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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甘蔗品种（系）2019年区试柳城点新植试验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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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9 年在柳州市柳城县进行了广西甘蔗品种区域新植试验，结果表明桂糖 11-2011、桂糖 11-1081、桂糖 10-612、

桂糖 12-96 甘蔗品种（系）均表现为高产高糖、出苗和分蘖好、有效茎多、易剥叶 / 易脱叶、黑穗病和螟害危害轻。其中桂糖 11-

2011 表现最突出，还具有中大茎、株高较高等诸多优良特性；桂糖 11-1081 表现为中大茎、株高中等、高抗倒伏；桂糖 10-612 表

现为中大茎、株高较高、抗倒伏性中等；桂糖 12-96 茎径略细，株高、抗倒伏表现中等。除桂糖 11-1081 外，其他 3 个品种（系）

均有中等程度的梢腐病危害。此外，桂糖 10-612 和桂糖 13-532 品种（系）的纤维分含量高，可进一步试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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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新品种是蔗糖业稳定、健康发展的核心和

重要保障，不断选育、推广应用甘蔗优良新品种可增

加蔗农和制糖企业收益、提高甘蔗产业竞争力，受

到各甘蔗主产国的重视 [1-2]。区域试验是鉴定甘蔗

新品种的产量、品质、抗性及适应性等特性的重要

环节，是品种审定（登记）、良种区域布局的主要依 
据 [3]。甘蔗品种有一定的区域适应性，气候、土壤、

年份等条件的差异均会对其表现产生较大影响 [4]，

在大面积推广新品种前，必须进行区域试验，因地制

宜地推广新品种。为了解 2019 年广西区试新品种

（系）在柳州蔗区的表现，在柳州市柳城县对来自广

西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的桂糖 11-1081 等 8 个

甘蔗新品种（系）进行区域新植试验，全面地评价其

种性和适应性，为其在该蔗区及其他同类型蔗区的

种植推广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桂糖 11-1081、桂糖 10-612、桂糖

09-439、桂糖 08-56、桂糖 11-2011、桂糖 11-2211、
桂糖 12-96、桂糖 13-532 共 8 个品种（系），以桂柳

05136（CK1）和新台糖 22 号（CK2）为对照，其中桂

柳 05136 为柳州蔗区主栽品种，新台糖 22 号为之前

的主栽品种，目前在我国蔗区仍有较大面积种植。

1.2　试验设计和管理　试验在广西柳州市柳城县

马山镇四塘进行，2019 年 4 月 7 日种植，共 10 个甘

蔗品种（系），采取随机区组设计，3 次重复，6 行区，

行长 8.0m，行距 1.2m，小区面积 57.6m2，下种量为

11.67 万芽 /hm2。其他栽培管理措施与当地大田生

产相同。

1.3　调查项目　调查项目均按小区进行。甘蔗生

长前中期统计出苗率、分蘖率、螟害枯心苗率，试验

期间调查黑穗病、梢腐病田间自然发病情况，以及抗

风抗倒性和脱叶性；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2 月份

采样分析甘蔗蔗糖分、纤维分等，采用小区混合采样

法；砍收前每小区连续测定 30 株甘蔗的株高、茎径，

调查各小区甘蔗有效茎，砍收时称重测定蔗茎产量，

计算出蔗糖产量。其中，蔗糖产量（t/hm2）= 蔗茎产

量（t/hm2）× 蔗糖分（%）。

1.4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 Excel 2007 和 SP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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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进行处理及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参试各甘蔗品种（系）主要农艺性状　由表 1
可知，桂糖 10-612、桂糖 11-1081、桂糖 11-2011、桂
糖 12-96 的出苗率均比 2 个对照桂柳 05136（CK1）
和新台糖 22 号（CK2）高，其中相比 CK2 仅桂糖 10-
612 差异达显著水平，相比 CK1，桂糖 10-612、桂糖

11-1081、桂糖 11-2011 差异均达显著水平；所有参试

品种的分蘖率均高于 2 个对照；株高方面，CK2 的株

高显著高于其他品种，其次是桂糖 11-2011、桂糖 10-

612，相较其他品种差异均达显著水平，桂糖 12-96
高于 CK1，但差异不明显，其余品种（系）则均比 CK1
矮；茎径方面，桂糖 09-439 显著高于其他品种，其次

是桂糖 11-2011、桂糖 11-2211，但仅桂糖 11-2011 相

比 CK2 差异达显著水平，桂糖 11-1081、桂糖 08-56
较 CK2 粗，较 CK1 细，均差异不显著；有效茎方面，桂

糖 13-532 最多，其次是桂糖 11-1081，分别达 9.237
万条 /hm2 和 7.026 万条 /hm2，较 2 个对照差异均达显

著水平，桂糖 11-2211、桂糖 10-612、桂糖 12-96、桂糖

11-2011 均与 CK2 差异不显著，但与 CK1 差异显著。

表 1　参试甘蔗品种（系）主要农艺性状

品种（系） 出苗率（%） 分蘖率（%） 株高（cm） 茎径（cm） 有效茎（万条 /hm2）

桂糖 11-1081 60.66±3.15ab 58.93±6.40c 157.0±1.5c 2.61±0.04bcd 7.026±0.071b

桂糖 10-612 65.67±0.96a 28.31±1.00de 186.7±3.1b 2.48±0.03cde 6.655±0.171bcd

桂糖 09-439 34.67±1.16f 28.67±6.21de 150.8±2.7cd 2.96±0.04a 5.203±0.475f

桂糖 08-56 50.60±0.94cde 25.64±3.05e 123.8±4.4e 2.54±0.09cde 5.874±0.176ef

桂糖 11-2011 56.00±2.75bc 24.28±4.21e 188.9±8.8b 2.74±0.08b 5.990±0.154de

桂糖 11-2211 47.92±2.29e 98.12±8.51b 137.2±8.9de 2.64±0.04bc 6.893±0.244bc

桂糖 12-96 55.51±2.47bcd 41.72±4.40d 162.5±11.2c 2.45±0.03de 6.485±0.049bcde

桂糖 13-532 47.87±1.72e 142.13±9.07a 146.7±7.7cd 2.39±0.05e 9.237±0.246a

桂柳 05136（CK1） 49.36±2.75de 7.81±1.88f 159.1±5.9c 2.64±0.06bc 5.283±0.316f

新台糖 22 号（CK2） 54.47±2.91bcde 23.66±2.32ef 211.0±2.7a 2.50±0.07cde 6.250±0.070cde

± 前后数字分别表示平均值和标准误差，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2.2　参试品种（系）蔗茎产量和蔗糖产量　由表 2
可知，CK2 的蔗茎产量最高，其次依次为桂糖 11-
1081、桂糖 11-2011、桂糖 10-612、桂糖 12-96、桂糖

11-2211，但与 CK2 差异均不显著，这几个品种（系）

蔗茎产量均高于 CK1，且差异均达显著水平，其中

桂糖 11-1081、桂糖 11-2011 比 CK1 增产分别达

41.55%、40.24% ；桂糖 13-532、桂糖 09-439 则与

CK1 差异不显著。蔗糖产量方面，桂糖 11-2011 最

高，其次为桂糖 11-1081，两者与 CK2 差异不显著；

桂糖 10-612、桂糖 12-96、桂糖 11-2211、桂糖 13-
532、桂糖 09-439 均低于 CK2，差异不显著，但均高

于 CK1，仅桂糖 10-612 与 CK1 差异达显著水平。

表 2　参试品种（系）的蔗茎产量和蔗糖产量

品种（系） 蔗茎产量（t/hm2） 比 CK1±（%） 比 CK2±（%） 蔗糖产量（t/hm2） 比 CK1±（%） 比 CK2±（%）

桂糖 11-1081 85.31±3.09a 41.55 -0.04 12.42±0.45ab 31.01 4.90

桂糖 10-612 75.68±3.49ab 25.57 -11.32 11.68±0.54abc 23.21 -1.35

桂糖 09-439 71.59±8.66bc 18.78 -16.11 10.11±1.22cd 6.65 -14.61

桂糖 08-56 55.58±1.82d -7.78 -34.87 7.46±0.25e -21.31 -36.99

桂糖 11-2011 84.52±6.42ab 40.24 -0.96 13.50±1.02a 42.41 14.02

桂糖 11-2211 73.61±4.69ab 22.13 -13.75 10.69±0.68bcd 12.76 -9.71

桂糖 12-96 74.28±3.68ab 23.25 -12.96 11.21±0.56bcd 18.25 -5.32

桂糖 13-532 71.86±2.07bc 19.23 -15.80 10.15±0.29cd 7.07 -14.27

桂柳 05136（CK1） 60.27±3.15cd - - 9.48±0.50d - -

新台糖 22 号（CK2） 85.34±3.18a - - 11.84±0.44ab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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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试甘蔗品种（系）蔗糖分　蔗糖分分析结果

显示（表 3），11 月至翌年 2 月甘蔗平均蔗糖分最

高的为桂糖 11-2011，高达 15.97%，分别比 CK1、
CK2 高 0.23%、2.09%，除桂糖 08-56 外，其他品

种（系）均高于 CK2，表现较好的品种（系）有桂

糖 10-612、桂糖 12-96，分别为 15.44%、15.09%，

比 CK2 高 1.56%、1.21%，但 比 CK1 低 0.30%、

0.65% ；11 月 蔗 糖 分 高 于 CK1 的 品 种（系）只

有 桂 糖 11-2011，高 达 14.91%，属 早 熟 高 糖 品 
种（系）。

    　　　 表 3　参试甘蔗品种（系）的蔗糖分 （%）

品种（系）
蔗糖分

比 CK1± 比 CK2±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平均

桂糖 11-1081 13.50 14.18 14.68 15.89 14.56 -1.17 0.69

桂糖 10-612 14.60 15.36 15.75 16.04 15.44 -0.30 1.56

桂糖 09-439 13.33 13.32 14.24 15.58 14.12 -1.62 0.24

桂糖 08-56 11.22 13.58 14.02 14.88 13.43 -2.31 -0.45

桂糖 11-2011 14.91 15.92 16.22 16.82 15.97 0.23 2.09

桂糖 11-2211 13.07 14.58 14.38 16.05 14.52 -1.22 0.65

桂糖 12-96 14.01 14.86 15.27 16.21 15.09 -0.65 1.21

桂糖 13-532 13.06 13.75 15.05 14.62 14.12 -1.62 0.24

桂柳 05136（CK1） 14.70 15.57 15.75 16.92 15.74 - -

新台糖 22 号（CK2） 13.28 13.75 13.25 15.22 13.88 - -

2.4　田间抗性和其他性状　由表 4 可知，各参试甘

蔗品种（系）受螟虫危害均较轻，枯心率为 0~0.37% ；

黑穗病方面，除桂糖 09-439 与 2 个对照品种田间自

然发病为中等外，其他品种（系）均发病较轻；梢腐

病田间自然发病为中等的有桂糖 10-612、桂糖 11-
2011、桂糖 11-2211、桂糖 12-96 和 CK1，桂糖 09-439

和 CK2 发病较轻，桂糖 11-1081、桂糖 08-56 和桂糖

13-532 未见发病。抗倒伏方面，桂糖 11-1081、桂糖

08-56 和桂糖 11-2211 表现为高抗，CK1 抗倒伏性较

差，其他品种（系）均表现为中抗；脱叶性方面，桂糖

11-1081 和 CK2 表现为易脱叶，除桂糖 08-56 表现

中等外，其他品种（系）则为易剥叶。

表 4　参试甘蔗品种（系）的田间抗性和其他性状

品种（系） 螟害枯心率（%） 黑穗病 梢腐病 倒伏情况 脱叶性

桂糖 11-1081 0.15 轻 无 高抗 易脱

桂糖 10-612 0.17 轻 中 中抗 易剥

桂糖 09-439 0.11 中 轻 中抗 易剥

桂糖 08-56 0 轻 无 高抗 中

桂糖 11-2011 0.37 轻 中 中抗 易剥

桂糖 11-2211 0.10 轻 中 高抗 易剥

桂糖 12-96 0 轻 中 中抗 易剥

桂糖 13-532 0 轻 无 中抗 易剥

桂柳 05136（CK1） 0.19 中 中 易倒 易剥

新台糖 22 号（CK2） 0.31 中 轻 中抗 易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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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 可知，甘蔗纤维分较高的品种（系）有桂

糖 13-532、桂糖 10-612，比 2 个对照高 1% 以上，除

桂糖 09-439外，其他品种（系）均高于 2个对照品种。

3　结论与讨论
高产、高糖是培育甘蔗优良新品种首先考虑

的两个重要指标 [5]，本试验中，蔗茎产量表现较好

的品种（系）有桂糖 11-1081、桂糖 11-2011、桂糖

10-612、桂糖 12-96 和桂糖 11-2211，均高于桂柳

05136（CK1），且差异达显著水平，虽然低于新台糖

22 号（CK2），但差异不显著；蔗糖分表现较好的为

桂糖 11-2011、桂糖 10-612 和桂糖 12-96；结合蔗

茎产量和蔗糖分 2 个因素，即蔗糖产量来看，整体表

现较优的品种（系）为桂糖 11-2011、桂糖 11-1081、
桂糖 10-612、桂糖 12-96，其中桂糖 11-1081 的蔗

糖分比 CK1 低，但比 CK2 高 0.69%，由于其蔗茎产

量最高，整体表现尚可。

    　　　 表 5　参试甘蔗品种（系）的纤维分 （%）

品种（系）
纤维分

比 CK1± 比 CK2±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平均

桂糖 11-1081 9.84 10.20 10.73 10.28 10.26 0.20 0.77

桂糖 10-612 11.50 11.36 11.24 11.21 11.33 1.27 1.84

桂糖 09-439 8.78 9.47 8.62 7.93 8.70 -1.36 -0.79

桂糖 08-56 9.88 11.28 9.94 10.69 10.45 0.39 0.96

桂糖 11-2011 9.94 10.51 10.24 10.21 10.23 0.16 0.73

桂糖 11-2211 9.77 11.13 11.09 10.02 10.50 0.44 1.01

桂糖 12-96 10.46 10.31 10.79 10.45 10.50 0.44 1.01

桂糖 13-532 11.04 12.12 11.77 10.80 11.43 1.37 1.94

桂柳 05136（CK1） 11.13 10.01 9.45 9.63 10.06 - -

新台糖 22 号（CK2） 9.47 9.70 9.37 9.40 9.49 - -

茎径、有效茎等主要农艺性状，以及田间抗病

虫性、脱叶性、抗倒伏性等也是培育和推广优良甘蔗

新品种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茎径太细、脱叶性差

或包叶、易倒伏等不良性状会影响人工砍收的效率，

增加砍收成本；出苗率、分蘖率低则会导致有效茎

少，最终产量低；黑穗病、梢腐病等发病率高，螟虫危

害严重也会影响甘蔗正常生长，进而影响产量。甘

蔗榨糖后剩下的蔗渣纤维是很好的造纸原料，纤维

分高且甘蔗单产和蔗糖分兼优的纸糖兼用型甘蔗品

种可提高蔗渣产品的收益，对提高制糖企业的综合

效益，以及保护生态环境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6]。

综合上述试验结果，表现较好的甘蔗品种（系）有

桂糖11-2011、桂糖11-1081、桂糖10-612、桂糖12-96， 
均表现为高产高糖、出苗和分蘖好、有效茎多、易剥

叶 / 易脱叶、黑穗病和螟害危害轻，其中桂糖 11-2011
最突出，还具有中大茎、株高较高等诸多优良特性；

桂糖 11-1081 表现为中大茎、株高中等、高抗倒伏；桂

糖 10-612 表现为中大茎、株高较高，抗倒伏中等；桂

糖 12-96 茎径略细，株高、抗倒伏表现中等。除桂糖 

11-1081 外，其他 3 个品种（系）均有中等程度的梢腐

病危害。此外，桂糖 10-612 和桂糖 13-532 这 2 个品

种（系）的纤维分含量高，可进一步试验观察。各品种

（系）在柳州试点的宿根性表现有待进一步试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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