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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产上,
 

嫁接是提高番茄品质和产量的有效措施之一.
 

为了创制抗性强、
 

生长势旺的番茄砧木,
 

以‘砧茄一

号’为试验砧木,
 

以番茄上应用最广泛的‘托鲁巴姆’为对照砧木,
 

分别与4种番茄品种进行嫁接,
 

比较两者作为砧

木对番茄生长发育、
 

产量和品质等的影响.
 

结果表明:
 

相比于‘托鲁巴姆’,
 

‘砧茄一号’种子发芽显著提前4
 

d,
 

幼苗

的平均株高显著高约2
 

cm.
 

幼苗的第1,2,3片真叶完整展开耗时缩短8
 

d,
 

8
 

d和6
 

d,
 

幼苗主根显著长约1.2
 

cm.
 

在干旱胁迫和盐胁迫下,
 

经赤霉素和纯水预处理的‘砧茄一号’种子发芽率分别为100%和75%,
 

87.5%和100%,
 

而‘托鲁巴姆’在两种胁迫下,
 

两种预处理种子的发芽率均为0.
 

与‘托鲁巴姆’砧木番茄相比,
 

‘砧茄一号’砧木番茄

果实中的可溶性固形物、
 

可溶性糖和维生素C质量分数呈上升趋势,
 

‘砧茄一号’砧木番茄植株的单果质量、
 

单穗果

数、
 

单株结果数和单株产量大多也呈上升趋势.
 

综上表明,
 

采用‘砧茄一号’为砧木能克服‘托鲁巴姆’为砧木时存在

的发芽慢、
 

长势弱的局限,
 

同时可显著提高番茄的产量和品质,
 

即‘砧茄一号’可作为番茄嫁接栽培的优良砧木,
 

对

高品质番茄的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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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rop
 

production,
 

tomato
 

grafting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method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yield.
 

Therefore,
 

breeding
 

for
 

tomato
 

rootstocks
 

with
 

strong
 

resistance
 

and
 

vigorous
 

growth
 

is
 

an
 

urgent
 

need
 

to
 

promote
 

high-quality
 

grafted
 

tomatoes.
 

This
 

study
 

took
 

‘Zhenqie
 

No.
 

1’
 

as
 

the
 

experimental
 

root-
stock,

 

and
 

most
 

widely
 

used
 

rootstock
 

‘Torubam’
 

as
 

the
 

control
 

to
 

graft
 

with
 

four
 

tomato
 

varieties,
 

re-
spectively,

 

to
 

compare
 

their
 

effects
 

on
 

the
 

growth,
 

development,
 

yield
 

and
 

quality
 

of
 

tomato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
 

Compared
 

with
 

‘Torubam’,
 

the
 

seed
 

germination
 

of
 

‘Zhenqie
 

No.
 

1’
 

was
 

sig-
nificantly

 

4
 

days
 

earlier,
 

and
 

the
 

average
 

plant
 

height
 

of
 

the
 

seedlings
 

was
 

significantly
 

about
 

2
 

cm
 

higher.
 

The
 

complete
 

unfolding
 

time
 

of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true
 

leaves
 

of
 

the
 

seedling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ned
 

by
 

8d,
 

8d
 

and
 

6d,
 

respectively,
 

and
 

the
 

main
 

root
 

of
 

the
 

seedling
 

was
 

significantly
 

about
 

1.2
 

cm
 

longer.
 

Under
 

drought
 

stress
 

and
 

salt
 

stress,
 

the
 

seed
 

germination
 

rate
 

of
 

‘Zhenqie
 

No.
 

1’
 

pretreated
 

with
 

gibberellin
 

and
 

pure
 

water
 

was
 

100%
 

and
 

75%,
 

87.5%
 

and
 

100%,
 

respectively,
 

while
 

that
 

of
 

‘Torubam’
 

was
 

0
 

under
 

two
 

kinds
 

of
 

stresses.
 

Compared
 

with
 

‘Tolubam’
 

rootstock
 

tomato,
 

the
 

quality
 

fractions
 

of
 

soluble
 

solids,
 

soluble
 

sugar
 

and
 

vitamin
 

C
 

in
 

the
 

fruits
 

of
 

‘
 

Zhenqie
 

No.
 

1’
 

rootstock
 

tomato
 

increased,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Tolubam’
 

rootstock
 

tomato,
 

the
 

quality
 

of
 

single
 

fruit,
 

the
 

number
 

of
 

fruit
 

per
 

spike,
 

the
 

number
 

of
 

fruit
 

per
 

plant
 

and
 

the
 

yield
 

per
 

plant
 

of
 

tomato
 

on
 

rootstock
 

‘Zhenqie
 

No.1’
 

increased.
 

To
 

sum
 

up,
 

application
 

of
 

‘Zhenqie
 

No.
 

1’
 

as
 

the
 

rootstock
 

can
 

well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slow
 

germination
 

and
 

weak
 

growth
 

when
 

using
 

‘Torubam’
 

as
 

the
 

rootstock,
 

and
 

can
 

sig-
nificantly

 

improve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tomato.
 

Therefore,
 

‘rootstock
 

No.
 

1’
 

can
 

be
 

used
 

as
 

a
 

good
 

ro-
otstock

 

for
 

tomato
 

grafting
 

cultiv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duce
 

high-quality
 

tom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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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Solanum
 

lycopersicum
 

L.)属于茄科番茄属,
 

原产于安第斯山地带的秘鲁、
 

厄瓜多尔等地,
 

是

我国目前主栽的茄果蔬菜之一[1].
 

据FAO统计,
 

2020年我国番茄种植面积约为110.4万hm2,
 

产量约

为6
 

515万t,
 

因此就番茄生产问题进行研究,
 

对促进我国茄果类蔬菜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番茄的种植形式主要分为露地栽培和设施栽培,

 

无论何种种植形式均存在着一系列由于环境气温变化

或常年连作引起的问题,
 

如干旱、
 

高温、
 

盐害、
 

重金属等非生物胁迫,
 

造成番茄生长受阻和品质下降.
 

在生

产实践中,
 

除使用生物、
 

化学和物理防治的方法来解决上述问题之外,
 

还可通过嫁接栽培进行有效改良,
 

即利用优良的砧木进行嫁接栽培,
 

可促进生长发育[2],
 

显著提高其耐冷性[3-4]、
 

耐盐性以及其产量和品

质[5].
 

已有研究表明,
 

在进行番茄嫁接时,
 

不同砧木品种对番茄生长、
 

产量和品质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
 

因

此创制优良的砧木品种是提高嫁接质量和效果的重要基础.
 

此外,
 

在保证嫁接质量过程中同等重要的还有

嫁接的亲和性,
 

倘若砧木和接穗之间亲和性高,
 

嫁接栽培的优势在生产中将更加明显.
 

目前,
 

野生茄子‘托
鲁巴姆(Solanum

 

torvum)因具有优良的嫁接亲和性、
 

抗逆性和抗病性,
 

成为番茄嫁接栽培中应用最为广泛

的砧木品种之一,
 

但因其存在种子小、
 

种皮致密、
 

休眠性强、
 

种子发芽慢且不整齐、
 

砧木成苗率低等局限,
 

严重影响了番茄嫁接栽培的进一步推广应用[6].
 

鉴于此,
 

本研究以西南大学园艺植物发育与逆境生物学创

新团队最新育成的砧木品种‘砧茄一号’为试验砧木,
 

以‘托鲁巴姆’为对照砧木,
 

以番茄品种‘千娇’
 

‘粉贵

妃’
 

‘家得乐174’和‘香脆一号’为接穗,
 

分别嫁接后比较两种砧木对番茄生长发育、
 

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以

期为番茄嫁接栽培的砧木选择提供参考,
 

进一步促进番茄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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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以‘砧茄一号’(品种权号:
 

20211007241,
 

公告日:
 

2022年5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为试

验砧木,
 

以‘托鲁巴姆’为对照砧木,
 

以广西田阳家得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育成或推广的‘千娇’‘粉贵妃’
‘家得乐174’‘香脆一号’4个番茄品种(均为粉红色樱桃番茄)为接穗,

 

进行嫁接后的植株用于本试验.
1.2 方法

1.2.1 试验时间及地点

2020年6月在西南大学园艺植物发育与逆境生物学实验室进行砧木种子催芽.
 

选取饱满且色泽好

的‘砧茄一号’和‘托鲁巴姆’种子各70粒,
 

分别均匀放到用纯水和赤霉素(500
 

mg/L)润湿的覆有滤纸的

培养皿上,
 

随后将含有种子的培养皿放入28
 

℃烘箱培养.
 

2020年7月在蔬菜育苗室将经过催芽后的砧木

种子播入60孔穴盘中进行育苗,
 

营养土成分草炭、
 

珍珠岩和蛭石的比例为3∶1∶1.
 

2020年8月进行接穗

番茄种子的播种,
 

当番茄幼苗生长至2叶1心时,
 

以劈接法嫁接到砧木上.
 

嫁接后将嫁接苗移入育苗箱,
 

培

养3~5
 

d后,
 

打开育苗箱通气孔,
 

降低湿度,
 

再继续培养10
 

d后进行正常管理.
 

2020年10月将植株状态

良好的嫁接苗移栽至西南大学试验地的网室中,
 

按当地生产条件进行正常田间管理,
 

待盛果期对嫁接组合

的果实进行取样,
 

用于可溶性固形物、
 

可溶性糖和维生素C质量分数等生理指标以及单果质量、
 

单穗果数、
 

单株结果数和单株产量等生长指标的测定.
1.2.2 测定项目及方法

发芽率测定:
 

鉴于‘托鲁巴姆’种皮致密、
 

休眠性强的特性,
 

采用500
 

mg/L赤霉素溶液对‘托鲁巴姆’

种子进行预处理,
 

而用等量纯水对‘砧茄一号’种子进行预处理,
 

随后放于同一环境条件下进行发芽试验,
 

且发芽试验期间每天用等量蒸馏水对两种砧木种子进行冲洗,
 

观察统计发芽情况,
 

计算公式为

P=(X/Y)×100
式中,

 

P 为种子发芽率(%),
 

X 为发芽种子粒数,
 

Y 为供试种子粒数.
幼苗抗逆性测定:

 

选取经过催芽处理且露白程度一致的砧木种子进行干旱处理和盐处理.
 

以 MS培养

基为对照,
 

以加有200
 

mmol/L甘露醇的 MS培养基为干旱处理,
 

以加有200
 

mmol/L氯化钠的 MS培养

基为盐处理[7],
 

观察其在逆境条件下的发芽及成苗情况.
植株生长及果实产量测定:

 

嫁接苗定植前3
 

d,
 

统计幼苗的株高、
 

茎粗以及叶面积;
 

果实采收期,
 

测定

或统计单果质量、
 

单穗果数、
 

单株结果数及单株产量;
 

果实末收期至拉秧时统计地上部鲜质量、
 

地下部鲜

质量、
 

主根质量和侧根质量.
果实品质测定:

 

从嫁接苗和自根苗植株上均选取植株成熟一致的果实,
 

用普通的游标卡尺测定果实纵

径、
 

横径,
 

计算果实指数.
 

以钉钯 W-20韦氏硬度计测定果实硬度,
 

以手持式糖度仪测定果实可溶性固形物

的质量分数.
 

在称取果实质量后,
 

对其进行研磨而后取样,
 

以蒽酮比色法[8]测定可溶性糖的质量分数,
 

采

用2,
 

6-二氯酚靛酚滴定法[8]测定维生素C的质量分数,
 

分光光度计法测定类胡萝卜素的质量分数.
1.3 数据分析

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19软件进行数据录入、
 

分析及作图,
 

采用GraphPad
 

Prism
 

8.0.1和DPS软件

对数据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和方差分析.
 

处理间的多重比较采用Duncan新复极差法(p<0.05)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两种砧木种子发芽率的比较

为了比较‘砧茄一号’与‘托鲁巴姆’的发芽率,
 

我们统计了经催芽处理后两者的发芽势和发芽时间.
 

由

于‘托鲁巴姆’正常纯水处理10
 

d内都没法发芽,
 

因此我们利用500
 

mg/L赤霉素进行处理,
 

结果如表1.
 

纯

水预处理的‘砧茄一号’种子催芽3
 

d就能全部发芽,
 

500
 

mg/L赤霉素预处理的‘托鲁巴姆’种子催芽6
 

d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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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发芽,
 

第10
 

d全部发芽;
 

在发芽速度上经纯水预处理的‘砧茄一号’比用500
 

mg/L赤霉素处理的‘托
鲁巴姆’种子提早4

 

d发芽.
 

结果表明,
 

‘砧茄一号’与‘托鲁巴姆’种子的发芽势和发芽时间存在差异,
 

‘砧
茄一号’比‘托鲁巴姆’更容易发芽,

 

发芽的速度更快,
 

且不需要进行赤霉素处理.
表1 不同预处理下两种砧木种子发芽率的比较

催芽后

天数/d

砧茄一号

(纯水预处理)/%

托鲁巴姆

(500
 

mg/L赤霉素预处理)/%

催芽后

天数/d

砧茄一号

(纯水预处理)/%

托鲁巴姆

(500
 

mg/L赤霉素预处理)/%

1 0 0 6 100 1

2 10 0 7 100 14

3 100 0 8 100 74

4 100 0 9 100 88

5 100 0 10 100 100

2.2 两种砧木幼苗生长情况的比较

2.2.1 两种砧木幼苗生长速度的比较

为了比较‘砧茄一号’与‘托鲁巴姆’幼苗真叶的生长速度,
 

我们统计了两种幼苗从第1片真叶长出至第

3片真叶长出时所用的时间,
 

结果如表2.‘砧茄一号’幼苗的第1片真叶、
 

第2片真叶和第3片真叶全长出

用时分别比‘托鲁巴姆’幼苗快8
 

d,
 

8
 

d和6
 

d.
 

综上表明,
 

‘砧茄一号’比‘托鲁巴姆’幼苗的生长速度显著更

快.
 

此外,
 

我们对砧木幼苗的株高也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图1.
 

连续31
 

d统计两种砧木幼苗的株高,
 

可以看

出‘砧茄一号’幼苗的平均株高明显高于‘托鲁巴姆’(约2
 

cm),
 

即‘砧茄一号’幼苗的生长速度较‘托鲁巴

姆’幼苗更快.
表2 两种砧木幼苗生长速度的比较

幼苗生长情况 砧茄一号 托鲁巴姆

第1片真叶全长出用时/d 13±1c 21±3b

第2片真叶全长出用时/d 18±1b 26±2ab

第3片真叶全长出用时/d 24±2a 30±3a

  注:
 

表中数值为x±s,
 

小写字母不同表示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图1 两种砧木幼苗株高的比较

2.2.2 两种砧木幼苗生长势的比较

幼苗的根系发达程度会影响幼苗的生长

势,
 

同时叶面积的大小会影响光合产物积累

的量.
 

为了比较‘砧茄一号’与‘托鲁巴姆’幼
苗的生长势,

 

我们对其幼苗的根系以及叶面

积进行了分析,
 

结果如图2.
 

当幼苗长至2叶

1心时,
 

‘砧茄一号’比‘托鲁巴姆’的幼苗主

根长1.2
 

cm.
 

生长初期的‘砧茄一号’幼苗显

著比‘托 鲁 巴 姆’幼 苗 茎 粗 壮,
 

叶 面 积 也 更

大.
 

综上表明,
 

‘砧茄一号’幼苗根系比‘托鲁

巴姆’幼苗根系更加发达,
 

生长势也强于‘托
鲁巴姆’.

2.2.3 两种砧木抗逆性的比较

干旱胁迫与盐胁迫会对番茄生长产生抑制

作用,
 

会影响番茄果实的产量和品质,
 

因此选用抗盐和抗旱的砧木尤为重要.
 

为了比较‘砧茄一号’和‘托鲁

巴姆’的抗逆性,
 

我们针对种子的发芽环境设置了干旱处理与盐处理,
 

并统计他们的发芽情况,
 

结果如

图3.
 

在MS培养基上,
 

经过赤霉素和纯水预处理后的
 

‘砧茄一号’种子发芽率为100%,
 

而‘托鲁巴姆’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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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率分别为87.5%和62.5%(图3a);
 

在加200
 

mmol/L甘露醇的MS培养基上,
 

经过赤霉素和纯水预处理

后的‘砧茄一号’种子发芽率分别为100%和75%,
 

而‘托鲁巴姆’的发芽率均为0(图3b);
 

在加200
 

mmol/L
氯化钠的 MS培养基上,

 

经过赤霉素和纯水预处理后的
 

‘砧茄一号’种子发芽率分别为87.5%和100%,
 

而‘托鲁巴姆’的发芽率均为0(图3c).
 

综上表明,
 

在干旱处理和盐处理的条件下,
 

‘砧茄一号’的种子都

能够正常发芽,
 

而‘托鲁巴姆’则发芽困难,
 

说明‘砧茄一号’对环境的适应性更强,
 

抵御逆境的能力也比

‘托鲁巴姆’强.

图2 两种砧木幼苗生长势(25
 

d)的比较

2.3 不同番茄品种嫁接两种砧木植株长势的比较

为了比较‘砧茄一号’和‘托鲁巴姆’作为砧木与不同番茄品种嫁接后植株生长势的变化,
 

我们对嫁接苗

的植株及根系的生长势进行了分析,
 

结果如表3.以‘千娇’为接穗时,
 

‘砧茄一号’嫁接植株的地上部质量、
 

地下部质量、
 

侧根质量分别比‘托鲁巴姆’嫁接植株高65
 

g,
 

1.7
 

g,
 

3.2
 

g;
 

以‘粉贵妃’为接穗时,
 

‘砧茄一

号’嫁接植株的地上部质量、
 

地下部质量、
 

侧根质量分别比‘托鲁巴姆’嫁接植株高223
 

g,
 

0.7
 

g,
 

2.2
 

g;
 

以

‘家得乐174’为接穗时,
 

‘砧茄一号’嫁接植株的地上部质量、
 

地下部质量、
 

主根质量分别比‘托鲁巴姆’嫁
接植株高30

 

g,
 

1.7
 

g,
 

4.7
 

g;
 

以‘香脆一号’为接穗时,
 

‘砧茄一号’嫁接植株的地上部质量、
 

地下部质量、
 

侧根质量分别比‘托鲁巴姆’嫁接植株高14
 

g,
 

3.5
 

g,
 

3.7
 

g.
 

显著性差异分析表明,
 

以‘千娇’
 

‘粉贵妃’
 

‘家
得乐174’为接穗时,

 

‘砧茄一号’与‘托鲁巴姆’嫁接植株的地上部质量、
 

主根质量和侧根质量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以‘香脆一号’为接穗时,
 

嫁接植株的地下部质量和侧根质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3).
 

综上表明,
 

‘砧茄一号’砧木番茄植株的田间长势明显好于‘托鲁巴姆’砧木番茄植株,
 

其长势好,
 

根系发达,
 

更加能促

进嫁接番茄植株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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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逆境处理下两种砧木种子发芽情况的比较

表3 不同番茄品种嫁接两种砧木对植株长势及根系影响的比较

嫁接组合(接穗/砧木) 地上部质量/g 地下部质量/g 主根质量/g 侧根质量/g

千娇/砧茄一号 965±9.54a 35.0±1.25a 16.3±0.40b 18.4±0.60a

千娇/托鲁巴姆 900±11.00b 33.3±2.00a 17.7±0.62a 15.2±0.72b

粉贵妃/砧茄一号 964±10.58a 42.5±1.28a 19.4±0.56b 23.1±0.95a

粉贵妃/托鲁巴姆 741±8.54b 41.8±1.11a 20.9±0.66a 20.9±0.30b

家得乐174/砧茄一号 1
 

808±13.89a 35.4±1.41a 18.4±1.06a 17.0±0.60b

家得乐174/托鲁巴姆 1
 

778±11.53b 33.7±1.48a 13.7±0.50b 20.0±1.41a

香脆一号/砧茄一号 997±3.61a 26.8±1.25a 10.5±0.56a 16.3±0.60a

香脆一号/托鲁巴姆 983±10.15a 23.3±1.28b 10.7±0.82a 12.6±0.79b

  注:
 

表中数值为x±s,
 

小写字母不同表示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01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5卷



2.4 不同番茄品种嫁接两种砧木番茄果实产量的比较

番茄果实的质量与数量会影响番茄的产量.
 

为了比较‘砧茄一号’和‘托鲁巴姆’作为砧木与番茄自根苗

嫁接后对番茄产量的影响,
 

我们对嫁接番茄的单果质量、
 

单穗果数、
 

单株结果数和单株产量进行了分析.
 

结果如表4.
 

以‘千娇’为接穗时,
 

‘砧茄一号’嫁接植株单株结果数、
 

单穗果数和单株产量分别比‘托鲁巴

姆’嫁接植株多15个,
 

1个和74
 

g;
 

以‘粉贵妃’为接穗时,
 

‘砧茄一号’嫁接植株单穗果数、
 

单果质量和单株

产量分别比‘托鲁巴姆’嫁接植株多2个,
 

1.2
 

g和90
 

g;
 

以‘家得乐174’为接穗时,
 

‘砧茄一号’嫁接植株单

株结果数、
 

单穗果数和单株产量分别比‘托鲁巴姆’嫁接植株多25个,
 

1个和242
 

g;
 

以‘香脆一号’为接穗

时,
 

‘砧茄一号’嫁接植株单株结果数、
 

单果质量和单株产量分别比‘托鲁巴姆’嫁接植株多17个,
 

1.1
 

g和

272
 

g.
 

显著性差异分析表明,
 

以‘千娇’和‘家得乐174’为接穗时,
 

‘砧茄一号’与‘托鲁巴姆’嫁接番茄的单

果质量、
 

单株结果数和单株产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以‘粉贵妃’为接穗时,
 

嫁接番茄的单果质量和单株产

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以‘香脆一号’为接穗时,
 

嫁接植株的单株结果数和单株产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4).
 

综上表明,
 

‘砧茄一号’砧木番茄的果实产量高于‘托鲁巴姆’砧木番茄的果实产量.
表4 不同番茄品种嫁接两种砧木对果实产量影响的比较

嫁接组合(接穗/砧木) 单果质量/g 单穗果数/个 单株结果数/个 单株产量/g

千娇/砧茄一号 9.0±0.20b 12±1a 43±1a 391±31.19a

千娇/托鲁巴姆 11.7±0.70a 11±1a 28±2b 317±26.85b

粉贵妃/砧茄一号 14.0±0.66a 12±1a 57±2a 803±30.56a

粉贵妃/托鲁巴姆 12.8±0.36b 10±1a 58±4a 713±34.99b

家得乐174/砧茄一号 10.7±0.53b 11±1a 48±4a 527±61.07a

家得乐174/托鲁巴姆 11.9±0.20a 10±1a 23±1b 285±47.94b

香脆一号/砧茄一号 12.0±0.50a 11±1a 61±2a 742±79.18a

香脆一号/托鲁巴姆 10.9±0.56a 11±1a 44±1b 470±38.59b

  注:
 

表中数值为x±s,
 

小写字母不同表示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5 不同番茄品种嫁接两种砧木与自根苗番茄果实品质的比较

2.5.1 嫁接苗与自根苗番茄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及可溶性糖质量分数的比较

番茄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和可溶性糖质量分数的高低对番茄果实的实质产量(营养产量)有着重要的影

响,
 

同时可溶性糖质量分数的大小可影响幼苗叶片的渗透势进而提高幼苗的吸水能力[9],
 

也是衡量番茄品

质的重要指标.
 

为了比较‘砧茄一号’与‘托鲁巴姆’作为砧木对番茄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及可溶性糖质量分数

的影响,
 

我们对嫁接后番茄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
 

可溶性糖质量分数进行了分析,
 

结果如表5.
 

以‘千娇’为
接穗时,

 

‘砧茄一号’砧木番茄果实中的可溶性固形物、
 

可溶性糖质量分数最高,
 

分别为9.67%,
 

0.18%,
 

同自根苗番茄果实和‘托鲁巴姆’砧木番茄果实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以‘粉贵妃’为接穗时,
 

‘砧茄一号’

砧木番茄果实中的可溶性固形物质量分数最高,
 

为7.13%,
 

与‘托鲁巴姆’砧木番茄果实间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而‘托鲁巴姆’砧木番茄果实中的可溶性糖质量分数比‘砧茄一号’砧木番茄果实高0.01%,
 

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以‘家得乐174’为接穗时,
 

‘砧茄一号’砧木番茄果实中的可溶性固形物、
 

可溶性糖质量分数最

高,
 

为10.47%,
 

0.28%,
 

同自根苗番茄果实和以‘托鲁巴姆’为砧木的番茄果实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以

‘香脆一号’为接穗时,
 

‘砧茄一号’砧木番茄果实中的可溶性固形物、
 

可溶性糖质量分数最高,
 

为11.40%,
 

0.30%,
 

其可溶性糖质量分数同自根苗番茄果实和‘托鲁巴姆’为砧木的番茄果实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表明,
 

以‘砧茄一号’为砧木,
 

果实中的可溶性固形物、
 

可溶性糖质量分数大多呈上升趋势,
 

而以‘托鲁巴

姆’为砧木,
 

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
 

可溶性糖质量分数大多呈下降趋势,
 

不同砧木所嫁接的番茄与自根苗番

茄的可溶性固形物、
 

可溶性糖质量分数间也存在差异.
 

综上表明,
 

‘砧茄一号’作为砧木有利于提高果实的

营养产量及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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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嫁接苗与自根苗番茄果实中可溶性固形物、
 

可溶性糖质量分数的比较

嫁接组合(接穗/砧木) 可溶性固形物/% 可溶性糖/%

千娇/砧茄一号 9.67±0.15a 0.18±0.01a

千娇/托鲁巴姆 5.57±0.12c 0.14±0.02b

千娇 7.93±0.64b 0.15±0.00b

粉贵妃/砧茄一号 7.13±0.45a 0.20±0.01a

粉贵妃/托鲁巴姆 6.17±0.51b 0.21±0.03a

粉贵妃 6.87±0.23ab 0.14±0.02b

家得乐174/砧茄一号 10.47±0.29a 0.28±0.09a

家得乐174/托鲁巴姆 9.97±0.95a 0.20±0.06a

家得乐174 10.33±0.78a 0.20±0.03a

香脆一号/砧茄一号 11.40±3.62a 0.30±0.01a

香脆一号/托鲁巴姆 7.57±0.15a 0.18±0.01b

香脆一号 10.07±0.50a 0.18±0.01b

  注:
 

表中数值为x±s,
 

小写字母不同表示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5.2 嫁接苗与自根苗番茄果实中维生素C质量分数的比较

番茄果实中维生素C质量分数的高低对果实的营养品质有着重要的影响,
 

维生素C(Vc)也是衡量果实

品质的重要指标.
 

为了比较‘砧茄一号’与‘托鲁巴姆’作为砧木对番茄果实Vc质量分数的影响,
 

我们对嫁

接后番茄果实Vc的质量分数(以每100
 

g计)进行了测定分析,
 

结果如图4.
 

以‘粉贵妃’为接穗时,
 

‘砧茄一

号’砧木番茄果实中Vc质量分数比‘托鲁巴姆’砧木番茄果实和自根苗番茄果实分别高4.4%和6.6%,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图4a);
 

以‘千娇’为接穗时,
 

‘砧茄一号’砧木番茄果实中Vc质量分数比‘托鲁巴姆’砧木

番茄果实和自根苗番茄果实分别高6.4%和12.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图4b);
 

以‘家得乐174’为接穗时,
 

‘砧茄一号’砧木番茄果实中Vc质量分数比‘托鲁巴姆’砧木番茄果实和自根苗番茄果实分别高11.0%和

9.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图4c);
 

以‘香脆一号’为接穗时,
 

‘砧茄一号’砧木番茄果实中Vc质量分数比

‘托鲁巴姆’砧木番茄果实和自根苗番茄果实分别高7.0%和2.0%,
 

与‘托鲁巴姆’砧木番茄果实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图4d).
 

综上表明,
 

以‘砧茄一号’为砧木分别与4种接穗品种嫁接,
 

其嫁接果实的Vc质量分

数最高,
 

均高于自根果实和以‘托鲁巴姆’为砧木的嫁接果实.

2.5.3 嫁接苗与自根苗番茄果实类胡萝卜素质量分数的比较

番茄果实类胡萝卜素质量分数的高低影响着果实的品质(外观品质与营养品质),
 

番茄类胡萝卜素的质

量分数是影响番茄颜色的指标之一,
 

也是衡量番茄营养品质的重要指标.
 

为了比较‘砧茄一号’与‘托鲁巴

姆’作为砧木对番茄果实类胡萝卜素质量分数的影响,
 

我们对嫁接后番茄果实类胡萝卜素的质量分数进行

了分析,
 

结果如图5.
 

以‘粉贵妃’为接穗时,
 

‘砧茄一号’砧木番茄果实中类胡萝卜素的质量分数与‘托鲁巴

姆’砧木番茄果实和自根苗番茄果实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图5a);
 

以‘千娇’为接穗时,
 

“砧茄一号”砧木番茄

果实中类胡萝卜素的质量分数与‘托鲁巴姆’砧木番茄果实和自根苗番茄果实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图5b);
 

以‘家得乐174’为接穗时,
 

‘砧茄一号’砧木番茄果实中类胡萝卜素的质量分数与‘托鲁巴姆’砧木番茄果实

和自根苗番茄果实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图5c);
 

以‘香脆一号’为接穗时,
 

‘砧茄一号’砧木番茄果实中类胡萝

卜素的质量分数与‘托鲁巴姆’砧木番茄果实和自根苗番茄果实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图5d).
 

综上表明,
 

以

‘砧茄一号’
 

‘托鲁巴姆’为砧木分别与4种接穗品种嫁接对番茄果实类胡萝卜素的质量分数影响均无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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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p<0.05,
 

**表示p<0.0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s表示p>0.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图4 嫁接苗与自根苗番茄果实中Vc质量分数的比较

2.5.4 不同番茄品种嫁接两种砧木对果实外观品质影响的比较

番茄的外观品质在番茄市场上有着重要的作用,
 

也会影响到番茄的产量和品质.
 

为了比较
 

‘砧茄一号’

与‘托鲁巴姆’作为砧木对番茄果实外观品质的影响,
 

我们对嫁接后番茄果实纵径、
 

横径、
 

果形指数、
 

果实

硬度进行分析,
 

结果如表6.
 

以‘千娇’为接穗时,
 

‘砧茄一号’砧木番茄的果实纵径、
 

果形指数、
 

果实硬度分

别比‘托鲁巴姆’砧木番茄果实高1.1
 

cm,
 

0.007,
 

0.10%;
 

以‘粉贵妃’为接穗时,
 

‘砧茄一号’砧木番茄的果

实纵径、
 

果实横径、
 

果形指数、
 

果实硬度分别比‘托鲁巴姆’砧木番茄果实高1.6
 

cm,
 

0.4
 

cm,
 

0.018,
 

1.80%;
 

以‘家得乐174’为接穗时,
 

‘砧茄一号’砧木番茄的果实纵径、
 

果形指数、
 

果实硬度分别比‘托鲁巴

姆’砧木番茄果实低0.8
 

cm,
 

0.058,
 

5.80%;
 

以‘香脆一号’为接穗时,
 

‘砧茄一号’砧木番茄的果实纵径、
 

横径、
 

果形指数、
 

果实硬度分别比‘托鲁巴姆’砧木番茄果实高0.8
 

cm,
 

0.2
 

cm,
 

0.016,
 

1.55%.
 

结果表明,
 

以‘千娇’‘粉贵妃’‘香脆一号’为接穗时,
 

‘砧茄一号’砧木番茄果实的外观品质明显高于‘托鲁巴姆’砧木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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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果实,
 

说明‘砧茄一号’砧木番茄果实的形状美观、
 

硬度强、
 

不易机械损伤以及耐储存.

ns表示p>0.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图5 嫁接苗与自根苗番茄果实中类胡萝卜素质量分数的比较

表6 不同番茄品种嫁接两种砧木对果实外观品质影响的比较

嫁接组合(接穗/砧木) 果实纵径/cm 果实横径/cm 果形指数 果实硬度/%

千娇/砧茄一号 29.4±1.64a 24.9±1.75a 0.718±0.015a 71.80±0.62a
千娇/托鲁巴姆 28.3±1.61a 25.3±1.48a 0.711±0.013a 71.70±1.51a

粉贵妃/砧茄一号 31.4±3.22a 28.0±2.00a 0.719±0.006a 71.90±0.78a
粉贵妃/托鲁巴姆 29.8±2.39a 27.6±1.65a 0.701±0.009b 70.10±0.70b

家得乐174/砧茄一号 27.8±1.59a 25.5±1.32a 0.659±0.011b 65.90±1.14b
家得乐174/托鲁巴姆 28.6±1.49a 25.5±0.87a 0.717±0.010a 71.70±1.35a
香脆一号/砧茄一号 33.0±1.65a 26.7±0.72a 0.720±0.010a 72.00±1.11a
香脆一号/托鲁巴姆 32.2±1.60a 26.5±0.95a 0.704±0.013a 70.45±0.61a

  注:
 

表中数值为x±s,
 

小写字母不同表示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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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结论

番茄嫁接时,
 

砧木与接穗之间的亲和性(即嫁接亲和性)尤为重要,
 

它决定了嫁接成活率以及嫁接后是

否能更好地发挥其嫁接优势.
 

番茄嫁接栽培中,
 

与嫁接亲和性同等重要的是砧木的选择,
 

因为嫁接能否达

到增产和抗逆的效果关键还在于砧木[10].
 

莫豪葵等[11]认为‘托鲁巴姆’砧木与番茄品种的嫁接亲和性特别

是共生性相对较差,
 

在番茄生产上不宜继续推广使用.
 

在本试验中,
 

将最新育成的砧木品种‘砧茄一号’与
‘托鲁巴姆’作为番茄砧木对番茄的影响进行了比较,

 

结果表明,
 

‘砧茄一号’能显著促进番茄的生长发育,
 

提高番茄的产量和品质,
 

这与高方胜等[12]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本试验中,

 

首先对两种砧木种子发芽、
 

抗逆性和幼苗生长情况进行了比较.
 

结果发现,
 

‘托鲁巴姆’种
子需要每天用蒸馏水冲洗,

 

否则非常不利于发芽,
 

而‘砧茄一号’种子简单经过纯水处理后便能正常发芽.
 

‘托鲁巴姆’比‘砧茄一号’种子处理起来麻烦且发芽质量不好,
 

因此采用500
 

mg/L赤霉素溶液对‘托鲁巴

姆’种子进行处理,
 

所加入溶液的量依据发芽情况依次减少,
 

并观察其发芽情况.
 

通过对砧木种子进行逆境

处理,
 

‘砧茄一号’在干旱处理和盐处理的条件下都能够正常发芽,
 

该结果辅助证明了‘砧茄一号’在嫁接番

茄的抗逆性和生长势方面有一定优势.
 

叶内矿质营养主要通过根系主动吸收获得,
 

而嫁接栽培作为一种换

根栽培,
 

必然对植株矿质营养含量产生影响,
 

主要表现为嫁接苗根体积、
 

总吸收面积高于自根苗,
 

根系活

力提高,
 

增强了根系吸收养分的能力,
 

同时改善了同化物在嫁接植株体内的运输和分配等[13].
 

鉴于此,
 

本

试验进行相关研究发现,
 

‘砧茄一号’比‘托鲁巴姆’的幼苗根系发达,
 

从幼苗株高和生长速度等生理指标结

果也表明,
 

‘砧茄一号’比‘托鲁巴姆’的幼苗长势好、
 

根系发达.
 

砧木对嫁接栽培番茄的品质和产量的影响

有不同的结论,
 

刘德兴等[14]研究表明嫁接苗经盐胁迫后降低了番茄的生长势和产量,
 

但却显著提高了果实

的品质.
 

尤春等[15]认为‘托鲁巴姆’砧木嫁接降低了植株的结果数、
 

单果质量及产量,
 

抑制了植株的生长,
 

降低了产量,
 

而‘美砧一号’砧木嫁接提高了结果数、
 

单果质量及产量.
 

Turhan等[16]则发现,
 

大多数高抗砧

木材料会不同程度地降低番茄果实的品质.
 

王汉荣等[17]认为,
 

砧木嫁接对番茄果实品质无明显影响.
 

鉴于

此,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本试验对‘砧茄一号’
 

‘托鲁巴姆’与4种接穗的嫁接番茄植株根系、
 

果实产量以

及自根苗果实品质进行测定,
 

发现‘砧茄一号’砧木番茄植株长势好,
 

根系发达,
 

更加能促进植株的生长,
 

其果实产量也高于‘托鲁巴姆’砧木番茄的果实产量.
 

另外还发现,
 

以‘砧茄一号’为砧木,
 

番茄果实的品质

指标的平均值均呈上升趋势,
 

而以‘托鲁巴姆’为砧木,
 

番茄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
 

可溶性糖质量分数、
 

维

生素C均显著降低,
 

与罗爱华等[18]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有关研究表明,
 

番茄果实可溶性固形物每增加

1%就相当于总产量增加25%,
 

据美国统计,
 

番茄可溶性固形物每增加1%,
 

每年即可减少约7
 

000万美元

的加工费用[19].
 

维生素C是番茄中重要的抗氧化物质,
 

人体不能合成,
 

需要从蔬菜和水果中摄取[20].
 

赵润

洲等[21]通过调节色素的形成,
 

可以有目的地控制果实的色泽,
 

提高番茄的品质.
 

本研究表明‘砧茄一号’与
‘托鲁巴姆’作为砧木与4种接穗品种嫁接对番茄果实类胡萝卜素的质量分数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果与

吴绍军等[22]的研究结果相反,
 

也许是因为品种的不同所产生的结果也有所不同.
 

前人研究表明番茄果实呈

色的物质基础是其中所含类胡萝卜素的种类及质量分数[23],
 

番茄的颜色越深,
 

其中所含的类胡萝卜素质量

分数越高,
 

因此,
 

用优良的砧木与番茄嫁接对果实营养品质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砧茄一号’作为砧木嫁

接番茄可以促进生长,
 

提高产量,
 

提高植株的抗逆性,
 

改善果实的外观和营养品质.
 

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

了不同砧木嫁接对番茄产量及品质的影响不一致,
 

与王明耀等[24]和孙丽丽等[25]的观点一致.
本试验表明,

 

‘砧茄一号’能克服‘托鲁巴姆’种子发芽困难、
 

幼苗弱小、
 

育苗期长等缺点,
 

‘砧茄一号’
发芽力和生长势显著强于‘托鲁巴姆’,

 

生长初期的‘砧茄一号’幼苗明显比‘托鲁巴姆’幼苗的茎粗壮,
 

植株

高度更高,
 

叶面积更大,
 

生长速度更快,
 

在生产上应用可以节省育苗时间和降低成本.
 

筛选丰产、
 

高抗的砧

木是提高嫁接质量与效果的重要基础,
 

目前市场上趋向于选择抗逆性和抗病性强,
 

嫁接后果实产量高、
 

品

质好的砧木品种.
 

‘砧茄一号’砧木番茄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
 

可溶性糖、
 

维生素C质量分数等营养品质高

于‘托鲁巴姆’砧木番茄果实,
 

其产量得到了提高,
 

果形指数和果实硬度也发生了变化.
 

综上所述,
 

‘砧茄一

号’可作为番茄嫁接栽培中优良砧木选择的参考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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