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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番木瓜品种组培苗在云南元谋地区的种植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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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种植在云南元谋地区的青优、青皮和苏鲁 3 个番木瓜品种的组培苗进行生长性状的测定及病虫

害发生情况的调查，获得了有价值的试验数据及结果。不仅有效地验证了组培苗的适应性和耐病性，而且为

扩大推广种植番木瓜组培苗规模以及今后的抗病育种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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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木瓜( Carica papaya L． ) 是热带、亚热带地区广泛栽培的多年生果树，它是国际第四大畅销的热带、

亚热带特色水果，原产于热带美洲，与香蕉、菠萝并称“热带三大草本果树”。目前，我国的广东、海南、广

西、云南、福建、四川等热区已形成一定的种植规模
［1 － 3］。本试验选择云南元谋县坝区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热区生态农业研究所苴林基地作为试验地，是因为该区属典型的南亚热带干热季风气候，气候四季不分

明，干燥炎热少雨，光热资源充足。年平均气温 21． 9 ℃，极端最高温度 42 ℃，最低温度 － 0． 1 ℃，年积温

7 378 ～ 8 418 ℃ ; 年日照时数 2 670． 4 h，年平均日照时数 7． 3 h·d，日照百分率为 60%，平均霜日 2 d; 年

均降雨量为 616． 7 mm，年均蒸发量为 3 946． 8 mm，蒸发量为降水量的 6． 4 倍; 7 月份气温较高，最低气温

21 ℃，最高气温 39 ℃，月平均气温 28． 5 ℃。因此，选择云南元谋对青优、青皮和苏鲁 3 个番木瓜品种组

培苗进行种植试验，并对 3 个品种在生长、病虫害等方面进行调查，旨在验证组培苗的适应性及耐病性，

为扩大推广种植番木瓜组培苗规模乃至今后抗病育种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种品种 青优、青皮和苏鲁 3 个番木瓜品种组培苗，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番木瓜生物技术室于 2010 年 4 月提供，每个品种组培苗各为 60 株，这 3 种组培苗均分别以田间筛选优良

耐病母株作为扩繁源，并通过组培技术培养获得。

1． 2 种植方法 试验地为平整新坡改梯地，未种植过其他作物，沙性土壤，pH 7 左右。种植前，以

1． 5 m ×1． 7 m( 株 × 行) 为间距，挖深 50 cm，宽 60 cm 的种植沟，回沟后每公顷施 22． 5 t 农家肥( 腐熟羊

粪) 、1． 5 t 普钙，定植成活后及花期前各施复合肥 1 次，施肥方法采用根施，每株 0． 2 kg。

1． 3 生长量及抗病虫性测定 对试种的青优、青皮和苏鲁 3 个番木瓜品种组培苗的生长( 茎粗、株高、结

果数量及果实成熟期等) 、病虫害( 环斑花叶病、白粉病、霜疫病及红蜘蛛等) 等情况进行调查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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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生长状况比较 本试验对植株的株高、地茎和结果数量( 包括成熟期) 做了比较，青优、青皮、苏鲁 3 个

番木瓜品种组培苗在云南元谋地区生长表现良好，与红妃等品种相比，具有植株矮小、结果数量多等特点。
2． 1． 1 地茎比较 对 3 个品种生长期的地茎进行测定和分析，结果表明，苏鲁( 8． 75 cm) ＞ 青皮( 8． 56
cm) ＞ 青优( 8． 03 cm) ，苏鲁和青皮之间无显著差异，青优最差，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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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 个品种的地茎比较

2． 1． 2 株高比较 对 3 个品种生长期株高进行测定和分析，结果表明，青优( 149． 92 cm ) ＞ 青皮( 143． 32
cm) ＞ 苏鲁( 137． 17 cm) ，3 个品种相比无显著差异，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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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3 结果数量及果实成熟期比较 虽然在单株结果数量上，青皮( 27． 25 个) ＞ 青优( 23． 33 个) ＞ 苏鲁

( 19． 17 个) ，但 3 个品种之间无显著差异，见图 3。果实成熟期青皮早于青优和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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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试验结果可知，苏鲁、青皮和青优在云南元谋的生长性状表现都良好，3 个品种在相同的种植

和管理水平条件下，综合起来，以青皮表现最优，无论是植株外形和结果量都符合果树高产种植的需求。
2． 2 病虫害调查及比较

2． 2． 1 番木瓜环斑花叶病发病情况 在试验地病害调查中发现，3 个品种都感染了番木瓜环斑花叶病，

感染率为 100%，病毒危害程度不一，其中，以青优最为严重，苏鲁次之，青皮相对较轻。感病植株主要表

现为花叶或退绿，新叶严重畸形，有的只剩叶脉，部分叶脉扭曲。这一结果表明，在海南表现为耐病的株

系在其他地区不一定表现为耐病。
2． 2． 2 番木瓜白粉病发病情况 番木瓜白粉病主要危害叶片、花芽，严重时也可危害果实、果梗。新叶

染病较正常叶片细弱，生长迟缓不易展开，同时还有皱缩畸形现象，且叶面略带黄色，随着新叶的伸长，病

斑也逐渐变大，并蔓延至叶片的正反两面。生长期受侵染的叶片主要在叶背形成白粉状斑块，正面叶色

发黄深浅不匀，同时叶面也呈现不平整状态。花芽受害，严重时花蕾根本不能开放即萎缩死亡。受侵较

轻者萼片及花梗变为畸形，花瓣亦变得狭长，并呈淡绿色，虽能开花，但雌、雄蕊失去作用，不能受粉座果，

最后枯萎干死。果实受害多在萼洼或梗洼处产生白色粉斑，果梗为害严重时则造成幼果萎缩早落。在果

面最初产生圆形白色粉斑，粉斑沿着果面向果梗的方向逐渐扩展变为灰白色网状锈斑且病部组织硬化。
3 个品种中以青皮感病最为严重，发病率约为 30% ～40%，青皮为严重感病; 青优和苏鲁为中度感病，感病

率约为 15% ～20%，所有引种的植株均感白粉病。
2． 2． 3 番木瓜霜疫病发病情况 病害造成叶斑褐色，不规则形，水渍状，潮湿时背面产生白霉。茎杆发

病呈深褐色，水渍状腐烂，表面有白霉。3 个品种均有感病，发病率约为 40% ～ 50%，但从发病程度来看，

青皮 ＞ 青优 ＞ 苏鲁，青皮为严重感病，青优和苏鲁为中度感病。
2． 2． 4 害虫危害情况 以红蜘蛛虫害为重，其成螨和若螨活动于叶片背面，吸取汁液。叶片缺绿变黄

点，受害严重的叶片黄点连成一片，严重影响植株的光合作用，进而影响果实的品质。
从以上结果可知，本试验试种的青皮、青优、苏鲁 3 个品种与邻地块种植的红妃等其他番木瓜品种相

比，番木瓜环斑花叶病、番木瓜白粉病及番木瓜霜疫病的发病较重，但发现同地块或同个小区域内除青

皮、青优、苏鲁的番木瓜外，其他品种均有番木瓜瘤肿病和番木瓜根腐病的发生，而在试种的青皮、青优、
苏鲁 3 个品种种植区内未见发生，说明这 3 个品种对番木瓜瘤肿病和番木瓜根腐病有较强的抗病性。

3 讨 论

1) 在海南地区筛选的耐病品种母株培育的组培苗在云南元谋地区表现为不耐病，这充分说明各地区

木瓜环斑花叶病毒存在差异性和多变性
［4 － 5］，同时也说明了通过同源 CP-RNA 介导技术培育抗病品

种
［5 － 7］

不仅可行，而且符合番木瓜生产实际需求，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2) 本试验结果也表明以下 2 种防控 PRSV 方法是符合实际需要的: 一种是目前笔者所在研究室正在

研发的抗病转基因优质组培苗，另一种是非转基因优质组培苗结合外源分子介导抗病性技术，即利用

RNA 沉默的原理，构建含有国内不同地区的 PRSV-CP 基因保守区域( 3'端 － 278 bp 区段) 不同长度片段

的、具有反向重复序列的原核表达载体，通过转化大肠杆菌 RNaseⅢ缺陷型菌株诱导 PRSV-CP dsRNA 表

达，直接施于植株表面以防控 PRSV 的新方法和新策略
［8 － 11］。

3) 3 个品种组培苗在云南元谋试验区表现为有较强的番木瓜瘤肿病和番木瓜根腐病抗病性，说明这

2 种病害无地区性差异，为今后番木瓜抗病品种培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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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ing Test of Three Varieties of Papaya in Vitro Plantlet
at Yuanmou，Yunnan

ZHOU Peng1，JI Zhong-hua2，DUAN Ri-tang2，SHEN Wen-tao1，LI Xiao-ying1

( 1． Institute of Tropical Biotechnology and Biosciences，Analysis and Testing Center，CATAS，Haikou 571101，China;

2． Institute of Tropical Econ-agricultural Science，YAAS，Yuanmou 651300，China)

Abstract: By determining growth properties and investigating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of three varieties of papa-
ya in vitro plantlet ( qingyou，qingpi and solo) ，which were planted at Yuanmou，Yunnan，some important data
were obtained． These results not only validate the environmental suitability and disease resistance of papaya in
vitro plantlet effectively，but als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information for expanding cultivating of papaya in vitro
plantlet on a large scale and papaya breeding for disease resistance．
Key words: papaya; tissue culture seedling; growth properties;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Yuanmou，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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