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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瓜是葫芦科攀援藤草本植物， 药用价值高、
功效与作用多， 商品瓜营养价值丰富， 产量高，
经济效益可观［1�-�2�］。 丝瓜种植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
地区， 北方地区种植较少， 兰州市红古区近年来
才开始试种， 由于种植品种单一， 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红古地区丝瓜种植的发展。 作物品种是决
定作物产量和品质的重要因子［3�-�4�］， 为筛选出适宜
兰州市红古区种植的优质丝瓜品种， 2015 年兰州
市农作物良种试验站对引进的 5 个丝瓜品种进行
了引种试验，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 参试品种

参试品种绿莹、 翠绿王、 绿王子由山东省寿
光市金硕种业有限公司提供， 多宝肉由广东省汕
头市利农种业有限公司提供， 宝优 2 号、 美国高
产由山东省寿光市寿丰种苗开发中心提供。 以当
地常栽品种美国高产为对照品种。
1.2 试验区概况

试验于 2015 年在兰州市农作物良种试验站基
地进行， 当地海拔 2�021�m， 年平均气温 8.1�℃，
年均日照时数 2�480�h， 年均降水量 325�mm， 相对
无霜期 166�d。 试验地土壤类型为深层灌淤土， 肥
力中等， 排灌良好， 前茬为花椰菜。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完全随机区组排列， 每品种为 1 个小
区， 3次重复， 小区面积20�m2（10�m×2�m）， 四周设

保护行。 采用高垄覆膜穴栽方式。 按垄宽 1.4�m、 垄
高 15～20�cm， 沟宽 0.6�m起垄覆膜。 采用育苗畦在
日光温室内育苗， 于 4月 14日按株距 40�cm、 行距
100�cm 每垄双行定植， 每穴 1 株， 种植密度为
25�000株 /hm2。 田间管理方法同当地大田管理。 丝
瓜生长期田间记载生育期， 每小区随机固定 10 株
作为样本进行主要经济性状和产量调查。 田间调查
记录霜霉病、 疫病发病病级情况， 并进行病情鉴定。
丝瓜从 6月下旬日开始采收商品瓜后按小区每隔 2�d
统一采收 1 次， 分别称量记录， 并计算每旬产量、
前期折合产量（6月下旬至7月下旬）和折合总产量。

霜霉病病级分级标准为： 0 级， 全叶无病斑；
1 级， 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 5％以下（含5％）；
2 级， 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 5％～25％； 3 级，
病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 25％～50％； 4 级， 病
斑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 50％～75％； 5 级， 病斑
面积占整个叶面积的 75％以上或叶片枯死。 疫病
病级分级标准为： 0 级， 植株健康无症状； 1 级，
仅叶面、 叶柄上有小病斑； 3 级， 叶面、 叶柄上有
小病斑， 并且嫩梢或瓜蔓节部有轻微水渍状病斑；
5 级， 叶片、 瓜蔓及果实上均有水渍状病斑； 7
级， 部分瓜蔓枯死、 果实腐烂表面疏生白霉； 9
级， 植株全株死亡［5�-�6�］。
2���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从表 1 可以看出， 参试各品种始花期均在 5

摘要： 在兰州市红古区对引进的 5 个丝瓜品种进行了引种试验。 结果表明， 在高垄覆膜穴栽条件下， 5
个新引丝瓜品种折合产量均低于对照品种美国高产。 但宝优 2 号、 绿莹 2 个品种商品性状较好， 生育期适中，
商品瓜折合产量较高， 分别为 96 900、 93 900 kg/hm2， 较对照品种美国高产分别减产 4.81%、 7.76%。 但其前
期折合产量高， 分别为 47 500 、 46 700 kg/hm2， 较对照品种美国高产分别增产 3.71%、 1.96%， 因前期（6月下
旬至 7 月下旬） 丝瓜市场价格高， 故宝优 2 号、 绿莹产值较高， 分别为 252 775、 250 950 元/hm2， 较对照品种
美国高产分别增加 7 100、 5 275 元/hm2。 综合考虑认为， 宝优 2 号和绿莹适合在兰州市红古区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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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产（CK） 3.88 3.04 3.32 8.08 2.48 2.44 4.40 6.38 3.14 3.56 18.32 45�800 40.72 101�800�aA�
宝优2号 7.18 2.06 2.22 7.22 2.02 2.96 4.34 4.10 3.96 2.70 18.68 46700 38.76 96�900�abAB -4.81
绿莹 7.60 2.36 2.60 6.44 1.38 1.96 4.14 4.88 3.58 2.62 19.00 47�500 37.56 93�900�bcBC -7.76

多宝肉 3.50 6.04 0.62 7.48 2.94 1.44 4.66 4.44 4.04 3.26 17.64 44�100 38.42 96�050�bAB -5.65
绿王子 3.02 2.62 2.96 5.92 4.18 0 4.84 6.68 2.28 2.86 14.52 36�300 35.36 88�400�cdCD -11.98
翠绿王 5.32 3.18 1.92 7.12 1.26 2.76 3.72 4.94 3.38 2.24 17.54 43�850 35.84 89�600�dCD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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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下旬， 其中以绿莹最早， 为 5 月 14 日， 较对
照提前 3�d； 其次为宝优 2 号和翠绿王， 为 5 月 15
日， 均较对照提前 2�d； 其余品种较对照推迟 2～5�
d。 初收期均在 6 月下旬， 其中以绿莹、 翠绿王最
早， 为 6 月 22 日， 较对照提前 3�d； 对照品种美
国高产次之， 为 6 月 25 日； 其余品种较对照推迟
2～4�d。 末收期均在 9 月下旬， 其中以多宝肉、 宝
优 2 号最迟， 为 9 月 30 日， 较对照延迟 6�d； 对
照品种美国高产次之， 为 9 月 24 日； 其余品种较
对照提前 2～4�d。 参试各品种商品瓜采收期为
85～95�d， 其中以宝优 2 号最长， 为 95�d， 较对照
延长 4�d； 多宝肉次之， 为 93�d， 较对照延长 2�d；
绿莹较对照延长 1�d， 翠绿王较对照缩短 1�d， 绿
王子较对照缩短 6�d。

2.2 主要经济性状及抗病性
从表 2 可以看出， 参试各品种分枝性均表现

为强， 抗逆性除绿王子表现为中外， 其余品种均
表现为强。 瓜形除多肉宝为短柱形外， 其余品种
均为长棒形。 瓜长以翠绿王最长， 较对照长 1.0�
cm； 对照品种美国高产次之， 为 41.0�cm； 其余品
种较对照短 6.0～13.0�cm。 瓜横径以多肉宝最大，

为 4.1�cm， 较对照增加 1.1�cm； 绿莹次之， 为 3.5�
cm， 较对照增加 0.5； 其余品种较对照增加 -0.2～
0.4�cm。 瓜色除多肉宝为浅绿色外， 其余品种均为
深绿色。 瓜肉厚以多肉宝最厚， 为 3.9�cm， 较对
照厚 1.2�cm； 绿莹次之， 为 3.3�cm， 较对照厚 0.6�
cm； 其余品种较对照厚 -0.3～0.3�cm。 单瓜重以多
肉宝最重， 为 0.36�kg， 较对照重 0.14�kg； 绿莹次
之， 为 0.27�kg， 较对照重 0.05�kg； 其余品种较对
照重 -0.05～0.04�kg。 对霜霉病多肉宝表现为抗
病， 美国高产（CK）、 绿莹、 绿王子表现为高抗，
宝优 2 号、 翠绿王表现为免疫。 参试各品种对疫
病均表现为免疫。
2.3 产量

从表 3 可以看出， 样本前期产量以绿莹最高，
为 19.00�kg/10 株， 较对照增产 0.68�kg/10 株； 其
次为宝优 2 号， 样本产量为 18.68�kg/10 株， 较对
照增产 0.36�kg/10 株； 其余品种较对照减产 0.68～
3.80�kg/10 株。 前期折合产量仍以绿莹最高， 为
47�500�kg/hm2， 较对照增产 3.71%； 其次为宝优 2
号， 达 46�700�kg/hm2， 较对照增产 1.96%； 其余品
种较对照减产 3.71%～20.74%。 样本总产量以美
国高产（CK）最高， 为 40.72�kg/10 株； 其余品种均
低于对照， 较对照减产 1.96～5.36�kg/10 株。 折合
产量各参试品种均低于对照， 其中以美国高产
（CK）最高， 为 101�800�kg/hm2； 宝优 2 号次之， 为
96�900�kg/hm2， 较对照减产 4.81%； 多宝肉居第 3，
为 96�050�kg/hm2， 较对照减产 5.65%； 绿莹、 翠绿
王、 绿王子较对照减产 7.76%、 11.98%、 13.16%。

品种 定植期
（日/月）

始花期
（日/月）

初收期
（日/月）

末收期
（日/月）

采收期
（d）

美国高产（CK） 14/4 17/5 25/6 24/9 91
宝优2号 14/4 15/5 27/6 30/9 95
绿莹 14/4 14/5 22/6 22/9 92
多宝肉 14/4 22/5 29/6 30/9 93
绿王子 14/4 19/5 27/6 20/9 85
翠绿王 14/4 15/5 22/6 20/9 90

品种 分枝性 抗逆性 瓜形 瓜长
（cm）

瓜横径
（cm） 瓜色 瓜肉厚

（cm）
单瓜重
（kg）

抗病性

宝优2号 强 强 长棒 34.0 2.8 深绿 2.5 0.17 免疫 免疫
绿莹 强 强 长棒 35.0 3.5 深绿 3.3 0.27 高抗 免疫

多宝肉 强 强 短柱 28.0 4.1 浅绿 3.9 0.36 抗病 免疫
绿王子 强 中 长棒 35.0 2.8 深绿 2.4 0.17 高抗 免疫
翠绿王 强 强 长棒 42.0 3.4 深绿 3.0 0.26 免疫 免疫

美国高产（CK） 强 强 长棒 41.0 3.0 深绿 2.7 0.22 高抗 免疫
霜霉病 疫病

表 1 参试丝瓜品种生育期及商品瓜采收期

表 2 参试丝瓜品种的主要经济性状

表 3 参试品种的样本商品瓜产量及折合产量

40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6 20162016 年 第 6 期

品种 6月份样本产值
（元/10株）

7月份样本产值
（元/10株）

8月份样本产值
（元/10株）

9月份样本产值
（元/10株）

样本总产值
（元/10株）

折合产值
（元/hm2）

美国高产（CK） 19.40 53.86 13.26 11.74 98.27 245�675
宝优2号 35.90 42.67 13.12 9.43 101.11 252�775
绿莹 38.00 42.50 10.04 9.84 100.38 250�950

多宝肉 17.50 53.44 12.84 10.28 94.07 235�175
绿王子 15.10 43.04 13.20 10.79 82.13 205�325
翠绿王 26.60 45.66 10.66 9.44 92.35 230�875

对折合产量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美国高产
（CK） 与宝优2号差异不显著， 与多宝肉差异显著，
与其余品种差异极显著； 宝优 2 号、 多宝肉与绿
莹差异不显著， 与绿王子、 翠绿王差异极显著；
绿莹与绿王子差异不显著， 与翠绿王差异显著；
翠绿王与绿王子差异不显著。 另从图 1 可以看出，
丝瓜的产量峰值出现在 6 月下旬、 7 月下旬和 9 月
上旬（多宝肉在 7月上旬出现产量次峰值）， 其中 7
月下旬最为明显， 丝瓜达到了盛果期， 所以这 3
个时期一定要保证丝瓜的肥水充足。

2.4 产值
从 2015 对年兰州市不同时间段的丝瓜市场价

格进行市场调查可以看出， 6 月下旬、 7 月上旬、
7 月中旬、 7 月下旬、 8 月上旬、 8 月中旬、 8 月
下旬、 9 月上旬、 9 月中旬、 9 月下旬丝瓜市场价
格分别为 5.0、 4.0、 3.8、 3.6、 2.0、 1.6、 1.0、
1.0、 0.8、 0.8 元 /kg。 前期（6月下旬至7月下旬）丝
瓜市场价格较高， 随后市场价格呈逐渐下跌趋势，
前后价格比超过 6倍。 因此， 丝瓜产值不仅受产量
影响， 而且受市场价格的影响。 由此估算可以看
出， 参试各丝瓜品种的折合产值（表4）以宝优 2号最
高， 为 252�775 元 /hm2， 较对照增加 7�100 元/hm2；
绿莹次之， 为 250�950 元 /hm2， 较对照增加 5�275
元 /hm2； 美国高产（CK）居第 3， 为 245�675元 /hm2；
其余品种均较对照减少， 减幅为 10�500～40�350
元 /hm2。

3��小结与讨论
1） 在兰州市红古区对引进的 5 个丝瓜品种进行比
较试验的结果表明， 在高垄覆膜穴栽条件下， 5
个新引丝瓜品种商品瓜折合产量均低于对照品种
美国高产， 但宝优 2 号、 绿莹商品性状较好， 生
育期适中， 商品瓜折合产量相对较高， 分别为
96�900、 93�900�kg/hm2， 较对照品种美国高产分别
减产 4.81%、 7.76%； 但其前期折合产量高， 分别
为 47�500�、 46�700�kg/hm2， 较对照品种美国高产
分别增产 3.71%、 1.96%， 因前期（6月下旬至 7 月
下旬）丝瓜市场价格高， 故产值以宝优 2 号、 绿莹
较高， 分别为 252�775、 250�950 元 /hm2， 分别较
对照品种美国高产增加 7�100、 5�275 元 /hm2。 综
合考虑认为， 宝优 2 号和绿莹适合在兰州市红古
区推广种植。 多宝肉、 绿王子和翠绿王有待继续
试验观察。
2） 为了增加丝瓜种植户实际收益， 在保证丝瓜产
量的同时追求产值也至关重要， 根据兰州市场丝
瓜价格前高后低的规律， 认为丝瓜的前期产量对
增加产值至关重要， 因此在丝瓜品种选择上应注
意优先选择早熟和前期产量较高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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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参试品种不同时期的产量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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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参试各丝瓜品种不同时间段样本产值及折合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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