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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种株留瓜数和瓜位对

种子质皿的影响
康高强

命

林 兴

( 园艺系 )

摘 要 以在我国北方推广面积较大的中晚熟黄瓜品种
“
西农 85 号

”
为试材

,

研究了种

株上留瓜数和种瓜着生部位对种子质数的影响
,

并对播种后幼苗生长情况进行了分析
。

结果

认为
:

留瓜数和瓜位对种子质量和产量有明显的影响 , 建议在黄瓜原种繁殖时每株只留第二

位一个瓜较好
,

而为大田生产制种时
,

每株留一
,

二位两个瓜较理想
。

关锐词 黄瓜种株
,

株型
,

瓜位
,
种子质量

种子的生理异质性除受其遗传特性决定外
,

还受该作物株型所特有的结构 及 种 子

(或种果 ) 在花穗 (或植株 ) 上的着生部位
、

种子 (或种果 ) 成熟度
、

种子发育过程中

种株的营养条件
、

生育情况及种子成熟期间的环境条件等的影响
。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研

究了多种蔬菜的种果 (或种子 ) 在种株 (或花穗 )上的着生位置对种子某些质量指标的影

响 〔 ` 一 毛’ ,

在黄瓜上也作了一定的工作
〔 ” ’ ,

但针对黄瓜种株主枝上不同部位的种瓜及种

株保留种瓜数目对种子质量的影响还未见有详细的研究报道
,

更未见到对所采种子播种

后植株生长发育情况进行全面观察分析的报道
。

生产上沿用的采种方法多是凭感官和经

验进行的
。

本试验的目的在于研究留瓜数目与留瓜部位对种子质量
、

产量及播种后植株

生长发育的影响
,

寻求比较理想的留瓜数和部位
,

为黄瓜留种提供理论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采 种工作于 1 9 8 5年 3 月 ~ 7 月在杨陵镇徐西湾进行
,

供试材料为
“ 西 农 58 号 ”

黄

瓜
,

该品种瓜型端正
,

分枝性

中等
,

中晚熟
。

采用 露 地 栽

培
,

3 月 16 日播于阳畦
, 4 月

22 日定植大田
,

试验以留瓜数 遥
和 留瓜部位为因子

,

共设 7 个

处理 (见图 1 )
。

处理的方法是在田间选择

具有本品种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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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雌花开放后
,

处理

图 1 试验各处理设置示意图

在明显看出已经座果时
,

选留种瓜
,

同时注意各

文稿收到日期
: 1 9 8 9

一
1) 1 2 。

现在上海市农 业科学院园艺所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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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间同瓜位种瓜所处节位基本一致
,

并将不留的瓜全部摘除
,

每处理保证 30 株以上
。

由于处理间种株所留种瓜的数目和部位不同
,

种瓜发育速度就不同
,

种子成熟的时期也

就不一致
,

故以种瓜停止伸长
、

增粗
,

且果皮全部变黄作为采收标准
,

种瓜采回当天掏

种晒干
。

保留两个和三个种瓜的处理分瓜位采收种子
,

分别分析
,

烘干一部分用于测定

营养物质含量
。

1 9 8 6年春季试验在西北农业大学蔬菜站进行
, 3 月 16 日将前一年所收各处理的种子

随机排列播于阳畦
,

用纸筒加电加温线育苗
,

观察测定幼苗生长发育情况
。

测定方法
:

蛋白质用紫外吸收法
;
淀粉及可溶性糖用蕙酮比色法测定

; 根系活力幼

苗期用 T T C测定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留瓜傲和瓜位对种瓜单宜及种子产盆的影晌

2
.

1
.

1 对种瓜单重的影响

试验结果 (见表 1) 表明
,

留瓜数目和留瓜部位不同对种瓜单重有明显的 影 响
。

同一

衰 1 种株 , 瓜教目与部位种瓜单孟的影晌

(单位
: k g )

处 理 1 2 3 平 均

0一 0

0
。
6 5

0
。

6 8

0
。

7 9

0
。
7 8

0
。

6 4 0
。
7 2

0
。

85 0
。

59

C一
。

卜 3 0
一

6 5 0: 。 o
。
4 0 0

.

6 2

平 均 0
.

7遭 0
.

8 2 0
.

5 9

4
.

6 09 ,留两个瓜的平均单株采种量为 8
.

48 9 ,

比前者增加 8 4
.

3%
,

其中以 B , . 2

最 高
,

为

9
.

30 9 ,

而 B , . 。
和 B

2 . 。
明显减少

,

分 别 为

8
.

0 99 和 8
。

07 9 ;
留三个种瓜的单株采种量达

10
.

8 9
,

比留一个种瓜的平均增产 13 4
.

7 8%
,

比留两个种瓜的平均增产 2 7
.

4%
.

2
.

2 留瓜数和瓜位对种子质 t 的影响

2
.

2
.

1 对千粒重的影响

千粒重是衡量种子质量的一 个 重 要 指

标
,

本试验结果 (见表 2 ) 说明
,

瓜位和留瓜

数目对种子千粒重有明显的影响
。

在留一个

瓜时
,

种子千粒重分别是 3 1
.

0 79
,

30
.

9 69 和

2 8
.

09 9 ,

由下向上一次降低
。

在留两个种瓜的

情况下
,

B
: 。 :

两位瓜的种子千粒重均较 高
,

部位的种瓜因种株留瓜数目的增多
,

单瓜

重下降
;
不同部位的种瓜

,

位于种株中部

的第二位瓜发育充实
,

单瓜重最大
,

其次

是位于低位的第一种瓜
,

而位于植株上部

的第三位种瓜最小
。

2
.

1
.

2 对种子产量的影响

由图 2 可以看出
,

单瓜采种量与单瓜

重表现完全相似的规律
。

单株采种量随留

瓜数目的增多而增加
,

只留一个种瓜时以

A
:

最高
,

为 5
.

4 59
,

三个处理的平均值 为

山灿拍一lB氏玩

ǎ明)嘲t串t

图 1 各处理采种量的比较



第 3 期 康高强等
:

黄瓜种株留瓜数和瓜位对种子质量的影响 27

其次是 B , . 。 ,

而 B
, . 。

的第三位瓜种子千粒重明显下降
,

仅 23
.

75 9
。

留三个瓜的处 理
,

随着种瓜着生部位的升高
,

采收的种子千粒重减小
,

C
; . 2 . 3一 3 仅 为 22

.

0 69
,

是 A
。
的

7 8
.

5%
.

由 千粒重的平均值也可看出
,

随留种瓜位的升高和留瓜数 目的增多
,

千粒重依

次降低
。

裹 2 留瓜数目与部位对种子千拉皿的影晌

处 理 1 2 3 平 均

A 2 3 1
. 。

7

3 0
。
0 6 3一 0 4

A 3 2 8
。

0 0

B
一。 :

B
一。 s

B
: 。 3

3 0 。
0 3

3 0
。
2 7

2 9
。
5 6

2 7
。
9 5

C
I 。 2 。 -

2 9
。
2 7

2 8 。
0 6

2 7
。
4 7 2 6

。
2 7

平 均 3 0
。
1 6 2 9

。
0 1

2 6
。
0 2

2 3
。
7 5

名2
。
06

2 4
。
9 8

2
.

2
.

2 对发芽率和发芽指数的影响

高质量的种子具有强的生命活力
,

它除有较大的千粒重外
,

还具有狡高的发芽率和

发芽指数
。

由表 3 可以看出
,

各处理间发芽率相差不大
,

尤其是第一
,

二位瓜 的种子无

论留瓜数目多少
,

其发芽率都在 98 %以上
,

但第三位瓜的种子随种株留瓜数的增多有降

低之趋势
。

表 3 不同处理种子发芽率及发芽指橄比软

处 理 发芽率 (% ) 发芽指数
.

A i 9 9 0 5
一
5

(

A 3 1 0 0 9 7
一
5

/ 1 1 0 0 9 8
_

0

A 2

A 3

B卜 ,

10 0

1 0 0

B卜 3

B Z 。 3

9 9

9 9

9 6

/
苦`
.

、
.

、/了lee、、

/ 1 匀8

C卜 2 . ,

:

9 8
。
0

9 8
。
0

9 5 。
0

9了
。
0

8 7
。 5

9 7
。
0

夕4
。
5

\ 3 9 7 8 0
.

5

G t

,

发芽指数 ( G i)
= 云

—
,

D t
其 中D t为发芽天数

,

G t为在 7 d内的发芽数
。

发芽指数随种株留瓜数的增多逐渐下降
,

随瓜位的变化是
,

在留 2 ~ 3 个瓜的情况

下
,

因瓜位的升高而依次降低
,

但留一个瓜时
,

处理间差异不大
。

这说明在种株留瓜数

较多的情况下
,

采 自高瓜位的种子其活力已大大减弱
。

2
.

2
.

3 对种子内营养物质含量的影响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1 8卷

种子内所含淀粉
、

蛋白质
、

可溶性糖等营养物质是种子从萌发到子叶展开前异养阶

段的物质和能量来源
,

所以
,

这些物质含量高低与种子质量密切相关
。

由 表 4 不 难 看

衰 4 各处理种子内旋粉
、

爱白质和可落性抽含 ,

处 理 淀 粉 蛋白质 可溶性搪

2
。
5 2

2
。
5 6

2
。
1 0

2
。
8 4

2。 8 5

2。 5 2

.

工内̀住ù人A人

2
一
2 5

2 。
1 7

Z。 3 2

.二,自.占
护含

!
几、、z尹

自白
.

.

.
JB

B l 一

{
3

了2

B : · ,

(
3

;:::
2

。
0 1

2 7
。
3 9

2 7
。
3 9

2 6
。
1 0

2 6
。
6 3

2 6
。
5 4

2 6
。
7 0

2 4
。
4 1

2 5。
6 4

2 3
。
1 1

2
。
1 1

2 。
0 0

1
。

名7

26
。
12

2 4
。
7 9

Z Q
。
6 1

2
。
7 1

2
。
6 1

2
。

7 3

2
。
6 1

2 。 46

2 。
3 2

2 。
6 2

2
。
4 4

2
。 2 8

出
,

千粒重大的处理
,

其种子内淀粉
、

蛋

白质及可溶性糖的含量一般也较高
,

这样

有利于播种后产生大子叶的幼苗
,

进而培

育壮苗
,

夺取高产
。

在种株生育期
,

加强

种株管理
,

尽量延长壮龄叶的寿命
,

并适

当疏果
,

促进更多的光合产物向种子中转

移是获得饱满种子的必要手段
。

2
.

3 留瓜数及瓜位对幼苗生长发育

的影响

2
。
3

。

1 对幼苗生长势的影响

各处理幼苗生长状况可用株高
、

茎粗
、

叶面积等形态指标加以比较 (见表 5 )
,

千粒重大
、

营养物质含量高的种子产生的

性
.

阳语
C

衰 5 幼苗形态指标比较

株 高

( e m )

1 1
。 5 1

1 1 。
4 6

1 1
。
0 7

茎 粗

( m ln )

4
。
3 9

叶面积

( e m Z )

9 4。
50

94
。
18

7 7
。
2 6

8 8
。
1 1

8 6
。
2 5

9 0
。
4 5

5 6
。
1 5

7 5
。
3 7

4 9
。
5 5

8 2
。
10

6 7
。
2 5

3 8
。
5 9

主根长

( e m )

12
。
6 1

1 2
一
7 2

1 0
。
34

1 1
。
74

一次侧 根数

(条 )

全株干重

( g )

魂。
2 3

4 。 0 5

跳

B l 一

【;
B Z一

}:

一}{

1 1 。
2 2

4
。
0 7

4
。 0 8

4 。
2 0

3
。

6 6

3
。
9 7

1 1 。
3 1

11
。
6 8

3 1 。
0 0

33
。
3 3

3 1
。
1 2

3 4
。
2 1

2 7
。
7 0

3 0
。
9 0

2 6
。
3 6

3 1
。
3 8

2 9
。
4 0

2 3
。
6 4

4一 3 1

4
。
3 2

3
一
4 0

3
。
9 0

3
。
6 9

4
。
0 1

处一IAZA3A

9
。
7 5

1 1
。
0 9

9
。
96

10
。
2 2

2 。 8 4

3 一 Z B

8
。
2 1

1 1
。 23

9
。
0 8

1 1
。
3 1

2 。 3 5

3
。
5 6

1 0
一
0 1 1 0

。
7 2 3

。
0 7

7
。
4 3

3
一
5 4

4
。
0 5

3
。 8 6

2一 84 8
。
4 0

幼苗不仅植株高大 ` 强壮
,

有充分的光合面积
,

而且根系发达
,

因而全株干物 质 重 也

大
。

A : ,
A

Z ,
A 3相 比

,
A : ,

A
Z

优于A
3 , B : . 2 ,

B ; . 。 ,
B : . 3

各处理幼苗比对应的A ; ,

A
Z ,

A
3

处理叶面积
、

全株干物重减小
,

其中B
Z . 3二 3 叶面积只有 A

:

的 64 %
,

全株千重

只 有 A
3

的 6 9
.

1%
.

C ; . 2 . 3

和留单瓜的A
: ,

A
: ,

A
3

幼苗相比
,

在茎粗
、

叶面积
、

主根

长
、

侧根数
、

全株干重方面显著降低
,

如 C : . : . , 二 3 比 A
:

分别降低了 29
.

9%
,

5 0
.

1%
,

1 8
。

8%
, 2 3

.

7%和 4 9
.

7%
.

2
.

3
.

2 对根系活力的影响

根系不仅是养分和水分的吸收器官
,

而且具有一定的合成功能
。

根系的吸收和合成

能力大小
,

除与根的表面积有关外
,

还与根系活力强弱密切相关
,

在一定时间内
,

根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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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T TC 越多
,

则根系活力越强
,

发育越好
。

受播种用种子质量的影响
。

随采种株留瓜

数的增多和采种瓜位的升高
,

播种幼苗根

系活力变弱
。

所以
,

以饱含营养物质的种

子播种产生的幼苗不仅生长迅速
,

株冠高

大
,

而且根系活力强
,

更易达到黄瓜生产

上所要求的壮苗标准
。

3 结 论

1 ) 黄瓜种瓜单瓜重和单瓜采种量随

试验结果 (表 6 ) 说明
,

幼苗根系活力 也

衰 6 播种后幼苗根系活力比较

处 理 1 2 3

2
。
4 4

2
。

4 5

2
。
2 6

..二3AAA

B卜 2

B一 3

B : .

;

2 。
3 9

2 。 4 2

2
。
3 6

C 1
.

2 .

王 2
。
3 6

2
。
27

2
。 1 7

2 。
0 9

2 。 0 6

1
。
9 3

种株留瓜数 目的增多而降低
;
不同部位的种瓜重和采种量以第二位瓜最高

,

第一位瓜次

之
,

第三位瓜最低 ; 在一定范围 内
,

单株采种量随种株留瓜数目的增多而增加
。

2 ) 种子千粒重
,

发芽能力及淀粉
,

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含量随种株留瓜数 目的增多

而降低
,

以第三位降低最明显
。

随种瓜着生部位升高
,

种子千粒重
、

发芽能力
、

营养物

质含量降低
,

但在留一个种瓜的情况下
,

第一位瓜和第二位瓜接近
。

3 ) 由千粒重大
、

营养物质含量高
、

发芽能力强的种子产生 的幼苗生 长 迅 速
,

茎

粗
,

叶面积和干物质重量大
,

根系活力强
。

4 ) 由于种株不同部位种瓜的采种量和种子质量存在很大差异
,

所以
,

在黄瓜采种

时
,

应该有目的地选留种瓜
,

在繁殖原种和种质资源保存时应留第二位一个瓜采种
,

在

为大田生产制种时
,

为了提高种子产量而又不致使种子质量明显降低
,

每个种株宜留第

一
,

二位两个瓜比较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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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f e et s of N u mb r e s of C u e u mb er s an d F r u it S et t in g

P o s it i on sn o S e ed P l an t s Up n o S e ed Q u al it y

of C u e u mb er

( C u e u m i s S at iv u sL
.

)

K an g G a o q i an gL in X in g

( H
or t f e ult “ r e

D
eP r at m e” t )

b A st r a et w it h t h e m ed i u m an d l at e一 m at r u in g e u e u mb r e e ult iv ar 一 aX in on g

N o.

8 5,, e u l t i v a t e d o n a ]a r g e a r e a a s t h e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m a t e r i a l
, t h e e f f e e t s o f

e u e u m b e r n u m b e r s a n d P o s i t i o n s t o b e r e m a i n e d o n t h e s e e d P l a n t s u p o n s e e d

q u a l i t y w e r e i n v e s t i g a t e d
.

A l s o , t h e g r o w t h o f y o u n g e u e u m b e r s e e d l i n g s w a s

a n a l y s e d
.

T h e r e s u l t s i n d i e a t e d t h a t t h e n u m b e r s a n d p o s i t i o n s o f e u e u m b e r

f r u i t s t o b e r e m a i n e d o n s e e d p l a n t s h a d a n o
b

v i o u s im p a e t u p o n s e e d q u 3 l i t y

d n d y i e l d s .

l t 15
,

t h e r e f o r e , s u g g e e t ed t h a t w h e n e u e u m b e r o r i g i n a l s e e d r e p r o d u e e ,

i t b
e

b
e t t e r t o l e a v e o n e u e u m b

e r a t t h e s e e o n d p o s i t i o n p e r p l a n t
, a n d w h e n

s e e d p r o d u e t i o n w d s e a r r i e d o u t i n t h e f i e l d s ,
i t b e d e s i r a b l e t o l e a v e t w o e u e u m -

b e r s a t t h e f i r s t a n d s e e o n d p o s i t i o n s p e r p l a n t
.

K e y w o r d s e u c u m b e r s e e d p l a n t
,

p l a n t t y p e , e u e u m b e r p o s i t i o n , s e e d

q u a l i t y

、 \
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