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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口感型番茄品种比较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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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筛选出适宜北京地区种植的口感型番茄品种，收集了 9 个品种作为试验材料，调查了其田间的长势、抗病性、果

实外观性状，测定了产量及可溶性固形物、Vc 含量、番茄红素含量等品质指标。试验结果表明：京采 6 号和京番 102 品质佳、

抗性强、丰产，可作为口感型番茄种植的首选品种，在北京地区有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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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Solanum Lycopersicon）起源于南美洲，具

有营养丰富、风味独特、果菜兼用等特点，深受广大

消费者喜爱，生产和需求量较大 [1]。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 2018 年，北京市番茄播种面积 4533hm2，产量

29.9 万 t，占全市排名前 8 种蔬菜（番茄、大白菜、叶

用莴苣、普通白菜、黄瓜、芹菜、茄子、甘蓝）总产量

的 19.7%，是北京市种植面积最大的蔬菜作物 [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消费

者对番茄口感、色泽、果型、Vc 含量等感官品质和

营养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3]。近年来，种植者通

过采用优新品种配套优质栽培技术，生产出的口感

型番茄受到青睐。口感型番茄相对于目前市场上果

肉厚、口感欠佳、贮藏期长的硬果番茄，主要特点是

果实大小适中、风味浓郁、酸甜可口、适于鲜食、不耐

贮运 [4]。目前北京地区在大兴、顺义、密云、昌平、延

庆等地均有口感型番茄种植基地，效益可观，推进了

蔬菜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了农产品提质增效。但是

目前北京地区种植的品种较多，没有形成主打品种，

为此本研究引进多个口感型番茄品种，旨在筛选出

适宜京郊种植的优势品种。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所用番茄品种共 9 个，由各科

研院所及种子公司提供种子，试验园区统一育苗、定

植，品种信息及供种单位信息见表 1。
1.2　试验方法　试验共 9 个品种，随机区组排列， 
3 次重复，采用南北向作畦，基肥每 667m2 施腐熟有

机肥1500kg，45%的三元复合肥（N∶P∶K=15∶15∶15）

50kg。试验地肥力见表 2，采用小高畦覆膜双行定植，

畦面高 20cm，畦面宽 70cm，畦与畦间距 70cm，株距

35cm，小区面积 12.4m2，每小区 34 株，2018 年 9 月

16 日定植。植株采用单杆整枝吊蔓，全生育期施肥、

灌水、病虫害防治、地膜覆盖等管理均相同。

表 1　不同品种番茄的基本信息

品种 生长习性 供种单位

桃太郎 无限 泷井种苗株式会社

青太郎 无限 上海惠和种业

京番 308 无限 北京农林科学院

京采 6 号 无限 北京现代农夫种苗

桃太郎 8 号 无限 泷井种苗株式会社

桃太郎 1 号 无限 泷井种苗株式会社

京番 102 无限 北京农林科学院

原味 1 号 无限 中国农业科学院

秀太郎 无限 上海惠和种业

表 2　试验点土壤理化性质

试验地点
有效磷

（mg/kg）
速效钾

（mg/kg）
有机质

（g/kg）
pH

碱解氮

（mg/kg）

金六环农业园 285.2 325.0 22.8 7.03 210.8

1.3　取样和分析方法　定植后 40d 各参试品种每

小区随机抽选 5 株，测定株高、茎粗，观察始花节位、

田间长势等，其中植株高度用标准卷尺测量，茎粗

用游标卡尺测量。各参试品种观察记录始收期，采

收期统计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及褪绿病毒病的发病

率。果实成熟后，各参试品种每小区随机取 10 个

标准的成熟果实，观察果皮、果形、果色、青肩等性

状，采用数字折光仪测定可溶性固形物，采用高效基金项目： 果类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项目（BAIC01-2018）



研究论文54 2020年第６期

液相色谱法测定番茄红素及 β- 胡萝卜素，采用 2，
6- 二氯靛酚滴定法测定 Vc 含量，采用碱滴定法测

定有机酸含量，采用蒽酮比色法测定可溶性糖含量。

以小区为单位，产量随采随计，每小区选 5 株植株

统计单株坐果穗数、单穗坐果个数。试验数据采用

Excel 和 SPSS 软件进行处理及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参试品种植株性状比较　从表 3 可以看出，

各参试品种的始花节位表现不同。始花节位低的植

株在前期有利于产量的提升，其中始花节位最低的为

青太郎、京番 102、原味 1 号及秀太郎，始花节位为 7.0

叶；最高的为桃太郎 8 号，始花节位为 9.7 叶。桃太郎

及桃太郎 1 号在株高，茎粗及叶片数上较有优势。番

茄进入坐果期后，茎叶与花果之间养分竞争激烈，应

协调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达到相对平衡，营养生长不

宜过旺，各品种茎粗基本维持在 9~11mm 之间，叶片

数差异不显著，在保障适宜水肥及环境条件下，均能

促进产品器官的形成及产量提升。各参试品种始收

期不同，始花节位较低的品种秀太郎、京番 102、原味

1 号、青太郎始收期较早，桃太郎 1 号采收时间最晚，

较以上几个品种晚 10~14d。综合长势及始花节位、

始收期，京番 102、原味 1 号及秀太郎表现较好。

表 3　各参试品种植株性状情况

品种
株高

（cm）

茎粗

（mm）
叶片数 始花节位

始收期

（月 / 日）

发病率（%）

黄化曲叶病毒病 褪绿病毒病

桃太郎 100.32a 10.12a 17.8a 9.0a 1/3 13.46a 1.47b

青太郎 87.34a 10.22a 15.3b 7.0b 12/28 9.61b 2.94ab

京番 308 91.03a 9.84a 17.0a 7.7ab 12/29 3.85c 2.94ab

京采 6 号 96.73a 10.09a 16.7ab 7.7ab 12/29 - -

桃太郎 8 号 96.04a 10.46a 16.0ab 9.7a 1/5 7.69bc 4.41a

桃太郎 1 号 107.67a 11.21a 16.0ab 8.7ab 1/7 5.77c 1.47b

京番 102 96.50a 10.58a 17.0ab 7.0b 12/26 1.92d -

原味 1 号 92.50a 9.47a 16.0ab 7.0b 12/27 9.61b 2.94ab

秀太郎 95.00a 9.58a 15.3b 7.0b 12/25 3.85c 2.94ab

- 表示未发生。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近年来影响口感型番茄的主要病害为病毒病，

尤其以黄化曲叶病毒病及褪绿病毒病为主。从各参

试品种植株病毒病发病情况看，桃太郎、青太郎及原

味 1 号这 3 个品种黄化曲叶病毒病发病率高，分别

是 13.46%、9.61%、9.61% ；桃太郎 8 号褪绿病毒病

发病率相对较高，为 4.41%。参试品种中京采 6 号及

京番 102 这 2 个品种的发病率较低，尤其京采 6 号未

发生黄化曲叶病毒病及褪绿病毒病，抗病性较强。

2.2　各参试品种品质比较　在外观形态方面，各参

试品种表现见表 4，桃太郎系列均属于粉红色扁圆

形果，果面有棱沟，无青肩型的品种。青太郎、京番

308、京采 6 号及原味 1 号为红色圆形果，果面光滑

有青肩型的品种。京番 102 果型偏高圆形，果色红

色，果面光滑无青肩；秀太郎果色偏橙红色，果型圆

形，果面光滑有青肩。在营养品质方面，各参试品种

表现见表 5，番茄果实中对风味影响最大的是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一般来说，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与风味

表 4　各参试品种果实外观情况

品种 果色 果型 青肩 果面

桃太郎 粉红 扁圆 无 棱沟

青太郎 红色 圆 有 光滑

京番 308 红色 圆 有 光滑

京采 6 号 红色 圆 有 光滑

桃太郎 8 号 粉红 扁圆 无 棱沟

桃太郎 1 号 粉红 扁圆 无 棱沟

京番 102 红色 高圆 无 光滑

原味 1 号 红色 圆 有 光滑

秀太郎 橙红 圆 有 光滑

口感呈正相关 [5]。9 个参试品种中京番 308、原味 1
号、秀太郎及京采 6 号可溶性固形物显著高于其他

品种，这 4 个品种在糖酸比含量中也表现突出。此

外，秀太郎 Vc 含量、β 胡萝卜素含量、可溶性糖及

有机酸总量均最高；京番 308 番茄红素含量较高，为

90.82μg/g，有机酸总量最低，口感偏甜。以可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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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形物为主要参考指标，综合其他外观形态及营养

指标，京番 308、原味 1 号、秀太郎及京采 6 号是品

质较佳的品种。

2.3　各参试品种结果性状及产量比较　从表 6 可

以看出，在产量方面，各参试品种差异较大。桃

太郎 1 号单果重最高，为 178.20g，故产量最高，为

5588.37kg/667m2。秀太郎单果重最低，为 57.63g，
由于果实小，故产量最低，为 2165.22kg/667m2。京

番 102、桃太郎 8 号、桃太郎及京采 6 号产量相

对 较 高，每 667m2 分 别 为 4112.22kg、3704.53kg、
3239.80kg、3253.11kg。 其 他 品 种 产 量 在 2500~ 
3000kg 之间，相差不大。

表 5　各参试品种品质指标情况

品种
可溶性固形物

（%）

Vc 含量

（μg/g）
番茄红素

（μg/g）
β 胡萝卜素

（μg/g）
有机酸总量

（mg/g）
可溶性糖

（mg/g）
糖酸比

桃太郎 6.0c 131.81ab 51.47c 3.14c 5.36ab 38.66b 7.21c

青太郎 8.0b 141.02ab 74.34b 4.70b 6.98a 66.20b 9.48b

京番 308 8.6a 112.70b 90.82a 3.14c 4.49b 58.07ab 12.93a

京采 6 号 8.3a 115.20b 69.77b 4.76b 5.63ab 57.59ab 10.23b

桃太郎 8 号 5.5c 118.81b 97.96a 2.77c 5.42ab 31.63b 5.84c

桃太郎 1 号 6.0c 87.60c 53.37c 4.76b 5.80ab 42.20b 7.28c

京番 102 8.0b 138.20ab 59.18c 3.46c 4.86b 47.55b 9.78b

原味 1 号 8.5a 156.24a 83.37b 4.30b 5.85ab 59.41ab 10.16b

秀太郎 8.5a 165.79a 49.04c 23.29a 7.02a 76.40a 10.88b

表 6　各参试品种结果性状及产量情况

品种 坐果穗数 单穗坐果数
单果重

（g）
产量

（kg/667m2）

桃太郎 6.0a 3.2a 93.41c 3239.80c

青太郎 6.9a 2.7a 81.65 2544.33d

京番 308 6.9a 3.2a 74.14cd 2957.00d

京采 6 号 7.0a 3.0a 85.75c 3253.11c

桃太郎 8 号 5.3a 2.9a 133.42b 3704.53bc

桃太郎 1 号 6.2a 2.8a 178.20a 5588.37a

京番 102 7.0a 4.0a 81.30c 4112.22b

原味 1 号 6.5a 3.2a 76.70cd 2881.95d

秀太郎 6.5a 3.2a 57.63d 2165.22e

参试的 9 个品种中坐果穗数以京采 6 号及京番

102 最高，为 7.0 穗，桃太郎 8 号后期易落花落果，仅

坐果 5.3 穗，其余品种在 6.0~7.0 穗之间。参试的 9
个品种中单穗坐果数以京番 102 最高，单穗可坐果

4.0 个。目前市场上较受认可的口感型番茄以中型

果为主，即单果重在 50~150g 之间，参试的 9 个品种

除桃太郎 1 号外，有 8 个在此范围。综合坐果穗数、

单穗坐果数、单果重及产量，桃太郎系列、京采 6 号

及京番 102 是较丰产的品种。

3　结论
番茄的品质优良与番茄红素、Vc 含量、可溶性

固形物、可溶性糖等营养指标成分含量呈显著正相

关 [6]。有研究表明在番茄果实中，对风味影响最大

的是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是指果

实汁液中溶质的质量百分比含量，主要由可溶性糖、

有机酸、Vc、番茄红素等组成 [7]。可溶性糖及有机

酸影响番茄的口感，高糖度和适当的酸度可以形成

适宜的糖酸比，从而改善鲜食番茄的风味。Vc 是人

必不可少的微量营养物质之一 [8]，番茄红素及 β 胡

萝卜素有抗癌、抗氧化、增强免疫力等功效。

在参试的 9 个品种中，京番 102、原味 1 号及

秀太郎植株性状及始花节位表现较好，京采 6 号及

京番 102 这 2 个品种的抗病毒病性较强，京番 308、
原味 1 号、秀太郎及京采 6 号感官及营养指标较有

优势，综合产量指标，桃太郎系列、京采 6 号及京番

102 表现较好。通过综合分析品质、田间长势、产量

等指标，京采 6 号和京番 102 品质佳、抗性强、丰产，

可作为口感型番茄种植的首选品种，在北京地区有

推广前景。此外原味 1 号、京番 308、秀太郎品质较

好，果型较小，栽培时加强病虫害防控，可作为特色

水果番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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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施肥处理对大豆产量及肥料效应的影响
王囡囡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佳木斯分院，佳木斯 154007）

摘要：科学合理的施肥量对于提高大豆产量是至关重要的，本研究通过施氮量、施磷量、施钾量 3 因素 3 水平的正交试验

设计，研究不同施肥量对大豆农艺性状、产量及肥料效益的影响，探索最优的大豆施肥量组合，以期为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大豆

施肥提供理论数据。结果表明，不同施肥量对大豆黑农 48 的农艺性状、产量及肥料效益具有一定的影响，且 T5 处理组合表现

最好，其施肥量为氮肥 30kg/hm2、磷肥 75kg/hm2、钾肥 90kg/hm2。此施肥量组合可作为大豆施肥的最优选择。

关键词：正交试验；肥料效益；大豆

中国是大豆的故乡，黑龙江省是大豆的主产

区，选育高产、优质大豆品种一直是育种家所追求

的目标。合理施用氮磷钾肥是有效提高大豆产量和

品质的措施之一 [1-2]。有关大豆施肥方面的研究较

多 [3]，如冯丽娟等 [4] 研究表明高油大豆产量随着施

肥量的增加而升高。科学合理的施肥量对于提高

大豆产量是至关重要的，在实际的农业生产中应该

正确地进行肥料施用，优化施肥量与施肥配比率，

能够以最经济的施肥配方和用量，得到最高的产量

效益，提高化肥利用率，切实做到节肥却增产、节支

却增收 [5-6]。本研究的供试大豆品种黑农 48 是黑

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选育的大豆品种，生

育期 118d，适宜在黑龙江省第二积温带种植。本

研究通过施氮量、施磷量、施钾量 3 因素 3 水平的

正交试验设计，研究不同施肥量对大豆产量、农艺

性状、肥料效益的影响，探索最优的大豆施肥量组

合，以期为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大豆施肥提供理论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试验于 2018 年在黑龙江省农业科

学院佳木斯分院试验区内进行。佳木斯市位于三江

平原腹地，土壤类型为草甸土，耕层 0~20cm，土壤含

有机质 35.5g/kg，全氮 1.45g/kg，全磷 1.52mg/kg，全钾

28.43mg/kg，碱解氮 140.11mg/kg，有效磷 69.00mg/kg， 
速效钾 181.72g/kg，pH 6.48。供试的大豆品种为黑

农 48，由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选育。所

用化学氮肥为尿素（N 46%），磷肥为重过磷酸钙

（P2O5 46%），钾肥为氯化钾（K2O 60%）。

1.2　试验设计　采用 3 因素 3 水平 9 个处理组

合正交试验设计，3 次重复，5 行区，行长 6m，行距

65cm。单行双粒点播，单行株距 12cm。3 因素为施

氮量（A）、施磷量（B）、施钾量（C），3 水平指每个试

验因素设 3 个处理水平，其他栽培管理措施一致。

试验因素设置见表 1，处理组合见表 2。
基金项目： 旱地合理耕层构建技术指标研究（201503116-01）；应用 GPS

定位系统大豆精准施肥技术研究（2018YFD02010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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