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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中熟高产高糖耐旱甘蔗优良品系凉蔗 #$ % &!&’ 性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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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凉蔗 #$ % &!&’ 自 *+’! , &!&" - 粤农 ’# , ’." 杂交后代中历经多年选育而成。试验结果表明：该

品系高产、高糖、极耐旱、抗病虫、早中熟；出苗率高，分蘖力强，有效茎多，宿根性极强，适宜于旱坡地推广种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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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坡植蔗是攀西蔗区的主要形式，选育和引进

抗旱品种是蔗区提高单产和蔗糖分的主要途径之

一。本区干湿季节分明，旱季长而降雨偏少，因此蔗

区抗旱品种的选育主要侧重苗期抗旱的品种。凉蔗

#$ % &!&’ 是在蔗区独特的气候条件下选育出的强

抗旱性的高产高糖优良品系，其必将为蔗区蔗糖生

产做出贡献。

& 选育过程

&##) 年，我所甘蔗课题结合甘蔗亲本特征和遗

传变异规律，认真筛选国内外优良亲本 !" 个，设计

杂交组合 &) 个，委托海南甘蔗育种场进行杂交制

种。&##$ 年 0 月收到经海南甘蔗育种场杂交制种后

的 && 个杂交组合的 &. 个杂交花穗，当年播种培育

实生苗，并进行单株选择和编号。凉蔗 #$ % &!&’ 为

*+’! , &!&" - 粤农 ’# , ’." 杂交组合后代中选择出

的优良实生单株。&##. 6 !""& 年经株系圃、品系鉴

定圃、品比试验等新植蔗和宿根蔗多次试验，其蔗产

量、蔗糖分及抗逆性均明显优于对照而年年入选。

!""! 年凉蔗 #$ % &!&’ 引入会理和宁南种植，!""0
年参加攀西蔗区会理、宁南、米易及德昌进行不同气

候区域多点适应性观察试验，在初步确析其适宜区

域后，于 !""5 6 !""$ 年在会理、宁南和米易等县进

行新植蔗和宿根蔗的多点品种比较试验，!"") 6
!""$ 年在上述区域交叉进行生产试验。凉蔗 #$ %
&!&’ 在多年多点品种比较试验和生产试验中，表现

出优良的农艺经济性状和极强的抗逆性。

! 凉蔗 #$ % &!&’ 植物学特征

凉蔗 #$ % &!&’ 为中大茎品系，其株型紧凑，植

株整齐；蔗茎直立，节间圆筒形，蜡粉较厚，未见光部

位灰白色，曝光后呈淡紫红色；无木栓裂纹和木栓斑

块，无水裂，无蒲心。节突不明显，根带淡黄色，根点

! 6 0 行，不规则排列；蔗芽卵圆形，较小，芽翼前缘，

芽孔位于蔗芽前端，芽沟不明显；生长带淡黄色。叶

片直立，窄而较长，叶脉发达，叶色浓绿；叶鞘无毛，

未曝光部位黄绿色，曝光后有紫红色斑块，蜡粉较

少，包茎略紧；肥厚带黄绿色，三角形；内叶耳披针

形，外叶耳三角形；叶舌新月形。

0 农艺性状
表 & 多年多点试验凉蔗 #$ % &!&’ 与对照川蔗 &0 号新植蔗农艺性状统计结果

出苗率

37 4
分蘖率

37 4
与对照

比 3 8 7 4
基本苗数

3苗 , 9:! 4
与对照

比 3 8 7 4
总苗数

3苗 , 9:! 4
与对照

比 3 8 7 4
项目

品种（系）

川蔗 &0 ).( &$ — $5( .0 — ’.)&# — &!#""# —

凉蔗 #$ % &!&’ ’!( $) !5( #& .5( !0 !#( #! #."’$ !5( #& &."!"$ 0#( $#

与对照

比 3 8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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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苗率高

凉蔗 %& ’ "!"( 新植蔗种子具极好的萌芽特性，

萌芽快，出苗率高，出苗整齐。经多年多点试验观

测，其平均出苗率 (!$ &)* （见表 "），较对照川蔗 "#
号高 "+$ +% 个百分点。特别是在旱坡地，凉蔗 %& ’
"!"( 的出苗率均在 &)* 以上，较对照川蔗 "# 号高

", - ") 个百分点，且蔗苗粗壮，生长旺盛，地膜覆盖

后易于自动破膜。

#$ ! 分蘖力强

凉蔗 %& ’ "!"( 新植蔗苗具较强的分蘖特性，多

年多点试验观测结果，至拔节前分蘖率为 .+$ !#*
（见表 "），较对照川蔗 "# 号高 "%$ +, 个百分点。单

株宿根的分蘖率高达 "),* 以上。

#$ # 基本苗数多，总苗数量大

由于凉蔗 %& ’ "!"( 出苗率高，出苗后基本苗数

多，每公顷下种芽数 &(),, - (),,, 双芽，按平均出

苗率 (!$ &)* 和分蘖率 .+$ !#* 计算，公顷基本苗数

高达 %(),, - ""!),, 苗；公顷分蘖苗数达 .!),, -
%(),, 苗，为全田总苗数作了最大限度的补充，公顷

总苗数多达 ".,,,, - !",,,, 苗。多年多点试验结

果，每公顷基本苗数 %.,(& 苗（见表 "），比对照川蔗

"# 号多 "%))( 苗，高 !+$ %"*；每公顷总苗数 ".,!,&

苗，比对照川蔗 "# 号多 )""%( 苗，高 #%$ &%*。

#$ + 宿根性极强

凉蔗 %& ’ "!"( 具极强的宿根性。宿根发株多，

蔗苗分蘖力强，可发生多级分蘖；宿根蔗产量高，在

正常管理条件下可保留宿根 ) 年以上。经 !,,, -
!,,+ 年品系鉴定圃宿根蔗宿根性状调查结果 （见表

!），至拔节前，一年宿根蔗宿根发株数高达 !),"!)
苗 / 公顷，宿根发苗数达 ##,"&) 苗 / 公顷，总苗数

).,!%, 苗 / 公顷，分蘖率高达 "#!$ ,* ；二年宿根宿

根发株数为 !!,"", 苗 / 公顷，宿根发苗数 #,,"),
苗 / 公 顷 ， 总 苗 数 )!,!&, 苗 / 公 顷 ， 分 蘖 率 为

"#&$ +* ；三年宿根蔗宿根发株数 !,,",, 苗 / 公顷，

宿根发苗数 !.,!%, 苗 / 公顷，总苗数 +.,#%, 苗 / 公
顷，分蘖率为 "+,$ "* ；四年宿根蔗宿根发株数为

".,,%, 苗 / 公顷，宿根发苗数 !),"!) 苗 / 公顷，总

苗数 +#,!") 苗 / 公顷，分蘖率为 "#.$ %* ；五年宿根

蔗宿根发株数 "+,,(, 苗 / 公顷，宿根发苗数 !#)"!)
苗，总苗数 #()"%) 苗 / 公顷，分蘖率为 "&($ %* 。宿

根蔗苗可发生 ! - # 级分蘖，为宿根蔗夺得高产打下

良好的基础。宿根蔗 " - # 年产量高达 "#),,, -
".,,,,01 / 23!，+ - ) 年宿根蔗产量可达 ""!),, -
"#),,,01 / 23!。

五年宿根蔗

"+,,(,
!#)"!)
#()"%)
"&($ %

一年宿根蔗

!),"!)
##,"&)
).,!%,
"#!$ ,

四年宿根蔗

".,,%,
!),"!)
+#,"!)
"#.$ %

三年宿根蔗

!,,",,
!.,!%,
+.,#%,
"+,$ "

二年宿根蔗

!!,"",
#,,"),
)!,!&,
"#&$ +

宿根蔗年限

宿根发株数 4苗 / 23! 5
宿根发苗数 4苗 / 23! 5
总苗数 4苗 / 23! 5
宿根蔗分蘖率 4* 5

表 ! 凉蔗 %& ’ "!"( 品系鉴定圃多年宿根蔗性状调查统计结果

#$ ) 抗逆性强

#$ )$ " 较强的抗病性

凉蔗 %& ’ "!"( 具较强的抗病性，经多年试验未

发现有检疫性病害发生，对国内四大主要病害黑穗

病、梢腐病、嵌纹病及眼点病未发现感染，对褐条病

等其它病害及凤梨病等种子病害也有极强的抵抗能

力。

#$ )$ ! 虫害发生较轻

凉蔗 %& ’ "!"( 新植和宿根蔗苗期萌芽快，出苗

整齐，数量大，前期生长快，螟虫发生较轻。据多年

观测，螟虫发生高峰期的 # - ) 月，枯心苗发生率在

!* 以下，不会对苗期带来影响，进入中后期，很少有

螟害发生。对蔗区的另两个主要虫害粉蚧和棉蚜也

少有发生。

#$ )$ # 具极强的抗旱性

凉蔗 %& ’ "!"( 具极强的耐旱性。形态上，其株

形紧凑，叶片直立，细长，叶脉发达，叶色浓绿，叶绿

素含量多，根深叶茂等，为典型的耐旱品种的特征。

农艺性状方面，较高的出苗率和分蘖率以及宿根性

是抗旱品种的表现。凉蔗 %& ’ "!"( 是非常适合旱坡

地种植的抗旱品系，经多年观测，在攀西蔗区旱坡地

表现较为优良，主要表现为新植蔗出苗好，分蘖力

强，早生快发，植株紧凑、整齐、美观；宿根蔗芽萌芽

早，发苗快，缺株断垄少，病虫害轻，宿根茬数多；新

植和宿根蔗有效茎数多，产量和糖分高。凉蔗 %& ’
"!"( 在宁南县大同乡种植时，其极强的耐旱性和优

良的农艺经济性状深受广大蔗农的欢迎，已逐步取

代了其它品种成为该地区的主栽品种。

王友富等：早中熟高产高糖耐旱甘蔗优良品系凉蔗 %& ’ "!"( 性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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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凉蔗 #$ % &!&’ 多年多点试验经济性状统计结果

项目

品种（系）

有效茎数

(茎 ) *+! ,

川蔗 &" !’-. / !. ’’0 1&$$0 &. -&- &&/-0- &". &- &/&$#. /
凉蔗 #$ % &!&’ !10. 0 !. $"# &0&/$/ &. "&& &""&01. / &-. ’1 &#$1"

与对照相比（2 3 , !. 00 % -. ’!" !-. "1 % ’. !/& &/. "- &!. /! !#. ’$

单茎重

（45）

公顷产量

（45 ) *+!）

公顷含糖量

（45 ) *+!）

甘蔗蔗糖

分（3 ）

-. & 生长势中等，植株较高

凉蔗 #$ % &!&’ 生长势中等，其株高较高。据

!00/ 年 &! 月调查，在热量条件较好的宁南华弹，株

高可达 ""/6+，在本所试验地平均株高 !1/6+，在海

拔 &-00+ 的宁南大同乡，平均株高 !"/6+，分别比

对照川蔗 &" 号多 &/6+、’. /6+ 和 &!. /6+。多年多

点试验结果 （见表 "），凉蔗 #$ % &!&’ 平均株高

!106+，较对照川蔗 &" 号高 /. /6+。

-. ! 中大茎

凉蔗 #$ % &!&’ 为中大茎品系，茎径在 !. -/ 7
". &/6+ 之间，新植蔗茎径略大于 & 7 " 季宿根蔗，旱

坡地茎径略大于河谷坝地。多年多点试验观测，凉蔗

#$ % &!&’ 平均茎径 !. $"#6+（见表 "），低于对照川

蔗 &" 号 0. &"&6+。

-. " 有效茎数特多

凉蔗 #$ % &!&’ 有效茎数较多，新植蔗每公顷有

效茎数在 #0000 7 &!000 茎之间，宿根蔗每公顷有效

茎数多达 #’/00 7 &/0000 茎，并以较多的公顷有效

茎数夺高产。经多年多点试验观测，凉蔗 #$ % &!&’
平均公顷有效茎数为 &0&/$/ 茎 （见表 "），高于对照

川蔗 &" 号 &##0/ 茎。

-. - 产量较高

凉蔗 #$ % &!&’ 产量较高，在河谷坝地，产量

&!0000 7 &/000045 ) *+!，最高可达 &1000045 ) *+!；

在旱坡地每公顷产量 &0/000 7 &"/00045。!00- 7
!00$ 年在攀西蔗区进行的多年多点品比试验中，凉

蔗 #$ % &!&’ 平均每公顷产量 &"-1!-. /45，比对照

川蔗 &" 号多 &’$"&45，增产 &/. 0-3 ；!00/ 7 !00$ 年

完 成 的 多 年 多 点 生 产 试 验 ， 平 均 每 公 顷 产 量

&"/1’"45， 较 对 照 川 蔗 &" 号 高 !!!-145， 增 产

&#. /13 ；多年多点品比试验和生产试验结果 （见表

"），凉蔗 #$ % &!&’ 平均每公顷产量为 &""&01. /45，

较对照川蔗 &" 号高 &’’0-. /45，增产 &/. "-3 ；

-. / 早中熟，糖分高

凉蔗 #$ % &!&’ 为早中熟品系，&! 月和 & 月平

均甘蔗蔗糖分达 &-. ’13 （见表 "），较对照川蔗 &"
号的 &". &"3 高 &. $/ 个百分点（绝对值）；宿根蔗 &!
月甘蔗蔗糖分可达 &/. ’"3 ，& 月中旬甘蔗蔗糖分

高达 &’. 0&3 。

-. $ 公顷含糖量高

凉蔗 #$ % &!&’ 公顷含糖量较高，多年多点试验

结果 （见表 "），平均每公顷含糖量 &#$1"45，较对照

川蔗 &" 号高 -/&". /45，增糖 !#. ’$3 。

-. ’ 稳产性好

". /. - 具较强的抗寒性

凉蔗 #$ % &!&’ 具有很强的抗寒能力，在 !000
年初的攀西蔗区经历多次强寒潮中，对照川蔗 &" 号

和大面积生产上所有的品种以及我所试验的其它品

系均受冻，一周后受冻品种 （系）叶片几乎全部变为

白色，而凉蔗 #$ % &!&’ 未受到冻害，表现为叶色青

绿，生长正常。

". $ 早生快发，全生育期生长均匀

凉蔗 #$ % &!&’ 具有极强的早生快发的特性。其

出苗早，攀西蔗区 " 月中旬播种，基本苗的 103 以

上集中在播种后的 !0 天以内出苗，同期出苗较川蔗

&" 号早 & 周以上；其分蘖早，出苗后 !0 天即可进入

分蘖期，较对照川蔗 &" 号早 / 7 &0 天。宿根蔗发株

早，攀西蔗区 " 月初砍蔗，&/ 天内即大量蔗苗萌发，

此期蔗苗萌发多达 $03 ，!/ 天内蔗苗基本全部萌

发，同期较对照川蔗 &" 号早 ’ 7 &/ 天。据多年调查，

在 $ 月 & 日前，新植蔗和宿根蔗平均株高分别为

-!. /6+ 和 /&. 16+， 分 别 较 对 照 川 蔗 &" 号 的

!-. $6+ 和 "!. "6+ 高 &’. #6+ 和 &#. /6+；且拔节期

较对照川蔗 &" 号早 ’ 7 &0 天。新植和宿根蔗 $ 7 &0
月 总 生 长 量 为 &#!. 16+， 较 对 照 川 蔗 &" 号 的

!&-. /6+ 少 !&. ’6+，&& 7 &! 月仍有较大的生长量，

此 期 总 伸 长 量 为 "’. /6+， 较 对 照 川 蔗 &" 号 的

!-. 16+ 多 &!. ’6+。至 &! 月中旬成熟时，仍有 && 7
&- 片青叶。

- 经济性状

株高

( 6+,
茎径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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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甘蔗产量稳定的因素除不可抗拒的自然灾

害外，甘蔗品种自身的性状表现和栽培技术水平是

其重要因素。凉蔗 #$ % &!&’ 具有优良的高产、高糖、

抗病、耐旱的特征性状，为其高产稳定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在攀西蔗区进行的多年多点试验中，不论新植

蔗还是宿根蔗，没有出现因品种自身原因而造成产

量受到影响的情况，试验结果十分稳定，尤其是宿根

蔗，比其它品种更具有较高的稳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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