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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育种目标

黄瓜（Cucumis sativus L.）为葫芦科黄瓜属一年

生攀援草本植物，是我国重要蔬菜之一，2022 年全

国黄瓜生产面积 131.15 万 hm2，产量 7 730.73 万 t

（FAO），其生产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之首[1-3]。唐山秋

瓜为华南型黄瓜，因肉质脆嫩，风味足，深受消费者喜

爱。作为河北省主栽蔬菜之一，逐渐呈现出区域

化、规模化种植趋势，但也存在品种单一、产量低、

抗病性差等问题，影响其生产成本和市场开拓 [4]。

霜霉病是黄瓜生产中最普遍且危害最严重的病害

之一，露地、设施均易发病[5-6]。近年来，消费群体对

瓜菜品质、多样化需求旺盛[7]，育种目标也逐步转变

为优质、高产、抗病[8-10]。为满足市场需求，唐山市农

业科学研究院黄瓜育种团队采用质子束（H+）处理，

育成了设施、露地兼用的杂交 1 代黄瓜新品种。

2 选育过程

2.1 亲本来源及特征特性

母本 C17167 是以唐山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育

的全雌性系黄瓜 D53 为母本，以唐秋 1 号白刺高代

自交系为轮回父本，自 2000 年开始经 6 代回交定

向选择，于 2003 年获得的稳定自交系。该自交系

全生育期 100 d 左右，植株蔓生，长势中等，第 1 雌

花节位在主蔓 2~3 节，以后节节着生雌花，单株可

结瓜 18~25 个，主、侧蔓均可结瓜。瓜条棒状，瓜长

18.0~20.0 cm，横径 3.0~3.5 cm，瓜肉厚度 1.0 cm 以

上，单瓜质量 180 g 左右。白刺、刺瘤小而稀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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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ngqiuza No. 8 is a new cucumber F1 hybrid developed by crossing inbred line C17167 as the male parent and

stable inbred line L201 treated with proton beam（H+）as the female parent. Its whole growth period is about 100 days

when plante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greenhouse and open filed in Tangshan area. The first female flower node is 3-5 on

the main vine, and then female flowers were produced in each node. Each plant can produce 15-20 melons. Both main

vine and lateral vines can bear melons. The melon is of stick shape, and 18.0- 20.0 cm in longitudinal diameter, and

3.0-3.5 cm in cross diameter, and more than 1 cm flesh in thickness, the single melon mass is 180 g. Its yield is 5 139.4-

7 021.9 kg·667 m-2. It is suitable for planting in spring and autumn greenhouse and open field of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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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翠绿，肉脆清香，抗白粉病。

父本 L201 是以唐山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育的

唐山秋瓜与从我国台湾引进的娇燕杂交，自 1997

年起经 6 代自交选择，于 2000 年获得自交系，再采

用质子束（注入能量为 8 MeV，注入剂量为 100 C）

处理后，经 8 代自交定向选择 2004 年获得的遗传

性状稳定的自交系。该自交系全生育期 100 d 左

右，植株蔓生，长势强，第 1 雌花节位在主蔓 3~5

节，以后每 2~3 节着生雌花，单株可结瓜 12~15 个，

主、侧蔓均可结瓜。瓜条棒状，瓜长 18.0~20.0 cm，

横径 4.0~4.5 cm，果肉厚度 2.0 cm 以上，单瓜质量

200 g 左右。白刺、刺瘤小而稀疏，皮色翠绿，肉脆

清香，抗霜霉病。

2.2 选育经过

2005 年 8 月以 C17167 等为母本、L201 为父本

试配杂交组合 127 个，2009—2010 年在唐山市农业

科学研究院试验地进行品种比较试验，经春季大

棚、春季露地和秋季露地、秋季大棚 4 个茬口试验，

组合 C17167×L201 表现突出，定名为唐秋杂 8 号；

2011 年在滦州市、丰润区、丰南区等地进行区域试

验，2014—2017 年在哈尔滨、烟台等地进行生产试

验。2020 年 6 月通过农业农村部非主要农作物品

种登记，登记编号：GPD 黄瓜（2020）130112。

3 试验结果

3.1 品种比较试验

2009 年春秋两季在唐山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试

验地进行品种比较试验，春季大棚、春季露地和秋

季露地、秋季大棚 4 个茬口播种时间分别为 1 月 15

日、4 月 15 日和 7 月 20 日、8 月 5 日，以四季丰为

对照品种，均采用随机区组设计，3 次重复，定植株

距 25 cm，行距 50 cm，小区面积 10 m2，常规管理，

唐秋杂 8 号主要农艺性状和商品性见表 1。试验结

果（表 2）表明，唐秋杂 8 号春季大棚、春季露地、秋

季露地、秋季大棚栽培 667 m2产量分别为 8 618.4、

7 341.3、4 874.6、5 043.1 kg，分别比对照增产

表 1 唐秋杂 8 号主要农艺性状和商品性

Table 1 The inspection of main traits and commodity of Tangqiuza No. 8

品种

Cultivar

唐秋杂 8 号 Tangqiuza No. 8

四季丰 Sijifeng（CK）

第 1 雌花节位

The first female

flower node

3.60

4.20

单株结瓜数

Melon number

per plant

18.30

18.10

瓜长

Melon

length/cm

19.05

17.60

瓜横径

Melon

diameter/cm

3.24

4.01

瓜肉厚度

Flesh

thickness/cm

1.20

1.25

单瓜质量

Single fruit

mass/g

182.43*

162.30

商品瓜率

Commodity

melons ratio/%

92.65

92.50

注：*表示在 0.05 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Note：* indicat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level. The same below.

表 2 唐秋杂 8 号在品种比较试验中的产量结果

Table 2 The results of variety test of Tangqiuza No. 8

栽培方式

Cultural method

春季大棚

Spring greenhouse

春季露地

Spring open field

秋季露地

Autumn open field

秋季大棚

Autumn greenhouse

品种

Cultivar

唐秋杂 8 号

Tangqiuza No. 8

四季丰 Sijifeng（CK）

唐秋杂 8 号

Tangqiuza No. 8

四季丰 Sijifeng（CK）

唐秋杂 8 号

Tangqiuza No. 8

四季丰 Sijifeng（CK）

唐秋杂 8 号

Tangqiuza No. 8

四季丰 Sijifeng（CK）

产量

Yield/

（kg·667 m-2）

8 618.4**

7 563.7

7 341.3*

6 674.1

4 874.6

4 710.1

5 043.1*

4 613.6

比 CK+

More than

CK+/%

13.94

10.00

3.49

9.31

13.94%、10.00%、3.49%、9.31%。春季大棚产量极显

著高于对照，其他栽培方式产量差异不显著。

3.2 区域试验

2011 年在河北省唐山市滦州市、丰润区、丰南

区进行区域试验，栽培方式分别为春季大棚、春季露

地，以四季丰为对照；均采用随机区组设计，3 次重

复，定植株距 30 cm，行距 50 cm，小区面积 36 m2。

试验结果（表 3）表明，唐秋杂 8 号在滦州市、丰润

区、丰南区 667 m2 产量分别为 7 021.9、5 487.0、

5 139.4 kg，分别比对照增产 6.35%、9.02%、17.72%。

丰润区、丰南区产量显著高于对照，滦州市产量与对

照差异不显著。

3.3 生产试验

2014—2017 年在黑龙江哈尔滨、山东烟台进行

生产试验，栽培方式分别为夏秋露地、春季大棚，以

四季丰为对照品种；均采用随机区组设计，3 次重

复，试验点占地 200 m2，常规管理。试验结果（表 4）

注：**表示在 0.01 水平差异极显著。下同。

Note：** indicates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1 level.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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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唐秋杂 8 号露地种植 667 m2 产量 7 427.6~

7 964.9 kg，比对照增产 9.25%~14.61%；设施种植

667 m2产量 8 637.8~9 139.3 kg，比对照增产 3.70%~

6.88%，表明唐秋杂 8 号适合设施和露地栽培。

3.4 抗病性鉴定

2018 年在唐山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霜霉病鉴定

圃进行唐秋杂 8 号的霜霉病鉴定，采用五点取样，

每点连续 2 株全部叶片，3 次重复，记录病级，统计

病情指数 ，调查方法和分级标准参照 NY/T

1857.2—2010 中霜霉病的鉴定技术。结果（表 5）表

明，唐秋杂 8 号霜霉病病情指数为 21.3，抗霜霉病；

抗性强于对照四季丰（霜霉病病情指数为 24.6）。

3.5 品质测定

2018 年由唐山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进行品质测

定，唐秋杂 8 号中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w，后同）

4.9%，边部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2.3%，维生素 C 含量

0.2 mg · g- 1；对照四季丰中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4.5%，边部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2.1%，维生素 C 含量

0.1 mg·g-1，唐秋杂 8 号品质优于对照四季丰。

4 品种特征特性

唐秋杂 8 号为杂交 1 代黄瓜品种，全生育期

100 d 左右，第 1 雌花位于主蔓 3~5 节，以后节节着

生雌花，单株可结瓜 15~20 个，主、侧蔓均可结瓜。

表 3 唐秋杂 8 号区域试验结果

Table 3 The results of regional test of Tangqiuza No. 8

地点

Site

唐山滦州

Luanzhou, Tangshan

唐山丰润

Fengrun, Tangshan

唐山丰南

Fengnan, Tangshan

栽培方式

Cultural method

春季大棚

Spring greenhouse

春季大棚

Spring greenhouse

春季露地

Spring open field

品种

Cultivar

唐秋杂 8 号 Tangqiuza No. 8

四季丰 Sijifeng（CK）

唐秋杂 8 号 Tangqiuza No. 8

四季丰 Sijifeng（CK）

唐秋杂 8 号 Tangqiuza No. 8

四季丰 Sijifeng（CK）

产量

Yield/（kg·667 m-2）

7 021.9

6 602.7

5 487.0*

5 033.0

5 139.4**

4 365.6

比 CK+

More than CK+/%

6.35

9.02

17.72

表 4 唐秋杂 8 号生产试验产量结果

Table 4 The results of production test of Tangqiuza No. 8

年份

Year

2014

2015

2016

2017

地点

Site

黑龙江哈尔滨

Harbin, Heilongjiang

山东烟台

Yantai, Shandong

黑龙江哈尔滨

Harbin, Heilongjiang

山东烟台

Yantai, Shandong

黑龙江哈尔滨

Harbin, Heilongjiang

山东烟台

Yantai, Shandong

黑龙江哈尔滨

Harbin, Heilongjiang

山东烟台

Yantai, Shandong

栽培方式

Cultural method

夏秋露地

Summer and autumn open field

春季大棚

Spring greenhouse

夏秋露地

Summer and autumn open field

春季大棚

Spring greenhouse

夏秋露地

Summer and autumn open field

春季大棚

Spring greenhouse

夏秋露地

Summer and autumn open field

春季大棚

Spring greenhouse

品种

Cultivar

唐秋杂 8 号 Tangqiuza No. 8

四季丰 Sijifeng（CK）

唐秋杂 8 号 Tangqiuza No. 8

四季丰 Sijifeng（CK）

唐秋杂 8 号 Tangqiuza No. 8

四季丰 Sijifeng（CK）

唐秋杂 8 号 Tangqiuza No. 8

四季丰 Sijifeng（CK）

唐秋杂 8 号 Tangqiuza No. 8

四季丰 Sijifeng（CK）

唐秋杂 8 号 Tangqiuza No. 8

四季丰 Sijifeng（CK）

唐秋杂 8 号 Tangqiuza No. 8

四季丰 Sijifeng（CK）

唐秋杂 8 号 Tangqiuza No. 8

四季丰 Sijifeng（CK）

产量

Yield/（kg·667 m-2）

7 433.8**

6 539.6

9 139.3

8 689.4

7 964.9**

6 949.7

8 929.4

8 479.5

7 427.6*

6 672.3

9 127.5*

8 539.9

7 459.4*

6 827.6

8 637.8

8 329.3

比 CK+

More than CK+/%

13.67

5.18

14.61

5.31

11.32

6.88

9.25

3.70

表 5 唐秋杂 8 号霜霉病鉴定结果

Table 5 The results of downy mildew test of Tangqiuza

No. 8

品种

Cultivar

唐秋杂 8 号 Tangqiuza No. 8

四季丰 Sijifeng（CK）

霜霉病 Downy mildew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21.3

24.6

抗性

Resistance

抗 R

抗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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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条棒状，瓜长 18.0~20.0 cm，横径 3.0~3.5 cm，果

肉厚度 1.0 cm 以上，单瓜质量 180 g 左右，667 m2产

量 5 139.4~7 021.9 kg。白刺、刺瘤小而稀疏，皮色

翠绿，肉脆清香，抗霜霉病（详见彩插 2）。

5 栽培技术要点

唐秋杂 8 号适宜河北省黄瓜产区春秋设施、露

地种植，设施种植 667 m2 适宜密度 3200~3500 株，

露地种植 667 m2适宜密度 2500~2800 株，忌与瓜类

蔬菜连作。 667 m2 基肥施用商品有机肥 800~

1200 kg、生物菌肥 100 kg、复合肥（N、P2O5、K2O 质

量比为 17∶17∶17）50 kg，深耕整地 30 cm 并充分混

匀。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分别在幼苗期、伸蔓期和

结果期追肥，全生育期 667 m2 用水量 130 m3、施氮

量 16.7 kg、施磷量 9.7 kg、施钾量 19.2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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