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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筛选甜瓜抗枯萎病砧木，进行了不同砧木的苗期枯萎病接种试验及不同砧木嫁接苗亲和性、产量、品

质等综合性状的研究。通过苗期接种法测定了ＮＸ１、ＮＸ２、ＮＸ３和ＮＸ４共４份砧用南瓜材料的苗期枯萎

病抗性，并对其嫁接苗的嫁接成活率、田间发病率、单果重、产量、中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口感等指标进行观

察和测定。结果表明：ＮＸ２和ＮＸ３在苗期对枯萎病表现高抗，ＮＸ１和ＮＸ４表现为抗。４份砧木与接穗的

亲和性强，嫁接苗的嫁接成活率都高于９５％；田间抗病性强，发病率均显著低于对照（广蜜１号薄皮甜瓜实生

苗）；果实产量均显著高于对照。但４份砧木嫁接处理的果实中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低于实生苗，除了 ＮＸ２

外，其余处理的中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口感接近对照，表现较优。在测试的４份砧木材料中，ＮＸ３、ＮＸ１、

ＮＸ４综合性状优良，为较理想的薄皮甜瓜嫁接砧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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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皮甜瓜因具有香甜的口感而广受消费者欢

迎，目前已成为广西的一种重要水果和经济作物。

在气候温暖的广西地区，薄皮甜瓜每年可种植两

茬，周期短、成本低、效益高，可显著提高农民的收

益。薄皮甜瓜在广西种植面积１．２万ｈｍ２。然

而，薄皮甜瓜不耐重茬，在重茬地极易发生枯萎

病，病重地块的病株率常达４０％～６０％，甚至绝

收［１］。筛选抗病砧木，进行嫁接换根，是目前防治

甜瓜枯萎病最经济、有效的技术措施［２６］。国内一

些研究表明，不同砧木的抗病性、嫁接亲和性不

同，且对嫁接甜瓜的产量、品质的影响也不同。袁

培祥［２］测试了６个砧用南瓜品种对甜瓜枯萎病的

苗期和田间抗病性，证实砧木新品种雪金龙对枯

萎病抗性最强，且产量和品质等指标达到或超过

对照品种。谈慧［７］评价了９种砧用南瓜资源对薄

皮甜瓜和厚皮甜瓜枯萎病的抗性及嫁接亲和性，

结果表明，９份砧用南瓜资源对枯萎病的苗期抗

性均表现高抗，其中６份资源与薄皮甜瓜亲和性

表现良好，嫁接成活率达９０．０％以上。尚建立

等［８］分析了南瓜、葫芦和野生西瓜等不同类型砧

木与薄皮甜瓜和厚皮甜瓜的嫁接亲和性，结果表

明，南瓜类型砧木与甜瓜嫁接亲和性最好。赵云

霞等［９］研究了６个砧用南瓜品种对薄皮甜瓜产量

及品质的影响，发现圣砧一号和青雪甜砧作为砧

木均比自根苗增产３０％以上，没有改变果实品

质，而且能增加肉厚。张娥珍等［１］研究了３个南

瓜砧木和１个甜瓜砧木对薄皮甜瓜抗病性、产量

及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壮士２号白籽南瓜砧木

抗枯萎病能力最强，嫁接后产量比对照增产

６３．５％，果实中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及口感风味

与对照相当。由于不同砧木的抗病性、嫁接亲和

性不同，且对嫁接甜瓜的产量和品质的影响也不

同。因此，在筛选薄皮甜瓜砧木的过程中，必须同

时兼顾抗病性、亲和性、产量和品质等综合性指

标。本研究通过测定ＮＸ１、ＮＸ２、ＮＸ３和ＮＸ４

共４份砧用南瓜材料在苗期对枯萎病抗性级别，

以及嫁接苗的亲和性（嫁接成活率）、田间发病率、

产量和品质（中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口感）等指

标，评价了这些砧木材料的综合性状，为薄皮甜瓜

嫁接砧木选择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砧木材料 ＮＸ１、ＮＸ２、ＮＸ３和 ＮＸ４（均为

砧用南瓜）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园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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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西甜瓜研究室选育。接穗品种为本地主栽品

种广蜜１号薄皮甜瓜。甜瓜枯萎病菌由中国农业

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植物保护研究室提供。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试验设计　病原菌的制备：将甜瓜枯萎病

菌接种于马铃薯葡萄糖琼脂培养基（ＰＤＡ）上，２８

℃恒温培养１０ｄ，用无菌水将菌落上的分生孢子

洗下，并将孢子液进行稀释，使孢子液浓度达５×

１０６个·ｍＬ１，用血球计数板在显微镜下计孢子数。

病原菌的接种：在温室种植的砧木幼苗长至

一叶一心期采用蘸根法［１０］进行接种，将幼苗植株

轻轻拔起并用清水清洗根部，然后用吸水纸把根

部水分吸干，再将幼苗根部分别放入制备好的甜

瓜枯萎病菌孢子液中浸泡１５ｍｉｎ，然后拿出定植

于营养杯中，覆膜保湿４８ｈ，然后揭膜，室温下正

常管理，不施用任何杀菌剂。每个处理６０株苗，

以广蜜１号薄皮甜瓜为对照。

１．２．２　测定项目及方法　接种２５ｄ后调查各处

理所有植株的发病情况，记录发病株数和发病级

数，并计算各处理的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发病

率（％）＝发病株数／总株数×１００。

病害分级标准和病情指数计算方法均参照罗

丰等［１１］的方法。病害分级标准如下，０级：无病

症；１级：１片或２片子叶轻微发黄，但生长正常；

２级：１～２片子叶黄化或１片子叶出现坏死斑，真

叶稍变黄、轻微萎焉；３级：子叶枯死，真叶明显萎

焉，植株生长受阻，少矮化；４级：全株严重萎焉，

叶片枯黄；５级：整株枯死，甚至倒伏。病情指

数＝整病级株数×代表数值）／（株数总和×发病

最重级的代表数值）×１００。

抗性评价标准亦参照罗丰等［１１］的方法，根据

病情 指 数 的 大 小 划 分 出 ５ 个 抗 性 等 级，高

抗（ＨＲ）：０＜病情指数≤１５．０；抗（Ｒ）：１５．０＜病

情指数≤３５．０；中抗（ＭＲ）：３５．０＜病情指数≤

５５．０；感（Ｓ）：５５．０＜病情指数≤７５．０；高感（ＨＳ）：

病情指数＞７５．０。

采用顶插接法进行砧木嫁接，１５ｄ后调查各

处理的嫁接成活率，成活率（％）＝成活株数／嫁接

株数×１００。采收初期调查各处理的枯萎病发病

率，发病率（％）＝发病株数／调查株数×１００。果

实采收期进行单瓜重和产量测定。每个处理３次

重复，每个重复（小区）种植５０株嫁接苗。以广蜜

１号薄皮甜瓜实生苗为对照（ＣＫ）。

不同砧木嫁接苗果实品质分析。在甜瓜采收

期，每个小区随机采收１０个成熟度一致的甜瓜进

行中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测定，并对果实的口感

风味进行鉴评。

１．２．３　数据分析　采用ＤＰＳ２００６数据处理系

统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砧木对甜瓜枯萎病的苗期抗性鉴定

由表１可知，在苗期接种甜瓜枯萎病菌２５ｄ

后，不同砧木材料的发病率和病情指数不同，但都

明显低于ＣＫ（广蜜１号薄皮甜瓜）。参照抗性评

价标准，ＮＸ２和ＮＸ３的病情指数在０～１５．０，对

枯萎病的抗性鉴定为高抗；ＮＸ１和ＮＸ４的病情

指数在１５．０～３５．０，对枯萎病的抗性鉴定为抗。

而ＣＫ的病情指数＞７５．０，鉴定为高感。

表１　不同砧木对甜瓜枯萎病的抗性鉴定

砧木编号 总株数 病株数 发病率／％ 病情指数 抗性等级

ＮＸ１ ６０ ３０ ５０．００ １７．３３ 抗

ＮＸ２ ６０ １０ １６．６７ １２．２２ 高抗

ＮＸ３ ６０ １４ ２３．３３ １１．７２ 高抗

ＮＸ４ ６０ ２９ ４８．３３ ２６．２１ 抗

ＣＫ ６０ ５８ ９６．６７ ８４．６２ 高感

２．２　不同砧木嫁接苗成活率和田间发病率

由表２可知，不同砧木嫁接苗的成活率均较

高，都在９５％以上，差异不显著。其中ＮＸ４嫁接

成活率最高，为９７．３％。从田间枯萎病发病率来

看，各嫁接处理田间枯萎病发生较轻微或不发病，

其中以ＮＸ２、ＮＸ３和 ＮＸ４为砧木的嫁接处理

均没有发病，以 ＮＸ１为砧木的处理平均发病率

仅为１．３３％，而ＣＫ（广蜜１号实生苗）的发病率

显著高于各处理，为１８．０％。

表２　不同砧木嫁接苗的成活率和田间发病率

砧木编号 嫁接成活率／％ 枯萎病发病率／％

ＮＸ１ ９５．８±０．７ａ １．３３±０．２１ｂ

ＮＸ２ ９５．１±０．５ａ ０ｃ

ＮＸ３ ９６．９±０．９ａ ０ｃ

ＮＸ４ ９７．３±０．６ａ ０ｃ

ＣＫ １８．０±３．５ａ

２．３　不同砧木对薄皮甜瓜产量的影响

由表３可知，各嫁接处理的平均单果重均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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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于ＣＫ，其中以ＮＸ２为砧木的嫁接处理平均

单果重最大，为０．５４ｋｇ，显著高于其他砧木处

理。其次是以ＮＸ１和ＮＸ４为砧木的处理，两者

之间差异不显著。从产量来看，各嫁接处理的产

量均显著高于实生苗，其中，以ＮＸ３为砧木的处

理产量最高，为１７２５．０ｋｇ·６６７ｍ
２，与ＮＸ２处

理差异不显著，但显著高于 ＮＸ１、ＮＸ４处理和

ＣＫ。ＣＫ产量最低，仅为１１９６．６ｋｇ·６６７ｍ
２。

表３　不同砧木嫁接苗的单果重和果实产量

砧木编号 单果重／ｋｇ 产量／（ｋｇ·６６７ｍ２）

ＮＸ１ ０．５０±０．０１ｂ １６２７．８±１０．１ｃ

ＮＸ２ ０．５４±０．０２ａ １７０８．９±８．５ａｂ

ＮＸ３ ０．４７±０．０１ｃ １７２５．０±６．３ａ

ＮＸ４ ０．４９±０．０１ｂ １６７５．０±６．９ｂ

ＣＫ ０．４２±０．０２ｄ １１９６．６±１２．５ｄ

２．４　不同砧木对薄皮甜瓜品质的影响

由表４可知，ＣＫ的中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最高，为１３．８％，显著高于各嫁接处理，品质最

优。以ＮＸ１、ＮＸ３、ＮＸ４为砧木的处理，中心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虽然低于ＣＫ，但均在１３．０％以

上，接近ＣＫ，且口感细嫩，香甜，无异味，与对照

相当，表现较优。以ＮＸ２为砧木的处理，中心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显著低于其他处理，口感稍松绵，

但也香甜、无异味，综合评价良。

表４　不同砧木嫁接苗的果实品质评价

砧木

编号

中心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
口感 综合评价

ＮＸ１ １３．１±０．２ｂ 细嫩，香甜，无异味 优

ＮＸ２ １２．７±０．２ｃ 稍松绵，香甜，无异味 良

ＮＸ３ １３．５±０．１ｂ 细嫩，香甜，无异味 优

ＮＸ４ １３．３±０．２ｂ 细嫩，香甜，无异味 优

ＣＫ １３．８±０．１ａ 细嫩，香甜 优

３　结论与讨论
前人研究表明，在南瓜、葫芦、野生西瓜等不

同类型砧木材料中，以南瓜类型砧木与薄皮甜瓜

的嫁接亲和性最好［８］，本研究也以４份南瓜材料

ＮＸ１、ＮＸ２、ＮＸ３和 ＮＸ４作为薄皮甜瓜的砧

木，测定其的苗期枯萎病抗性、嫁接苗亲和性、田

间发病率、产量和品质等指标，评价了这些砧木材

料的综合性状。本试验结果表明，４份砧木在苗

期和大田对甜瓜枯萎病都具有较强的抗性，且嫁

接苗成活率均达到９５％以上，表明嫁接亲和性都

较强。４份砧木嫁接苗的田间产量均显著高于对

照，表明通过嫁接可以提高甜瓜的产量。但嫁接

后果实中心可溶性固形物低于实生苗，表明嫁接

对薄皮甜瓜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该研究结果

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１，１２１３］。４份砧木处理的果

实均无异味，除ＮＸ２果实稍松绵外，其他果实质

地和口感风味均与对照相当，表现较优。在测试

的４份砧木中，综合抗病性、嫁接成活率、产量和

品质等评价指标，发现ＮＸ３、ＮＸ１、ＮＸ４的综合

性状优良，为较理想的薄皮甜瓜嫁接砧木。

除了抗病性、嫁接亲和性、产量、品质等重要

指标外，这些砧木材料嫁接后的植株和果实生理

指标变化情况及其在高湿、低温、弱光条件下的抗

逆性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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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长调节剂对孔雀草生长及开花的影响

方振名，严楚梅，胡小虎

（玉林师范学院，广西 玉林５３７００）

摘要：为筛选出适合调节孔雀草生长及开花的植物生长调节剂，达到孔雀草花期调控的目的，以孔雀草为试

验材料，采用全株喷施的方法，探讨了赤霉素（ＧＡ３）、吲哚乙酸（ＩＡＡ）和α萘乙酸（ＮＡＡ）３种植物生长调节剂

在不同浓度梯度下，全株喷施处理孔雀草对其生长及开花的影响。结果表明：ＧＡ３ 能够使孔雀草花期提前，

其中１００ｍｇ·Ｌ
１的浓度处理效果最明显；ＩＡＡ处理使孔雀草花期推迟；ＮＡＡ喷施处理抑制孔雀草花蕾生长。

关键词：孔雀草；植物生长调节剂；花期调控；观赏性

　　孔雀草（犜犪犵犲狋犲狊狆犪狋狌犾犪）为菊科万寿菊属的

一年生草本植物，其花形与同为菊科的万寿

菊（犜犪犵犲狋犲狊犲狉犲犮狋犪）相似，因而俗称小万寿菊，又

名孔雀菊、法兰西菊［１］。原在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１０１
基金项目：广西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２０２０１０６０６

１６６）；广 西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项

目（２０１９ＧＸＮＳＦＢＡ２４５０３８）；广 西 科 技 基 地 和 人 才 专

项（桂科ＡＤ２０１５９０１３）。

第一作者：方振名（１９９１－），男，硕士，助教，从事濒危物种繁

育与传粉生物学研究。Ｅｍａｉｌ：ｆａｎｇｚｈｅｎｍｉｎｇ１１２＠１６３．ｃｏｍ。

通信作者：胡小虎（１９８５－），男，博士，讲师，从事种质资源评

价、群体遗传与数量遗传研究。Ｅｍａｉｌ：５６３０４３３４３＠ｑｑ．ｃｏｍ。

的墨西哥各地广泛应用，随着花卉市场的发展需

求，它的足迹已遍布世界各地［２］。孔雀草具有花

色艳丽、花型优美、分枝花朵数多且观赏花期长等

优点，常用来作为道路两旁的观景、家居庭院的造

景及节假日花坛的布置，深受人们的喜爱［３］；由于

孔雀草的适应性极强，从育苗到开花生长周期

短［４］，所以得到广泛栽培和应用，逐渐成为园林花

卉首选品种，经济价值可观［５］。前人对孔雀草修

复重金属［６］、盐胁迫［７］、影响发芽的因素［８］、组培

繁殖［９］等的研究已有不少报道，但对其花期调控

技术研究较少，目前仅限于对孔雀草花芽分化等

方面的浅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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