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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瓜良种— 台湾苦瓜引种栽培研究
*

傅秀红 李 锋 黄正福

( 广西植物研究所
,

桂林 5 42 0 0 6 )

摘 要 本文报道苦瓜良种— 台湾苦瓜引种栽培结果
.

台湾苦瓜在桂林地区种植具有生长快
、

长

势好
、

瓜大
、

瓜期
一

长
、

产量高
、

质优等综合优良性状
,

引种栽培获得成功
。

适时播种
、

施足基肥
、

适量追肥是台湾苦瓜获得丰产的技术措施
.

关键词 苦瓜 ; 台湾苦瓜 ; 引种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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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瓜 ( M o m or id ca o ha ar ” t ia L
.

) 为夏秋淡季蔬菜品种之一
。

在我国南方各省区均有栽

培
,

而广东
、

广西
、

湖南
、

四川更为普遍
。

但是
,

本地苦瓜品种普遍产量低
,

品质较差
,

供

应期短
,

为了更好地满足 日益繁荣的市场需要
,

延长苦瓜供应期
,

必须采用良种
。

为此
,

我

们于 1 9 9 1一1 9 9 3年对苦瓜良种— 台湾苦瓜进行了引种栽培研究
,

现将研究结果总结如下
。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试验地设在广西桂林雁山广西植物研究 所 试 验 地
,

位于广西北部
,

北纬 25
0

1 1产 ,

东经

n O O
12

尹 ,

属中亚热带气候
。

据气象观测
,

年平均温度为 1 9
。

2℃
,

极端最高温度为 40 ℃
,

极端

最低温度为一 6 ℃ ,

月平均温度高于 20 ℃有 6 一 7 个月
,

年降雨量为 1 8 6 5
.

7 m m
,

年相对湿

. 苦瓜的营养成分由全德健
、

葛开玉
,

昊祖祥测定
,

特表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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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 7 8%
,

土壤为沙页岩发育而成的酸性红坡
,

比值偏低
,

磷钾含量也低
。

1 9 9 1年试验材料系台湾友人赠送给

pH值为 5
.

0一 6
。

O
,

土壤有机质含量少
,

碳氮

发芽温度

( ℃ )

表 1 不同温度与种子发芽率的关系

种 子 数 开始发 发芽持 发芽数

( 粒 ) 芽天数 续天数 ( 个 )

发芽率

( % )

3 5 10 0 2 6 6 4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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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人民的台湾苦瓜种子
,

1 9 9 2年及

19 9 3年试验材料系自留种子
。

1 9 9 1年在

5 月 1 3日播种
,

1 9 9 2年除不同播种时期

试验外均在 4 月 17 日播种
,

1 9 9 3年于 4

月 2 7一 28 日播种
。

种植时施用的基肥
,

除基肥试验外
,

其它试验每株施用鸡粪

5 k g
,

磷肥 0
.

75 k g
。

生长期采用复合

肥作追肥
,

除追肥量试验外
,

其它每株

常 温
( 1 5一 1 8℃ )

10 0 4 4 3 6 3 6

追施复合肥 0
.

25 k g
,

分五次水施
,

在幼苗出土一个月开 始 施 第 一 次
,

以后每10 d 追施一

次
。

叶面追肥试验以 a8 02
” 、

尿素
、

磷酸二氢钾为叶面肥
,

在苦瓜开花期起每 7 d 喷施一

次
,

直到采瓜结束
。

品种比较试验
,

以株为单位采用对比法排列
,

用本地苦瓜品种青皮瓜作

对照
,

重复10 次
。

除不同种植密度试验外
,

试验小 区 面 积 均 为 20 m
Z ,

种植 10 株
,

株行距

为 1
.

0 m x Z
。

O m
。

篱架
。

本试验所需调查项目均采用常规调查方法
。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
。

1 种子发芽试脸

苦瓜系用种子繁殖栽培
,

种子种皮坚硬
,

发芽缓慢
,

为此必须进行催芽
。

我 们 采 用 了

3 5℃
、

3 0℃
、

2 8 ℃
、

2 5℃
、

2 0℃及常温 (1 5一18 ℃ )等 6 种不同温度发芽试验
,

结果见表 1
。

从表 1 看出
,

不同发芽温度对台湾苦瓜种子发芽率有明显差异
,

28 一 30 ℃是台湾苦瓜种

子发芽的适宜温度
,

发芽持续天数少
,

发芽率高
。

温度高于 35 ℃或低于 20 ℃
,

种子发芽极为

缓慢
,

随后种子发生霉烂
。

2
.

2 品 种比较试脸

2
。

2
。

1 生物学特性观察

2
.

2
.

1
.

1 形态特征
:
台湾苦瓜较本地苦瓜生长茂盛

,

主蔓粗
,

蔓粗达 1
.

9 7 2 c m
,

而 本地苦

瓜仅 0
.

6 5 8 o m ; 主蔓子叶以下扁状
,

粗壮
,

黄白色
,

子叶以上为五角菱形
,

淡黄
、

绿相间
。

新梢表面覆盖许多白色长绒毛
,

节间长
,

为 10
.

3 c m
,

而本地苦瓜仅 6
.

0 c m
。

台湾苦瓜叶子

为掌状深裂刻
,

浓绿
,

叶面积大
,

标准叶叶面积达 1 9 1
.

0 o m Z ,

叶柄长 9
.

5 o m
,

而本地苦瓜

叶面积仅 6 9
。

0 c m “ ,

叶柄长 4
.

5 c m
。

台湾苦瓜的果实大
,

为长 26
.

5 c m
、

宽 10
.

9 c m 的 大 圆

锥形
,

单瓜重 55 6
.

93 9
,

灰 白色或白色
,

果面有很多肥大溜状凸起
,

晶莹透明
,

甚是美观
。

2
.

2
。

1
。

2 物候期
:
台湾苦瓜在桂林生长期长

,

达 12 7一 15 8 d
,

比本地苦瓜长 30 一 46 d
。

从播

种到雄花开放需 30 d
,

到雌花结实需 38 一45 d
,

雌花开放后 22 一 27 d 果实开始采收
。

台湾苦瓜

果实采收期长
,

达 58 一 88 d
,

比本地苦瓜长 15 一 37 d ( 表 2 )
。

2
.

2
.

1
.

3 生长特性比较
:
为探明台湾苦瓜在桂北地区生长规律

,

我们连续二年从种植出苗

后每 10 天进行定株观测
,

结果表明
,

台湾苦瓜在桂林种植生长很茂盛
,

株高可达 5 6 8
。
7 6 o m

,

主 蔓 粗 1
.

9 7 2 c m , 分枝始着生节位低
,

从主蔓第 l 节位起 分 生 侧 枝
,

分 枝 力 很 强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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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品 种 间 物 候 期 比 较 ( 月
、

日 )

种植
年度

品 种 播种期 出苗期 子 叶期
4 一 5

真叶期
倒蔓期

分枝形
成 期

~

现董扛
~

五垄期
_

雄花 雌花 雄花 雌花
一三业

、

塑一一
始期 盛期 末期

20202517
Olt0Ua.8

八UJ任通ù月一,孟22
.1八石件廿月了月了2厅

才一匕Zt了
咋̀,工曰JtJ山b汽b弓山口舀巴d,自n勺6

目匕口吮
八O几O亡心一ó,ó丹舀2

几̀品匕舟O丹bl勺n.竹了J性八.内01勺已é巴口n舀.上弓̀ǹ介O几b55
00tl22

1了6.

…
5
1勺ù勺口勺1 9 9 1 台湾苦瓜

1 , 9 1 本地苦瓜
1 9 9 2 台湾苦瓜

19 9 2 本地苦瓜

5
。
13 5

。

1 6

5
。

1 3 5
。

1 6

4
。
1 7 4

。

2 2

4
。

1 7 4
。
2 2

。

1 8 5
。

2 2

。

1 8 5
。
2 2

。
2 4 4

。

3 0

。

2 4 4
。
2 9

枝 3一 4 级
,

侧枝数达 20
.

12 个
,

侧枝总长为

9 8 3 9
.

9 2 c m
。 6 月初开始分生侧林

,

枝梢生

长以 6 月初至 7 月初生长最快
,

主蔓月生长

量达 2 7 3
.

3 4一 3 0 7
.

8 0 e m
,

主蔓增粗 0
.

7 8 o m
。

由于这期间气温均在 25 ℃ 以上
,

有利于苦瓜

生长
,

这时应加强 田间管理
,

以利于提高产

量
。

7 月中以后
,

果实开始 逐 渐 采 收
,

生

长 逐 渐 缓 慢
。

8 月初以后生长 基 本 停 止

井纵纂默
:

`

”
`

” 台脚香瓜盆扭
、

1.5 1年 飞

黔: 二
翻胃t,帐勺.V1.08姑助栩

(科砚ù粗-

五 l肠 压肠 ` 1 瓜场 瓜肠 秘 ,
.

了̀ ?
.

肠 。石 且一

“
月

、

日 )

( 图 1 )

2
。

2
。

1
。

4

株植物
,

位较低
,

开花结果特性
:

苦瓜系雌雄异花 同 图 1 台湾苦瓜与本地苦瓜株高茎粗年生长曲线

台湾苦瓜雌雄花着生节位较高
,

分别着生于第 19 节和 16 节 以上
,

而本地苦瓜着生节

着生于第 16 节和 10 节以上 , 台湾苦瓜主要以第一次分枝结果为主
,

同时主蔓
、

第二

次分枝也能结果
,

结果性强
,

平均每株结瓜 13
.

6个
,

而本地苦瓜主要以主蔓及第一次分枝结

果
,

每株结瓜 12
.

6个
。

为了弄清台湾苦瓜在桂林种植果实生长发育规律
,

我们 连续二年定期对果实进 行 了 观

测
,

雌花开放后每隔 s d 测一次
,

以本地苦瓜作对照
,

结果看出
,

台湾苦瓜果实前 10 d 生长

缓 慢
,

10 一 25 d 生长最快
,

纵径平均日增长 1
.

32 一 1
.

4 1 c m
,

横经 日增长 0
.

40 一。
。

55 o m
。

果柄以第 5 一 15 d 生长最快
,

基本达最大值
,

平均日增长 0
.

97
o m

。

2
。

2
。

2 产量

台湾苦瓜与本地苦瓜连续 3 年年平均单株产量见表 3 ,

从表 3 可求出 t = n
.

8 2
,

查 才值

表得 t 。
. 。 : 二 9

.

9 25 < 1 1
。

8 2
,

说明两品种间的产量差异极显著
,

台湾苦瓜的产量较本地品种增

产14 0
.

70 %一 2 52
.

11 %
。

结果还表明
,

恶劣的气候条件对台湾苦瓜的产量影响较本地苦瓜的

小
, 1 9 9 3年在苦瓜生长期及开花期

,

雨水多
,

气温低
,

不利于苦瓜生长及授粉受精
,

造成苦

瓜产量降低
,

但台湾苦瓜仍获得单株产量 5
.

0 k g的 丰 产
,
而 本 地苦 瓜 仅 1

.

42 k g
,

增 产

2 5 2
。

1 1 %
。

2
。

2
。
3 品质

我们于 1 9 9 2年采收第一批果实时取样进行品质分析
,

结果 ( 表 4 ) 表明
,

台湾苦瓜与本

地苦瓜的水分
、

还原糖及碳水化合物都基本相似
,

且台湾苦瓜还具有可食率高
,

维生素 C含

量高
,

苦味素减少等优良品质特性
,

属苦瓜优良品种
。

2
。

2
。
4 抗逆性

台湾苦瓜与本地苦瓜一样
,

适应性强
,

但低温和高温都不利于生长
,

所 以当气温上升到

20 ℃以上的 4 月中下旬播种为宜
。

台湾苦瓜在桂林种植具有较强 的抗 逆 性
,

长势妊
,

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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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不同迫肥量与台湾苦瓜长势及产量的关系 (9 9 1 2年 )

追肥量 株 高 主蔓粗 侧枝总长度 总叶数 叶大小 单株产量 单株结瓜数 单瓜重
( k g) (

e m) (
e) ( me m) (枚 ) (

c) m( k g) (个 ) ( g)

0
。

0 0 4 1 8
。

0 1
。

10 5 26 6
。

70 5 75
。

37 1
。

0 x 6 1
。

8 3
。

5 1 3 2
。

9 0 4 2
。

7 1

0
。

15 5 4 8
。

0 1
。

20 4 7 3 2
。

8 36 3 2
。

9 1 8
.

5父 7 1
。

5 4
。

26 10
。

34 1 2
。

9 3

0
。

0 249 3
。

3
_

1
。

29 79 5 3
。

7 1 1 2 2
。

4 20
。

2x 1 8
。

4 8
。

4 6 10
。

5 4 24
。

76

0
。

9 5 5 7 2
。

5 1
。

4 19 8 39
。

9 9 7 1 2
。

4 20
。

5 x9 1
。

5 6
.

5 1 1 3
。

0 5 0 0
。

7 7

对照 0 4 6
.

1 1
。

5 4 4 1 1 1
.

25 5 4 8
.

0 19
.

2x 1 8
。

2 2
.

7 38
.

8 309
。

17

产量达 6
.

5 1k g
,

而对照仅 5
.

o k g
,

增产 3 0
.

2%
。

其次为 。
.

5 %磷酸二氢钾
,

株产为 5
.

44 k g,

增产 8
.

8%
。

喷施 8tt 0 2,, 溶液对台湾苦瓜 的产量影响不大
,

株产量为 5
.

03 k g
。

3 小 结

( 1 ) 台湾苦瓜在桂林种植具有植株生长快
,

长势好
,

分枝力强
,

枝蔓粗
,

叶多
,

叶大
,

瓜大
,

瓜期长
,

产量高
,

品质较优等综合优良性状
,

引种栽培获得成功
。

( 2) 台湾苦瓜在桂林种植生长期长
,

达 12 7一 1 5d8
; 生 长快

,

以 6 月初至 7 月初生长

最快
,

主蔓月生长量为 2 7 3
.

3 4一 3 07
.

80 c m
,

主蔓径粗月生长量为 0
.

78 e m ,
台湾苦瓜的果实

自雌花开放后 22 一 27 d 开始采收
,

果实以雌花开放后 10 一 25 d 生长最快
,

纵径 日增长 1
.

32 一

1
。
4 1 c m

,

横径 日增长0
.

40 一 0
。

5 o5 m
。

果柄以第 5 一 15 d 生长最快
,

平均 日增长 0
.

9 o7 m
。

( 3 ) 台湾苦瓜的产量极显著高于本地苦瓜品种
,

增产 14 0
.

7%一 252
.

1%
。

台湾苦瓜的

品质也优于本地苦瓜品种
,

可食率增多 6
.

65 %
,

维生素 C含量增加
,

苦味素减少
。

台湾苦瓜属

苦瓜优良品种
。

( 4 ) 台湾苦瓜种子适宜发芽温度为 28 一 30 ℃ ,

发芽率高达 90 %一 96 %
,

且发芽持续天

数少
。

温度高于 35 ℃或低于 20 ℃ ,

种子发芽缓慢
。

( 5 ) 不同播种时期对台湾苦瓜的长势及产量有明显差异
,

以 4 月 17 日播种的长势最好
,

产量最高
。

在生产中
,

应在气温 20 ℃以上的 4 月 中下旬播种为宜
。

( 6 ) 不 同种植密度对台湾苦瓜 的产量有显著差异
。

行株距为 3 m x l m 的单株产量最

高
, Z m 又 l m 的亩产量最高

,

高密度种植的台湾苦瓜产量低
。

( 7 ) 施用基肥与不施基肥对台湾苦瓜的生长与产量有明显差异
,

不 同基肥 间也有显著

差异
。

以鸡粪 5 k g 加磷肥 o
.

75 k g 作基肥的效果最好
,

其产量比对照增产 2 2 4
.

5 7%
,

单株结

瓜数增加8 1
.

3 1%
,

单瓜增重 7 8
.

5 7%
。

( 8 ) 追肥与不追肥对台湾苦瓜的长势及产量差异极显著
,

不 同追肥间也有明显差异
,

随着追肥量的增加
,

其长势增强
,

产量增加
。

以每株追肥 0
.

25 k g 复合肥的效果最好
,

产量

比对照增产 13 8
。

7 2%
,

单株结瓜数增加 47
.

22 %
,

单瓜增重 6 1
。

29 %
。

.

( 9 ) 叶面追肥对台湾苦瓜产量有较明显影响
,

尤以 0
.

5%尿素溶液贵施效果最好
,

比对

照增产 30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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