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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秋葵品种在酒泉市日光温室的引种观察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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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酒泉市日光温室内， 对引进的 8个秋葵品种进行了引种观察， 结果表明， 8 个秋葵品种在酒泉市
日光温室均能正常成熟。 其中以酒引 5 号折合产量最高， 为 23 250.00 kg/hm2； 酒引 7 号、 酒引 4 号折合产量较
高， 分别为 21 104.17 、 21 020.83 kg/hm2。 综合考虑认为， 酒引 5 号、 酒引 7 号、 酒引 4 号这 3 个品种的丰产
性、 适应性、 商品性等综合表现好， 适宜在酒泉市日光温室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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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葵为锦葵科秋葵属一年生草本植物， 原产
于非洲， 为耐热作物， 是一种具有较高营养价值
的新型保健蔬菜， 在药用及加工方面也具有很高
的经济价值［1�-�5�］。 我国从印度引进， 已经种植了约
60�a， 在全国各大城市周边都有少量栽培。 近年
来，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保健意识的加强，
秋葵在我国南北各地的种植都呈迅速发展的趋势。
为增加酒泉市特优蔬菜品种， 甘肃省酒泉市农业
科学研究院于 2015 年从上海、 江苏、 山东等地引

进了 8 个秋葵品种在酒泉市日光温室内进行了引
种试验， 以期为酒泉市日光温室种植秋葵提供依
据。
1���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秋葵品种分别为酒引 1 号、 酒引 2 号、
酒引 3 号、 酒引 4 号、 酒引 5 号、 酒引 6 号、 酒
引 7 号、 酒引 8 号， 均由酒泉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提供。

。。。。。。。。。。。。。。。。。。。。。。。。。。。。。。。。。。。。。。。。。。。。。。。。。。。。。
明显的变化， 特别是瓜色从绿色变为黄白色。
4���特征特性

品系 05-33-6-1-2-49 生长势弱， 分枝多， 叶
柄中长， 叶片小， 叶色深绿， 叶形心脏形， 卷须
多， 雌花多， 瓜皮黄白色， 瓜形长棒， 顶略尖，
瘤明显， 刺较多， 瓜把长， 口感佳。
5���适宜地区

品系 05-33-6-1-2-49 适宜在天水市渭河川道
区及类似地区的日光温室、 塑料大棚及露地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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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株高
/cm

茎节间长
/cm

分枝数
/ 个 叶形 叶色 花色

酒引1号 165.0 11.3 7 掌状全裂 绿色 黄色

酒引2号 149.0 10.6 6 掌状深裂 深绿色 浅黄色

酒引3号 155.0 15.0 4 掌状深裂 深绿色 白色

酒引4号 168.0 13.8 6 掌状深裂 深绿色 白色

酒引5号 152.0 9.7 6 掌状深裂 深绿色 浅黄色

酒引6号 137.0 12.6 8 掌状深裂 深绿色 浅黄色

酒引7号 157.0 10.1 6 掌状浅裂 绿色 浅黄色

酒引8号 162.0 14.6 5 掌状深裂 深绿色 白色

品种 播种期
/（日/月）

出苗期
/（日/月）

定植期
/（日/月）

现蕾期
/（日/月）

始花期
/（日/月）

始收期
/（日/月）

采收末期
/（日/月）

采收期
/d�

酒引1号 30/3 5/4 6/5 26/5 30/5 8/6 18/8 71
酒引2号 30/3 5/4 6/5 28/5 1/6 9/6 20/8 72
酒引3号 30/3 5/4 6/5 28/5 1/6 9/6 18/8 70
酒引4号 30/3 4/4 6/5 26/5 29/5 8/6 16/8 69
酒引5号 30/3 6/4 6/5 30/5 4/6 12/6 22/8 71
酒引6号 30/3 6/4 6/5 29/5 4/6 12/6 21/8 70
酒引7号 30/3 5/4 6/5 27/5 2/6 10/6 21/8 72
酒引8号 30/3 5/4 6/5 28/5 2/6 10/6 18/8 69

1.2 试验方法
试验于 2015 年 3�— 9 月在酒泉市肃州区银达

非耕地农业示范园区日光温室内进行。 当地海拔
1�470�m， 试验地土壤为轻质砂壤土， 土壤肥力偏
低， 地势平坦， 排灌条件良好。 试验采取大区间
比排列设计， 每品种为 1 个大区， 不设重复， 大
区面积为 64.8�m2（9.0�m×7.2�m）， 四周设保护行。
采用宽窄行起垄覆膜种植， 垄高 0.15�m， 宽行
0.70�m， 窄行 0.50�m， 行长 9.00�m， 株距 0.40�m，
每大区定植 288 株。 播前结合深翻地底施腐熟有
机肥 30�000�kg/hm2、 磷酸二铵 450�kg/hm2， 翻地深
度为 25�cm。 3 月 25 日开始温汤浸种催芽， 种子
露白时（3月30日）播种于规格为 5�cm×10�cm 育苗
盘内。 出苗后待长出 2 片叶时进行间苗。 于 5 月 6
日定植， 定植后及时进行浇定植水 1 次。 现蕾期
结合灌水追施尿素 225�kg�/hm2。 进入开花结果盛
期及时铲耥、 锄草， 并进行适当整枝， 对已采收
过嫩果的果下节老叶， 适当剪除， 以利于改善通
风透光和减少养分消耗。 开花结果盛期每隔 10～
15�d 灌水 1 次， 并结合每次灌水追施尿素 150�
kg/hm2、 大西洋复合肥 75�kg/hm2。 全生育期内共灌
水 6 次， 每次灌水量为 7�800�m3/hm2。 秋葵生长期
田间记载生育期， 秋葵收获时采用“S”型3点取样
法测产， 每个计产样点面积 4.8�m2， 按计产样点产
量计算折合产量。 同时每个样点选取 10 株进行植
物学性状（株高、 茎节间长、 分枝数、 叶形、 叶
色、 花色）和果实性状（果实横径、 果实纵径、 单
果重、 单株结果数、 果形、 果色、 口感风味）观
测。
2���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从表 1 可以看出， 各参试品种同日播种， 出

苗期保持一致。 在同期定植条件下， 现蕾期以酒
引 1 号、 酒引 4 号最早， 为 5 月 26 日； 酒引 7 号
次之， 为 5 月 27 日； 其余品种为 5 月 28�—30 日。
始花期以酒引 4 号最早， 为 5 月 29 日； 酒引 1 号
次之， 为 5 月 30 日； 其余品种为 6 月 1�— 4 日。
始收期以酒引 1 号、 酒引 4 号最早， 为 6 月 8 日；
酒引 2 号、 酒引 3 号次之， 为 6 月 9 日； 其余品
种为 6 月 10�—12 日。 采收末期以酒引 4 号最早，
为 8 月 16 日； 酒引 2 号、 酒引 3 号、 酒引 8 号次
之， 均为 8 月 18 日； 其余处理为 8 月 20�—22 日。
采收期以酒引 2 号、 酒引 7 号最长， 均为 72�d；
酒引 1 号、 酒引 5 号次之， 均为 71�d； 其余处理
为 69～70�d。
2.2 植物学性状

从表 2 可以看出， 各参试品种株高、 茎节间
长、 分枝数、 叶形、 叶色、 花色均有一定的差异。
其中株高以酒引 4 号最高， 为 168.0�cm； 酒引 6
号最矮， 为 137.0�cm； 其余品种为 149.0～165.0�
cm。 茎节间长以酒引 3 号最长， 为 15.0�cm； 酒引
5 号最短， 为 9.7�cm； 其余品种为 10.1～14.6�cm。
分枝数以酒引 6 号最多， 为 8 个； 酒引 3 号最少，

表 1 参试各秋葵品种的物侯期及生育期

表 2 参试各秋葵品种的植物学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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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横径
/cm

纵径
/cm

单果重
/g

单株结果数
/ 个 果形 果色 口感风味

酒引 1 号 2.3 14.2 21.0 31 八棱形 深红色 较好
酒引 2 号 2.3 13.8 18.8 26 八棱形 红色 一般
酒引 3 号 2.5 12.6 16.8 24 五棱形 浅绿色 差
酒引 4 号 2.4 13.2 16.3 51 五棱形 深绿色 一般
酒引 5 号 2.2 15.6 17.5 58 八棱形 深红色 较好
酒引 6 号 2.2 14.7 15.2 47 五棱形 浅绿色 一般
酒引 7 号 2.3 15.0 18.1 51 八棱形 深红色 好
酒引 8 号 1.8 14.6 15.6 38 八棱形 红色 好

表 3 参试各秋葵品种的果实性状

为 4 个； 其余品种为 5～7 个。 参试品种叶形除酒
引 1 号为掌状全裂、 酒引 7 号为掌状浅裂外， 其
余品种均为掌状深裂。 叶色除酒引 1 号、 酒引 7
号为绿色外， 其余品种均为深绿色。 酒引 1 号花
色为黄色， 酒引 3 号、 酒引 4 号、 酒引 8 号花色
为白色， 其余品种花色为浅黄色。
2.3 果实性状

从表 3 可以看出， 果实横径以酒引 3 号最大，
为 2.5�cm； 酒引 8 号最小， 为 1.8�cm； 其余品种为
2.2～2.4�cm。 果实纵径以酒引 5 号最大， 为 15.6�
cm； 酒引 4 号最小， 为 13.2� cm； 其余品种为
2.2～2.4�cm。 单果重以酒引 1 号最高， 为 21.0�g；
酒引 6 号最低， 为 15.2�g； 其余品种为 15.6～18.8�
g。 单株结果数以酒引 5 号最多， 为 58 个； 酒引 3
号最少， 为 24 个； 其余品种为 26～51 个。 果形
除酒引 3 号、 酒引 4 号、 酒引 6 号为五棱形外，
其余品种均为八棱形。 酒引 1 号、 酒引 5 号、 酒
引 7 号果色为深红色， 酒引 2 号、 酒引 8 号果色
为红色， 酒引 4 号果色为深绿色， 酒引 3 号、 酒
引 6 号果色为浅绿色。 酒引 7 号、 酒引 8 号果实
口感风味最好， 酒引 1 号、 酒引 5 号果实口感风
味较好， 酒引 2 号、 酒引 4 号、 酒引 6 号果实口
感风味一般， 酒引 3 号果实口感风味差。 参试品
种果实横切面有 2 种， 果实色泽为绿色或红色。
2.4 产量

从表 4 可以看出， 参试各秋葵品种的折合产
量以酒引 5 号最高， 为 23�250.00�kg/hm2； 酒引 7
号次之， 为 21�104.17�kg/hm2； 酒引 4 号居第 3 位，
为 21� 020.83� kg/hm2。 其 余 品 种 折 合 产 量 为
15�000.00～19�104.17�kg/hm2。
3���结论

对引进的 8 个秋葵品种在酒泉市日光温室内

进行了引种观察试验。 结果表明， 参试 8 个秋葵
品种适应性强， 在宽窄行起垄覆膜栽培条件下，
均能在酒泉市日光温室内正常成熟。 其中以酒引 5
号折合产量最高， 为 23�250.00�kg/hm2； 酒引 7 号、
酒引 4 号折合产量较高， 分别为 21� 104.17�、
21�020.83�kg/hm2。 综合考虑认为， 酒引 5 号、 酒
引 7 号、 酒引 4 号等 3 个品种丰产性、 适应性、
商品性等综合表现好， 适宜在酒泉市日光温室推
广种植。 其余品种有待进一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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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计产样点面积
/m2

样点平均产量
/（kg/4.8�m2）

折合产量
/（kg/hm2） 位次

酒引1号 4.8 9.17 19�104.17 4

酒引2号 4.8 8.92 18�583.33 5

酒引3号 4.8 7.20 15�000.00 8

酒引4号 4.8 10.09 21�020.83 3

酒引5号 4.8 11.16 23�250.00 1

酒引6号 4.8 8.82 18�375.00 6

酒引7号 4.8 10.13 21�104.17 2

酒引8号 4.8 7.39 15�395.83 7

表 4 参试各秋葵品种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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