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繁制种62 2017年第２期

甘蔗品种桂糖 47 号的选育及种性评价
周忠凤　邓宇驰　王伦旺　贤　武　谭　芳　黄海荣　唐仕云　经　艳　李　翔 

（广西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 / 广西甘蔗遗传改良重点实验室，南宁 530007）

摘要：桂糖 47 号（原名桂糖 06-1721）是由广西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以粤糖 85-177 为母本、CP81-1254 为父本通过常

规有性杂交育种技术，采用“五圃制”方法育成的优良甘蔗品种。该品种早熟、高糖、高产，出苗好、分蘖力强、宿根性能力和抗

倒能力强，植株直立、整齐，利于间套种其他作物。于 2015 年 7 月通过广西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桂审蔗 201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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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母本长势不整齐一致，抽雄持续时期较长，3 个时

期要 30d 左右全面结束。

另外，抽雄结束后去除 3 类苗（弱、病、小未结

雌穗苗）很重要，3 类苗雄穗抽出较晚，不易管理，但

花粉生命力强很易自交，也是影响产量的关键时期。

因此，及时去除 3 类苗并带出田间掩埋也是保证制

种质量的重要环节。 
2.5　田间管理　整地时，每 667m2 施复合肥或玉米

专用肥 25kg 作底肥；播种前，进行种子包衣处理；3
叶期间苗、5 叶期定苗，母本定苗时去除病苗、弱苗

和畸形苗，留生长均匀一致的健壮苗。拔节期追肥，

追施尿素 40kg。采用滴灌等节水灌溉技术，确保制

种田关键生育时期不受旱。

2.6　割除父本　父本散粉结束后，割掉父本是保证

质量、增产和提高种子商品性的有效途径。要及时

割除父本，并清出田间。

2.7　收获加工　10 月 5 日前采收，及时收获晾晒，

严防冻害，及时脱水降至安全水分。水分未达标准

时进行烘干，直至达到国家标准。然后进行加工、包

装、成品。

3　在北京密云地区的制种表现
近年来，北京龙耘种业有限公司以北京市农林

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为技术支撑，采取“科研 + 公

司 + 农户”方式在密云冯家裕镇番字牌地区组织

开展了京农科 728 规模化制种，并从整地、施肥、播

种、去杂、管理、收获等环节进行全程技术指导服务。

广西是全国最大的食糖生产基地，甘蔗种植面

积占全国的 60% 以上 [1]，2015/2016 年榨季广西入

榨甘蔗 4432 万 t，产糖 511 万 t，甘蔗是广西的优势

和支柱产业 [2]。当前，我国甘蔗产业面临严峻的挑

战，甘蔗良种的匮乏是蔗糖业稳步安全发展的主要

障碍和潜在威胁，广西蔗区同样存在种植品种单一

化严重 [3]，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推广和应用比

例低，可供搭配选择早、中、晚熟优良品种不足等问

题。产业发展，种业先行，培育及应用高产、高糖、综

合性状优良的甘蔗品种是广西蔗糖产业可持续发展

的根本保证 [4]。

1　亲本选配及选育过程
1.1　亲本选配　母本粤糖 85-177 具有生势好、高

产、中糖、直立、中大茎、宿根性好等优良性状，适应

于水肥条件好的蔗区；父本 CP81-1254 为美国引进

的亲本，具有早熟、高糖、宿根性中等、中茎特性。亲

本系谱如图 1 所示。

粤糖 57-423×CP57-614 ＋ CP72-1312　　　CP72-1210 × ?

　　　　        　↓　　　　　　　　　　　　　　　　　     ↓

  　　　 粤糖 85-177　　　　　　 ×　　　　　 　CP81-1254

       ↓

       桂糖 47 号

图 1　系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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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选育过程　2005 年 9 月广西甘蔗研究所配制

杂交组合计划并委托广州甘蔗糖业研究所海南甘

蔗育种场进行甘蔗杂交。2006 年播种 364 个杂交

组合花穗，培育和定植甘蔗实生苗 164238 株，在

隆安县那桐镇金穗农业发展公司基地建立杂种圃

4.9hm2；2006 年底至 2007 年初经选拔共入选 11002
个优良单株无性系进入选种圃试验，平均入选率

6.76%。其中粤糖 85-177×CP81-1254 定植 516 株，

入选了 51 个单株，入选率 9.88%。

选种圃试验：2007 年在隆安县那桐镇金穗农业

发展公司基地进行，共定植 11002 个单株（243 个组

合），通过对生势、田间锤度和病虫害的观察和调查，

共入选了 1431 个优良株系，平均入选率 13.01%。

其 中 粤 糖 85-177×CP81-1254 定 植 51 个 单 株，

入选了 11 个株系，入选率 21.57%。其中桂糖 06-
1721 的田间锤度 22.39%，比新台糖 22 号高 0.83 个

百分点。

2008-2009 年鉴定圃新植和宿根试验：在隆安

县那桐镇金穗农业发展公司基地进行，共定植 1431
个株系，入选了 162 个优良株系进入预备品种比较

圃，入选率 11.32%。其中粤糖 85-177×CP81-1254
定植 11 个株系，入选了 4 个株系，入选率 36.36%。

其中桂糖 06-1721 的新宿平均产蔗量 6911kg，比新

台糖 22 号增产 13.33%，田间锤度 21.95%，比新台

糖 22 号增 0.49 个百分点，抗倒能力强。

预备品种比较圃：2009-2010 年分别在南宁市

本所甘蔗试验场和广西农垦国有金光农场友谊分

场开展 1 年新植和 1 年宿根试验，共定植 162 个品

系，新植和宿根试验共入选 66 个品系进入品种比

较圃，入选率 40.74%。其中桂糖 06-1721 所在组合

粤糖 85-177×CP81-1254 种植 4 个品系，入选了 3
个品系，入选率 75%。桂糖 06-1721 新宿平均产蔗

量 6180kg，比新台糖 22 号增产 10.67%，平均甘蔗

蔗糖分 15.82%，比新台糖 22 号增 0.64 个百分点；

每 667m2 含糖量 977.7kg，比对照新台糖 22 号提高

15.34%。

品种比较圃试验：桂糖 06-1721 参加南宁市

本所甘蔗试验场 2010-2012 年 3 年新植 2 年宿根

品种比较试验，结果表现为：每 667m2 平均产蔗量

7084kg，比对照新台糖 22 号增产 15.90% ；平均甘蔗

蔗糖分为 15.91%，比对照新台糖 22 号提高 0.46 个

百分点；含糖量 1127.1kg，比对照新台糖 22 号提高

19.35%。

2　主要特征特性
2.1　植物学形态特征　植株直立整齐、均匀；芽圆

形，芽沟浅，芽翼小，芽基离叶痕，芽尖平生长带；叶

夹角小，叶片宽度、长度中等，颜色浓绿，叶片厚且光

滑，叶鞘长度中等，叶鞘绿色夹红色；茎圆筒形，节间

颜色曝光后青黄色到浅红色，曝光前黄绿色；茎表皮

光滑，蜡粉少，蔗茎实心，中茎，易剥叶；57 号毛群短

多，内叶耳三角形，外叶耳过渡形。

2.2　生长特性　发芽出苗好，宿根发株多，宿根性

通过采取配套高产高效高质制种技术，番字牌地区

京农科 728 制种基地普通示范区平均制种产量每

667m2 可达 350kg、核心制种示范区则高达 400kg，
带动了整个基地实现高质量制种。且制种质量稳

步提高，精选后种子纯度不低于 99.7%、净度不低于

99.0%、发芽率不低于 95%、水分不高于 13%，达到

了单粒精播质量标准。

2015-2016 年该基地 333.33hm2（5000 亩）京

农科 728 制种田产种量为 175 万 kg（按每 667m2

产 350kg 保守计算），子种 7.4 元 /kg，总产值 1295
万元；比种普通玉米（600kg，1.6 元 /kg）增收 815 万

元，产值增加 1 倍以上。所生产的京农科 728 种子

在满足当地用种的前提下，还辐射到河北、内蒙古、

黑龙江、吉林等地。为加快京农科 728 在京津冀及

东华北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

力、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以及推动北京节水农业发展

和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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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分蘖力强；中茎，有效茎数多，早熟，高糖，高产、

稳产；抗病好，抗倒性强，适应性广。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3.1　主要农艺性状试验结果　桂糖 47 号农艺性状

好，出苗率、宿根发株率、分蘖率、每 667m2 有效茎

数都比对照新台糖 22 号高；株高和茎径比对照新台

糖 22 号小。在 2012-2013 年广西甘蔗品种区域试

验中，桂糖 47 号每 667m2 有效茎数 5458 条，出苗

率 65.2%，宿根发株率 159.0%，分蘖率 58.6%，株高

295cm，茎径 2.43cm。脱叶性中等，57 号毛群发达，

宿根性好。抗倒能力特别突出，明显优于对照种新

台糖 22 号；抗病能力比较强，黑穗病和梢腐病的田

间发病率均明显低于对照新台糖 22 号。

3.2　主要经济性状试验结果

3.2.1　蔗茎产量　在 2 年新植 1 年宿根区域试验

中，桂糖 47 号每 667m2 平均产量 6970kg，比对照

新台糖 22 号增 10.63%，在区域试验所有参试材料

中排名第三。其中宿根每 667m2 平均蔗茎产量为

7159kg，较对照新台糖 22 号增产 21.75% ；新植蔗

茎产量为 6781kg，比对照新台糖 22 号略增 0.9 %。 
2014 年新植生产试验每 667m2 平均产蔗量为

7085kg，较对照新台糖 22 号增产 14.71%。

3.2.2　平均蔗糖分　表现早熟、高糖特性不论是新

植还是宿根平均糖分都比对照高，11 月平均糖分新

植为 13.52%，宿根为 13.54%。11 月至翌年 2 月平均

糖分新植为 14.35%，比对照高 0.13 个百分点；宿根平

均糖分为 14.54%，比对照高 0.25 个百分点；新植宿根

平均糖分为 14.44%，比对照高 0.19 个百分点。

3.2.3　含糖量　每 667m2 新植宿根平均含糖量

为 1006.1kg，比对照增 12.12%，在所有参加区试材

料中排第 3 名。其中每 667m2 新植平均含糖量为

971.8kg，比对照新台糖 22 号增 1.83% ；宿根含糖量

为 1040.8kg，比对照增 23.90% ；含糖量以宿根增产

幅度比较大，说明桂糖 47 号是一个宿根能力很强的

品种。

3.3　主要抗病虫性试验结果　桂糖 47 号新植宿根

螟虫枯心率为 3.37%，比对照 2.35% 略高；高抗黑

穗病和梢腐病，黑穗病新植发病率为 0.01%，与对照

新台糖 22 号（0.04%）相近，宿根为 0.63%，明显比

对照新台糖 22 号（11.0%）低。桂糖 47 号的梢腐

病平均发病率仅为 0.41%，也比对照新台糖 22 号

（2.07%）低，达到高抗梢腐病的水平。

4　适应种植区域及主要高产栽培技术
根据 2013-2014 年广西甘蔗品种区域试验及

生产试验结果：桂糖 47 号适应性广，适应广西各蔗

区种植，在土壤疏松、中等以上水肥条件更能发挥其

增产增糖效果，在有条件的蔗区可采用全程机械化

技术进行种植管理和收获。播种时保持蔗种新鲜度，

应选择中上部芽做种，每 667m2 下种量 7000 芽，行

距以 0.9~1.2m 为宜，下种后如覆盖地膜能显著提高

甘蔗产量；施足基肥，苗期早追肥，氮、磷、钾肥配合

施用，有机无机配合施用。在易渍水的地块注意预

防积水，确保全苗，早施肥、早培土，控制无效分蘖，

宿根蔗及时清园和开垄松蔸；生长期间注意防治病、

虫、草、鼠害，该品种对以莠灭净、二甲四氯钠、阿特

垃津、敌草隆等为主要成分的甘蔗专用除草剂在常

规范围内不敏感，可放心使用。

5　小结
经历多年的系统选育研究，在多年、多点的区

域试验中，与对照 ROC22 相比，桂糖 47 号蔗茎产量

增 10.28%，平均蔗糖分增 0.20 个百分点，每 667m2

含糖量增12.12%。桂糖47号是一个具有早熟，高产、

高糖，宿根性好，有效茎数多，生长整齐、均匀，蔗茎

实心，抗病能力强，抗倒性强，适合全程机械化生产

的优良品种，适合在广西蔗区种植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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