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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发黑无籽二号是以四倍体ＱＷＭ－１４为母本、二倍体ＱＷＦ－２５为父本杂交育成的三倍体无

籽西瓜新品种。属中晚熟品种，全生育期１１０ｄ，果实发育期３３ｄ。植株生长健壮，叶片肥大，抗枯

萎病、炭疽病，耐湿，耐重茬。易坐果，果实圆球型，果皮纯黑，覆浓蜡粉，外形美观，整齐度好，商品

瓜率高。果皮厚１．２ｃｍ，硬度大，耐贮运。单瓜质量６～８ｋｇ，常规栽培产量可达３７　６３９ｋｇ／ｈｍ２。

果肉大红，肉脆汁甜，果实中心糖１０．４４％，边糖８．０３％，品质极佳。无着色秕子。种子卵圆形，深

褐色，千粒重５７ｇ。适应性强，河南省各地均可栽培。

关键词：无籽西瓜；新品种；天发黑无籽二号；选育

中图分类号：Ｓ６５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３２６８（２０１３）１０－０１０２－０３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ｗ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Ｗａｔｅｒｍｅｌｏｎ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ｗｉｔｈ　Ｆｉｎ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Ｙｉｅｌｄ　 Ｔｉａｎｆａｈｅｉ　Ｗｕｚｉ　Ｎｏ．２

ＣＨＥＮＧ　Ｌｉ－ｍｉｎｇ１，ＷＥＩ　Ｆａｎｇ１，２＊，ＺＨＡＮＧ　Ｎａ－ｎａ１，ＺＡＮＧ　Ｘｉｎ１，２，ＣＨＥＮ　Ｊｉ－ｆｅｎｇ１，２，

ＳＩ　Ｙａｎ－ｈｏｎｇ１，２，ＳＨＩ　Ｘｕａｎ－ｊｉｅ３，ＴＩＡＮ　Ｂａｏ－ｍｉｎｇ１，２，ＣＡＩ　Ｙｕ－ｘｉｎ３，ＨＵ　Ｊｉｅ１，ＺＨＡＯ　Ｆａｎｇ－ｆａｎｇ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４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２．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４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３．Ｈｅｎａｎ　Ｑｉｎｇｆａ　Ｓｅｅｄｓ　Ｃｏ．，Ｌｔｄ．，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４５０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ｙ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ｎａｎ　Ｑｉｎｇｆａ　Ｓｅｅｄｓ　Ｃｏ．，Ｌｔｄ，Ｔｉａｎｆａｈｅｉ　Ｗｕｚｉ
Ｎｏ．２ｉｓ　ａ　ｎｅｗ　ｔｒｉｐｌｏｉｄ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ｗａｔｅｒｍｅｌｏ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ｗｉｔｈ　ｒｅｄ　ｆｌｅｓｈ．Ｉ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ｇｏｏｄ　ｆｒｕｉｔ　ｓｅｔｔｉｎｇ，ａ　ｈｉｇｈ　ｙｉｅｌｄ，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ｍａｒｋｅｔａｂｌ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ｕｇａ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ｓ　１０．４４％ ｗｉｔｈ　ａ　ｆｉｎｅ　ｃｒｉｓｐ　ｔｅｘｔｕｒｅ，ｊｕ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ａ　ｄｅｌｉｃｉｏｕｓ　ｆｌａｖｏｒ．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ｒｕｉｔ　ａｖｅｒａｇｅｓ　６－８ｋｇ；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ｙｉｅｌｄ　ｉｓ　３７　６３９ｋｇ／ｈａ　ｉｎ　ｏｐｅｎ　ｆｉｅｌｄ．Ｉｔ　ｉｓ　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ｔｏ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Ｉｔ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ｓ　１１０ｄａｙｓ，ｗｉｔｈ　ａ　ｆｒｕｉｔ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ｏｆ　３３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ｇｒｏｗｓ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ｌｙ　ａｎｄ　ｉ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ｉｄｅ　ｗａｔｅｒｍｅｌｏｎ　ｇｒｏｗ－
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ｗａｔｅｒｍｅｌｏｎ；ｎｅｗ　ｖａｒｉｅｔｙ；Ｔｉａｎｆａｈｅｉ　Ｗｕｚｉ　Ｎｏ．２；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１　育种目标

三倍体无籽西瓜具有明显的杂种优势和多倍体

优势。因抗病、耐湿、耐贮运，优质、高产、少籽等深

受瓜农和消费者的青睐，具有广 阔 的 推 广 前 景［１－９］。

１９９０至２００９年，全 国 无 籽 西 瓜 面 积 从 几 千 公 顷 发

展到２０万ｈｍ２ 以上［１０－１３］，并相继推出了郑抗无籽５
号、郑抗无籽３号、郑抗无籽１号、郑抗无籽８号、黑
帝、无籽１２、菊城无籽３号、福祺早抗３号等各类无

籽西瓜品 种［１，２，１４－１６］。目 前 以 黑 皮 花 皮 无 籽 西 瓜 为

　河南农业科学，２０１３，４２（１０）：１０２－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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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栽品种，但抗病虫害的无籽西瓜品种还较少。因

此，利用杂交、自交、辐射突变等育种技术培育优良

的西瓜育种材料，从而选育出综合性状较好且对常

见病虫害抗性较强的无籽西瓜新品种。

２　选育过程

２．１　亲本来源及特征特性

母本ＱＷＭ－１４是将 高 配 合 力 的 蜜 枚 四 倍 体 与

离子束诱变产生的优良四倍体西瓜进行杂交，后经

多代自交、分离、纯化选育而成的自交系。该材料植

株生长势中等，抗病耐湿性好；全生育期２０６ｄ，果实

发育期３３ｄ，雌花密度大，易坐果；果实圆球形，果面

光滑，深 绿 色 底 上 覆 暗 条 纹；皮 厚１．１ｃｍ，瓤 色 大

红，质脆多汁，黑褐色籽小且少，中心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１２．１％。果个大，单瓜质量６～８ｋｇ。

父本ＱＷＦ－２５是 利 用 系 统 选 育 的 方 法 选 育 的

优良西瓜自交系。该自交系植株生长势强，抗病、耐
湿。中晚熟，全生育期１０６ｄ，果实发育期３４ｄ，易坐

果；果实圆球形，皮色墨黑，覆浓蜡粉；大红瓤，质地

细脆，多汁，中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为１２．８％，风味

品质极佳，种子黑褐色，千粒重５９ｇ；综合性状优良。

２．２　选育经过

２００３年春季在 河 南 省 庆 发 种 业 有 限 公 司 试 验

站共配制杂交组合２１２个，同年在海南省三亚南繁

基地进行组 合 筛 选，从 中 初 步 选 出４个 较 优 组 合，

２００４年 春 季 在 公 司 试 验 站 进 行 优 选，发 现 组 合

ＴＨＷ－０８表现突出且符合育种目标，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

进行小区试验和品比试验，该组合均表现出了易坐

果、优质、高产、整齐度好等优良特点，遂定名为天发

黑无籽二号。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 参 加 河 南 省 无 籽 西 瓜

品种区域试验，２００９年参加河南省无籽西瓜生产试

验。

３　特征特性

３．１　植株学性状

天发黑无籽二号西瓜属中晚熟品种。全生育期

１１０ｄ，果实发育期３３ｄ，第一雌花节位第７节，雌花

间隔７节。植株生长健壮，分枝性强，易坐果。叶片

肥大，抗枯 萎 病、炭 疽 病，耐 湿，耐 重 茬。果 实 圆 球

型，果皮纯黑，覆浓蜡粉，外形美观，整齐度好，商品

瓜率高。果皮厚１．２ｃｍ ，硬度大，耐贮运。单瓜质

量６～８ｋｇ，普通栽培产量可达３７　６３９ｋｇ／ｈｍ２。果

肉大红，肉脆 汁 甜，果 实 中 心 糖 含 量１０．４４％，边 糖

８．０３％，品质极佳。无着色秕子。种子卵圆形，深褐

色，千粒重５７ｇ。适应性强，河南省各地均可栽培。

３．２　产量表现

３．２．１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河南省无籽西瓜区域试验　
由表１可知，在２００７年河南省无籽西瓜品种区域试

验中，天发黑无籽二号５点试验中３点增产，平均产

量为３４　７４７．５ｋｇ／ｈｍ２，比对照增产６．３０％，增产效

果显著，居１５个品种的第９位。果实边糖和中心糖

含量与对照 黑 蜜５号 相 同。田 间 植 株 表 现 为 抗 性

强，坐果率高，果形整齐。

在２００８年河 南 省 无 籽 西 瓜 品 种 区 域 试 验 中，６
点试验中５点增产，平均产量为３７　９６９．５ｋｇ／ｈｍ２，比
对照增产７．３６％，居１１个品种的第２位。果实边糖

和中心糖含量略高于对照品种黑蜜５号，但梯度较

小。田间植株表现为抗性强，坐果率高，果形整齐。

表１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无籽西瓜区域试验结果

品种

２００７年

平均产量／
（ｋｇ／ｈｍ２）

比ＣＫ
±／％

位次
边糖／
％

中心
糖／％

位次

２００８年

平均产量／
（ｋｇ／ｈｍ２）

比ＣＫ
±／％

位次
边糖／
％

中心
糖／％

位次

天发黑无籽二号 ３４　７４７．５　 ６．３０　 ９　 ７．６０　 １０．２０　 １１　 ３７　９６９．５　 ７．３６　 ２　 ７．７８　 １０．１３　 １０

黑蜜５号（ＣＫ） ３２　６８６．５　 １４　 ７．６０　 １０．２０　 １１　 ３５　３６７．０　 １０　 ７．６０　 １０．１２　 １１

３．２．２　２００９年河南省无籽西瓜生产试验　由表２
可知，在２００９年河南省无籽西瓜品种生产试验中，４
点试验中３点增产，平均产量为４０　２００．０ｋｇ／ｈｍ２，

比对照增产１０．１５％，居５个品种的第２位。果实边

糖和中心糖含量略高于对照品种黑蜜５号。田间植

株表现为抗病性和抗湿性强，坐果率高，果形整齐。

表２　２００９年无籽西瓜生产试验结果

品种 平均产量／（ｋｇ／ｈｍ２） 比ＣＫ±／％ 位次 边糖／％ 中心糖／％ 位次

天发黑无籽二号 ４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１５　 ２　 ８．７　 １１．０　 １

黑蜜５号（ＣＫ） ３６　４９５．０　 ５　 ８．６　 １０．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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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各地引种试验示范结果

经省内外异地多点小范围引种示范，天发黑无

籽二号西瓜的田间表现普遍优质、高产。从２００６年

起天发黑无籽二号西瓜在河南、山东、陕西、新疆、甘
肃、湖南、湖北、广西、安徽、贵州等省区开始大面积

引种试验和生产示范，均表现为抗病、耐湿、优质、高
产、少 籽 等，综 合 性 状 较 好。累 计 生 产 示 范 面 积 达

３　２００ｈｍ２，各地普遍反映天发黑无籽二号西瓜性状

稳定，品质极佳，外观美丽，商品性好。植株生长势

强，坐果性能优良，对常见病虫害的抗性较强，栽培

容易，种植经济效益好，深受瓜农和消费者的青睐，
具有广阔的推广前景。

４　适应地区及栽培形式

因天发黑无籽二号抗病耐湿性强，所以在河南

省各地均可栽培。该品种也可根据不同地区、不同

气候条件进行多种形式的栽培，同时也可与多种作

物间作套种栽培。

５　栽培技术要点（以河南地区为例）

５．１　种子处理

用５５℃温水浸种２５ｍｉｎ（快速搅拌，使水温降

至２０℃）之后浸泡８～１２ｈ，洗净沥干后破壳。用湿

布包好，３３℃恒温催芽２４ｈ，芽长０．５ｃｍ左右即可

播种。

５．２　播期

保护地栽培于２月下旬或２月上旬育苗，地膜

栽培于３月上中旬育苗或３月底４月初直播。

５．３　种植密度

保 护 地 栽 培 ７　５００株／ｈｍ２ 左 右，地 膜 栽 培

９　０００株／ｈｍ２，双蔓或三蔓整枝。

５．４　人工辅助授粉

合理配置二倍体西瓜作授粉品种，于开花盛期，
每日清晨进行人工授粉，帮助坐果。第三雌花留果，
每株２果。

５．５　田间管理

重施基肥，轻施提苗肥，巧施坐果肥，浇 足 膨 瓜

水。综合防治病虫害。适时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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