝、曼西娜和雪莉等。

终上所述，美杰罗2号、东粉3号、粉宝和抗线

晶美的综合性状与对照品种强选4号接近或稍具优

势，均属粉红色大果型品种，符合陕西关中地区消费

习惯，可以在杨凌大棚栽培中选用，并优先选用美杰

罗2号；曼西娜果实圆形、红色、鲜亮，小型果，可单

果采收或成串采收[281；百利、雪莉和格雷果型中等，

初熟时果皮火红色，成熟时亮红色，果实质地硬，无

裂纹，耐裂果、耐储运，但在喜食粉红果实的陕西关

中地区，目前还不宜大量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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