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不同杂交组合

编号 组合
1 章姬伊甜查理
2 甜查理伊章姬
3 甜查理伊章姬
4 紫金香玉伊红颊
5 紫金四季伊红颊
6 甜查理伊章姬
7 09-8-S-9伊09-6-N-5

目前袁保护地促成栽培是我国草莓的主要栽培模式袁特
别是近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二师休闲观光采摘业的兴

起和发展袁进一步激发了兵团草莓产业的发展遥草莓生产中
适宜于保护地促成栽培的品种多来自日本袁其品质优尧酸甜
适中尧香味浓郁袁深受大众喜爱袁但抗病性差袁极易感染炭疽
病尧白粉病和灰霉病等遥欧美品种具有产量高尧果实硬度高尧
抗病性强的特点袁但口味偏酸袁香气淡袁鲜食不太受消费者
欢迎遥然而袁果实外观尧风味尧口感尧安全性都将直接影响消
费数量和消费价格袁关系到该产业的进一步发展[1-3]遥因此袁
本文旨在通过开展草莓优质尧抗病育种试验袁对 7 份种质
资源相互组合杂交的 F1代果实品质表现进行比较袁以选育
出优质尧大果尧抗病的草莓新品种渊系冤袁以期为草莓育种者
提供参考袁从而提高草莓育种成效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于 2017要2018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
农业科学研究所试验园区草莓平架栽培温室大棚内进行遥
供试材料为国内栽培品种和日系品种作亲本的 F1杂交种袁共
7个组合渊表 1冤遥其中袁组合 2尧组合 3尧组合 6分别由甜查
理伊章姬的 3个不同杂交种作为母株进行育苗袁09-8-S-9
为高良 6号伊甜查理杂交种袁09-6-N-5为久 59-SS-1伊红颊
杂交种遥
1.2 试验方法

1.2.1 栽培管理模式遥采用设施草莓平架基质栽培模式袁于

2017年 9月底定植袁温室内温度保持白天 20~25 益尧夜间
6~12 益袁湿度控制在 40%~70%之间遥由于十二师辖区冬季
昼短夜长袁自然光不能满足温室草莓生长发育需求袁试验根
据实际气候条件袁于 11月至次年 2月采用电灯补光技术袁日
落后补光约 4 h袁从而满足草莓所需光照强度 2万~5万 lx袁
并保障其开花结果期每天光照 12~15 h遥
1.2.2 果实品质比较遥在大棚草莓生长季节袁从 2018 年
1月大棚草莓采果开始连续 3个月袁每月中旬测定其平均单
果重尧VC尧可溶性固形物尧可溶性糖及可滴定酸含量遥VC含量
的测定方法参照 GB 5009.86要2016袁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
测定方法参照 GB 12295要1990袁可溶性糖含量的测定参照
GB 5009.8要2016袁可滴定酸含量的测定方法参照 GB 12293-
1990遥平均单果重为 2018年 1要3月各品种的收获量除以
收获果实数量渊单果重<8 g的不计入冤遥单果重为第一尧二级
序果平均单果重袁VC尧可溶性固形物尧可溶性糖及可滴定酸
含量为第一级序果平均值遥
1.3 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统计软件统计分析相关数据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平均单果重比较

由图 1可知袁平均单果重量由高到低依次为组合 6>组
合 2>组合 7>组合 1>组合 4=组合 5>组合 3袁其中组合 4尧组
合 5平均单果重量相同袁均为 14.90 g遥

摘要 对 7份种质资源相互配组杂交的草莓 F1代果实品质表现进行比较袁采果期持续 3个月袁每月中旬测定其平均单果重量尧VC尧可
溶性固形物尧可溶性糖及可滴定酸含量遥结果表明袁组合 6渊甜查理伊章姬冤平均单果重最高袁达 25.07 g遥组合 7渊09-8-S-9伊09-6-N-5冤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尧可滴定酸含量均为最高袁分别为 10.37%和 0.990 4%袁固酸比相对适中袁为 10.47%曰组合 4渊紫金香玉伊红颊冤可溶性总糖含量最
高袁达 9.9 g/100 g曰组合 3渊甜查理伊章姬冤VC含量最高袁达 61.44 mg/10 g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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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可溶性固形物与可溶性总糖含量比较

由图 2可知袁除组合 4外袁其余 6个杂交组合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均高于其可溶性总糖含量袁其中组合 7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最高袁组合 4的可溶性总糖含量最高袁组合 2与组
合 6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及可溶性总糖含量相对较低遥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组合 7>组合 5>组合 4>组
合 1>组合 2>组合 3>组合 6曰可溶性总糖含量由高到低依次
为组合 4>组合 3>组合 5>组合 1>组合 7>组合 2=组合 6遥

2.3 可滴定酸含量比较

由图 3可知袁7个组合可滴定酸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组
合 7>组合 1>组合 3>组合 6>组合 4>组合 5=组合 2袁其中组
合 5与组合 2的可滴定酸含量均为 0.665 3%遥

2.4 固酸比比较

由表 2尧图 4可知袁7个组合固酸比由高到低依次为组

合 5>组合 2>组合 4>组合 7>组合 1>组合 6>组合 3袁其中组
合 1尧组合 6固酸比相同袁均为 9.90%遥

2.5 VC含量比较

由图 5可知袁7个组合 VC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组合 3
>组合 1=组合 6>组合 2>组合 5>组合 4尧组合 7袁其中组合
1与组合 6的 VC含量均为 49.92 mg/10 g遥

3 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袁组合 2渊甜查理伊章姬冤尧组合 6渊甜查理伊章
姬冤平均单果重相对较高袁分别为 21.10尧25.07 g袁同时其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及可溶性总糖含量均相对较低袁说明其果
型大但风味偏酸遥组合 7渊09-8-S-9伊09-6-N-5冤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尧可滴定酸含量均为最高袁分别为 10.37%尧0.990 4%曰固
酸比相对适中袁为 10.47%遥组合 4渊紫金香玉伊红颊冤可溶性
总糖含量最高袁达 9.9 g/100 g袁且其固酸比达 13.23%袁相对
其他组合较高袁说明其风味相对偏甜袁但其单果重相对较
低遥组合 3渊甜查理伊章姬冤VC含量最高袁达 61.44 mg/10 g遥草
莓中富含 VC[4]袁但由于 VC的不稳定性袁不同时期的草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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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杂交组合 VC含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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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杂交组合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尧可滴定酸含量
及固酸比的比较

渊%冤
组合编号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可滴定酸含量 固酸比

1 9.43 0.952 6 9.90
2 9.27 0.665 3 13.93
3 8.93 0.912 8 9.79
4 9.40 0.710 6 13.23
5 9.73 0.665 3 14.63
6 8.23 0.831 6 9.90
7 10.37 0.990 4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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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供应全区脱毒种薯的部门袁每年从区外购买脱毒种薯
需花费高额的费用遥全区的种薯繁育由于规模尚待发展袁尚
不能满足用种需要遥二是种植管理比较粗放院目前西藏马铃
薯种植主要以人工种植为主袁机械化种植少袁费时费力袁种
植管理水平较低袁导致马铃薯繁种的产量不高袁且仓储条件
差袁影响经济效益[5]遥三是销售渠道少院西藏处于西部贫困地
区袁农牧民收入水平低袁还有相当一部分农牧民尚未脱贫袁
脱毒马铃薯生产成本过高和农牧民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制

约西藏地区脱毒马铃薯的推广袁是当前脱毒马铃薯种薯繁
育体系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6]遥

渊2冤对策遥一是加强扶持袁建立西藏马铃薯脱毒种薯繁
育体系院近年来袁西藏脱毒种薯依赖区外购买袁严重制约马
铃薯产业的发展遥因此袁各相关部门要加大原种生产投入及
种薯生产质量的控制袁以促进种薯生产的发展遥二是大力培
植龙头企业和组织院充分利用当前有关部门招商引资的优
惠政策袁积极引进和引导有实力的经济实体袁投资马铃薯种

薯产业袁政府部门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袁鼓励龙头企
业以资金尧技术等形式参与马铃薯种繁的基地建设遥三是加
强农牧民培训院让广大农牧民认识到种薯质量的重要性袁选
用健康的种薯曰种植中注意防治蚜虫袁同时注意观察袁拔除
杂株袁将病毒病发病率高田块的薯块作为商品薯处理袁不作
为种薯使用曰收获的种薯按种薯生产规程妥善保管袁确保种
薯质量遥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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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菌[4]遥
由表 2可知袁处理 G接种 2 d后袁污染率为 0袁6 d后污

染率直线上升遥这是因为氯化汞的杀菌原理是 Hg2+与带负
电荷的蛋白质结合袁使细菌蛋白变性袁酶失活[4]遥消毒失败的
原因可能是冲洗不够充分袁未能将残留的药剂清除干净遥
处理 N的消毒效果最好袁污染得到控制袁污染率仅为

23.80%遥次氯酸钠分解出具有杀菌作用的氯气袁杀菌力强袁
且杀菌后不留残余袁对植物材料无害[4]遥
3 结论与讨论

渊1冤植物的茎尖段是组织培养的较好材料袁但由于其取
自自然环境袁表面和内部常携带大量微生物袁如不进行灭菌
处理袁培养过程中会污染培养基和外植体袁导致试验无法进
行遥为了减少外植体导致的污染袁应该选取合适的材料袁尽
可能选取带菌少的植物茎尖段遥

渊2冤从此次试验的数据来看袁2%次氯酸钠消毒 15min的
效果最好袁消毒成功率近 80%遥孟长军[5]通过比较组培实验
室环境消毒和外植体消毒几种常见方法的原理尧注意事项
及优缺点等袁认为用中草药及新洁尔灭进行环境消毒更为

低毒友好曰综合考量袁对外植体进行消毒时袁次氯酸钠比氯
化汞更为合适袁这与本试验的结果一致遥

渊3冤单一的消毒剂效果并不太好或者不明显袁还需要几
种消毒剂联合试验袁并设计不同的消毒时间袁从中找出最适
宜的消毒方法[6-8]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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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含量有所不同遥鲁晓燕等[5]的试验结果还表明袁不同品种
不同时期的草莓 VC含量的变化幅度也不相同遥此外袁草莓
果实在成熟过程中各阶段 VC尧可溶性固形物尧可溶性糖等含
量的变化幅度还会受栽培品种尧栽培环境尧各阶段管理水平
及测定方法等因素的影响遥由于本试验是在温室大棚内进
行的袁温度适宜尧光强适中袁因而还无法阐明温度和光强对
各组合草莓果实品质的影响袁除温度尧光强外袁是否受水尧肥
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袁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遥
综合考虑各品种可滴定酸含量尧固酸比及可溶性总糖

含量袁组合 4渊紫金香玉伊红颊冤尧组合 5渊紫金四季伊红颊冤风
味相对其他组合偏甜遥多数消费者较喜爱偏甜果实袁育种过
程中只要选择合适的亲本和组合袁很容易选育出符合大众
口味尧含糖量相对较高的优质品种遥此外袁能否实现育种目

标还取决于育种者所拥有的种质资源袁好的种质资源也要
科学合理地利用才能充分发挥其潜质遥因此袁在选择亲本
时袁应根据育种目标科学合理地选择双亲袁育种效果将进一
步提升[6]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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