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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育种目标

茄子是我国重要的茄果类蔬菜之一，其种植面

积和消费量占世界首位，据统计，2021 年各地栽培

面积近 80 万 hm2[1-2]。湖南省栽培茄子历史久，种植

面积广，年播种面积约 5.3 万 hm2[3]。随着消费量增

多和种植规模扩大，茄子种植成为了农民增收的一

条重要途径。茄子是一种具有较强消费和栽培区

域性的蔬菜，南北栽培茄子品种和方式差异较大，

如华南地区主栽紫红长茄，西北主栽圆茄，西南则

偏向紫黑长茄等 [4]。湖南省茄子生产主要以长株

潭、湘中、湘南、湘北、湘西产区形成的五大区域，其

中紫红色长棒形茄子主要生产和消费产区有长株

潭、湘中、湘南产区，紫色或紫红色长条形茄子主要

产区有湘北和湘西，紫色卵圆形茄子产区主要有长

株潭和湘北，部分地区生产和消费少量卵圆形的绿

茄和紫茄[5]。早熟紫红圆茄占湖南省茄子生产的三

分之一，因此该类型品种一直是湖南省的重点育种

方向，但目前市场上大面积推广的早熟品种抗病

性较差，茄子在连作地块发病率较高，减产严重，为

此，笔者单位将早熟、抗病、丰产列为首要选育目

标，选育出了早熟、抗病、丰产的紫红卵圆形茄子新

品种早红茄 2 号。

2 选育过程

2.1 亲本选育及性状

2.1.1 母本 母本 129D 是 2005 年从江西收集的

紫茄资源中发现的特异株，采用单株 7 代自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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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选择方法，2008 年纯化成稳定的自交系。该自交

系植株生长势较强，植株开展，主茎青紫色，绒毛

少，主茎矮，约 30 cm；早熟，果皮紫红色，果实卵圆

形，白肉，果萼无刺，坐果性强，果长约 11.5 cm，果

粗 8.0 cm，单果质量约 330 g，较抗黄萎病、青枯病。

2.1.2 父本 父本 463D 是 2006 年以浏阳紫茄与

广东抗病红茄杂交、回交和自交，通过苗期人工接

种与成株期病圃抗性筛选，定向系谱选择等手段，

用单株选择法经 5 代自交于 2008 获得的稳定自交

系。该自交系植株生长势较强，半直立，主茎青紫

色，稀绒毛，约 20 cm，中早熟，果皮紫红色，高温下

果实不发白，果实卵形，白肉，果萼刺少，果长约

12.5 cm，果粗约 9.5 cm，单果质量约 360 g，对黄萎

病、青枯病抗性强。

2.2 选育过程

2011 年利用高代自交系进行组合试配，共配制

组合 56 个，2012 年春季对配制的 56 个组合进行产

量、商品性、一致性、抗病性、配合力等进行评比、测

定，以代码为 Q1223（129D×463D）的组合表现突

出，主要特点为株型半直立，果实紫红色卵圆形、白

肉，商品性好，高产抗病。2013—2014 年连续 2 a

（年）春季品种比较试验与 2015—2016 年省内多点

区域试验结果表明，Q1223 在商品性、产量、抗病性

等方面明显优于对照早红茄 1 号，2015 年 Q1223

组合定名为早红茄 2 号。2017—2018 年进行生产

示范试验。2020 年 12 月通过安徽省非主要农作物

品种鉴定登记，鉴定编号：皖品鉴登字第 2003023。

3 选育结果

3.1 丰产性

3.1.1 品种比较试验 2013—2014 年，早红茄 2 号

与对照品种早红茄 1 号在湖南省蔬菜所高桥试验

农场露地进行了小区品种比较试验。3 次重复，小

区面积为 14 m2，每小区定植 40 株。第一、第二次

采收的产量为前期产量。2013 年早红茄 2 号及对

照的定植期为 4 月 22 日，7 月 15 日采收结束。

2014 年定植期为 4 月 25 日，7 月 15 日采收结束。

试验结果（表 1）表明，2013 年早红茄 2 号 667 m2前

期产量 1 200.1 kg，与对照差异不显著，早红茄 2 号

667 m2总产量 3 720.9 kg，较对照显著增产 24.36%；

2014 年早红茄 2 号 667 m2前期产量 1 243.5 kg，较

对照显著增产 3.16%，早红茄 2 号 667 m2 总产量

3 830.5 kg，较对照显著增产 26.42%。早红茄 2 号

春播种生育期 180 d 左右，植株生长势较强，株型半

直立，株高约 86 cm，株幅约 80 cm；始花节位 9~

12 节，隔 2~3 节 1 花；果实卵圆形，果皮紫红色，光

泽度好，果萼少刺；果长 12 cm、果粗 9 cm，单果质量

350 g 左右；果肉白色，肉质细嫩、味甜，667 m2产量

3500 kg；田间表现对茄子青枯病、黄萎病和绵疫病

有较强的抗性。

表 1 早红茄 2 号品比试验前期产量和总产量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early yield and total yield of Zaohongqie No. 2 compared to the experimental period

年份

Yeat

2013

2014

品种

Cultivar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前期产量

Early yield/

（kg·667 m-2）

1 200.1 a

1 181.5 a

1 243.5 a

1 205.4 b

比 CK+

More than CK+/

%

1.61

3.16

总产量

Total yield/

（kg·667 m-2）

3 720.9 a

2 992.0 b

3 830.5 a

3 030.1 b

比 CK+

More than CK+/

%

24.36

26.42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差异显著。

Note：Different small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level

3.1.2 区域试验 2015—2016 年在株洲、祁阳、洞

口、隆回、张家界等地早春大棚栽培进行区域试验，

以早红茄 1 号作对照品种，随机区组设计，3 次重

复，每畦栽 2 行，畦宽包沟 1.5 m。每小区种植 40

株，株距 0.40 m，小区面积为 15 m2，单株定植，四周

设保护行。试验结果（表 2）表明，2015 年早红茄 2

号平均 667 m2产量 3 573.3 kg，比对照增产 18.95% ；

2016 年早红茄 2 号平均 667 m2 产量 3 627.1 kg，

比对照增产 20.82%，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3.1.3 生产示范试验 2017—2018 年在株洲、祁

阳、洞口、郴州、浏阳等地早春大棚中进行生产示范

试验，以早红茄 1 号作为对照品种。试验结果（表

3）表明，早红茄 2 号耐寒性、抗病性强。各示范点

均表现比对照早红茄 1 号增产，增产幅度为 28%~

35%，五点平均 667 m2产量为 3440 kg，平均增幅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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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早红茄 2 号多点试验产量表现

Table 2 Yield performance of Zaohongqie No. 2 in multi site experiments

年份

Year

2015

2016

试点

Site

株洲

Zhuzhou

祁阳

Qiyang

洞口

Dongkou

隆回

Longhui

张家界

Zhangjiajie

平均

Average

株洲

Zhuzhou

祁阳

Qiyang

洞口

Dongkou

隆回

Longhui

张家界

Zhangjiajie

平均

Average

品种

Cultivar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产量

Yield/（kg·667m2）

3 535.1**

2 957.0

3 548.4**

3 041.5

3 592.9**

2 988.2

3 610.7**

3 063.8

3 579.6**

2 970.4

3 573.3**

3 004.2

3 615.1**

2 974.8

3 610.7**

3 014.8

3 606.2**

3 028.2

3 664.1**

3 037.1

3 619.6**

2 939.2

3 627.1**

2 998.8

比 CK+

More than CK+/%

19.55

16.67

20.24

17.85

20.51

18.95

21.52

19.76

19.09

20.64

23.15

20.82

3.2 抗病性鉴定

2019 年在湖南省蔬菜研究所室内由湖南省蔬

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对早红茄 2 号进行抗病性鉴

定。青枯病、黄萎病、绵疫病抗病性调查分别参照

DB32/2579—2013、DB51/T 1364—2011、DB51/T

2604—2019 进行，每种病害接种 20 株，调查 20

株。调查结果（表 4）显示，早红茄 2 号对茄子青枯

病、黄萎病和绵疫病表现为抗病，对照早红茄 1 号

分别表现为中抗，表明早红茄 2 号抗病性更强。

3.3 品质

2020 年委托广电计量检测（湖南）有限公司对

早红茄 2 号及对照进行品质测定。结果（表 5）显

示，早红茄 2 号鲜果可溶性总糖（以蔗糖计）、粗蛋

白质、粗纤维、水分、游离氨基酸等指标含量（w，后

同）分别为 2.49%、1.13 g·100 g-1、1.1%、92.5 g·100 g-1、

40.9 mg·kg-1，可溶性总糖、粗蛋白质、游离氨基酸含

量较对照高，粗纤维、水分含量低于对照。

4 品种特征特性

早红茄 2 号为早熟紫红卵圆茄杂交 1 代品种，

春播生育期（从播种到采收结束）180 d 左右，秋播

生育期 160 d 左右。植株生长势较强，株型半直立，

株高约 86 cm，开展度约 80 cm。始花节位 9~11 节，

隔 2~3 节 1 花。果实卵圆形，紫红色，光泽度好，果

萼少刺；果长 12 cm，果粗 9 cm，单果质量 350 g 左

右；果肉白色，肉质细嫩、味甜；667 m2产量 3500 kg

左右；对茄子青枯病、黄萎病和绵疫病有较强的抗

性。适合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大棚、露地早熟栽培和

夏播秋茄栽培（详见彩插 6）。

5 栽培技术要点

春茄早熟栽培一般 10 月中下旬至 12 月下旬

注：**表示与对照在 0.01 水平差异极显著。下同。

Note：**Represents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1 level.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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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早红茄 2 号生产示范产量表现

Table 3 production demonstration yield performance of Zaohongqie No. 2

年份 Year

2017

2018

平均

Average

试点 Site

株洲 Zhuzhou

祁阳 Qiyang

洞口 Dongkou

郴州 Chenzhou

浏阳 Liuyang

株洲 Zhuzhou

祁阳 Qiyang

洞口 Dongkou

郴州 Chenzhou

浏阳 Liuyang

品种 Cultivar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面积 Area/m2

20

30

40

30

50

20

30

40

30

50

产量 Yield/（kg·667 m-2）

3620**
2730

3430**
2515

3710**
2890

3190**
2560

3470**
2430

3380**
2450

3170**
2565

3290**
2510

3610**
2760

3530**
2870

3440**
2628

比 CK+ More than CK+/%

32.6

36.4

28.4

24.6

42.8

37.9

23.6

31.1

30.8

23.0

30.9

表 4 早红茄 2 号抗病性鉴定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disease resistance identification of Zaohongqie No. 2

品种

Cultivar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青枯病 Bacterial wilt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16.75

31.25

抗性

Resistance

抗 R

中抗 MR

黄萎病 Verticillium wilt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17.25

23.75

抗性

Resistance

抗 R

中抗 MR

绵疫病 Phytophthora rot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7.75

8.25

抗性

Resistance

抗 R

中抗 MR

注：R 表示抗病；MR 表示中抗。 Notes：R, disease resistance; MR, moderate disease resistant.

表 5 早红茄 2 号品质检测

Table 5 Quality inspection of Zaohongqie No. 2

品种

Cultivar

早红茄 2 号 Zaohongqie No. 2

早红茄 1 号 Zaohongqie No. 1（CK）

w（可溶性总糖，以蔗糖计）

Soluble total sugar content

（calculated as sucrose）/%

2.49

2.29

w（粗蛋白质）

Crude proteing

content/（g·100 g-1）

1.13

0.84

w（粗纤维）

Crude fiber

content/%

1.1

1.2

w（水分）

Water content/

（g·100 g-1）

92.5

93.2

w（游离氨基酸）

Free amino

acid content/（mg·kg-1）

40.9

31.0

均可播种，秋播一般在 6 月中旬左右播种。667 m2

大田需种量 10 g 左右，667 m2定植 1800 株左右，参

考株距 50 cm，行距 60 cm。种子播种前要消毒，苗

期重点防治猝倒病和立枯病，定植时要预防小地老

虎，结果期预防棉铃虫、红蜘蛛和茶黄螨。生育期

要注意重施基肥，轻施苗肥，稳施花肥，重施果肥。

高温干旱时要注意保持肥水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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