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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5年在桂北高寒山区三江侗族 自治县对 5个罗汉果组培苗株 系与 2个本地农家主栽品系进行试种比较， 

结果表明：除个别品(株)系外，各品(株)系在定植成活率、挂果株率方面的差异不是很大；组培苗单产及产值极显 

著优于对照土薯，组培苗各株系之间的单产及产值亦有差异，单产差异与品种无关，产值差异与品种有关，青皮果 

在总体上优于红毛果；品种间的大、中果率差异极显著，青皮果明显高于红毛果；青皮果组培苗株 系“伯林二号”和 

“伯林三号”抗逆性较强、产量与品质俱佳、种植经济效益高，适宜大面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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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罗汉果组培苗在广西桂北罗汉果产区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然而，从近两年组培苗的推广情 

况来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定植成活率、挂果株率偏低，植株上棚后“三病”(病毒病、白绢病和青枯病) 

发生较重，造成结果少或果实小[ 、畸形果及裂果多、品质差或植株整蔸枯死等等，导致不少种植户收入减 

少甚至绝收，严重地影响了桂北产区罗汉果生产的持续、健康发展与山区农民增收。为了考察罗汉果组培 

苗在桂北高寒山区三江侗族自治县种植的适应性、丰产性，进一步探明其应用价值，筛选出抗逆性强、单产 

高、品质优、效益好的品(株)系，我们于2005年春进行了罗汉果组培苗品比试验。现将试验情况和结果报 

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地基本情况 

试验选择三江县斗江镇周牙村上塘外屯俞中文农户的水田，土壤质地为沙质壤土，肥力中上，前作为 

水稻。 

1．2 供试品种 

选择在三江县有一定种植规模的4大公司的主推株系与当地主栽品系(土薯)作为对照(CK)。 

处理 1 青皮果组培苗株系“伯林二号”(由桂林高新区伯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处理 2 青皮果组培苗株系“伯林三号”(由桂林高新区伯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处理3 青皮果组培苗株系“青皮一号”(由桂林莱茵生物应用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处理4 红毛果组培苗株系“大叶一号”(由桂林加好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处理 5 红毛果组培苗株系“农院 2号”(由广西大学农学院博士园种业有限公司提供)； 

CK1 红毛果“大叶红毛”三年龄土薯(本地当家品系之一)； 

CK2 红毛果“小叶红毛”三年龄土薯(本地当家品系之二)。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4次重复，小区面积6om2，高畦栽培，畦高30cm，组培苗每小区植 10株，行株距 

2．5m~2．4m，对照土薯每小区植20株，行株距1．8mX 1．67m。4月18日定植，栽培管理按规范化要求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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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中可看出，各处理品(株)系的定植成活率均在80％以上。组培苗除处理4(“大叶一号”)外，其 

定植成活率均略高于对照土薯，而且组培苗各处理(株系)之间差别不大，其中“伯林三号”、“青皮一号”和 

“农院2号”3个株系达100％，其次是“伯林二号”达 97．50％。说明目前全区的罗汉果组培苗幼苗素质已 

普遍较高，定植后均能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生长基本上正常。从生育期来看，“伯林二号”和“伯林三号” 

占有较大优势，从定植到采收结束仅需 187天，比对照土薯缩短22天，不仅上棚、来籽、开花授粉早，而且 

开花授粉、成熟采收期集中，有利于规模化种植与集约化经营。对三大病害的抗性以青皮果品种表现较 

强，其中“伯林三号”发病最轻；红毛果“农院2号”对白绢病和青枯病的抗性均较差，后期死株率分别达 

27．50％和17．50％；对照土薯(红毛果品系)病毒病和白绢病发病均较重。 

2．2 不同品(株)系的挂果株率、产量与大中果率比较 

表 2 各品(株 )系挂果株率、产量及优质果率比较 

从表2中可知，挂果株率以“大叶一号”和“农院2号”最高(均达100％)，其次是“伯林二号”和“伯林三 

号”(略高于对照土薯)，“青皮一号”最差(明显低于对照土薯)。组培苗单产在7792～19159枚／667m2之 

间，经新复极差(DMRT法)显著性分析，均极显著优于对照土薯(3974～4285枚／667m )，其中以“农院2 

号”最高，达 19159枚／667m2，极显著优于其他4个组培苗株系；其次为“伯林二号”，亦高达 13020枚／ 

667m2
，极显著优于其他3个组培苗株系；单产达 10000枚／667m2以上的组培苗还有“大叶一号”(11322 

枚／667m2)和“伯林三号”(10634枚／667m2)2个株系；在组培苗5个株系中单产最低的是“青皮一号”，为 

7792枚／667m2，但仍比对照土薯“小叶红毛”(4285枚／667m2)和“大叶红毛”(3974枚／667m2)高出近 1倍 

(分别高 81．84％和96．07％)。 

大果率在20％以上的组培苗有“伯林三号”、“伯林二号”和“青皮一号”3个株系，且均属青皮果品种， 

分别为27．45％、25．65％和20．66％，并均极显著优于其他品(株)系；其余从高到低依次为“大叶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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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3％)、“大叶红毛”(10．86％)、“农院2号”(5．74％)和“JJ,n-I-红毛”(5．06％)。大中果率在 70％以上的 

组培苗株系有“伯林三号”、“青皮一号”和“伯林二号”，亦均属青皮果品种，分别为 88．62％、79．06％和 

75．65％，并且也极显著优于其他品(株)系；其余从高到低依次为 “大叶一号”(64．51％)、“大叶红毛” 

(45．10％)、“小叶红毛”(44．49％)和“农院2号”(32．04％)。由此可见，品种间以及品(株)系之间的大、中 

果率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中以品种间差异较大，表现为青皮果明显高于红毛果，而品(株)系之间，除 

个别情况外，其差异相对较小。 

2．3 不同品(株)系的果品均价与产值比较 

从表3中可看到，组培苗均价在 0．40 

元傲 以上的只有“伯林三号”、“伯林二号” 

和“青皮一号”3个青皮果株系，分别为 

0．52元做 、0．49元做 和 0．42元做 ；其 

余从高到低依次为“大叶一号”及“农院 2 

号”(均为0．37元做 )、“大叶红毛”(0．34 

元傲 )和“小叶红毛”(0．30元做 )。组培 

苗产值在 2690．64～6314．57元／667m／之 

间，均极显著优 于对 照土薯；其 中达 到 

5000元／667m2以上的仅“伯林二号”和“伯 

表 3 各品(株)系产值效益比较 

林三号”2个青皮果株系，分别达6314．57元／667m2和5543．93元／667m2；其余品(株)系从高到低依次为 

“青皮一号”(3304．47元／667m2)、“大叶一号”(3083．58元／667m2)、“农院 2号”(2690．64元／667m2)、“大 

叶红毛”(1355．64元／667m2)和“JJ'n-t红毛”(1314．75元／667m2)。综合来看，在组培苗中以“伯林二号”和 

“伯林三号”2个株系占有较大优势，其余的3个株系也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3 小结及讨论 

3．1 综上可知，参试的各品(株)系在定植成活率、挂果株率方面的差异不是很大；组培苗在单产及产值上 

均极显著优于对照土薯，组培苗各品(株)系之间的单产及产值亦有差异，但单产差异与品种无直接关系， 

而产值差异与品种有关，青皮果在总体上优于红毛果；品种间的大、中果率差异极显著，青皮果明显高于红 

毛果；“伯林二号”和“伯林三号”上棚、来籽、开花早，中后期病害轻，开花授粉、成熟采收期集中，其丰产性 

符合株产80枚以上、大中果率70％以上的青皮果优株标准要求[ ，而且果形美观、内在品质好，极具应用 

价值，可在桂北三江县大面积推广。 

3．2 由于当年6月份多为阴雨天气，“伯林三号”上棚后茎叶生长过于旺盛，打顶后一级侧蔓节间仍徒长 

导致来籽较稀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单株挂果量，尽管其大、中果率均高于“伯林二号”，亦因挂果量不 

足而使收益略少于“伯林二号”。其余3个组培苗株系的种植效益均显著优于对照土薯，但因其存在某些 

缺点，如“青皮一号”果形较扁，“大叶一号”和“农院2号”在阴雨天授粉座果率极低，果实小而畸形，果柄较 

长易缠绕伤果，因而不宜推广。 

3．3 因条件所限，本试验未能对各参试品(株)系的单果鲜、干重进行考查。而对于暂未参试的其他品 

(株)系(如“科研1号”、“红毛二号”、“农院B6”和“青冠”等)在三江县的种植适应性及应用价值，有待今后 

再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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