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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斑潜蝇对不同寄主的选择性研究
Ξ

成卫宁, 李修炼, 仵均祥, 李建军, 谢芳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植物保护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　以单位叶面积取食点数、虫道数等为选择性指标, 在室内和田间就美洲斑潜蝇对 3 种作物 15 个品

种的选择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美洲斑潜蝇对同种作物不同品种的选择性差异显著, 其中对黄瓜品种夏丰1 号,

番茄品种L 2402 和菜豆品种地豆王 2 号选择性较强, 对黄瓜品种西农 58, 番茄品种毛粉 802 和茸粉的多毛株型以及

菜豆品种 95233 架豆王选择性较弱; 对不同作物的选择性差异亦显著, 在苗期选择性由强到弱依次为菜豆> 番茄

(除多毛株型外) > 黄瓜> 番茄多毛株型, 在成株期由强到弱依次为菜豆> 黄瓜> 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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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斑潜蝇 (L iriom y z a sa tivae B lanchard)是一

种世界性检疫害虫[1 ] , 自1993 年在我国海南省三亚

市首次被发现以来, 目前已扩散蔓延至20 多个省市

自治区, 对农业生产和“菜篮子工程”构成了严重的

威胁。由于美洲斑潜蝇具有个体小、繁殖力强、危害

隐蔽、食性广等特点[2, 3 ] , 单用化学药剂很难控制其

危害, 因此研究选用抗虫品种, 并结合化学防治是控

制该虫经济、有效的手段之一。了解美洲斑潜蝇对寄

主植物的选择性是开展抗虫品种选育的基础工作之

一。目前, 关于美洲斑潜蝇对寄主植物选择性的研究

虽有报道[4～ 7 ], 但其研究对象仅局限于不同科或同

科不同属的寄主植物, 而对同种作物不同品种间的

选择性研究很少涉及。鉴于此, 本研究于2003207～

10 在自然变温条件下, 观察研究了美洲斑潜蝇对菜

豆、黄瓜及番茄各5 个品种的选择性, 以期为抗虫品

种的选育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品种

　　番茄: 毛粉 802、茸粉、西粉 3 号、中杂 9 号及

L 2402; 黄瓜: 津杂4 号、新津研7 号、津春4 号、夏丰1

号、西农 58 号; 菜豆: 地豆王 2 号、秋春王、宝丰特长

架豆、95233 架豆王、赤裕2 号, 均由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农城种业中心提供。

1. 2　供试虫源

从田间采集受斑潜蝇危害的豇豆叶片放入塑料

袋中, 在室内自然条件下饲养, 待成虫羽化经鉴定确

认后用于室内试验。

1. 3　室内试验

试验分为同种作物不同品种的选择性 (2003207

进行) 和 3 种作物各供试品种同时处理的选择性

(2003209～ 10 进行) 2 类。

1. 3. 1　幼苗培养　将各供试品种播种于15 cm ×15

cm 花盆中, 幼苗出土后加网罩, 每盆留苗 2 株, 待菜

豆长出3 片真叶、番茄长出5～ 7 片真叶、黄瓜长出4

～ 5 片真叶后用于试验。

1. 3. 2　寄主选择性观察　将不同品种健壮植株各2

盆 (4 株)随机排列于1. 1 m ×0. 70 m ×0. 70 m 的笼

罩箱内, 四角放置沾有蜂蜜水的棉球供成虫补充营

养, 将当日羽化的成虫在植株中释放, 待取食、产卵

48 h 后, 将供试植株取出, 清除其上的成虫, 1 d 后

观察每片叶上的取食点数, 在室内自然条件下继续

饲养, 记载每片叶上所有的虫道数及叶被害率。以上

试验重复 3 次, 试验结束后用叶面积仪测量每片叶

的叶面积, 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和比较。

1. 4　田间小区试验

试验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科院试验田内进

行。试验共分3 个小区, 小区面积20 m 2, 小区内供试

的15 个品种随机排列, 各种1 行, 共45 行。菜豆和黄

瓜于06227 直播, 番茄于06227 移栽 (苗龄25 d) , 美洲

斑潜蝇自然取食和产卵。分别于播种 (或移栽)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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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40 d 在各小区内随机抽取10 株调查受害情况。其

中苗期全株调查; 成株期番茄和菜豆每株取上、中、

下部各1 片复叶, 黄瓜取3 片单叶进行调查, 同时记

载作物生育期及每片叶上的取食点数和虫道数, 用

叶面积仪测量每片叶的叶面积。

2　结果与分析

2. 1　室内试验结果

2. 1. 1　不同番茄品种的室内选择性比较　由表 1

可以看出, 如果以单位叶面积取食点数和虫道数为

选择性指标, 美洲斑潜蝇对茸粉和毛粉 802 的多毛

株型选择性最弱, 对L 2402 的选择性最强, 其余品种

和 2 个少毛株型居中; 如果以每叶取食点数和虫道

数为选择性指标, 其选择性总体趋势与以单位叶面

积的一致, 但也有例外, 这是因为不同品种、不同生

长阶段植株生长快慢不同, 从而导致叶面积差异较

大; 如果以叶被害率为选择性指标, 除茸粉和毛粉

802 的多毛株型外, 其余品种和2 个少毛株型的选择

性相同。

表 1　美洲斑潜蝇对同种作物不同品种的室内选择性

T able 1　T he selectivity of L iriom y z a sa tivae B lanchard to differen t variet ies of the sam e crop in room condit ion

种类
C rop

品种
V ariety

取食点数ö
cm - 2

N um ber of
feeding
ho les

虫道数öcm - 2

N um bers
of wo rm

trails

每叶取食
点数

N um bers of
feeding
ho les of
one leaf

每叶
虫道数

N um ber of
wo rm trails

of one
leaf

叶被害率ö%
Rate of
dam aged

leaves

番茄
T am ato

L 2402 1. 500 1 a 0. 205 2 a 24. 230 0 3. 301 6 100

西粉3 号 X ifen 3 1. 231 5 b 0. 169 2 b 25. 955 6 3. 566 1 100

中杂9 号 Zhongza 9 1. 167 1 b 0. 144 4 b 25. 807 9 3. 193 2 100

茸粉 (多毛) Rongfen (hairy variety) 0. 227 3 c 0. 053 1 c 3. 606 0 0. 841 6 37. 50

茸粉 (少毛) Rongfen (hairless variety) 1. 216 8 b 0. 164 1 b 23. 667 3. 191 6 100

毛粉802 (多毛) M aofen 802 (hairy variety) 0. 157 8 c 0. 040 5 c 2. 300 3 0. 590 4 45. 83

毛粉802 (少毛) M aofen 802 (hairless variety) 1. 173 3 b 0. 165 6 b 23. 833 5 3. 363 8 100

黄瓜
Cucum ber

津杂4 号 J inza 4 0. 748 7 ab 0. 044 7 dc 25. 820 1 1. 541 5 91. 67

津春4 号 J inchun 4 0. 850 8 b 0. 054 2 b 29. 443 9 1. 875 7 91. 67

新津研7 号 X in jinyan 7 0. 607 9 c 0. 050 7 bc 20. 509 2 1. 710 5 83. 33

夏丰1 号 Xafeng 1 1. 000 1 a 0. 074 8 a 33. 936 8 2. 538 5 93. 33

西农58 号 X inong 58 0. 739 8 ab 0. 042 3 d 19. 604 7 1. 121 0 83. 33

菜豆
Bean

地豆王 2 号 D idouw ang 2 2. 509 7 a 0. 172 2 a 61. 847 2 4. 248 5 100

秋春王Q iuchunw ang 2. 396 7 a 0. 150 5 a 72. 500 1 4. 552 6 100

宝丰特长架豆Bofen techang 2. 510 6 a 0. 147 7 a 73. 635 9 4. 332 0 100

95233 架豆王 95233 J iadouw ang 1. 640 5 c 0. 093 6 b 47. 377 6 2. 685 8 100

赤裕2 号 Ch iyu 2 2. 075 7 b 0. 115 6 b 55. 317 4 3. 080 7 100

　　注: 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N o te: D ifferen t letters indicate great sign ificance.

2. 1. 2　不同黄瓜品种的室内选择性比较　由表 1

可以看出, 美洲斑潜蝇对不同黄瓜品种的选择性差

异显著。其中夏丰1 号的单位叶面积取食点数、单位

叶面积虫道数、每叶取食点数、每叶虫道数以及叶被

害率均明显高于其他各品种, 西农58 的上述所有指

标最低或者偏低, 说明在供试的5 个品种中, 美洲斑

潜蝇对夏丰1 号的选择性最强, 对西农58 选择性最

弱, 对其余品种的选择性居中。

2. 1. 3　不同菜豆品种的室内选择性比较　由表 1

可以看出, 如果以单位叶面积取食点数、单位叶面积

虫道数为选择性指标, 美洲斑潜蝇对 95233 架豆王

的选择性最低, 其次为赤裕2 号, 再次为秋春王和宝

丰特长架豆, 对地豆王2 号的选择性最高。如果以每

叶取食点数及每叶虫道数为选择性指标, 其选择性

总体趋势与以单位叶面积的一致, 但也有例外, 原因

是对不同番茄品种的选择性相同; 如果以叶被害率

为选择性指标, 美洲斑潜蝇对 5 个品种的选择性相

同, 均为100%。

2. 1. 4　番茄、黄瓜及菜豆各品种的室内选择性比较

　由表2 可以看出, 美洲斑潜蝇对黄瓜、菜豆和番茄

各品种的选择性差异显著, 其选择性由强到弱依次

为, 菜豆各品种> 番茄各品种 (除多毛株型外) > 黄

瓜各品种> 番茄多毛株型; 对同种作物不同品种的

选择性总体趋势与2. 1. 1～ 2. 1. 3 结论基本一致。对

表1 与表2 进行比较可以看出, 在表2 菜豆上各项指

标与表 1 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黄瓜和番茄上的各项

指标明显减少, 这再一次说明美洲斑潜蝇对菜豆各

品种的选择性大于对黄瓜和番茄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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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美洲斑潜蝇对 3 种作物各供试品种同时处理的室内选择性

T able 2　T he selectivity of L iriom y z a sa tivae B lanchard to differen t variet ies of th ree crop in room condit ion

种类
C rop

品种
V ariety

取食点数ö
cm - 2

N um bers of
feeding
ho les

虫道数ö
cm - 2

N um bers
of wo rm

trails

每叶
取食点数
N um bers
of feeding
ho les of
one leaf

每叶虫道数
N um bers
of wo rm
trails of
one leaf

叶被害率ö%
Rate of
dam aged

leaves

番茄
T am ato

L 2402 0. 667 2 a 0. 145 6 a 11. 400 1 2. 487 8 94. 44

西粉3 号 X ifen 3 0. 566 7 b 0. 109 8 b 10. 423 0 2. 019 5 85. 71

中杂9 号 Zhongza 9 0. 597 3 ab 0. 098 6 b 10. 567 2 1. 744 4 85. 71

茸粉 (多毛) Rongfen (hairy variety) 0. 046 9 c 0. 023 8 c 0. 703 7 0. 357 1 36. 51

茸粉 (少毛) Rongfen (hairless variety) 0. 612 0 ab 0. 125 1 ab 10. 200 0 2. 083 3 90. 48

毛粉802 (多毛) M aofen 802 (hairy variety) 0. 039 9 c 0. 025 4 c 0. 607 5 0. 386 8 33. 33

毛粉802 (少毛) M aofen 802 (hairless variety) 0. 600 8 ab 0. 099 0 b 10. 046 6 1. 655 4 91. 07

平均 A verage 0. 608 8 b
0. 043 4 d

0. 115 6 b
0. 024 6 d

10. 527 4
0. 655 6

1. 998 1
0. 372 0

89. 48
34. 90

黄瓜
Cucum ber

津杂4 号 J inza 4 0. 408 1 b 0. 058 8 b 14. 609 7 2. 105 0 82. 22

津春4 号 J inchun 4 0. 423 3 b 0. 060 3 b 14. 250 0 2. 029 9 83. 33

新津研7 号 X in jinyan 7 0. 262 7 c 0. 030 1 c 9. 325 6 1. 068 5 82. 22

夏丰1 号 Xafeng 1 0. 660 2 a 0. 086 1 a 24. 592 5 3. 207 2 88. 89

西农58 号 X inong 58 0. 237 9 c 0. 029 8 c 7. 190 5 0. 900 7 77. 78

平均 A verage 0. 398 4 0. 053 0 c 13. 993 7 1. 682 1 82. 89

菜豆
Bean

地豆王2 号 D idouw ang 2 2. 666 6 a 0. 327 3 a 79. 198 8 9. 492 7 100

秋春王Q iuchunw ang 2. 321 0 b 0. 250 5 b 84. 601 4 9. 130 8 100

宝丰特长架豆Bofen techang 2. 568 8 ab 0. 242 2 b 84. 837 4 7. 999 0 100

95233 架豆王 95233 J iadouw ang 1. 589 0 c 0. 188 4 b 55. 059 2 6. 528 1 100

赤裕2 号 Ch iyu 2 2. 400 1 b 0. 218 2 b 73. 236 4 6. 930 9 100

平均 A verage 2. 309 1 a 0. 245 3 a 75. 386 6 8. 016 3 100

　　注: 番茄平均数中第2 行为2 个多毛番茄各指标的平均值。

N o te: T he num bers of the second row of the average num ber of tom ato are the m ean indexes of 2 hairy varieties.

2. 2　田间小区试验结果

对菜豆、番茄及黄瓜 3 种作物 15 个品种进行苗

期和成株期美洲斑潜蝇危害调查, 结果见表3。从表

3 可以看出, 无论是苗期还是成株期, 无论是以单位

叶面积取食点数还是单位叶面积虫道数为选择性指

标, 美洲斑潜蝇对 3 种作物不同品种的选择性差异

均达显著水平, 其选择性大小排序与室内试验结果

基本一致。如果以3 种作物各品种单位叶面积取食

点数和虫道数之和的平均值作为美洲斑潜蝇对3 种

作物的选择性指标, 在苗期和成株期, 美洲斑潜蝇对

3 种作物的选择性差异均显著。其中, 苗期以单位叶

面积取食点数为选择性指标测定的选择性大小顺序

为菜豆> 番茄 (除多毛株型外) > 黄瓜> 番茄多毛株

型, 但以单位叶面积虫道数为选择性指标, 美洲斑潜

蝇对菜豆与番茄 (除多毛株型外)的选择性差异不显

著, 这可能与番茄是通过育苗移栽的方式栽种, 与美

洲斑潜蝇接触机会较多有关; 成株期选择性大小顺

序为菜豆> 黄瓜> 番茄。如果以每叶取食点数和虫

道数为选择性指标, 其选择性大小排序与上述结论

不完全一致, 这与不同寄主植物在不同生长发育阶

段叶面积差异较大有关。

表 3　美洲斑潜蝇对番茄、黄瓜、菜豆不同品种的田间选择性

T able 3　T he selectivity of L iriom y z a sa tivae B lanchard to tom ato , cucum ber and bean in field condit ion

品种
V ariety

成株期M aturing stage 苗期 Seedling stage

取食点数ö
cm - 2

N o.
of feeding

ho les

虫道数ö
cm - 2

N o.
of wo rm

trails

每叶取食
点数
N o.

of feeding
ho les of
one leaf

每叶
虫道数
N o.

of wo rm
trails of
one leaf

取食点数ö
cm - 2

N o.
of feeding

ho les

虫道数ö
cm - 2

N o.
of wo rm

trails

每叶取食
点数
N o.

of feeding
ho les of
one leaf

每叶
虫道数
N o.

of wo rm
trails of
one leaf

地豆王 2 号 D idouw ang 2 0. 470 3 b 0. 042 7 b 23. 648 2 2. 147 0 0. 855 8 a 0. 064 8 a 27. 226 4 2. 061 4
秋春王 Q iuchunw ang 0. 501 0 a 0. 058 0 a 37. 788 0 4. 374 7 0. 639 0 c 0. 050 8 c 21. 910 6 1. 741 9
宝丰特长架豆Bofen techang 0. 501 7 a 0. 057 2 a 28. 807 5 3. 274 1 0. 739 0 b 0. 064 0 ab 28. 295 4 2. 450 4
95233 架豆王 95233 J iadouw ang 0. 361 7 d 0. 031 4 c 36. 566 6 3. 174 4 0. 483 2 d 0. 038 0 c 19. 249 7 1. 513 8
赤裕 2 号 Ch iyu 2 0. 398 3 c 0. 037 9 bc 28. 743 0 2. 735 0 0. 662 1 bc 0. 056 0 ab 26. 671 6 2. 25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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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Continued T ab le 3

品种
V ariety

成株期M aturing stage 苗期 Seedling stage

取食点数ö
cm - 2

N o.
of feeding

ho les

虫道数ö
cm - 2

N o.
of wo rm

trails

每叶取食
点数
N o.

of feeding
ho les of
one leaf

每叶
虫道数
N o.

of wo rm
trails of
one leaf

取食点数ö
cm - 2

N o.
of feeding

ho les

虫道数ö
cm - 2

N o.
of wo rm

trails

每叶取食
点数
N o.

of feeding
ho les of
one leaf

每叶
虫道数
N o.

of wo rm
trails of
one leaf

平均 A verage 0. 446 6 a 0. 045 4 a 31. 110 6 3. 141 0 0. 675 8 a 0. 054 7 a 24. 670 7 2. 004 7
津杂 4 号 J inza 4 0. 234 5 b 0. 037 2 b 35. 177 3 5. 580 4 0. 249 2 bc 0. 033 0 ab 12. 323 0 1. 631 9
津春 4 号 J inchun 4 0. 233 8 b 0. 035 4 b 31. 140 0 4. 714 8 0. 271 5 b 0. 029 0 bc 12. 994 0 1. 387 7
新津研 7 号 X injinyan 7 0. 182 9 c 0. 030 0 b 26. 612 0 4. 365 0 0. 233 5 cd 0. 029 7 bc 11. 062 1 1. 407 1
夏丰 1 号 Xafen 1 0. 274 0 a 0. 050 0 a 39. 024 8 7. 164 0 0. 349 0 a 0. 040 3 a 13. 349 5 1. 541 5
西农 58 号 Xnong 58 0. 202 5 bc 0. 029 5 b 21. 141 0 3. 079 8 0. 212 5 d 0. 022 3 c 8. 129 4 0. 853 0
平均 A verage 0. 225 5 b 0. 036 4 b 30. 619 0 4. 980 8 0. 263 1 c 0. 030 9 b 11. 570 8 1. 364 2

L 2402 0. 046 5 a 0. 029 6 a 6. 231 9 3. 967 0 0. 382 4 a 0. 060 3 a 20. 497 4 3. 232 2
西粉 3 号 X ifen 3 0. 048 9 a 0. 027 2 ab 7. 585 3 4. 219 2 0. 323 8 b 0. 058 7 a 15. 380 8 2. 788 3
中杂 9 号 Zhongza 9 0. 033 6 b 0. 025 4 b 6. 416 7 4. 850 7 0. 331 4 b 0. 054 8 a 20. 947 7 3. 463 9
茸粉 (多毛) Rongfen (hairy variety) 0. 010 7 c 0. 014 7 c 1. 835 5 2. 521 6 0. 110 4 c 0. 034 4 c 5. 420 8 1. 689 1
茸粉 (少毛) Rongfen (hairless variety) 0. 040 3 ab 0. 025 8 6. 910 3 4. 424 0 0. 322 8 b 0. 055 7 14. 387 4 2. 534 4
毛粉 802 (多毛) M aofen 802 (hairy variety) 0. 005 9 c 0. 012 3 c 1. 092 5 2. 277 6 0. 099 9 c 0. 034 8 c 4. 719 4 1. 644 0
毛粉 802 (少毛) M aofen 802 (hairless vari2
ety) 0. 035 9 b 0. 027 5 6. 700 0 5. 097 0 0. 331 4 b 0. 057 4 15. 388 2 2. 665 3

平均 A verage
0. 041 0 c
0. 008 3 d

0. 027 1 c
0. 013 3 d

6. 768 8
1. 464 0

4. 511 6
2. 399 6

0. 338 4 b
0. 105 2 d

0. 057 4 a
0. 034 6 b

17. 320 3
5. 070 1

2. 936 8
1. 666 6

　　注: 表中最后一行的数值为 2 个多毛番茄各指标的平均值。

N o te: T he num bers of the last row in the tab le are the m ean indexes of 2 hairy varieties.

3　小结与讨论

(1) 取食点是美洲斑潜蝇雌成虫用产卵器刺破

叶表面取食的一个肉眼可见的点, 雄虫不能造成取

食点, 但可在雌成虫刺破的取食点中取食, 所以取食

点的多少反映了成虫对不同寄主嗜食的选择性。虫

道由存活卵发育而来的幼虫造成, 由于美洲斑潜蝇

的卵很小, 不易观察且单产, 所以可用虫道数近似作

为其产卵量的指标。因此, 不同寄主上的虫道数既反

映了成虫对不同寄主产卵的选择性, 也反映了幼虫

危害的严重程度。所以无论是取食点数还是虫道数,

均能反映成虫对寄主取食、危害的选择性。

(2)美洲斑潜蝇的寄主选择性指标, 对准确掌握

作物受害情况及检验防治措施的效果具有重要意

义, 目前国内外在这方面尚无一致的标准。本研究结

果表明, 如果比较对象叶片面积相近时, 用每叶取食

点数或虫道数作为选择性指标比较接近实际情况,

否则不能正确反映实际情况; 如果虫口密度较小或

者选择性差异较大时, 叶被害率也可以作为很好的

选择性指标; 而用单位叶面积取食点数和虫道数作

为选择性指标, 在各种情况下均适宜。

(3) 试验结果表明, 在苗期, 美洲斑潜蝇对 3 种

作物的选择性由强到弱依次为菜豆> 番茄 (除多毛

株型外) > 黄瓜> 番茄多毛株型, 在成株期, 由强到

弱依次为菜豆> 黄瓜> 番茄。这说明寄主植物叶片

表皮毛的密度和植物所处的发育阶段, 与美洲斑潜

蝇对其选择性密切相关。

(4)通过对各项指标综合分析和比较得出, 美洲

斑潜蝇对黄瓜夏丰1 号, 番茄L 2402 和菜豆地豆王2

号选择性较强, 对黄瓜西农58, 番茄毛粉802 和茸粉

多毛株型以及菜豆 95233 架豆王选择性较弱, 研究

结果可应用于美洲斑潜蝇的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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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ivit ies of L iriom y z a sa tivae B lanchard to its ho st p lan ts

CHENGW e i-n ing,L I X iu- l ian ,W U Jun -x iang,L I J ian - jun , X IE Fang-q in
(Colleg e of P lan t P rotection, 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U sing the num bers of feeding ho les and w o rm tra ils per un it area in leaves as a select ing in2
dex, the select ivity of L iriom y z a sa tivae B lanchard to 15 variet ies of 3 crop s w as studied in room and field

condit ion s.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L iriom y z a sa tivae B lanchard had sign if ican t d ifference of select ivity to

crop s and their variet ies. Stronger select ivity to X iafeng 1 (cucum ber) , L 2402 ( tom ato ) and D idouw ang 2

(bean) , and less select ivity to X inong 58 (cucum ber) ,M aofen 802 ( tom ato ) and 95233 J iadouw ang (bean)

w ere know n. C rop s cou ld be ranked from bean, tom ato (hairless variety) , cucum ber and tom ato (hairy vari2
ety) acco rd ing to the select ivity of L iriom y z a sa tivae B lanchard from h igh to low in seedling stage. How ever

they cou ld be arranged as bean, cucum ber and tom ato in m atu ring stage.

Key words: L iriom y z a sa tivae B lanchard; ho st p lan ts; select ivity

晚熟苹果新品种“粉红女士”通过审定

粉红女士 (澳大利亚威廉女士 (L ady W alliam s) ×金冠 (Go ld deliciou s) ) 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

果树所 (原陕西省果树研究所) 赵政阳研究员于 1995 年引入的苹果新品种, 经多年系统观察, 认为该品种在

果实品质、早果丰产性、抗病性、贮藏性等方面表现突出, 综合性状优良, 于2004 年1 月13 日通过了陕西省品

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该品种果实近圆柱形, 平均单果重220 g, 最大单果重306 g, 果形指数平均为0. 94。果实底色绿黄, 着全

面粉红色或鲜红色, 果面洁净艳丽, 无果锈, 外观极美。果肉乳白色, 脆、硬, 有香气, 存放 2 个月后果肉淡黄

色, 酸甜适度, 香味浓郁。果实可溶性固形物 166. 5 m gög, 去皮硬度 9. 16 kgöcm 2, 总糖 123. 4 m gög, 总酸

6. 5 m gög, 维生素C 84. 6 m gökg, 品质优。一年生枝浅褐色, 多年生枝灰色, 枝质较柔软, 皮孔圆或椭圆形, 突

起、灰白色, 叶片卵圆形, 色绿黄, 叶缘复式锯齿状, 叶背绒毛较少。树势强健, 树姿较开张, 萌芽率高

(48. 4% ) , 成枝力强 (3～ 5 个) , 幼树以长果枝和腋花芽结果为主, 成龄树长、中、短果枝和腋花芽均可结果。

早果早丰性好, 矮化树栽植第2 年结果; 高接大树第3～ 5 年生平均产量分别为18. 2, 33. 2 和34. 9 töhm 2, 无大

小年结果现象。抗病性极强, 各类病害发生均轻。该品种在渭北南部3 月下旬萌芽, 4 月中旬开花, 9 月下旬果

实开始着色, 11 月上旬果实成熟, 12 月上旬落叶, 果实生育期200 d 左右。

粉红女士在陕西苹果适生区均可生长, 但各地表现不一, 粉红女士较适宜的栽培区域在渭北南部扶风、

富平等海拔500～ 800 m 的地区。该品种生长势强, 扩冠快, 宜实行M 26 矮化密植栽培, 株行距以1. 5～ 2 m ×

4 m 为宜, 栽植时挖深宽各80～ 100 cm 的通沟或定植穴, 一次施足基肥。根据授粉试验结果, 可选择嘎拉系、

元帅系、富士系作为授粉品种。密植园树形宜选用细长纺锤形, 稀植园宜选用自由纺锤形。幼树宜轻剪长放,

适量疏除直立枝或对直立枝开张角度, 缓和生长势, 以利于早期结果。该品种枝组连续结果能力较强, 果苔副

梢可连续结果2～ 3 年, 因此回缩不能过急。对衰弱枝组适时回缩, 适当疏除过密的枝组, 保持结果枝组生长

健旺, 增加单果重。该品种各类枝条易成花, 长旺新梢也容易形成腋花芽, 一般年份花量较大, 要严格疏花疏

果, 该品种容易成花, 果实第 3 次膨大期较富士等其他晚熟品种相对推迟 15 d 左右, 在常规管理上应加强中

后期肥水管理。

(屈李纯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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