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樱桃番茄杭樱1 号高产栽培研究

王慧俐 (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杭州310023)

摘要  试验比较了不同栽培密度和整枝方法对樱桃番茄新品种杭樱1 号农艺性状及产量的影响 , 总结出其高产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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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樱1 号樱桃番茄新品种由杭州市农科院蔬菜所育成 ,

属无限生长型, 植株长势强, 抗病性强, 产量高, 果实金黄色 ,

高圆型, 单果重15～25 g , 不裂果, 风味佳, 硬度高。笔者比较

了不同的栽培密度和整枝方法对该品种农艺性状的影响, 总

结其高产栽培技术 , 以指导杭樱1 号的生产和推广。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杭州市农科院新育成的杭樱1 号。

1 .2  方法 试验在杭州市农科院蔬菜所乔司基地连栋大棚

内进行。2005 年12 月7 日播种, 电热丝加温育苗 ,12 月29 日

移入营养钵, 于2006 年3 月2 日定植, 采用不同密度和不同

整枝方法的2 因素3 水平随机区组设计, 设密度( A) :A1 为43

995 株/ hm2( 0 .30 m×0 .75 m) ,A2 为37 710 株/ hm2( 0 .35 m×

0 .75 m) ,A3 为33 000 株/ hm2( 0 .40 m×0 .75 m) ; 不同整枝方法

( B) :B1 为连续摘心,B2 为双杆整枝,B3 为单杆整枝。共9 处

理组合( 表2) , 每小区30 株, 除整枝外, 其他均按常规管理 ,

处理组合均不采取疏花疏果措施, 每处理组合留8 穗花后顶

部留2 片叶摘心。每小区随机取10 株, 挂牌作标记, 定株、定

期观察, 并测量其生长势( 8 序花) 、熟性、结果性、8 序果的产量

及果形、果色等性状。

2  结果与分析

2 .1 对植株生长势的影响 由表1 可见, 不同的栽培密度

和整枝方法对植株生长势影响较大。在同个栽培密度内, 植

株的株高表现为B3 最高, 其次是 B1 ,B2 最矮; 功能叶与株高

一致; 茎粗B1 最粗, 其次是B3 和B2 ; 节间长度各处理间无差

异。在相同整枝条件下, 随着密度的降低其功能叶增大。

2 .2 对植株物候期的影响 由表1 可见, 各处理组合间在

熟性上无差异, 说明密度和整枝不影响植株的物候期。

2 .3 对植株结果能力的影响  由表2 可见, 在相同密度条

件下,B1 的前3 序花结果率明显比B2 和B3 高 ,B3 比B2 高, 如

A3B1 比A3B3 高1 .55 % , 比A3B2 高6 .41 % ; 在相同整枝条件下,

A3 的前3 序花结果率平均达86 .37 % 比 A2( 85 .31 %) 高, A1

(75 .26 %) 最低;A1B1 和A1B2 各档花的小花数均和结果数明显

比其他处理少, 而A1B3 虽然各档的小花数均较高, 但其前3 序

花座果率却较低, 说明A1 密度对植株结果力影响较大, 而 A2

和A3 密度有利植株的结果。

  表1 各处理对植株生长势和植物候期的影响

处理

组合

茎粗

cm

株高

cm

节间长度

cm

功能叶∥cm

长 宽

定植至开花

d

开花至采收

d
A1B1 1 .16 134 .55 5 .28 35 .34 29 .47 23 .8 37
A1B2 1 .13 123 .30 5 .38 35 .62 29 .47 23 .0 37
A1B3 1 .13 199 .71 6 .24 40 .55 37 .34 23 .5 37
A2B1 1 .13 134 .37 5 .42 37 .01 31 .10 23 .9 37
A2B2 1 .02 124 .11 5 .33 31 .90 26 .78 23 .7 37

A2B3 1 .07 168 .03 5 .14 33 .95 29 .76 23 .2 37
A3B1 1 .21 130 .23 6 .19 37 .29 33 .22 23 .6 37
A3B2 1 .14 121 .14 6 .53 35 .06 32 .06 23 .8 37
A3B3 1 .19 189 .54 5 .71 37 .76 34 .46 23 .5 37

 注 : 茎粗指的是第2 ～3 叶的茎粗 , 节间长度指的是植株第9 ～10 叶之

间的距离 , 功能叶大小是植株第11 叶的大小。

  表2 各处理对结果性能和果实性状的影响

处理

组合

第1 档小

花数

第1 档结

果数

第2 档小

花数

第2 档结

果数

第3 档小

花数

第3 档结

果数

前3 序小

花数

前3 序结

果数

前3 序花

座果率∥%

果实大小∥cm

纵径( H) 横径( D)

单果重

g

果形指数

( H/ D)
A1B1 11 .6  11 .3 14 .2 11 .7 14 .1  10 .6 40 .0 33 .7 84 .23 3 .4 3 .2 17 .3 1 .08
A1B2 10 .0 9 .6 12 .7 10 .4 13 .4 8 .5 36 .1 28 .6 79 .03 3 .6 3 .0 13 .4 1 .22
A1B3 12 .0 11 .4 15 .7 13 .0 27 .7 10 .2 55 .5 34 .7 62 .51 3 .7 3 .3 18 .4 1 .13
A2B1 14 .9 12 .7 15 .0 13 .1 14 .4 12 .3 44 .3 38 .2 86 .31 2 .9 2 .9 17 .3 1 .03
A2B2 15 .5 13 .9 14 .8 12 .4 14 .0 10 .8 44 .3 37 .1 83 .61 3 .2 2 .5 16 .3 1 .28
A2B3 16 .7 14 .6 15 .0 12 .9 16 .4 13 .9 48 .0 41 .3 86 .00 2 .9 2 .5 19 .4 1 .16
A3B1 13 .2 11 .3 15 .5 14 .2 15 .7 14 .0 44 .4 39 .5 89 .02 3 .5 3 .4 22 .1 1 .03
A3B2 12 .4 10 .9 13 .8 10 .4 15 .3 12 .9 41 .4 34 .2 82 .61 3 .9 3 .1 18 .3 1 .27
A3B3 16 .7 15 .5 15 .0 13 .3 20 .6 16 .9 52 .2 45 .7 87 .47 4 .3 3 .3 21 .4 1 .31

2 .4 对植株果实性状的影响  由表2 可见, 不同栽培密度

和整枝方法对单果重影响较大。在同个栽培密度内,B1 和

B3 的单果重最重,B2 最小, 如 A1B1 比 A1B2 重29 .10 % ; 在相

同整枝条件下, 随着密度的降低其平均单果重增加, 如 A1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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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果重13 .4 g ,A2B2 单果重16 .3 g ,A3B2 单果重18 .3 g ; 不同处

理对果形指数无影响。

2 .5 对产量的影响  由表3 可见 , 不同的栽培密度和整枝

方法对产量影响较大。在相同栽培密度内 ,B1 的产量最高 ,

其次是 B2 ,B3 最低, 如 A2B1 比 A2B2 增加29 .64 % , A2B2 比

A2B3 增加44 .68 % , 三者间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 在相同整枝

条件下 ,A2 的产量最高, 其次是A1 ,A3 产量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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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不同植物激素( 浓度) 增殖培养基对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增殖培养基

mg/ L

接种数

个

分化数

个

不定芽总数

个

平均分化数

个

分化率

%
6-BA0 .5 + NAA0 .01 40 20 40 2 .0 50

6-BA1 .0 + NAA0 .01 40 28 84 3 .0 70

6-BA2 .0 + NAA0 .01 40 32 121 3 .8 80

6-BA3 .0 + NAA0 .01 40 30 105 3 .5 75

6-BA4 .0 + NAA0 .01 40 29 93 3 .2 73

6-BA0 .5 + NAA0 .05 40 26 91 3 .5 65

6-BA1 .0 + NAA0 .05 40 30 126 4 .2 75

6-BA2 .0 + NAA0 .05 40 37 167 4 .5 92

6-BA3 .0 + NAA0 .05 40 34 143 4 .2 85

6-BA4 .0 + NAA0 .05 40 32 128 4 .0 80

6- BA0 .5 + NAA0 .1 40 24 77 3 .2 60

6- BA1 .0 + NAA0 .1 40 29 116 4 .0 73

6- BA2 .0 + NAA0 .1 40 33 149 4 .5 83

6- BA3 .0 + NAA0 .1 40 32 134 4 .2 80

6- BA4 .0 + NAA0 .1 40 30 105 3 .5 75

合计 600 446 1 682 3 .8 74 .3

2 .3 继代增殖培养代数对萌发率、增殖率、成苗率的影响  

在 MS+ 6- BA2 .0 mg/ L + NAA0 .05 mg/ L 培养基上进行继代增

殖培养, 随着代次的增加,9 代以后, 其萌发率、增殖率、成苗

率呈明显下降趋势( 表3) 。

  表3 继代代数对茎块萌发、增殖、成苗率的影响 %  

继代代数 萌发率 增殖率 成苗率 生长状况

1 85 280 90 幼苗茁壮

3 92 296 91 幼苗茁壮

6 96 315 93 幼苗茁壮

9 89 248 85 幼苗中等

12 80 110 60 幼苗细弱

2 .4  NAA 不同浓度对幼苗生根的影响 当继代培养的幼苗

长出2 ～3 片叶时 , 从基部切下单苗接于含有5 种不同浓度的

NAA 生根培养基上培养, 结果表明( 表4) , 在 NAA 0 .1 ～1 .0

mg/ L 的培养基上 ,10 d 左右开始长根 ,30 d 后不定根生根率

达100 % , 不定根伸长达3 .5～4 .7 c m, 平均每株幼苗有3 .7 ～

5 .4 条根, 幼苗长势粗壮。随着 NAA 浓度的增加或减少 , 不

定根数减少, 幼苗长势变弱。

  表4 NAA 不同浓度对幼苗生根的影响

NAA

mg/ L

接种幼苗数

个

生根率

%

平均根数

条/ 株

平均根长

cm
幼苗长势

  0 .01 40  50 1 .5 2 .0 细

0 .1 40 100 3 .7 3 .5 中等

0 .5 40 100 4 .2 4 .3 中等

1 .0 40 100 5 .4 4 .7 粗壮

2 .0 40 100 3 .3 3 .4 中等

2 .5  生根苗的炼苗  幼苗在生根培养基上培养30 d 后, 长

至4～5 c m 高, 将瓶苗在室内过渡7 ～10 d , 取出幼苗, 洗净附

着在根上的培养基 , 用0 .5 % ～1 .0 % 的多菌灵或高锰酸钾溶

液消毒30s , 晾干。移栽在珍珠岩3∶河沙1 的混合基质中, 浇

足定根水, 置于80 % 荫蔽度的荫棚中, 保湿10 d 后, 荫蔽度调

整为60 % 。在炼苗过程中必须保持较适宜的温、湿度, 高温

季节每天喷雾2～3 次。小苗移栽10 d 后, 每7 d 喷施0 .5 %

氮肥1 次或 MS 无机盐的营养液。30 d 后 , 成活率可达95 % 。

抽发新叶后即可移栽塑料袋或土壤中。

3  小结

试验表明, MS + 6- BA 2 .0 mg/ L + NAA 0 .5 mg/ L、MS + 6-

BA2 .0 mg/ L + NAA0 .05 mg/ L、1/ 2 MS+ NAA1 .0 mg/ L 分别是

碧玉兰组培快繁的起始培养、增殖培养和生根培养适宜的培

养基; 继代增殖培养宜在第9 代以前就出瓶进行生根培养 ;

良好的炼苗技术可使其成活率达9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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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 各处理对产量的影响

处理 小区产量∥kg 8 档果产量∥kg/ hm2

A1B1   12 .35 51 189 .15
A1B2 8 .28 34 322 .55
A1B3 7 .19 29 827 .35
A2B1 16 .14 50 188 .95
A2B2 12 .45 38 714 .55
A2B3 8 .61 26 759 .10
A3B1 9 .26 32 901 .15
A3B2 8 .60 30 551 .10
A3B3 7 .09 25 179 .15

3  小结

( 1) 不同的栽培密度和整枝方法对植株生长势影响较

大, 双杆整枝和连续摘心整枝方法能明显降低植株高度 , 可

比单杆整枝低48 .43 % ～61 .97 % , 方便果实采收 , 且有利于

植株在较低大棚( 如中棚) 内生长。

( 2) 连续摘心整枝能有效提高花序结果率, 其中种植密

度33 000 和37 710 株/ hm2 结果率较高,43 995 株/ hm2 结果

率最低。

( 3) 不同的栽培密度和整枝方法对单果重和产量影响

较大。连续摘心整枝能提高单果重和产量 , 单果重比双杆

整枝重29 .10 % , 产量比双杆整枝高29 .64 % ; 在相同整枝条

件下 , 随着密度的降低其平均单果重增加。

( 4) 综上所述 , 杭樱1 号最适合的栽培密度为33 000

株/ hm2 , 结合连续摘心整枝方法能明显提高植株的结果力、

单果重和产量 , 并能有效降低植株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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