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西甜瓜现代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项目（ＣＡＲＳ－２６）
作者简介：李晓慧（１９８０－），女，河南新密人，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西甜瓜育种及栽培技术研究。

Ｅ－ｍａｉｌ：ｌｉｘｉａｏｈｕｉ８０＠１２６．ｃｏｍ

西瓜新品种圣达尔的选育

李晓慧，徐小利，常高正，赵卫星，梁　慎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园艺研究所，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０２）

摘要：圣达尔是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以 ＨＹ－１６为母本、ＡＴ－１８为父本杂交育成的优良中

熟西瓜品种。全生育期１０８ｄ，果实成熟天数为３３ｄ，果实椭圆形，果形指数１．５６，果皮黑色，果肉

红，平均单瓜质量６．２ｋｇ，果实中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１１．８％，产量４７　９６４．０ｋｇ／ｈｍ２。２０１２年通

过河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豫审西瓜２０１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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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选育目标

黑皮西瓜以其抗性强、高产、耐贮运等特点深受

瓜农的欢迎，在我国河南、山东、安徽等地区都有种

植，育种工作者也选育出了众多 黑 皮 西 瓜 品 种［１－５］，
目前部分地区黑皮西瓜种植品种存在品质退化、抗

性降低、栽培 面 积 萎 缩 等 问 题［６－１０］，鉴 于 此，河 南 省

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以优质、高产、皮黑为育种目

标，经过多年选育，培育出了黑皮、商品性好、高产的

西瓜新品种圣达尔。

２　选育过程

２．１　母本的选育

母本 ＨＹ－１６是从日本西瓜杂交一代分离、经多

代自交纯 化 稳 定 的 自 交 系。该 自 交 系 植 株 生 长 健

壮，易坐果，抗枯萎病、炭疽病，少发生病毒病。全生

育期９６ｄ，果实发育期３１ｄ。果实长椭圆形，果形指

数２．１，深墨绿色果皮上覆瓜霜。果肉大红色，中心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１２．５％、边部１０．０％，品质优良，
果皮薄，硬度大，耐贮运，平均单瓜质量１０．１ｋｇ。

２．２　父本的选育

父本ＡＴ－１８是从 美 国 抗 病 优 质 品 种 杂 交 一 代

中经多代自交纯合的自交系。植株生长旺盛，高抗

枯萎病、炭疽病。全生育期１０５ｄ，果实发育期３５ｄ。
果实圆形，果 形 指 数１．０，果 皮 黑 色。果 肉 大 红，肉

质细，中心可溶性 固 形 物 含 量１１．０％、边 部９．５％，
果皮硬，耐贮运，平均单瓜质量１５ｋｇ，种子籽粒小，
千粒重４０．３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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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组合选配及品种的育成

２００６年春季配制杂交组合１３个，同年冬季在海南

三亚南繁基地进行筛选，经田间考种，组合 ＨＹ－１６×
ＨＴ１２（ＨＴ１２）表现突出且符合育种目标，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进行小区试验和品种比较试验，该组合表现稳定，
且具有易坐果、产量高、增产幅度大、综合抗性强等特

点，命名为圣达尔。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参加河南省中晚熟

西瓜品种区域试验；２０１１年参加河南省中晚熟西瓜

生产试验，结果表现突出。２０１２年通过河南省农作

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豫审西瓜２０１２００４。

３　试验结果

３．１　品种比较试验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参加小区试验和品种比 较 试 验，
对照品种为开杂１２，随机区组排列，重复３次，小区面

积７５ｍ２，株 距６０ｃｍ，行 距２５０ｃｍ，每 小 区 定 植５０
株，栽培管理按当地栽培模式进行。试验结果（表１）
表明，圣达尔西瓜品质优良、易坐果，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

产量分别为６１　９９５．０、４３　０６２．０ｋｇ／ｈｍ２，分别比对照

增产１７．９８％、１２．２１％。

表１　圣达尔西瓜品种比较试验结果

年份 品种
坐果节
位／节

果实发
育期／ｄ

生长势
单果质
量／ｋｇ

果皮厚
度／ｃｍ

肉质 肉色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中心 边部

产量／
（ｋｇ／ｈｍ２）

比ＣＫ±
／％

２００７ 圣达尔 １６．３　 ３５ 强 ８．１８　 １．４ 脆 红 １１．０　 ８．０　 ６１　９９５．０　 １７．９８

开杂１２　 １５．８　 ３３ 强 ６．９４　 １．４ 脆 红 １０．０　 ８．５　 ５２　５４５．０

２００８ 圣达尔 １６．７　 ３５ 强 ５．６８　 １．４ 脆 红 １１．１　 ８．１　 ４３　０６２．０　 １２．２１

开杂１２　 １５．０　 ３３ 强 ５．０７　 １．３ 脆 红 １１．３　 ８．０　 ３８　３７７．５

３．２　品种区域试验

２００９年 参 加 河 南 省 中 晚 熟 西 瓜 品 种 区 域 试

验 的 品 种 共１０个，圣 达 尔 西 瓜 产 量 为５１　０１２．０
ｋｇ／ｈｍ２，比 对 照 庆 发 八 号 增 产１３．２４％，居 参 试

１０个 品 种 的 第２位。圣 达 尔 西 瓜 中 心 可 溶 性 固

形 物 含 量１０．５％、边 部７．５％，梯 度 为３，对 照 庆

发８号 西 瓜 中 心 可 溶 性 固 形 物 含 量１０．５％、边 部

７．９％，梯 度 为２．６（表２）。

２０１０年参加河 南 省 中 晚 熟 西 瓜 品 种 区 域 试 验

的品种共１２个，圣 达 尔 西 瓜 平 均 产 量 为４０　４０７．０
ｋｇ／ｈｍ２，比 对 照 增 产４．１６％，居１２个 品 种 的 第

６位。圣达尔西瓜中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１０．５％、边
部８．０％，梯度２．５，对照庆发八号中心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１０．４％、边部８．０％，梯度２．４（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河南省中晚熟西瓜品种区域试验结果

年份 品种
最大单

瓜质量／
ｋｇ

单瓜质
量／ｋｇ

果形
果皮
颜色

纵径／
ｃｍ

横径／
ｃｍ

果形
指数

果肉
颜色

果皮
厚度

肉质

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

中心 边部

产量／
（ｋｇ／ｈｍ２）

比ＣＫ±
／％

２００９ 圣达尔 ８．１　 ５．０ 椭圆 黑皮 ２８．０　 ２１．７　 １．２９ 红 １．４ 脆沙 １０．５　 ７．５　 ５１　０１２．０　 １３．２４

庆发八号 ７．３　 ５．０ 椭圆 花皮 ２８．８　 ２０．３　 １．４１ 红 １．４ 脆 １０．５　 ７．９　 ４５　０４８．０

２０１０ 圣达尔 １０．３　 ４．５ 椭圆 黑皮 ２５．１　 ２０．５　 １．２２ 红 １．３ 脆 １０．５　 ８．０　 ４０　４０７．０　 ４．１６

庆发八号 ８．１　 ４．３ 椭圆 花皮 ２３．４　 １８．６　 １．２６ 红 １．３ 脆 １０．４　 ８．０　 ３８　７９３．０

３．３　品种生产试验

２０１１年 参 加 河 南 省 中 晚 熟 西 瓜 品 种 生 产 试

验 的 品 种 共６个，对 照 品 种 为 庆 发８号。２０１１年

圣 达 尔 西 瓜 平 均 产 量 为４７　９６４．０ｋｇ／ｈｍ２，比 对

照 增 产１０．３９％（表３），７点 汇 总５增２减，居

６个 品 种 第１位。２０１０年 农 业 部 果 品 及 苗 本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测 试 中 心（郑 州）品 质 检 测：中 心 可 溶

性 固 形 物 含 量１１．８％、边 部９．８％，梯 度２．０；对

照 品 种 庆 发８号 西 瓜 中 心 可 溶 性 固 形 物 含 量

１０．４％、边 部８．０％，梯 度２．４。

表３　２０１１年河南省中晚熟西瓜品种生产试验结果

品种
果实成熟

天数／ｄ
全生育

期／ｄ
单瓜质
量／ｋｇ

果皮
颜色

果形 贮运性 坐果性
果肉
颜色

肉质
抗病性

病毒病 枯萎病

可溶性固形物／％
中心 边部

产量／
（ｋｇ／ｈｍ２）

比ＣＫ±
／％

圣达尔 ３３　 １０８　 ６．２ 黑皮 椭圆 耐 易 红 脆 感 感 １１．８　 ９．８　 ４７　９６４．０　１０．３９

庆发八号 ３６　 １０８　 ５．０ 花皮 椭圆 较耐 易 红 脆 感 中抗 １０．４　 ８．０　 ４３　４４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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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品种特征特性

圣达尔 属 中 晚 熟 品 种，全 生 育 期１０８ｄ，果 实

成熟天数为３３ｄ，第 一 雌 花 节 位 为 第６－７节，雌

花间隔７节。植株分枝性中等 偏 强，主 蔓３５０ｃｍ，
茎 粗１．０～１．１ｃｍ，节间长８～１０ｃｍ。雌雄同株异

花，植株生 长 健 壮，叶 片 肥 大，易 坐 果，叶 片 肥 大，
轻抗枯萎病，兼抗 炭 疽 病，少 发 生 病 毒 病。果 实 椭

圆形，果 形 指 数１．５６，果 皮 黑 色，果 面 光 滑，皮 厚

１．３ｃｍ，果皮硬，较耐贮运，果肉红，肉质脆沙，无空

心，最大单瓜 质 量１０．３ｋｇ，平 均 单 瓜 质 量６．２ｋｇ，
平均产量４７　９６４．０ｋｇ／ｈｍ２，果 实 中 心 可 溶 性 固 形

物含量１１．８％、边 部９．８％。种 子 卵 圆 形，褐 色，千

粒重９４．７ｇ。

５　栽培要点

河南 省 地 膜 覆 盖 栽 培 一 般 于３月 中 旬 育 苗，４
月下旬定植，也可于４月上旬直播；圣达尔西瓜属大

果型品种，应适当稀植，６　０００～７　５００株／ｈｍ２，采用

三蔓整枝，主蔓第三雌花留果，将多余幼瓜摘除；定

植或直播前施足基肥，主要Ｎ、Ｐ、Ｋ配合施用；根据

植株生长情况进行浇水，开花坐果期禁止浇水，幼果

坐稳后保证充足水肥供应；病虫害以防为主，防治结

合；适时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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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３０％以上，这与前人报道一致［９］。但是同一处

理或同一皿花药褐化和污染程度不同，这就需要采

取合理的措施将污染率和褐化率降低，从而提高辣

椒花药培养效率。
影响辣椒花药培养的因素很多，除本研究所述的

不同花期、基因型和培养基的影响因素外，如激素配

比和浓度、供试材料的生长状况及预处理等都是影响

花药培养的关键因素，阐明整个培养过程中的小孢子

发育及调控机制和培养条件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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