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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新品系桂糖 08-1589 在柳州的试验种植表现
韦开军　邓　思　阳康春　韦冠睦　杨业彬　周　颀　覃耀冠

（柳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 广西农业科学院柳州分院，柳州 545003）

摘要：通过对甘蔗新品系桂糖 08-1589 进行 1 年新植 2 年宿根的试验种植观察，以新台糖 22 号为对照品种，了解该品系

在柳州的种植表现。试验结果表明：桂糖 08-1589 新植出苗率及宿根发株率均高于对照新台糖 22 号，较抗黑穗病、梢腐病等，

有效茎数多、成茎率高、宿根性强，具有较好的高产、稳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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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是我国最主要的糖料作物，甘蔗产业是我

国南方主产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和农民增收的

主要来源。柳州蔗区是广西重要的甘蔗产地之一，

甘蔗生产受霜、旱影响较严重，因而要求种植的甘蔗

品种宿根性强，且耐旱、耐寒性好 [1]。由于甘蔗生产

主要为无性繁殖并长期连作，各种病原体在种苗中

长年积累，导致蔗区主栽品种品性退化严重，因此甘

蔗栽培品种的更新换代是保障甘蔗产业稳定、持续

和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甘蔗品种区域试验是

育种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环节，是鉴

定新品种丰产性、稳定性、抗逆性、适应性的技术手

段 [2-4]，通过对引进的甘蔗新品种（系）试验观察，了

解其区域生态适应性，为甘蔗新品种的登记及推广

应用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概况及田间设计　试验在柳州市农业科

学研究所甘蔗试验基地进行，试验用地肥力中等、

地力均匀、平整、排灌方便。试验品系桂糖 08-1589
蔗种由广西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提供，对照品种

新台糖 22 号为试验基地自留种，新植蔗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种植，下种量为 7500 芽 /667m2，2017 年、

2018 年分别对同一试验组的宿根蔗进行管理和试

验数据的调查。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排列，设 3 个重

复，4 行区，行距 1.0m，行长 9m，新植及宿根蔗田间

管理按当地常规生产水平进行。

1.2　调查项目及计算方法　萌芽率，计算公式：萌

芽率（％）= 小区总苗数 / 小区下种芽数 ×100；
在 4 月中旬至 5 月中旬蔗芽基本萌芽出土完毕时

调查小区苗数 1 次。宿根发株率，4 月上旬至 5 月

上旬当宿根发株基本结束时调查 1 次各小区发株

数，计算公式：发株率（％）= 小区总株数 / 小区上

年有效茎数 ×100。分蘖率，分蘖苗数占基本苗

数比例，计算公式：分蘖率（％）=（小区总苗数 - 
小区基本苗数）/ 小区基本苗数 ×100；在 5 月中

下旬甘蔗分蘖末期调查每小区总苗数 1 次。枯

心率，枯心苗数占基本苗数比例，计算公式：枯心 
率（％）= 小区枯心苗数 / 小区总苗数 ×100；在 5
月中下旬甘蔗分蘖末期调查每小区枯心苗数。黑

穗病病害率，黑穗抽出和未抽出的病株数占总株数

之比例，计算公式：黑穗病病害率（％）= 病害植株

数 ÷ 植株总数 ×100；5 月中下旬至 6 月中旬进

行调查。梢腐病病害率，梢腐病病害株数占总株数

之比例，计算公式：梢腐病病害率（％）= 病害植株

数 ÷ 植株总数 ×100；6 月中旬至 7 月上旬进行

调查。株高（cm），从地面到最高可见肥厚带的距

离为植株株高；10 月中下旬或收获前进行调查，调

查每小区中间行 15 株的植株高度并求平均值。茎

径（cm），植株中部节间中间正对芽方向两侧的直

径；茎径在 10 月中下旬或收获前进行调查，调查每

小区中间行 15 株的茎径并求平均值。有效茎数 
（条 /667m2），株高超过 1.3m 以上的植株数；在 10
月中下旬或收获前调查，调查每小区的全部有效茎

数按小区面积换算，即亩有效茎数 =667m2÷ 小区

面积 × 小区有效茎数。蔗茎产量（kg/667m2），砍

收小区原料蔗实际称重折亩蔗茎产量，即亩蔗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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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667m2÷ 小区面积 × 小区蔗茎重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桂糖 08-1589 新植、宿根蔗主要农艺性状及抗

病性试验表现　由表 1 可知，桂糖 08-1589 新植出苗

率高于对照新台糖 22 号，达 64.5%，差异不显著；分

蘖率高于对照，为 112.4%，新台糖 22 号为 53.5%，与

对照差异达显著水平；枯心率略高于对照，差异不显

著；黑穗病率及梢腐病率均低于对照，分别为 0.1%、

1.3%，新台糖 22 号分别为 0.3%、2.9%。宿根蔗试验

表现可知，桂糖 08-1589 第 1、2 年宿根发株率均高

于对照，分别为 136.3%、166.8%，对照新台糖 22 号

分别为 115.3%、126.0% ；分蘖率亦高于对照，分别

为 32.4%、39.7%，对照分别为 23.6%、7.3% ；枯心率

及梢腐病率略低于对照，差异不显著；第 1、2 年宿根

蔗黑穗病率均低于对照，仅为 0.1% 及 0.4%，而对照

分别为 4.3%、3.2%。

表 1　桂糖 08-1589 新植、宿根蔗主要农艺性状及抗病性试验结果比较

年份 品种（系） 出苗（发株）率（%） 分蘖率（%） 枯心率（%） 黑穗病率（%） 梢腐病率（%）

新植 桂糖 08-1589 64.5a 112.4a 1.1a 0.1a 1.3a
新台糖 22 号（CK） 58.8a 53.5b 0.8a 0.3a 2.9a

第 1 年宿根 桂糖 08-1589 136.3a 32.4a 6.8a 0.1a 1.4a
新台糖 22 号（CK） 115.3a 23.6a 10.5a 4.3a 5.3a

第 2 年宿根 桂糖 08-1589 166.8a 39.7a 3.5a 0.4a 0.2a
新台糖 22 号（CK） 126.0a 7.3a 4.3a 3.2a 0.2a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 5% 显著水平。下同

2.2　桂糖 08-1589 新植、宿根蔗主要产量性状试

验表现　由表 2 可知，桂糖 08-1589 新植株高低

于对照，茎径大于对照，两者与对照之间差异不显

著；有效茎数多于对照，为 4904 条 /667m2，对照为

4261 条 /667m2；甘蔗产量为 6460kg/667m2，对照为

5573kg/667m2，比对照增产 15.9%。

桂糖 08-1589 第 1 年宿根蔗株高、茎径与对照

新台糖 22 号相当，略低于对照，差异不显著；有效茎

数为 4611 条 /667m2，对照为 3889 条 /667m2，两者

之间差异达显著水平；甘蔗产量为 9192kg/667m2，对

照为 7111kg/667m2，比对照增产 29.3%，两者之间差

异达显著水平。

桂糖 08-1589 第 2 年宿根蔗株高、茎径与对

照新台糖 22 号相当，其中株高略低于对照，差异

不显著；有效茎数为 5321 条 /667m2，对照为 3938
条 /667m2，有效茎数显著高于对照；甘蔗产量为

10063kg/667m2，对照为 7001kg/667m2，比对照增产

43.7%，甘蔗产量显著高于对照。

表 2　桂糖 08-1589 新植、宿根蔗主要产量性状试验结果比较

年份 品种（系） 株高（cm） 茎径（cm） 有效茎数（条 /667m2） 甘蔗产量（kg/667m2） 比 CK±（%）

新植 桂糖 08-1589 251a 2.80a 4904a 6460a 15.9
新台糖 22 号（CK） 302a 2.70a 4261a 5573a

第 1 年宿根 桂糖 08-1589 347a 2.70a 4611a 9192a 29.3
新台糖 22 号（CK） 359a 2.75a 3889b 7111b

第 2 年宿根 桂糖 08-1589 314a 2.80a 5321a 10063a 43.7
新台糖 22 号（CK） 321a 2.80a 3938b 7001b

3　结论
桂糖 08-1589 新植出苗率及宿根发株率均高

于对照新台糖 22 号，其分蘖性好，株高一般，中大

茎，较抗黑穗病、梢腐病等；该品系有效茎数多，成茎

率高，宿根性强，第 1 年及第 2 年宿根甘蔗产量均显

著高于对照，分别比对照增产 29.3%、43.7%，且第

2年宿根蔗产量比第 1年宿根蔗产量呈现增产趋势，

有较好的高产、稳产性，在柳州地区表现出较强的适

应性，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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