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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瓜新品种的碧丰选育

郑岩松，张华，李向阳，黄红弟，吴宇军，林锦英，刘自珠
(广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广东广州51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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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碧丰苦瓜是经过连续自交选育的母本M一2—9一I—l—l和父本F-I—4-2—3—1配制的油身苦瓜杂种一代新品种。瓜长圆

锥形．皮色油绿，条瘤状；瓜长26—31 cm、横径6．o一6．5 cm，肉厚1．0—1．1 cm，单瓜重330—360 g；肉质脆，苦味适中，商品率94％。较

早熟。产量高，优质，抗逆性强，每667 m2产量3 000-4 000 kg，适合华南地区3-8月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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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瓜是华南地区特色蔬菜．也是重要的瓜类蔬菜之

一，近年来在包括东北和西北的全国多数省份地方都有大

面积推广种植，深受人们的喜爱。由于气候条件的变化，除

了对苦瓜品质有较高的要求外．生产者对于品种的适应性

和丰产潜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开展了耐热、丰

产、优质苦瓜新品种的选育．经多年努力。选育出商品性

优、抗逆性强、丰产的苦瓜新品种碧丰苦瓜。

l选育过程

碧丰苦瓜母本M一2—9—1一l—1．是由泰国引进的苦

瓜材料0660经6代单株自交后筛选出的优良自交系。

表现早熟、雌花多、连续坐瓜能力强、皮色油绿、瓜长条

形、品质优：父本为F一1—4—2—3一l。是由丰绿苦瓜经6

代单株自交筛选的优良自交系，瓜粗直、皮色油绿，耐热

性强，迟熟、侧蔓结瓜为主。2005年配制杂交组合M一2—9一l—l一1×F一1—4⋯2 3 l，2006年春季、夏季和秋季进行

了3次品种比较试验。2007年和2008年春季分别参加

广东省苦瓜新品种区域试验．同时进行了生产示范和多

点试验，该组合表现中早熟、产量高、瓜条紧实、抗逆性

强。定名为碧丰苦瓜。2010年2月通过广东省品种审

定。

2选育结果

2．1早熟性

碧丰苦瓜较早熟。2006年春季、夏季和秋季在广州市

农业科学研究院花都基地进行了品种比较试验。以绿宝

石、丰绿和碧绿二号苦瓜为对照，3次重复，随机区组排

列，小区面积20 m：。品比试验结果显示，碧丰苦瓜播种至

初收春季79 d，较对照种绿宝石和碧绿二号苦瓜早熟2。3

d；夏季55 d，与对照种绿宝石相当。较丰绿苦瓜早熟3～5

d；秋季56 d，与对照种碧绿二号相当，春、夏、秋季的第l

雌花节位分别为19．6、18．1、18．8节．较对照种绿宝石和碧

绿二号高出l一2节，较丰绿苦瓜低2。3节。

2cHD7年和2008年春季参加广东省苦瓜新品种区域试

验，分别以早优苦瓜和碧绿二号为对照．3次重复，随机区

组排列，小区面积20 n12。从区试结果看，碧丰苦瓜播种至

初收为77—87 d，分别比对照种早优迟熟l d。较碧绿二号

早熟1 d：第l雌花节位分别为18．1和19．6节．较对照种早

优高3．4节，较碧绿二号低1．8节：2007春季每667 m2前期

产量为565．45 kg，比对照种早优苦瓜减产19．89％，差异极

显著；2008年春季每667 m2前期产量为711．62 kg，比对照

种碧绿二号增产14．52％，差异极显著(表1)。

表1苦瓜品比试验产量调查结果

⋯间 品种茹品翟髫臀％嚣髫臀翟等臀
03—15播) 绿宝石(CKl) 969．70

碧绿二号(CK21

2006年夏 碧丰苦瓜

(07—05播) 绿宝石(CKI)

丰绿(CK3)

2006年秋 碧丰苦瓜

(07—30播) 碧绿二号(CK2)

830．00

2512．33 611．4l 32．2

1900．92

2412．28

2115．84

1553．7l

100．05

2．2丰产性

碧丰苦瓜具有良好的丰产性性。2006年进行了3次

品比试验，分别以绿宝石(CKl)、碧绿二号(CK2)、丰绿苦

瓜(CK3)为对照，其中碧丰苦瓜春夏两季平均每667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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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量1 792．94 kg．比对照种绿宝石苦瓜(两季总产平均
l 435．31 kg)增产24．9l％；春秋两季平均每667 m2总产

量1 594．60 kg，比对照种碧绿二号苦瓜(两季总产平均

l 191．86 kg)增产33．78％；夏季总产量为2 512．33 kg，较

对照种丰绿苦瓜增产4．14％(表1)。

从区试结果(表2)看，碧丰苦瓜2007年春季平均每

667 m2总产量2 211．4l kg，较对照种早优苦瓜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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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4％，增产极显著：2008年春季平均每667 m2总产量

1 972．92 kg，较对照种碧绿二号增产6．53％，增产极显著。

2．3主要农艺性状

碧丰苦瓜生长势和分枝性强．主蔓结瓜多，瓜长圆锥

形，皮浅绿色，条瘤状；瓜长26。31 cm、横径6．0—6．5 cm，

肉厚1．0一1．1 cm；瓜较大，单瓜重320～380 g，田间表现耐

裂果；肉质脆，苦味适中，商品率94％。区试统一理化品质

测定结果为：每100 g鲜果含可溶性固形物2．4 g、粗蛋白

0．72—0．74 g、粗纤维O．5一1．0 g、Vc 91．6～l 15．8 mg。区试

感官品质鉴定总得分80．86分，鉴定结果为良至优。

2．4抗性

经区试统一抗病性鉴定，碧丰苦瓜抗白粉病，感枯萎

病；田间表现耐热性、耐寒性和耐涝性强，耐旱性中等。

3生产示范

2007年以来，碧丰苦瓜在我省广州、惠州、东莞、韶

关、梅州、佛山、湛江以及广西、新疆、辽宁等省区示范种植

面积达250 hm2，普遍反映该组合为耐热性和丰产性优良

的品种，商品性优良，每667 m2产量达3 000—4 000 kg，

适合在华南地区推广种植。

4栽培技术要点

4．1播种定植

碧丰苦瓜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露地栽培一般于3～8月

营养杯育苗或露地直播。种植地应选择土层深厚、保水保

肥性好的壤土，播前在常温下浸种8。12 h并在30。32℃

下催芽，播后覆一层薄碎土，盖良爽纱．以利出苗，春季地

温比较低时应做好保温工作．可在覆盖土中加菇泥等保温

松土的有机覆盖材料。

4．2施足基肥适时追肥

整地时每667 m2施腐熟鸡粪l 000 kg或猪粪

1 500 kg作基肥。定植后每隔7。10 d追肥1次．生长前

期宜淋施肥水，结果期每次每667 mz追施复合肥20 kg

加5妇氯化钾和尿素，采用穴施或沟施。

4．3引蔓整枝

要及时搭架绑蔓。当苗长40一50 cm时就要引蔓上

架．搭架可采用搭“人”字架或平棚．在初花期前摘除侧蔓，

主蔓l m以下只选留l～2条粗壮的侧蔓开花结果，把其

余侧蔓除去。要经常进行整蔓。摘去弱枝，留下强枝。以免

侧蔓过多带来养分消耗、植株密闭不透风等现象，发挥主

蔓和主要侧蔓在结果中的作用。

4．4及时防治病虫害

苦瓜的病害主要有白粉病和枯萎病。虫害主要有瓜实

蝇、瓜绢螟等，应以早防早治，预防为主，以减少病虫危害。

白粉病可用硫磺制剂、阿米西达、粉锈宁、福星等药剂防

治：枯萎病可用瓜枯宁、苯菌灵、多菌灵、甲基立枯磷等药

剂防治：瓜实蝇喷敌百虫、敌敌畏、灭杀毙等药剂或用猎蝇

等性诱剂防治；瓜绢螟在幼虫盛发期喷药防治，可用大神

工、锐劲特、抑太保、杀螟松、马拉硫磷等药剂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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