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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育种目标

南瓜营养丰富，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成分，如

多糖、活性蛋白、类胡萝卜素、果胶、氨基酸等物

质[1-2]。南瓜起源于美洲，为葫芦科（Cucurbitaceae）

南瓜属（Cucurbita）一年生草本植物[3]。南瓜作为健

康食品，近年来全世界栽培面积、单产及总产量也

在增长 [4- 5]。我国南瓜主要有 3 个类型：中国南瓜

（Cucurbita moschata D.）、印度南瓜（C. maxima D.）

和美洲南瓜（C. pepo L.）[6]。黑龙江省以印度型绿皮

南瓜为主要生产、加工和消费种类，每年种植面积

稳定在 1.67 万 hm2 以上，是我国重要的南瓜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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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贵族 1 号是以 N-15-18 为母本、N-15-20 为父本育成的肉用南瓜一代杂交新品种。该品种属中熟品种，黑龙

江省春季露地栽培条件下，从出苗到采收生育期 75 d，全生育期 82 d。果实长棒状，果顶和果蒂端略细，中部略粗，

果形略弯；果皮灰色，浅灰色果线，果表光滑；果肉鲜黄，果肉厚 2.0 cm，粉质细腻，口感甜糯；干物质含量（w，后同）≥
18%，坐果能力强，单株结瓜 2~4 个，单瓜质量 2.2~2.5 kg，中抗白粉病、霜霉病。适合在东北地区及我国各地露地栽

培，667 m2产量 3200 kg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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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ding of pumpkin cultivar Guizu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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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zu No. 1 is a hybrid pumpkin bred by Horticultural Branch of Heilongji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N-15-18 and N-15-20 are the female and male parents. The pumpki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resistance,

high yield and good quality. It is a medium- maturing variety, cultivated in the open field in spring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with a growth period of 75 days from emergence to harvest, and a full growth period of 82 days. The fruit of the

Guizu No.1 pumpkin is long and stick- shaped, fruit top and pedicle are slightly thinner, the middle is thicker, and

fruit shape is slightly curved. The peel color is grey, the flesh is bright yellow and 2.0 cm thick, and the taste is sweet and

glutinous. Fruit line is light grey, and fruit surface is smooth. The pumpkin has a dry matter content of ≥18%, strong fruit

setting ability, 2 to 4 fruits per plant, standard fruit weight 2.2 to 2.5 kg. The plant is moderate resistance to powdery

mildew and downy mildew. This variety is suitable for open field cultiv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and all parts of China,

with a yield of about 3200 kg per 667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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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及北菜南运基地 [7-8]。贵族南瓜是近年来新

兴的品种，属印度南瓜，果形为长棒状、短棒状或

橄榄形；品质优良，产量高，口感软糯香甜，干物

质含量高，深受消费者喜爱。贵族南瓜种质资源

主要来源于日本引进品种及新疆地区的地方品

种。称谓来源于国内市场的商品名。东北地区

种植品种主要来自于国内其他地区，小众品种种

植面积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由于其优良的品

质，以农家庭院种植居多。为了满足市场需

求 [9-10]，加快该类型品种的育种进程，笔者育种团

队根据东北地区生产种植情况及市场消费特点，

制定了培育品质优良、植株生长健壮、干物质含

量高、口感软糯细腻、抗病性强的贵族南瓜新品

种的育种目标。

2 选育过程

2.1 亲本选育及性状

2.1.1 母本选育 母本 N-15-18 是 2014 年从日本

引进的优异品种，在哈尔滨试验基地及三亚南繁基

地经过 4 年 7 代筛选、自交、提纯选育的自交系，于

2017 年纯合。该品系中熟，从出苗到成熟生育期

77 d，全生育期 84 d。果实长棒形，头部略尖，尾部

细，中部略粗。植株健壮，果皮银灰色，条状斑驳，

斑驳呈浅灰色。果肉鲜黄色，果肉厚度 2.0 cm，单

株结瓜 2~3 个，单瓜质量 2.5 kg 左右，中抗白粉病、

病毒病。口感干面、细腻软糯。

2.1.2 父本选育 父本 N-15-20 是 2015 年从新疆

地区引进的地方品种，在哈尔滨试验基地及三亚南

繁基地经 3 年 5 代筛选、自交、提纯选育的自交系，

2017 年获得纯合自交系。该自交系中熟，从出苗到

成熟生育期 73 d，全生育期 80 d。果形长棒状，中

部略宽，尾部细。果实灰皮，少量斑驳，果肉黄色，

单株结瓜 2~3 个，单瓜质量 2.1 kg，中抗白粉病。口

感甜面，干物质含量高。

2.2 选育过程

2017 年冬季于海南省三亚市南繁基地配置杂

交组合 12 个，2018 年春季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试

验基地进行组合观察、比较和筛选试验。2018 年冬

季，初选的 5 个组合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南繁基

地进行品比试验，对照品种为谢花面。组合

N-15-18×N-15-20 在商品性、抗病性、整齐性等方面

表现突出，命名为贵族 1 号。2019—2021 年在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大庆市及牡丹江市进

行了全省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贵族 1 号生产上

表现为中熟、品质比较优良、较丰产稳产。

3 试验结果

3.1 组合筛选试验

2018 年春季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分院

试验基地进行组合筛选试验，露地爬地栽培，单蔓

整枝。试验对配置的 12 个组合进行筛选，在植株

生长势、熟期、抗病性、果形、果皮颜色、单果质量、

品质、坐果能力、产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评比，

N-15-18×N-15-20 组合表现突出。该组合植株生长

势强，果实长棒状，果顶和果蒂端略细，中部略粗。

果皮灰色，果肉厚 2.0 cm，粉质细腻，口感甜糯，果

表光滑。干物质含量（w，后同）≥18%，坐果能力强，

单株结瓜 2~4 个，单瓜质量 2.5 kg。

3.2 品种比较试验

2018 年冬季在海南省三亚市黑龙江省农业科

学院南繁基地开展贵族 1 号与谢花面（CK）的露地

品种比较试验，试验 3 次重复，小区面积 14.2 m2，

随机区组排列。11 月 15 日露地直播，2 月 10 日

试验结束。贵族 1 号较对照品种谢花面增产

16.9%（表 1）。

表 1 贵族 1 号在品种比较试验中的产量表现

品种

贵族 1 号

谢花面（CK）

667 m2产量/kg

2 830.0*

2 420.0

比 CK+/%

16.9

注：*表示与对照在 0.05 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3.3 区域试验

2019—2020 年春季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

牡丹江 4 地设置了贵族 1 号 4 个露地试验点。试

验采用随机区组设置，3 次重复，小区面积 14.2 m2，

每个重复种植 14 株。试验结果表明：2019 年 4 个

试验点的平均 667 m2 产量 2 723.0 kg，比对照产量

增加 20.0%；2020 年 4 个试验点的平均 667 m2产量

2 649.0 kg，比对照增加 24.1%（表 2）。

表 2 贵族 1 号在区域试验中的产量表现

年份

2019

2020

品种

贵族 1 号

谢花面（CK）

贵族 1 号

谢花面（CK）

单果质量/ kg

2.4

1.7

2.2

1.8

667 m2产量/kg

2 723.0*

2 265.0

2 649.0*

2 135.2

比 CK+/%

20.0

24.1

3.4 生产试验

2021 年春季于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牡丹江

设置了 4 个露地试验点，小区面积 120 m2，种植 150

株。试验结果表明：4 个试验点的平均 667 m2产量

2 750.0 kg，较对照增产 17.5%（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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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贵族 1 号在生产试验中的产量表现

品种

贵族 1 号

谢花面（CK）

单果质量/kg

2.0

1.8

667 m2产量/kg

2 750.0*

2 340.0

比 CK+/%

17.5

3.5 品质鉴定

2020 年贵族 1 号经黑龙江省农科院谷物中心

品质分析测定，各项品质指标均优于对照品种谢花

面。其中总糖含量高于对照 1.84 个百分点，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高于对照 1.7 个百分点，干物质含量高

于对照 4 个百分点，胡萝卜素含量高于对照 10.6%

（表 4）。

表 4 贵族 1 号品质分析

品种

贵族 1 号

谢花面（CK）

w（总糖）

/%

8.87

7.03

w（可溶性

固形物）/%

11.2

9.5

w（干物

质）/%

21.40

17.40

w（胡萝卜素）/

（mg·100 g-1）

2.08

1.88

3.6 抗病性鉴定

2020 年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分院对贵

族 1 号进行人工苗期接种抗病鉴定。在南瓜幼苗 3

叶 1 心期接种，总计接种 120 株，3 个重复。接种

6 d 后开始调查发病情况，每隔 7 d 调查 1 次，连续

调查 3 次。结果表明：贵族 1 号霜霉病病情指数

25.3，较对照降低 22.6 %，中抗霜霉病。白粉病病情

指数 28.3，较对照降低 23.9%，中抗白粉病。

表 5 贵族 1 号抗病性鉴定

品种

贵族 1 号

谢花面（CK）

霜霉病

病情指数

25.3*

32.7

比 CK-/%

22.6

白粉病

病情指数

28.3*

37.2

比 CK-/%

23.9

4 品种特征特性

贵族 1 号属中熟品种，黑龙江省春季露地栽

培，从出苗到采收生育期 75 d，全生育期 82 d。果

实长棒状，果顶和果蒂端略细，中部略粗。灰色，果

肉鲜黄，果肉厚度 2.0 cm，粉质细腻，口感甜糯；浅

灰色果线，果表光滑。干物质含量≥18%，坐果能力

强，单株结瓜 2~4 个，单瓜质量 2.2~2.5 kg，中抗白

粉病、霜霉病。适合在东北地区及我国各地露地栽

培，667 m2产量 3200 kg（见彩插 4）。

5 栽培技术要点

贵族 1 号适于露地地膜覆盖大垄双行栽培，适

应范围广。可育苗或直播，苗龄 25~30 d，晚霜后定

植。地块选择地势较高、排水良好、微酸性沙壤土

或轻黏土。3~5 年轮作，茬口以禾本科、豆科作物为

佳，忌葫芦科、茄科作物。视地力情况，667 m2施入

腐熟有机肥 3000~3500 kg，复合肥 35~45 kg。生产

上露地采用地爬式，单蔓整枝，株距 60 cm，行距

120 cm；第 2 瓜坐住后摘心。也可进行双蔓整枝，5

叶期摘心，留 2 条健壮侧蔓，其余的侧蔓去除。整

个生育期注意水肥的管理，及时防治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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