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农业科学

1 9 9 0年第 4 期

南京地区秋番茄品种选用与栽培技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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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是一种喜温
、

喜光的作物
。

南京处

于三面环 山
、

.

北临长江的特殊地理位置
,

气

候条件独特
。

6月下旬 至 7月 10
`

日的
“
黄

梅
” ,

7~ 8月的高温
,

对番茄生长极为不利
,

加上黄瓜花叶病毒 ( C M V )危害日趋严重
,

秋

番茄种植面积逐年减少
。

为此
,

自1 9 8 5年开

始进行了秋番茄品种筛选与栽培技术研究
。

一
、

秋番茄品种选育指标

目前
,

秋番茄还没有专门品种
, 主要用

春番茄品种来代替
。

春秋两季气候不同
,

有

的春季栽培性状优良的品种并不一定适合秋

用
。

根据秋季气候及生态特点
,

特提出如下

选育目标
。

l
。

早熟性好
:

秋番茄生长期较短
,

对早

熟性要求比春番茄显得更加重要
。

对于春番

茄来说
,

早熟性稍差
,

仅仅是推迟 上市 而

已
。

而秋番茄晚熟
,

就有可能造成绝产
。

有

些品种在春季栽培早熟性很好
,

而秋季栽培

可能开花
、

结果比较晚
。

例如
,

我们选育的

春季极早熟品种
“
黄 米 1 5 2” 就是一个 典 型

例子
,

春栽时
“
黄 x 1 5护 比 “

苏抗 5号 ”
早

一个星期上市
,

而秋栽则比
“
苏抗 5 号 ”

晚

10 天左右成熟
。

因此
,

秋番茄的早熟性一定

要在秋季鉴定
。

一般来说
,

有限生长型品种

早熟性较好
,

无限生长型品种较迟熟
,

故用

作秋番茄的品种不宜选用如佳粉10 号
、

中蔬

5 号
、

苏抗 3 号等无限生长型品种
。

秋番茄

早熟性的具体表现不仅是开花座果早
,

而且

要求果实膨大快
,

在后期低温下着色良好
。

2
.

抗裂果
:
由于秋季塑料大棚栽培番茄

昼夜温差较大
,

裂果现象也较春季严重
。

一

般红果品种在果柄端呈放射状纵裂
, `

粉果品

种在果脐部或果肩处呈环裂
。

但裂果性是一

个数量性状
,

受多基因控制
,

且不同品种间

差异很大
。

例如西粉 3 号品种
,

果实千物质

含量高
,

果皮很薄
,

裂果率高达 60 % ; 而矮

红早熟的果肉疏松
,

果皮韧性好
,

裂果率仅

5 %
。

因此
,

可以通过育种途径来解决番茄

的裂果间题
。

3
.

抗病性
:
秋番茄的主要病害是黄瓜花

叶病毒 ( C M V )
,

真菌性病害有早疫 病 及

叶霉病
。

对于 C M V
,

国内外尚未 找 到抗源
,

更谈不上抗病品种
,

只有通过栽培措施来达

到防病
、

避病的 目的
。

早疫病及叶霉病虽已

找到抗源
,

但目前还没有过硬的抗病品种供

选择利用
。

一般生长势强
,

抗逆性好的品种

对真菌性病害均有一定 的 抗性
,

如 苏抗 5

号
、

苏拉 6 号等
。

由于大红果品种低温下转

色成熟较快
,

果色也较粉红果鲜艳
,

裂果率

低
,

商品性好
,

因此
,

在红果与粉果兼食的

地区
,

宜选用大红果品种
。 `

二
、

适宜秋栽的品种

根据以上选育目标
,

结合生产实际
,

我

们 自19 8 5年起
,

从 32 个品种 ( 或组合 ) 中选

出如下 3 个品种 ( 组合 )
,

其综 合 性 状 优

良
,

可供秋番茄塑料大棚栽培选用
。

1
.

苏抗 5 号
。

为有限生长 型犷生 长 势

强
,

适应性广
。

果实大红色
,

裂果轻
。

秋季

种植平均单果重 2 00 ~ 250 克
,

下部果实一般

肠。~ 5 0 0克
,

单株结果 1 2~ 15个
,

秋季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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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亩产量在 50 0 0公斤以上
。

2
。

苏抗 6 号
。

有限生长型
,

株高 75 厘米

左右
。

作秋番茄栽培开花至果实成熟天数为

3 2天
。

前期产量高
,

单株商品果 20 个
,

几

单果

重 1 3 0 克
,

比春季栽培稍大
。

果实大红色
,

裂果轻
。

植株生长势中等
,
抗病性强

,

秋季

大棚栽培亩产可达 6 0 0 0公斤
。

3
。

霞粉
。

为粉果新组合
,

有限生长型
。

秋栽早熟性较理想
,

开花至果实成 熟 为 35

天
。

裂果率较其它粉果品种轻
,

果 实 品质

优
。

植株生长势强
,

抗病性好
,

秋季大棚栽

培亩产可达 5 0 0 0公斤以上
。

三
、

秋番茄栽培技术

1
.

适期播种
:
南京地区一般年份 7月 10

日左右
“
出梅材

,

在这以后高温
、

千早
、

暴

雨等恶劣天气较多
。

秋番茄的定植期以 8月

2 5日前后
,

苗龄 5 ~ 6 片真叶为宜
。

据此推

算
,

秋番茄的适宜播种期为 7月 15 ~ 20 日
,

过早播种
,

苗龄长
,
易徒长

,

第一
、

二果穗

花芽分伙时正值高温天气
,

第一 花 序节 位

高
,

单花序花数少 , 过迟播种
,

由于后期温

度低
,

果实着色成熟没有保证
。

2
.

纱网育苗 ; 南京地区 7 一 9 月为蚜虫

盛发期
,

蚜虫又是黄瓜花 叶病毒 的 传 播 媒

介
。

因此采用纱网育苗可防止蚜虫危害
,

切

断黄瓜花叶病毒的侵染途径
。

据 1 9 8 1年进行

的纱网育苗及露地育苗与黄瓜花叶病毒病发

生关系的研究结果
,

纱网育苗具有明显的防

蚜避病功效 ( 表 1 )
。

不同育声与栽培方式
.

对秋番茄病毒病发病的影响

调查 日期 处 理 品 种
检查株数

( 株 )
病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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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铺设地膜
:
秋番茄定植以后

,

地膜放

射出的反射光
,

有拒避蚜虫作用
。

其次当秋

番茄定植时
,

温度尚高
,

土壤蒸发量较大
,

这时地膜既能保温
、

保肥
,

还可降温
。

在秋

番茄生长中后期果实开始膨大成熟
,

需要吸

取大量水分时
,

若供水不足
,

植株生长不平

衡
,

果实膨大困难
,

会造成裂果严重
,

影响

果实的商品性
,
而此时植株地上部分又不能

生长在较高的空气湿度之中
,

这时地膜作为

一道屏障将上下两部分隔开
,

一

可 以解决上述

矛盾
。

在气温低的时候
,

地膜又具有保温效

果
。

此外
,

使用地膜还能抑制杂草生长
。 ;

4
.

施足基肥
:
秋番茄地铺设地膜后追肥

困难
,

施足基肥显得尤为重要
。

基肥应以长

效有机肥为主
,

同时考虑 N
、

P
、

K 三要 素

的合理配比
。

一般每亩施猪粪 40 担
,

腐熟饼

肥 2 00 公斤
,

复合肥 20 公斤
,

这样番茄在整

个生长期中就不会出现后劲不足
,

营养不 良

现象
。

番茄对施肥量特别是氮肥的反应是很

敏感的
。

在灌水多
,

地温高的情况下
,

如果

定植初期吸收过多的氮
,

就会出现茎叶生长

过旺
,

花发育不好
,

果实小
,

并明显推迟成

熟
。

因此
,

要施足基肥
,

但不应施用过量肥

料
,

特别是过量速效氮肥
。

5
。

温度管理
:

温度管理应根据番茄本身

的生长发育需要与大棚温度变化相结合制订

管理方案
。

秋番茄从苗期到开花结果
,

对温

度的要求是由低到高
,

而秋番茄的生长季节

是前期温度高
,

后期温度低
。

因此
,

必须通

过栽培措施来满足番茄生长各时期对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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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 `

秋番茄播种时
,

.

气温高
,

发芽快
,

要

经常检查出苗情况
,

及时揭去油纸或草帘
,

以防出现高脚苗
。

由于番茄同化作用一般在

午前最为旺盛
,

因此
,

午前应保持与同化旺

盛相应的温度
,

以促进同化作用
。

在午后则

应使温度下降
,

以抑制呼吸 作 用
,

减 少消

耗
,

并要维持合理的夜温
。

具体 管理 措 施

是
: 阳光强烈的天气

,

一般上午n 时后苗床

盖好遮荫芦帘
,

下午 5 时前后浇水 1 次
,

以

降低夜温
,

增大昼夜温差
。

光照 量 少 的 天

气
,

由于 日照少而光合作用
{
弱

,

转 移 量 也

少
。

如果夜温高
,
会因呼吸作用而增大消耗

量
,

因此降低夜温尤为重要
。

同时
,

由于番

茄是喜光作物
,

所 以在保证秧苗适宜生长的

温度下
,

应尽量增加光 照
。

番茄定植到大棚

以后
,

只盖天膜不上围裙
,

这时的天膜可起

到遮光降温作用
。

到了 n 月中旬
,

第一次寒

流来之前
,

要及时搭好小拱棚
,

其上再盖草

帘
。

12月以后
,

最低气温 降到 一 2 ℃ 以
`

下

时
,

可在小棚上先盖一层草帘
,

然后盖小棚

膜
,

再在上面覆盖草帘
,

这样既保温
,

又可

防止小棚膜上的水珠滴到番茄上产生冻害
。

采用这套保护设施
,

气候正常年份
,

秋番茄

可以安全越冬
。

在气温低的天气条件下
,

一

般应在上午 9 时后揭棚
,

下午 3 时盖棚
。

价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
1

。
由于秋番茄开

花期气温尚高
,

授粉受精不 正 常
,

需 要 用

2 , 4
一
D 保 花 保 果

。

2
,
4
一
D 的 浓 度 以 12~

1 5 p p m为宜
,

第一花序可适当多点几朵花
,

到上部每个花序点 2 ~ 3 朵即可
。

春甘蓝地膜覆盖制种效果
收获

。

武淑华

( 徐州市郊区种子站 )

春丰甘蓝是江苏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育

成的一代杂种
。

该品种具有外叶少
、

结球紧

实
、

早熟
、

丰产
、

抗早春抽蔓能 力 强 等特

点
。

但该品种制种产量低
,

且不稳定
,

影响

种植面积的扩大
。

为探讨制种高产途径
,

提

高制种产量
,

特进行本试验
。

「

经 过 和 方 法
’

试验设地膜覆盖
、

露地种植 ( c K
一

)两干
处理

,

顺序排列
,

重复 3 次
。

畦宽 .2 4米 (包

括畦埂 )
,

畦长 12 米
,

每畦种植 5 行
,

每行

36 株
。

行距。
。

4米
,

株距 。
。

33 米
。

试验地土

质为二合土
,

肥力中等
,
前茬为茄子

。

1 9 8 8

年 8月 12 日
、

20 日
,

鸡心和金早生 分 别 育

苗
,

8 月 22 日
、

30 日分别移苗
,

同于 9 月幻

日定植大田
。

11 月 19 日储藏
。

1 9 8 9年 3 月 6

百种株定植大田
, 3 月 16 日划球

,
6 月 16 日

试 验 结 果

( 一 ) 延长开花期
。

同为 3月 6日定植
,

地膜覆盖的开花期为 4 月 22 日
,

比露地开花

期 4 月 2 4日提早 2 天 , 终花期为 5 月 14 日
,

比露地的终花期 5 月 9 日推迟 5 天
。

地膜覆

盖后开花期达 2 2天
,

比露地延长 7 天
。

( 二 ) 提高产种量
。

地膜覆盖可提高产
种量

。

试验结来表明
,

覆盖的折亩 产仓4
.

83

公斤
,

比露 地 制种 亩 产 1 4
。

0 1 公 斤 增 产

7 .7 2%
。

产量的提高
,

表现在单株荚数
、

每
荚粒数和粒童均有增加

。

据室内考种结果
,

「

地膜覆盖的单株结荚 3 8 5
.

7个
,

而露地种植

的仅为 33 ` 3个
。

地眯覆盖的每英 8碑粒
,

而

露地的仅为 4
.

5粒
。

地膜覆盖的午粒重 比 露
}

地种植的高。
。

05 克
。

单株产种量
,

地膜覆盖

的平均为 10
。

95 克
,

比露地种植的 5
。

25 克增

10 8%
。

经方差分析
,
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

地膜覆盖制种
,

还可以提高 种 子 发 芽

率
。

试验表明
,

覆盖制种比露地制种的种子

发芽率提高 8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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