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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育种目标

西瓜（Citrullus lanatus）是世界十大消费水果之

一，产量在瓜菜品种中居第三位[1]。西瓜为葫芦科

西瓜属植物，是深受人们喜爱的消夏果品之一[2-3]。

我国是西瓜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2019 年种植面积

占世界总面积的 47.7%，总产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

60.6%（FAO）[4]。生产上由于西瓜品种相对单一，品

质也不尽如人意，难以满足群众和市场的消费需

求[5-8]。培育不同熟性优质耐低温西瓜新品种，加强

适应不同生态区优良西瓜品种的选育，仍然是西瓜

育种专家的目标[9-10]。陕西省作为优质西瓜产区，近

年来西瓜产业发展较快，但生产上的大果型品种更

新换代相对滞后、品质不佳、抗性不强，制约了陕西

西瓜产业的发展。为了满足生产者对西瓜抗性的

需求、消费者对西瓜品质的要求，促进陕西省西瓜

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笔者以选育品质优、抗性强、瓤

色红的大果型西瓜品种为育种目标，成功培育出西

瓜新品种农科大 15 号。

2 选育过程

2.1 母本选育

母本 M08 是 1996 年从美国引进资源 Sugarlee

经过 4 年 8 代自交纯化，于 1999 年系统选育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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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科大 15 号是以自交系 M08 为母本、自交系 1207 为父本选育而成的杂交 1 代西瓜新品种。该品种在陕

西关中地区早春塑料大棚种植全生育期 100 d，果实发育期 36 d；易坐果，果实椭圆形，果形指数 1.44；果皮浅绿色上

覆深绿色中细齿条，果皮厚度 1.2 cm，果皮硬韧、耐贮运；瓜瓤红色，瓤质脆，口感佳，中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w，后

同）11.7%；抗病、抗逆性强；单瓜质量 8.7 kg，平均 667 m2产量 4 584.7 kg。适宜在西北生态区陕西省关中和陕北地

区春季保护地和露地种植。2021 年通过农业农村部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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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watermelon F1 hybrid cultivtar Nongkeda N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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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ngkeda No. 15 is a new large sized ripe watermelon variety developed by crossing M08 and 1207, Planted

in plastic tunnel in early spring in Guanzhong region Shaanxi province, the whole growth period is 100 days, and the fruit

development period 36 days. The variety is easy to bear fruits. Its fruit shape is oval and the shape index is 1.44. The fruit

skin is green with dark thin stripes, and the pericarp thickness is about 1.2 cm. The fruit has good shipping quality. The

fruit flesh is red fine sandy and juicy but with less fiber, high quality and good taste. The center sugar content is 11.7%,

value of that is close to the edge sugar content. It also has a high disease-resistance as well as a strong adverse-resistance.

Its average single fruit is 8.7 kg, and the yield is 4 584.7 kg per 667 m2. It is suitable for open field cultivation and plant-

ing in green house in early spring in 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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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病、优质、丰产自交系。该自交系中熟，全生育

期 95 d，果实发育期约 33 d，茎蔓粗壮。果实近圆

球形。浅绿底上覆有深绿色齿条，外形美观。粉红

瓤，瓤质细脆，味甜多汁，商品性好。果皮厚度约

1 cm，极耐贮运。单瓜质量一般为 8 kg，种子褐色、

较大，千粒重约 100 g。该品系坐果性好，植株生长

健壮，抗枯萎病兼抗炭疽病。抗逆性好，耐旱耐湿，

不易产生畸形瓜，品质优异，中心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w，后同）11.6%以上。

2.2 父本选育

父本 1207 是 2012 年从国内引进的西瓜材料

经 3 年 6 代自交纯化，于 2014 年系统选育而成的

纯合自交系。该自交系中晚熟，全生育期 102 d，

果实发育期约 37 d。果实椭圆形，皮色浅绿覆深

绿色齿条，外形美观。果皮厚度约 1.1 cm，单瓜质

量 7~8 kg。红瓤，瓤质脆、口感好，中心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高达 11.7%；种子黄白色，较小，千粒重约

22 g。植株生长健壮，抗枯萎病，较易坐果，畸形瓜

少，品质优。

2.3 选育经过

2015 年春季在陕西合阳共选配了包括 M08×

1207 在内的 48 个大果型西瓜杂交组合，2016—

2017 年在陕西杨凌进行品种比较试验，以西农八号

为对照，组合 M08×1207 表现突出，抗逆抗病性强，

外形美观，品质优，综合性状好，符合育种目标和生

产需要。2018—2020 年先后在陕西杨凌、合阳、榆

阳等试验点进行区域试验和生产示范，组合 M08×

1207 熟性、生长势、抗性、品质、坐瓜习性均表现良

好，定名为农科大 15 号。2021—2022 年在陕西省

各西瓜主产区进行大面积示范推广。2021 年通过

农业农村部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登记编号为

GPD 西瓜（2021）610130。

3 试验结果

3.1 品种比较试验

2016—2017 年春在陕西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西甜瓜试验基地进行品种比较试验，2 月 24 日温

室播种育苗，3 月 24 日定植，田间随机区组排列，3

次重复，小区面积 22 m2，行距 2.0 m，株距 55 cm，每

小区定植 20 株，以西农八号为对照品种，大棚爬地

栽培，3 蔓整枝，第 2~3 雌花留果。试验结果（表

1、表 2）表明，农科大 15 号植株长势较强，果实发

表 1 农科大 15 号在品种比较试验中的主要农艺性状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the main agronomic traits of Nongkeda No. 15 in the comparative test for cultivar

年份

Year

2016

2017

品种

Cultivar

农科大 15 号

Nongkeda No. 15

西农八号

Xinong No. 8（CK）

农科大 15 号

Nongkeda No. 15

西农八号

Xinong No. 8（CK）

果实发育期

Fruit

development

period/d

36

36

36

36

生长势

Growth

potential

较强

Strong

强

Strong

较强

Strong

强

Strong

坐果性

Fruit

setting

易

Easy

易

Easy

易

Easy

易

Easy

果形

Fruit

shape

椭圆

Oval

椭圆

Oval

椭圆

Oval

椭圆

Oval

果实外观

Fruit appearance

浅绿底深绿齿条

Light green bottom dark green gear rack

黄绿底深绿齿条

Yellow green bottom dark green gear rack

浅绿底深绿齿条

Light green bottom dark green gear rack

黄绿底深绿齿条

Yellow green bottom dark green gear rack

果皮厚度

Pericarp

thickness

/cm

1.19

1.20

1.21

1.22

瓤色

Flesh

color

红

Red

粉红

Pink

红

Red

粉红

Pink

商品率

Commodity

rate/%

97.8

97.3

97.9

97.1

表 2 农科大 15 号品种比较试验结果

Table 2 The soluble solid content and yield of Nongkeda No. 15 in cultivar performance test

年份

Year

2016

2017

平均

Average

品种

Cultivar

农科大 15 号 Nongkeda No. 15

西农八号 Xinong No. 8（CK）

农科大 15 号 Nongkeda No. 15

西农八号 Xinong No. 8（CK）

农科大 15 号 Nongkeda No. 15

西农八号 Xinong No. 8（CK）

w（可溶性固形物）

Soluble solid content/%

中心 Centre

11.5

11.3

12.1

11.7

11.8

11.5

边部 Edge

10.3

10.1

10.5

10.2

10.4

10.1

单瓜质量

Mass of

single fruit/kg

8.5

8.2

8.7

8.6

8.6

8.4

产量

Yield/

（kg·667 m-2）

4 497.8*

4 314.2

4 671.6*

4 421.5

4 584.7*

4 367.8

比 CK+

Contrast CK+/

%

4.26

5.66

4.96

注：*表示与对照在 0.05 水平差异显著。下同。Note：*Indicate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the control（p＜0.05）.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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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期 36 d，平均单瓜质量 8.6 kg，平均 667 m2 产量

4 584.7 kg，较对照品种增产 4.96%；平均中心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 11.8%，比对照高 0.3 个百分点。

3.2 区域试验

2018—2019 年农科大 15 号参加了陕西省西瓜

区域试验，设杨凌区、合阳县、榆阳区 3 个试验点，

其中杨凌区为早春塑料大棚生产，合阳县和榆阳区

为早春地膜覆盖栽培，小区面积 21 m2。随机区组

排列，3 次重复，行距 2.0 m，株距 55 cm，每小区种

植 20 株，以西农八号为对照品种。四周设保护行，

田间管理同当地西瓜大田。试验结果（表 3）表明，

农科大 15 号田间生长势强，果实发育期 35 d 左右，

表 3 农科大 15 号区域试验结果

Table 3 The regional test results of Nongkeda No. 15

年份

Year

2018

2019

平均

Average

试点

Site

杨凌区

Yangling

district

合阳县

Heyang

county

榆阳区

Yuyang

district

杨凌区

Yangling

district

合阳县

Heyang

county

榆阳区

Yuyang

district

品种

Cultivar

农科大 15 号

Nongkeda No. 15

西农八号

Xinong No. 8（CK）

农科大 15 号

Nongkeda No. 15

西农八号

Xinong No. 8（CK）

农科大 15 号

Nongkeda No. 15

西农八号

Xinong No. 8（CK）

农科大 15 号

Nongkeda No. 15

西农八号

Xinong No. 8（CK）

农科大 15 号

Nongkeda No. 15

西农八号

Xinong No. 8（CK）

农科大 15 号

Nongkeda No. 15

西农八号

Xinong No. 8（CK）

农科大 15 号

Nongkeda No. 15

西农八号

Xinong No. 8（CK）

果实发育期

Fruit development

period/

d

33

34

34

33

35

35

35

34

36

36

37

38

35

35

果皮厚度

Pericarp

thickness/

cm

1.12

1.13

1.14

1.17

1.19

1.18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16

1.17

w（中心可溶

性固形物）

Soluble solid

content/%

11.50

11.20

11.90

11.50

12.30

11.80

11.30

10.80

11.60

11.40

11.90

11.70

11.75

11.40

商品率

Commodity

rate/

%

97.9

97.5

98.6

97.7

98.7

98.5

97.7

97.1

98.4

97.6

98.5

97.8

98.3

97.7

单瓜质量

Mass of

single fruit/

kg

8.4

8.2

8.8

8.5

9.2

8.8

7.9

7.6

8.5

8.1

8.8

8.6

8.6

8.3

产量

Yield/

（kg·667 m-2）

4 324.1**

4 053.4

4 523.4*

4 300.1

4 769.2*

4 527.6

4 324.1*

4 216.7

4 721.9*

4 530.1

4 791.5*

4 625.4

4 575.7

4 375.6

比 CK+

Contrast

CK+/

%

6.7

5.2

5.3

2.5

4.2

3.6

4.6

平均单瓜质量 8.6 kg，果皮厚度 1.16 cm，中心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 11.75%，商品率 98.3%，平均 667 m2

产量 4 575.7 kg，比对照西农八号增产 4.6%。

3.3 生产试验

2020 年分别在杨凌区、合阳县和榆阳区 3 个试

点开展区域试验，其中杨凌区为早春塑料大棚栽培，

合阳县和榆阳区为早春地膜覆盖栽培，每个试点面

积 210 m2。不设重复，行距 2.0 m，株距 55 cm，每试

点种植 200 株，对照品种为西农八号。试验结果（表

4）表明，农科大 15 号平均 667 m2 产量 4 498.7 kg；

较对照平均增产 4.1%，3 个试点均超过对照。农科

大 15 号果实发育期为 35 d，同对照。果皮厚度

1.14 cm。瓤色红、瓤质脆，中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1.7%，比对照高。田间表现抗逆性强、抗病性强。

3.4 品质分析

2020 年 7 月 1 日，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

院瓜类资源研究与遗传育种实验室营养品质测

试分析，总糖含量依照《水果及制品可溶性糖的测

马建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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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3，5-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NY/T 2742—2015）

测定[11]；总酸含量依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总

酸的测定 自动电位滴定法》（GB 12456—2021）测

定[12]；维生素 C 含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抗

坏血酸的测定》（GB 5009.86—2016）测定 [13]；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依照《水果和蔬菜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

测定 折射仪法》（NY/T 2637—2014）测定 [14]。测试

结果（表 5）表明，农科大 15 号总糖含量 10.37%、

总酸含量 0.134%、维生素 C 含量 82.4 mg·kg-1、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 11.7%；对照西农八号总糖含量 10.14%、

表 4 农科大 15 号生产试验结果

Table 4 The production test results of Nongkeda No. 15

试点

Site

杨凌区

Yangling district

合阳县

Heyang county

榆阳区

Yuyang district

平均

Average

品种

Cultivar

农科大 15 号

Nongkeda No. 15

西农八号

Xinong No. 8（CK）

农科大 15 号

Nongkeda No. 15

西农八号

Xinong No. 8（CK）

农科大 15 号

Nongkeda No. 15

西农八号

Xinong No. 8（CK）

农科大 15 号

Nongkeda No. 15

西农八号

Xinong No. 8（CK）

果实发育期

Fruit development period/

d

34

35

36

34

35

36

35

35

果皮厚度

Pericarp thickness/

cm

1.12

1.13

1.14

1.17

1.16

1.18

1.14

1.16

w（中心可溶性固形物）

Soluble solid content/

%

11.4

11.1

11.8

11.6

11.9

11.8

11.7

11.5

产量

Yield /

（kg·667 m-2）

4 318.6*

4 168.9

4 540.3*

4 228.2

4 637.2*

4 567.4

4 498.7*

4 321.5

比 CK+

Contrast CK+/

%

3.6

7.3

1.5

4.1

表 6 农科大 15 号病害田间鉴定结果

Table 6 The disease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Nongkeda No. 15 in field

品种 Cultivar

农科大 15 号

Nongkeda No. 15

西农八号

Xinong No. 8（CK）

蔓枯病 Gummy stem bligh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6.1

6.5

抗性

Resistance

高抗

Highly resistance

高抗

Highly resistance

炭疽病 Anthracnose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5.4

6.3

抗性

Resistance

高抗

Highly resistance

高抗

Highly resistance

枯萎病 Blight

发病率

Incidence

rate/%

8.7

9.2

抗性

Resistance

高抗

Highly resistance

高抗

Highly resistance

白粉病 Powdery mildew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0

0

抗性

Resistance

高抗

Highly resistance

高抗

Highly resistance

表 5 农科大 15 号品质测定结果

Table 5 The quality measurement results of variety Nongkeda No. 15

品种

Cultivar

农科大 15 号 Nongkeda No. 15

西农八号 Xinong No. 8（CK）

w（总糖）

Total sugar content/%

10.37

10.14

w（总酸）

Total acid content/%

0.134

0.139

w（维生素 C）

Vitamin C content/（mg·kg-1）

82.4

76.4

w（可溶性固形物）

Soluble solids content/%

11.7

11.4

总酸含量 0.139%、维生素 C 含量 76.4 mg·kg-1、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 11.4%。农科大 15 号总糖、维生素 C

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于对照，总酸含量低于对

照，综合品质优。

3.5 抗病性调查

2020 年 7 月 6 日对农科大 15 号与对照进行田

间抗病性调，调查方法与内容参照《植物新品种特

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西瓜》（NY/

T2342—2013）调查统计每小区植株的发病情况进

行抗性分级，每小区 20 株，计算病情指数。田间病

害发生情况比较调查结果（表 6）可知，供鉴西瓜品

种农科大 15 号蔓枯病病情指数 6.1、炭疽病病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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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5.4、枯萎病发病率 8.7%，白粉病病情指数 0；该

品种枯萎病、蔓枯病、炭疽病发病程度均轻于对照

西农八号，综合认定该品种高抗蔓枯病、炭疽病、枯

萎病和白粉病。

4 品种特征特性

中熟品种，在陕西关中地区早春塑料大棚种

植，生育期约 100 d，果实发育期 36 d 左右，F1 代种

子褐色，较大，千粒重 100 g 左右，出苗健壮。植株

长势较强，茎蔓粗壮，主蔓长约 3 m，分枝能力中等，

叶缘深锯齿。第 10~第 11 节生第 1 雌花，其后每隔

6~7 节再现雌花。坐果容易且整齐。果实长椭圆

形，果形指数 1.44。果皮浅绿色，上覆深绿色中细

齿条，果皮厚度 1.2 cm，硬韧、贮运性好。平均单瓜

质量 8.7 kg。瓜瓤红色，瓤质脆、口感佳，中心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 11.7%，中边梯度小。抗病性、抗

逆性强（见彩插 4）。

5 栽培技术要点

宜选择土层深厚的沙质壤土栽培[15]，667 m2 施

充分腐熟农家肥 5000 kg 或商品有机肥 400 kg，并

混施磷酸二胺 30 kg。陕西关中地区露地栽培 4 月

中下旬直播，或 3 月中旬育苗，4 月中旬定植；

667 m2 种植 500 株，爬地栽培 3~4 蔓整枝，伸蔓中

前期压瓜蔓 3 次，选留第 2 或第 3 雌花坐果，注意

选瓜留瓜，及早摘除根瓜和畸形瓜，每株只留 1 个

瓜；膨瓜期结合灌水追施磷酸二胺 10 kg 和硫酸钾

10 kg，注意田间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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