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南瓜（包括Cucurbita moschata D和C. maxim D）又
名番瓜、饭瓜、北瓜等，属葫芦科南瓜属蔬菜，中国南瓜

和印度南瓜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栽培种，在中国普遍

栽培[1]。其中，印度南瓜类型中具优良品质的栽培品

种（如日本南瓜，西洋南瓜）在北方发展很快，加之设施

蔬菜的大面积规模化发展，对南瓜专用品种有很大的

需求，国内在引进国外优良品种的同时，纷纷开展了南

瓜育种方法[2-3]和新品种选育研究[4-8]，此项研究是其中

的一部分。

1 选育过程

1.1 选育时间与地点

育种基础材料和新组合选育研究与 1997—2003

年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蔬菜试验站进行，后

期品种区域试验和生产示范在陕西和新疆进行。

1.2 选育经过

1997年起，笔者从国内外引进的南瓜杂交种中，

通过自交分离，选育自交系。利用地域加代在春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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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培育适合保护地栽培的优质红皮色南瓜品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采用自交分离、纯化

获得自交系，利用自交系选育杂种一代的方法，以从日本引进的一个印度南瓜类型（代号Ps18）材料中选

出的稳定自交系Ps18-12-97-55为母本，以从台湾引进的一个印度南瓜类型（代号 Js98）材料中选出的稳

定自交系 Js98-6-3-9-13为父本配制而成早熟一代杂种永安3号。于2007年通过新疆区农作物新品种登

记。该品种叶面绿色无花斑，瓜型高扁圆形，瓜皮色为桔红色，单瓜重1.5 kg左右，最大可达2.5 kg，比对

照早熟20~25天，总产量高出26%左右，营养品质明显优于对照品种，适合保护地和夏季气候冷凉地区

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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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秋季延后覆盖条件下进行亲本纯化和新组合选配。

经过 6年 7代选育，形成一批稳定的自交系和优良组

合。组合“PsJs-22（Ps18-12-97-55×Js98-6-3-9-13）”及

亲本是其中的自交系和组合。母本是从日本材料(代

号Ps18)中获得的一个整齐度高，生长势强，早熟，品质

特优的稳定自交系，代号为Ps18-12-97-55。父本是从

台湾品种(代号 Js98)中获得的整齐度高，早熟，株幅

小，结果性好，抗病性强，品质优良的稳定自交系，代号

为 Js98-6-3-9-13。组合”PsJs-22”表现为：生长势较强，

生长发育速度快，叶面绿色无花斑。瓜型高扁圆形，果

实皮色为桔红色，瓜籽为褐色。瓜味面甜，后味带香，

单瓜重1.5 kg左右，最大可达2.5 kg以上。与对照品种

(小磨盘)相比，始花期早 20~25天，产量高 26%以上。

2004—2006年进行新品种区域试验及生产示范，同时

在陕西、甘肃、河北、新疆等地试种，2007年通过新疆

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登记[新农登字（2007）第 14

号]，定名为永安3号。

2 选育结果

2.1 品种鉴定试验

品种鉴定于2003年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

蔬菜所试验站进行。参试材料：自交系 12个，组合 21

个。每处理36 m2。于2月下旬在温室育苗，3月中下旬

定植于塑料棚，6月中旬陆续采收至7月下旬结束。品质

分析：维生素C、淀粉、总糖和水分等指标由陕西省农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按国家有关标准测定方法测定，结果

列于表1。从表1看出，新组合PsJs-22（Ps18-12-97-55×

Js98-6-3-9-13即永安3号）初花期比对照早20~25天，产

量高出对照26.84%，营养成分含量明显高于对照。

表1 南瓜组合及亲本系表现情况

参试材料名称

Ps18-12-97-55

Js98-6-3-9-13

组合“PsJs-22

小磨盘（CK）

初花期(月-日)

05-10

05-04

05-09

06-06

单果重/㎏
2.6

1.7

2.1

2.3

产量/(kg/hm2)

—

—

40 137

31 654

品质状况

Vc/(mg/100g)

13.22

10.75

14.48

1.35

淀粉/%

1.9

2.7

2.4

1.4

总糖/%

7.37

7.19

6.92

5.4

水分/%

87.47

88.32

87.53

92.46

2.2 品种区域试验

2004—2005 年，南瓜新品种区域试验分别在陕

西洛南县咸阳市和杨凌示范区等地进行，参试品种为

永安 3号，对照品中为陕西省的优良地方品种小磨盘

（当地主栽品种之一），各试验小区面积为 39 m2，3次

重复。分别于 2月下旬在温室育苗，3月中下旬定植

于塑料棚，5月下旬陆续采收，7月下旬试验结束。田

间管理及病虫害防治措施与一般生产管理相同。从

品种选育和区试中观察到永安 3号雌花开放较对照

早 25~30天，区试产量结果如表 2。从表 2可以看出，

永安 3号两年平均增产 25.9%。该品种比对照增产显

著。

表2 永安3号南瓜品种比较试验结果

年份

2002

2003

两年平均

试验地点

省蔬菜所

咸阳陈阳寨

洛南

平均

省蔬菜所

咸阳陈阳寨

洛南

平均

产量/(kg/hm2)

对照品种

32 546

31 365

31 605

31 839

32 010

30 014

32 505

31 510

31 675

永安3号

40 717**

38 535

41 587**

40 279

41 005**

37 549*

39 970

39 508

39 894

比对照/±%

+25.1

+22.9

+31.6

+26.5

+28.1

+25.1

+23.0

+25.4

+25.9

2.3 生产示范

2004—2006年，陕西省南瓜新品种生产示范先后

在陕西洛南县、子长县、延川县、渭南市、乌鲁木齐市等

地的小拱棚或露地进行，小拱棚示范面积为200 m2/小

区，露地示范面积为 667 m2/小区，结果见表 3。从表 3

看出，3年 8个示范点永安 3号平均 36 428 kg/hm2，比

注：表中数据为3次重复平均值。﹡表示在0.05%水平差异显著；﹡﹡表示在0.01%水平差异极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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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小磨盘（28 897 kg/hm2）增产26.1%。

2.4 品质分析比较

经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乌鲁木

齐）对永安3号商品瓜进行营养成分分析，永安3号的

干物质、淀粉、总糖、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的含量均明

显高于对照(表4)。

2.5 抗病性鉴定

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乌鲁木齐市

植保植检站在南瓜生长中后期进行田间自然诱发抗病

性鉴定，永安 3号病毒病、白粉病、黑斑病的发病率和

病情指数均低于对照。所有品种枯萎病未发生（表

5）。结论认为，永安3号对病毒病、白粉病和黑斑病的

年份

2004

2005

2006

三年平均

示范点

延川县陈家沟

子长县示范园

洛南县示范园

平均

子长县示范园

洛南县示范园

渭南市阳郭镇

乌鲁木齐清湖乡

平均

乌鲁木齐清湖乡

产量/(kg/hm2)

对照品种

18 900

30 095

34 730

27 908

29 302

31 154

29 995

29 345

29 949

27 654

28 897

永安3号

24 110*

38 931**

40 950

34 663

37 530**

36 854**

36 552

39 191**

37 531

37 311**

36 428

比对照/±%

+27.5

+29.4

+17.9

+24.2

+28.1

+18.3

+21.9

+33.6

+22.7

+34.9

+26.1

表3 永安3号南瓜生产示范产量比较

注：表中数据为3次重复平均值。﹡表示在0.05%水平差异显著；﹡﹡表示在0.01%水平差异极显著。

表4 永安3号南瓜果肉品质分析

材料名称

永安3号

日本金瓜(CK)

干物质/%

12.5

9.3

淀粉/%

1.5

1.3

总糖/%

7.12

5.38

维生素C/(mg/100g)

13.98

10.35

表5 永安3号南瓜田间抗病性鉴定

抗性均达到抗病水平。

3 特征特性

永安3号（原代号PsJs-22）植物学特性表现为印度

南瓜类型，生长势较强，生长速度快，熟性早，一般定植

后50天左右开花，叶面绿色，无白色花斑，叶面积25 cm×

30 cm，蔓长2.5~3.0 m，主蔓结瓜为主，侧蔓较发达，第

一雌花节位为第 8~10节，瓜型为高扁圆形，瓜皮色为

桔红色，单瓜重量 1.5 kg左右，味甜面香，品质好，耐

热，耐寒，耐弱光，抗病性强。适宜保护地及夏季冷凉

地区的露地种植。

4 栽培技术要点

4.1 早熟覆盖栽培

可进行育苗移。用 25~30 ℃温水浸种 4~6 h，于

25~30 ℃下催芽，出芽后可在纸钵、泥钵或在切块培养

土上播种，胚根向下，平放，后覆土1 cm即可。

出苗后的温度控制：白天 20~25 ℃，夜间 15 ℃。

苗长至高10 cm、茎粗0.5 cm、叶3~4片时即可定植。

整地：施充分腐熟的农家肥料45 000 kg/hm2，磷酸

二铵 750 kg，硫酸钾 750 kg，尿素 300 kg，深翻 2次，水

平整地，然后做成平畦或半高垄备用。带土定植，吊蔓

或搭架栽培密度 12 000~15 000株/hm2，爬地栽培密度

为9000~12 000株/hm2。

定植后管理：缓苗后温度控制白天为20~25 ℃，夜

间 13~15 ℃。根瓜膨大后，适当提高温度，白天 22~

25 ℃，夜间13~15 ℃；肥水管理，开花前通过中耕提高

地温，一般尽量少浇或不浇水，等瓜坐稳后开始灌水，

品种名称

永安2号

小磨盘(CK)

病害类型及抗病性指标

病毒病

发病率/%

2.0

91

病指

0.2

8.3

白粉病

发病率/%

35.0

89.0

病指

3.4

14.5

黑斑病

发病率/%

9.7

10.7

病指

1.9

2.1

程永安等：南瓜新品种永安3号的选育研究 ·· 159



中国农学通报 http://www.casb.org.cn

并随水施复合肥150 kg/hm2，之后酌情灌水施肥；温室

栽培须进行吊蔓或搭架，生长前期若雄花不足时，可行

人工辅助授粉。植株出现侧芽及时打掉。

4.2 露地直播栽培

晚霜过后，可进行露地直播或催芽点播，行距2.5~

3.0 m，株距0.4~0.5 m。其他管理与普通南瓜早熟覆盖

栽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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