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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红’’番木瓜组培苗与实生苗田间种植性状比较试验 

黄枝英 吴振强 陈汉鑫 李明杰 林德锋 张朝坤 张金文 
(福建省漳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漳州 363005) 

番木瓜 C~rica papaya I ．属番木瓜科，番木瓜 

属热带果树，原产美洲热带地区，是具有保健功能的 

果蔬两用果树。番木瓜侏性复杂，用种子繁育有雄 

株、雌株和两性株等 3种株型，但在苗期不易辨别株 

性，到结果时才能确认。生产上常采用一穴多株、初 

花期去雄株的方法种植 ，容易造成成本浪费，且在实 

生苗中两性株仅占j 左右，而两性花的果实市场 

价格却是雌性果的 2～3倍 。另外 ，实生苗种植 

还易感染环斑花叶病等病害。因此，选择优 良两性 

株通过生物技术进行无性繁育是较为理想的途径。 

番木瓜“漳红”品种由漳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利 

用马来种 1O号为母本，太空搭载的台农 2号为父 

本 ，经过有性杂交定向选择培育而成。该品种经多 

年系谱观察及多点试验示范。综合性状表现为：高 

产、稳产、优质、较抗环斑花叶病，为 中果型红肉品 

种I1 。该品种 2006年通过福建省非主要农作物品 

种认定 ，已在漳州市各 县区推广种植。漳州市农科 

所生物技_术中心着力于两性株繁殖研究 ，2006年成 

功培育出漳红优 良两性株组培苗。为此，笔者进行 

了本试验。现将试验结果总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番木瓜品种为漳红组培苗与实生苗。组培 

苗由漳州市农业科学研 究所生物技术中心提 供， 

2006年 12月 13 Et将瓶苗移栽至大棚内进行营养 

袋育苗 ；实生苗由该听果树研究室提供，2006年 11 

月 25日播种，在大棚内进行营养袋育苗。 

1．2 试验方法 

试验地选择漳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试验基地， 

土质肥沃，地势平坦 ，前茬作物为水稻。地处九龙江 

下游冲积平原，东经 l17。～118。、北纬 23．8。～ 

25 ，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 ，冬无严寒 ，夏 

无酷暑，雨量充沛。全年平均气温 21．3℃，最冷月 

(1月)T-均气温 12．7℃，最热月(7月)38．7℃。年 

平均降雨量 1 453～ l 612 rrlrn；最高年降雨量 

2 026．66mm，最低年降雨量1 056．4 turn。年平均日 

照数2 185．2dq~ff。适宜番木瓜种植。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没计，设置 3个 组(重复)， 

每个 组中相同小苗为 1个小区。各小区种植 3行， 

每行 10株，株行距为 2 m×2．5 m，每 667 ru 种植 

133株。区组周围种植番木瓜其他品种 2行作隔离 

保护带。 

清园整地 ，起畦定植。种植前全园犁耙一次，撒 

施石灰 5O kg／667 rn ；畦高 40 cm，畦间设排水沟； 

按种植密度挖穴 50 cm×40 cm×30 cm，穴 内施腐 

熟有机肥 5 kg，过磷 酸钙 1 kg，回填表土，土堆高 

10 crrl。2007年 4月 5日每穴定植 1株苗。 

管理措施。定植后 l0～15天，每株对水淋施尿 

素 ]0 g，以后每隔 lO天追肥一次，共追施 3～4次， 

依次是尿素 1O、2O、30 g，复合肥(N、P、K各为 15 ) 

100 g。现蕾期开始，每隔 ]5~20天追肥一次 ，每次 

每株施复合肥 150 g。花期每株施硼砂 5 g。盛果期 

每月施肥一次，每次株施复合肥 200 g，硫酸钾 3O～ 

50 g。番木瓜是浅根性作物，故在定植后的 2～3个 

月内进行人工除草，并结合浅根培土，保持表土疏松 

透气，尽可能少伤根。番木瓜对除草剂较为敏感 ，种 

植后一般不使用除草剂，若要使用也需在种植 6个 

月以后 ，并注意不要触及植株特别是叶片，风大及雨 

天不宜喷药 

调查方法。调查项目包括株高、地径、现蕾叶片 

数 、最低结果高度、现蕾期、始花期、果期、高温趋雄 

程度、果型(两性花果)、单果重、产量、果肉厚、果肉 

颜色、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抗性等。其中，株高和地 

径每月测量一次．地径用游标卡尺量取植株基部离 

地面高2O cm处；叶片计数从苗期开始；果型和可溶 

性固形物分别用游标卡尺和 WYT-32型手持糖量 

计测量 5个具有代表性的果实，取其平均值。 

抗寒性调查 。根据试验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前人 

调查资料 ，将寒害划分为 4级：0级，老幼树均完 

全无害 ；1级 ，】0 ～25 叶片受冻失绿脱落 ，果实、 

主茎无冻害．町恢复正常生长；2级，75 叶片受冻 

失绿、脱落，部分果实受冻。植株通过补救基本能继 

续进行生产；3级，全株叶片枯死、烂果、落果、死茎 

率 5O 以上，植株基本无生产价值。感病情况的调 

查是以植株有无环斑花叶病症状表现为依据。 

*福建省科技厅重点项目(2007S0033)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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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植物学性状及生育期比较 

试验结果看出，组培苗保留了漳红原有的品种 

特征，即茎干紫色，叶柄紫红，现蕾 叶片数 26片 

等。。 。同时，组培苗在植物学性状上亦表现出了优 

势：株高显著低于实生苗，植株 比较矮化；茎干直径 

极显著大于实生苗，植株生长健壮；最低结果部位极 

显著低于实生苗，结果部位低(见表1)。因此，组培 

苗植株抗风、抗倒伏能力强，适宜矮化、较密植栽培。 

在漳州，番木瓜春季定植，生长发育期温度高、 

水分充足，生长快，开花结果和果实成熟期短，从定 

植到果实成熟一般需 7～8个月。试验结果看出，漳 

红组培苗植株进入现蕾期所需时间比实生苗提早了 

5天，原因是组培苗植株具有无主根、侧根多而且 

长，能形成庞大的根系 ，在相 同的栽培管理条件 

下，能更好更快地吸收养分供茎叶的生长 ，促使植株 

提早抽蕾 。因此，组培苗植株的始花期、始果期及黄 

熟始期均较实生苗植株提早了 5～7天(见表 1)。 

表 1 1年生漳红番木瓜组培苗与实生苗植物学性状及生育期比较 

注：0610表示6月 10日，其余类推；地径指植株基部离地面20 cm处茎干直径。同列数据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差异显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表 2、表3同。 

2．2 果实经济性状及产量比较 显的苦味。这可能是因为组培苗植株在冬季生长仍 

试验结果看出，组培苗与实生苗在果型(两性花 较为健壮，叶片保留完整 ，营养供给较充足，而实生 

果)、单果重、果肉厚、果 肉色泽等方面没有太大差 苗植株生长衰退，叶片被冻伤，营养供给不足，形成 

异，但可溶性固形物显著高于实生苗，表现出清甜、 多量糖苷。 

口感更佳的特点(见表 2)。原因可能是组培苗植株 在产量方面，漳红组培苗的株产和每 667 m 产 

生长较为健壮，养分供应充足，糖分累积较多。在冬 量均极显著高于实生苗(见表 2)。主要原因是组培 

季果实口感的差别尤其明显，组培苗植株的果实依 苗植株夏季高温趋雄性程度较轻，组培苗平均每株 

旧能保持较好的曰感 ，而实生苗植株的果实具有明 要比实生苗多结 2个果。 

表 2 1年生漳红番木瓜实生苗与组培苗果实经济性状及产量比较 

2．3 抗逆性比较 

番木瓜雌株、雄株花性稳定，两性株的花性不稳 

定，往往受外界条件影响。一般栽培条件下，7月漳 

州若遇高温干旱，番木瓜两性株都会出现趋雄现象， 

即由正常的两性花逐步向雄花过渡，呈间断结果现 

象。陈健等_8 研究认为，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高温 

趋雄的遗传特性决定 ，但花性变异程度则与营养水 

平和品种有关。漳红组培苗问断结果的长度为 

19 cm，约间断结果 6个，比实生苗少间断结果 2个 

(见表 3)。笔者认为，组培苗由于营养生长较好，其 

花性变异的程度较轻，因此间断结果时间较短。 

表 3 1年生漳红番木瓜组培苗与实生苗抗逆性比较 

注：株产增加量是以漳红实生苗株产为对照。发病率指环斑化叶病。 

试验结果看出，对环斑花叶病的抗病性，组培苗 于实生苗。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茎尖组 

呈现出优势，1年生组培苗发病率为 1．1 ，而1年 培可繁殖出无病毒种苗；二是组培苗本身生长健壮， 

生实生苗发病率达 1oZ，组培苗的发病率极显著低 抗病能力较强。另外，组培苗的受冻伤率显著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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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生苗。93．3 组培苗 O～1级冻伤，6．7 的植株 

为 2级冻 伤；实 生苗 82．2 0～ 1级冻 伤，其余 

17．8％的植株为 2级冻伤。主要原因是：组培苗选 

择田间表现优良的实生苗植株进行组织培养繁殖， 

具有母本的遗传基因，能获得抗寒性 ；此外，组培苗 

植株本身生长健壮，也是耐寒性较强的一个原因。 

3 小结 

根据试验调查，“漳红”番木瓜组培苗保持了原 

有品种的特征，在植物学性状、生长发育期、果实经 

济性状、抗逆性等方面比实生苗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不但生长势强、株型好、抗性强、产量高、品质优 ，而 

且 100Yo为两性株，可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适合漳 

州以及闽南地 区推广种植。本试验结论为 1年生 

“漳红”番木瓜的表现，多年生的表现有待进一步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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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果 甜 阳 桃 促 花 调 节 产 期 试 验 

潘学文 韩冬梅 李建光 李 荣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广州 510640) 

阳桃 Averrhoa carar~ola L．阳桃科，阳桃属常 

绿性乔木，别名五敛子 、羊桃、杨桃，原产亚洲东南 

部 ，分甜阳桃和酸阳桃两大类，鲜食以甜阳桃为主。 

广州市海珠区官洲街是传统 的阳桃产区。近十年 

来，随着果大、形美、色靓的大果甜阳桃的不断引入， 

本地阳桃品种不断增加，品种结构逐渐丰富，而且国 

内外市场需求日益扩大，传统的栽培技术 已经不能 

满足消费者对优质阳桃果实的需求。在珠江三角洲 

市场，阳桃是“中秋”的应节水果，生产早熟应节的阳 

桃可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通常应节的“中秋”阳桃 

产量较低 ，主要原因有 ：大果阳桃 四季生长与结果 ， 

冬春挂果多，树体营养消耗大，春梢抽出迟，6月早 

花的“中秋”阳桃少 ；阳桃较不耐寒，在广州，冬季较 

易落叶，春季恢复生长较慢，成花迟；5—6月气温 

高、多雨，植株营养生长旺盛，不利于成花着果。如 

何促进阳桃早成花 ，提高早花“中秋”成熟阳桃 的产 

量，是广州市阳桃生产获得较好经济效益的关键。 

本试验探讨了环剥和多效唑处理对促进大果甜阳桃 

早成花的影响，提高早花“中秋”成熟阳桃的产量， 

以期为生产实践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于 2007年在广州市海珠区官洲街仑头村 

阳桃园中进行，品种是仑 1号(单皮阳桃)，2005年 4 

月定植的 3年生树，株行距 3 mX 4 m，植株生长壮 

旺，树冠冠幅 3～4 m。 

环剥试验 ：选择第二次春梢在 5月初老熟的植 

株进行试验 ，每个处理 30株。 

多效唑试验 ：选择早春梢和迟春梢两个类型植 

株进行试验。早春梢：冬春季结果少，植株生长壮 

旺，抽出第二次春梢在 5月初老熟；迟春梢：冬季结 

果较多，植株生长势较弱，在 5月初只抽出一次春梢 

老熟，二次梢在 6月下旬老熟。试验每个处理 2O株 

树，使用 15 多效唑可湿性粉剂300 mg／L。 

1．2 方法 

1．2．1 环剥试验 设 5月 1日环剥、5月 15日环 

剥及对照(空白)等 3个处理。用剥口宽 0．2 cm的 

*通讯作者。E-mail：LiRong0813@163．co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