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甘蔗 口
口口

轻工业部甘蔗糖业科学研究所
轻工业部甘蔗品种审定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甘蔗研究所

种

编

●广东科技出版社



中国甘蔗
口
口口 种志

轻工业部甘蔗糖业科学研究所

轻工业部甘蔗品种审定委员会 编

广西壮族自治区甘蔗研究所

广东科技出版社



内 容 简介

本志收集了我国自育、国外引进，以及经

地方发掘整理的124个品种，并介绍了每个品种

的亲系、来源、分布地区、特征、特性、栽培

要点、获奖情况和组织鉴定单位，以及甘蔗良

种加速繁殖的方法，并附有甘蔗品种技术术语

浅释、甘蔗品种简称、代号、育成单位或来

源。

本志内容简明扼要，品种描述清晰，结构
层次分明。它对甘蔗品种研究及发展甘蔗生产

能提供较完整的材料，可供农业院校师生、甘

蔗生产者和糖业工作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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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甘蔗品种志》编写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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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甘蔗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甘蔗糖的主产国。甘蔗栽培历史

悠久，品种类型多，分布广，有自育和引进国外的品种，亦有经地方发掘整

理的品种。至今统计在我国不同生态类型蔗区先后选育(含引进)栽培的甘

蔗品种和祖传原种共124个。其中自育100个i。原种2个，、对促进我国甘蔗糖

业生产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系统地反映我国甘蔗品种

改良的成就，并提供甘蔗糖业生产、科研、教育与管理部门的广大干部、群众

’应用，特编写《中国甘蔗品种志》。『该书是根据1989年在四川省召开的十二

届全国甘蔗科研协作会的建议组织编写的。后来又得到轻工业部甘蔗品种审

定委员会从人力和经费上给予的大，力支持。 ，． ?一．

本书所介绍的甘蔗品种，大部分是经过有关主管部门组织鉴定，其它因

客观原因虽未进行鉴定，但有过一定的推广面积；对生产曾起到一定作用

的。书首介绍的彩图品种，是在生产上有较大影响并有一定代表性。

关于对甘蔗品种的命名问题：大陆各省区自育品种，目前仍按农业出版

社出版的《中国甘蔗栽培学》的命名方法，即先排以省区名，接着的编号是

按品种选育年限先后为序，括号内为品种育成单位的品种原名，如“广东l

(粤糖54—143)"，我国台湾省的老品种仍保留原来的“F××X，，，如

“F 134"。新育成的品种则按“新台糖×××"，如“新台糖l号”，引

进的国外品种保留其原名，如原名不详，则暂以选育单位的命名。

海南岛于1987年建立海南省，1987年前属广东省。广东6(崖城57--

20)，广东22(海蔗4号)，广东34(崖城77—119)，和崖城红皮等品种

是在海南建省前选育和整理的。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梁省东，黄水光、黄居枚，何杞浩，谢仙环、

周承圣、李茂枝、王贵华，吴忠读、陈志坚，程天聪、符菊芬、张芦宛、陈

坚、左鸿章、练振惠、余松泉等同志提供资料，梁洪、胡婉如、梁小君等同

志协助整理、校对，在此特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掌握材料不够全面，水平有限，时间仓促，错漏之处在所难免，请

批评指正·

编 者

1990年11月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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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产章．我国甘蔗品种改良概况⋯．．．⋯⋯⋯⋯·O O O O O⋯⋯，·j⋯⋯i≯·。⋯(‘’l：)

第=章，甘蔗杂交亲本及杂交组合的演变⋯⋯⋯．．．．．．⋯⋯帆⋯：·?··_⋯7('8i-)
第三章甘蔗品种简介一⋯⋯⋯⋯⋯⋯⋯⋯⋯⋯⋯⋯⋯．．．i_‰⋯or曲．．．”(’13)

第一节，广东省甘蔗品种⋯⋯⋯⋯⋯⋯⋯⋯⋯⋯m．．．一⋯一．．．t．．。⋯巾"，··j乏1§)

，广东l(粤糖54—143)⋯⋯⋯⋯⋯⋯⋯⋯⋯⋯．．．⋯⋯一⋯．．．．．．一．．．⋯一(．。矗)

i广东2(粤糖54—176)．．．⋯⋯⋯⋯⋯⋯⋯⋯⋯二!⋯·；⋯⋯一。j·o⋯j叫”o·e。14：》

．广东8(华南56—12>．．．mmm⋯一⋯⋯⋯⋯一．．．m．¨⋯”j：··j⋯·；··；⋯-(+1S)

：c广东4(华南56二21)⋯⋯。⋯⋯⋯⋯⋯⋯⋯⋯⋯．．j．．．．．j⋯螺．¨二．-：o⋯t l矗)

j广东5

；’广东6

t广东7

i’广东8

：广东9

7广东10

(粤糖56—268)⋯⋯⋯⋯⋯⋯⋯⋯⋯⋯⋯⋯．-：．，．．⋯．．．⋯··：Ⅵ．．．⋯(16)

(崖城57—20)⋯⋯⋯⋯·⋯⋯⋯⋯一⋯⋯⋯⋯··：v⋯⋯：··；一⋯⋯”(1 7)

(粤糖57—423)⋯⋯⋯⋯⋯⋯⋯⋯⋯⋯·⋯，：·．．．j⋯．．v：j⋯··j·：⋯．．．彳Ii[1癌)

(粤糖58一1291)⋯⋯⋯⋯⋯⋯⋯⋯⋯j．．t：⋯j⋯j⋯⋯⋯·：¨：⋯．-；··舀‘(19)

(粤糖59——25)⋯⋯⋯··．·“⋯⋯⋯⋯·n·⋯·．“．oi··．i⋯“··j⋯0tj·“·：：e l§)

(粤糖59—65)⋯⋯．．．⋯⋯⋯⋯⋯⋯⋯“¨’“；：·访“j⋯一‘⋯··‰2⋯!e，20)

广东12(粤糖59—264)⋯⋯⋯⋯⋯⋯⋯⋯⋯⋯⋯¨■h”：：^，j·：·‘．．．j“⋯《．20)

．广东13(粤糖62—79)“⋯⋯⋯⋯⋯⋯“_⋯⋯m—jo‰。·⋯⋯⋯‘i．．Ⅲ“⋯(2l参

i矿东14(粤糖65—906)．．．⋯“⋯⋯⋯⋯：．．⋯⋯⋯¨朋··：··：：⋯⋯⋯．．．．．⋯《22)

5j广东15(顺糖66—166)“^⋯⋯⋯“⋯⋯一⋯“一_Ⅲ：⋯·⋯⋯⋯⋯．．．·℃22)

，广东16(沱江红，华南54—11)⋯一一⋯⋯⋯⋯⋯．“一·如‘⋯m⋯·i：．．．-·；⋯C一23)

I广东17(粤糖54—474)⋯m⋯⋯⋯一⋯⋯⋯⋯⋯⋯．．：．．．⋯t—n：．．．⋯l⋯”‘24)

!，广东18(粤糖63—237)一⋯．．．⋯⋯一⋯⋯⋯⋯⋯⋯“；；：t·：j一．．．·矗_’“⋯：e叠5)

(广东19(粤糖64—395)⋯一⋯一h一⋯⋯一^⋯⋯一一j·：一··：··；_；·0··j；t 26)

(广东20(粤糖65—1279)⋯“⋯⋯⋯⋯一⋯⋯⋯⋯⋯““_一一i··i·重jo”o乏，缉)

(广东21(粤糖65---1378)．-⋯⋯⋯⋯⋯⋯⋯⋯⋯⋯⋯小“m‘矗··-⋯-》i·>··o《’28)

<广东22(海蔗4号，崖城66—58)⋯⋯“⋯⋯⋯⋯“一··i·：，-一。：‘≈秘)··，II：。28)

《广东23(禾丰1号’．禾丰68—5)⋯⋯⋯一⋯⋯“⋯⋯．．o·jm-i⋯：·茹。．>··≥!奉‘约)

广东24(湛蔗68—114)⋯⋯⋯“⋯⋯⋯⋯⋯⋯⋯⋯⋯⋯·二i．t以j·南o)·毒j霉的)

i广东25(太平沙70一13)⋯⋯⋯⋯⋯⋯⋯‘⋯⋯⋯⋯．!_j五鹣。锫筋馋”孑的萼
(广东26(粤糖71—210)⋯⋯⋯⋯⋯⋯⋯．．-．⋯⋯⋯⋯·．，．：一．w··“豁辫：，一·8霍’客I)

f广东27·(粤糖71‘355)7⋯⋯⋯⋯⋯⋯“⋯“⋯⋯⋯⋯⋯’衍h‘七；毒孙毒≥“!《j娩)

(，广东28’(粤糖7卜一359y．．．“⋯“⋯“⋯“m⋯’“一一⋯一一lj·j·t沁i一；“01[穗3)

：广东29，(粤糖72—426)‰⋯⋯⋯⋯⋯⋯⋯⋯“k⋯⋯⋯一m⋯．．．··≯·引；!：e钒)

i广东30(珠蔗75—53)．．．⋯一⋯⋯⋯⋯⋯⋯⋯m沁⋯“一．一．m一一··poj辩℃沩)

■，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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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3l(粤农76—169)⋯⋯⋯⋯⋯．．．中⋯⋯⋯⋯·_⋯⋯⋯⋯⋯⋯⋯⋯”

广东32(粤农75—191)⋯⋯⋯⋯⋯⋯⋯⋯⋯⋯⋯⋯“⋯⋯⋯⋯⋯⋯⋯“

广东33(粤糖76—379)⋯⋯⋯⋯⋯⋯⋯⋯⋯⋯⋯⋯⋯⋯⋯⋯⋯⋯⋯⋯⋯

广东34(崖城77—119)⋯⋯⋯⋯⋯⋯⋯⋯⋯⋯⋯⋯⋯⋯⋯⋯⋯⋯⋯⋯⋯

广东35(粤糖78—224)⋯⋯⋯⋯⋯⋯⋯．．．⋯⋯⋯+⋯⋯⋯⋯⋯⋯⋯⋯⋯⋯

广东36(粤糖79—177)⋯⋯⋯⋯⋯⋯⋯⋯⋯⋯⋯⋯．．⋯⋯⋯⋯⋯一⋯⋯·

广东37(粤糖Slm3254)⋯⋯⋯⋯·B D-ag⋯⋯⋯⋯⋯⋯⋯⋯⋯⋯⋯⋯⋯⋯⋯

广东38(儋蔗1号)⋯⋯⋯⋯⋯⋯⋯⋯⋯⋯⋯⋯⋯⋯⋯⋯⋯．．．⋯⋯⋯．．．⋯

竹廉：⋯·”⋯⋯⋯⋯⋯⋯·“⋯⋯⋯⋯⋯⋯⋯⋯⋯⋯⋯⋯⋯··：⋯⋯⋯⋯⋯⋯

第二节广西壮族自治区甘蔗品种⋯⋯⋯⋯⋯⋯⋯⋯⋯⋯⋯⋯⋯⋯⋯⋯⋯

广西l

广西2

广西3

广西7

广西8

广西10

广西11

广西12

(桂糖l号、

(桂糖2号，

(桂糖8号、

(桂糖7号，

(桂糖8号，

(桂糖lO号、

(桂糖11号，

(桂糖12号，

选号57—624)

选号60—289)

选号60—149)

选号69—360)

选号69—156)⋯⋯⋯⋯⋯⋯⋯⋯⋯⋯⋯⋯⋯⋯⋯⋯

选号7l一77)⋯⋯⋯⋯⋯⋯⋯⋯⋯⋯．．．_⋯⋯⋯⋯⋯⋯

选号73—167)

选号76—154) ⋯⋯⋯⋯⋯⋯⋯⋯⋯⋯●‘．．．，⋯．．．⋯⋯o

广西13(桂辐80—29)⋯⋯⋯⋯⋯⋯⋯⋯⋯⋯⋯⋯⋯⋯··：：⋯ui⋯⋯⋯”

第三节福建省甘蔗品种⋯⋯⋯⋯⋯⋯⋯⋯⋯⋯⋯⋯⋯⋯．．．⋯⋯⋯⋯⋯⋯

，福建l(闽糖70一611)⋯⋯⋯⋯⋯⋯⋯⋯⋯⋯⋯⋯⋯⋯⋯⋯⋯⋯⋯⋯⋯

福建2(福农57—18)⋯⋯⋯⋯⋯⋯⋯⋯⋯⋯⋯⋯⋯⋯⋯⋯⋯⋯⋯⋯⋯⋯

9福建3(闽龙57—418)⋯⋯⋯⋯⋯⋯⋯⋯⋯⋯⋯⋯⋯⋯⋯．．⋯⋯·：⋯⋯··

7福建4(闽糖61—20)⋯⋯⋯⋯⋯⋯⋯⋯⋯⋯⋯⋯⋯⋯⋯⋯⋯⋯⋯⋯⋯⋯

7福建5(闽糖65—16)⋯⋯⋯⋯⋯⋯⋯⋯⋯⋯⋯⋯⋯⋯⋯··?⋯⋯⋯⋯⋯⋯

。福建6(闽糖66—60)⋯⋯⋯⋯⋯⋯⋯⋯⋯⋯⋯⋯⋯⋯⋯．．．⋯⋯：⋯⋯⋯”

福建7(仙游73—35)⋯⋯⋯⋯⋯⋯⋯⋯⋯⋯⋯⋯⋯⋯⋯⋯¨⋯⋯⋯．．．“

’福建8(仙游8号)．．．⋯⋯⋯⋯⋯⋯⋯⋯⋯⋯⋯⋯⋯⋯一⋯．．．一⋯⋯⋯⋯

’福建9(闽糖69—263)⋯⋯⋯⋯⋯⋯⋯⋯⋯⋯·_⋯⋯⋯⋯：““．⋯⋯⋯⋯

，福建10(闽糖77—208》⋯⋯⋯⋯⋯⋯⋯⋯⋯⋯⋯⋯⋯⋯⋯⋯“⋯⋯⋯⋯

福建11(福农79—23)⋯⋯⋯⋯⋯⋯⋯⋯⋯⋯⋯⋯⋯⋯⋯⋯⋯⋯⋯⋯⋯⋯

第四节台湾省甘蔗品种．，．⋯⋯⋯⋯⋯⋯⋯⋯⋯⋯⋯⋯⋯⋯⋯⋯⋯■．．⋯“

‘F108(台糖108)⋯⋯⋯⋯⋯⋯⋯⋯⋯⋯⋯⋯⋯⋯⋯⋯⋯“：‘一⋯“：⋯“
F 134(台糖134)⋯⋯⋯⋯⋯⋯?⋯⋯⋯⋯⋯⋯⋯⋯⋯⋯”：⋯·!：⋯⋯⋯”

F172(台糖172)⋯⋯⋯⋯⋯⋯⋯⋯⋯⋯⋯⋯⋯．．．⋯⋯⋯⋯⋯⋯⋯“””

新台糖l号⋯⋯⋯⋯⋯⋯⋯⋯⋯⋯⋯⋯⋯⋯⋯⋯⋯⋯⋯⋯⋯⋯⋯⋯⋯⋯

新台糖10号⋯⋯⋯⋯⋯⋯⋯·⋯⋯⋯⋯⋯⋯⋯⋯⋯⋯⋯⋯⋯⋯⋯⋯⋯⋯·
·2·

(35)

(36)

(37)

(38)．．‘

(38)

(39)

(40)

(41)

(42)

(43)

(43)

(44)

(44)

(45)

(46)，

(46)

(．47)

(48)

(49)

(50)

(50)

(50)

(51)

(52)

(59．)

(53)

(54)

(54)

(55)

(55)

(56)、

(57 1'

．(57)

(57)

(58)

(59)

(6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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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四川省甘蔗品种⋯⋯⋯⋯⋯⋯⋯⋯‘⋯⋯⋯⋯⋯⋯⋯⋯⋯⋯⋯⋯⋯

四川l(JJl蔗1号，内江55—75)⋯⋯⋯⋯⋯⋯⋯⋯⋯⋯⋯⋯⋯⋯⋯⋯⋯

四川2

四川8

四川4

四川5

四川6

四川7

四川8

(川蔗2号、

(川蔗3号，

内江57—416)

内江58—181)

(川蔗4号，内江58—321)⋯⋯⋯⋯⋯⋯⋯⋯⋯⋯⋯⋯⋯⋯⋯⋯

(川蔗5号，内江58—20)⋯⋯⋯⋯⋯一⋯⋯⋯．．．．．．⋯：⋯⋯⋯⋯”

(川蔗6号，内江58—80)⋯⋯⋯⋯⋯⋯⋯⋯⋯⋯⋯⋯⋯⋯⋯⋯⋯

(川蔗7号，川糖61—387)⋯⋯⋯⋯⋯⋯⋯⋯⋯⋯⋯⋯⋯．．．o⋯

011蔗8号，川糖66—64)⋯⋯⋯⋯⋯⋯⋯⋯⋯⋯⋯⋯⋯⋯⋯⋯⋯

四川9 Off蔗9号，川糖66—131)

‘四川10 Oq蔗10号、川糖66—196)

四川lI(川蔗11号，川糖66—609)

四Js112(Itl蔗12号，川糖69—58)

四川13(J JI蔗13号、川糖61—408)

四川14(Jil蔗14号、川糖73—219)

四川15(JiI蔗15号、川糖7卜391)
四川16 Off蔗16号、川宁74—223)

‘四川17’Ofl蔗17号，川糖75—378)

四川18(甜城1号，内江59—782)

四川19(甜城5号，甜城63—953)

四11120’(甜城13号，甜城74—363)

芦蔗⋯⋯⋯。⋯⋯⋯“⋯⋯““⋯⋯⋯⋯⋯⋯⋯“⋯⋯⋯⋯⋯⋯⋯⋯⋯一⋯”

第六节云南省甘蔗品种⋯⋯⋯⋯⋯⋯⋯．．．⋯⋯⋯⋯⋯⋯⋯⋯⋯⋯⋯⋯⋯

云南I’(云蔗59—115)⋯⋯⋯一⋯⋯⋯⋯⋯⋯⋯⋯⋯⋯⋯⋯⋯⋯⋯⋯⋯

云南2(云蔗65—55)⋯⋯⋯⋯⋯⋯⋯⋯⋯⋯⋯⋯⋯⋯⋯⋯⋯⋯⋯⋯⋯⋯

t云南8(云蔗65—225)⋯⋯⋯⋯⋯⋯⋯⋯⋯⋯⋯⋯⋯⋯⋯⋯√⋯⋯⋯_·

云南4(云蔗68—154)⋯⋯⋯⋯⋯⋯⋯⋯⋯⋯⋯⋯⋯h⋯⋯⋯⋯’⋯··一。·

云南5(云蔗71—95)⋯⋯⋯⋯⋯一⋯⋯⋯⋯⋯⋯⋯⋯⋯⋯⋯“．．．+⋯一⋯

云南6(云蔗71—388)⋯⋯⋯⋯⋯⋯⋯⋯⋯⋯一⋯⋯⋯⋯⋯：”⋯⋯．，．．．

’云南7(云蔗7l一489)⋯⋯⋯⋯⋯⋯⋯⋯⋯⋯⋯⋯⋯⋯⋯．．t⋯⋯⋯⋯”

云南8(云蔗71—545)⋯⋯⋯⋯⋯⋯⋯⋯⋯⋯⋯⋯⋯⋯⋯⋯⋯⋯⋯⋯⋯

云南9(云蔗73—159)⋯⋯⋯⋯⋯⋯⋯⋯⋯⋯⋯⋯⋯⋯⋯⋯⋯⋯⋯⋯⋯

第七节江西省甘蔗品种⋯⋯⋯⋯⋯⋯⋯⋯⋯⋯⋯⋯⋯⋯⋯⋯⋯⋯⋯·!⋯：

江西l(赣蔗1号、选号65—542)⋯。⋯j⋯⋯⋯⋯⋯⋯⋯⋯⋯⋯⋯⋯⋯·I

江西7(赣蔗7号、选号65—347)⋯⋯⋯⋯⋯⋯⋯⋯一，”：⋯·，⋯⋯“⋯¨·

江西8(赣蔗8号、选号64—137)⋯⋯”⋯⋯⋯⋯⋯⋯⋯⋯，⋯⋯．．’⋯⋯t

江西14(赣蔗14号、选号75—65)⋯⋯⋯⋯⋯⋯⋯⋯一··：⋯⋯一⋯⋯．．．⋯

(61)

(61)

(62)

(62)

(63)

(64)

(65)

(65)

(66)

(67)

(67)

(68)

(69)

(70)

(70)

(71)

(72)

(73)

(73)

(74)

(7,5)

(76)

(77)

(77)

(77)

(78)

(79)

(80)

(81)

(81)

(82)‘

(83)

(+8,1)

丈j 84)

(85)

(85)

(8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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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15

⋯江西16

江西17

(赣蔗15号、

(赣蔗16号，

(赣糖1号，

赣南76—567)

赣南79—216)

赣唐78—335)

第八节湖南省甘蔗品种⋯⋯⋯⋯⋯⋯⋯⋯一⋯⋯⋯⋯⋯⋯⋯⋯⋯⋯⋯⋯

：湖南1(湘蔗l号、大农75—178)⋯⋯⋯⋯⋯⋯⋯⋯⋯⋯⋯⋯⋯⋯⋯⋯

j湖南2(湘蔗2号、大农7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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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古老的植蔗国之一，公元前四世纪已有甘蔗栽培‘． 。．‘i

我国历代甘蔗栽培品种类型很多，’分布也广。，1890年以前，我国栽培的

甘蔗品种，有的专作制糖，有的专作果蔗，。有的两者兼用。1专作制糖的品种

主要有竹蔗，芦蔗及其变异类型c：j竹蔗是我国最重要的甘蔗原神'_原产子我

国。作为果蔗制糖兼用的品种类型较复杂，各地名称也不一致，较著名的

品种有；广东的白蔗(又名潭洲蔗)7，紫蔗(又名红蔗，铁骨蔗)，福建

的自眉蔗，‘同安果蔗，云南的罗汉蔗，四川的脆红蔗，洋红蔗；浙江的青皮

蔗，广西的东泉蔗，荔浦蔗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_o此后，随着甘蔗糖

业的兴超，甘蔗品种的改良工作亦随之不断发展。新中国建‘立：以，来，．各省

(区)。的甘蔗科研机构先后选育了不同熟期，．适于各种生态类型蔗区推广应

用的甘蔗品种124个，对促进我国甘蔗糖业的不断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现

将我国各省(区)甘蔗品种的更替概况分述如下：’ j 。¨j’一

。 ：’广东省t 1890年以前，栽培竹蔗为主，．其次是白蔗，紫蔗。1．915年曾由夏

威夷引入木蔗、金山蔗在珠江三角洲斌种推广a 1932---1934年从菲律宾引入

POJ2725，POJ2878，POJ288po在此之前中山大学曾从台湾引入POJ2878。
广东的华侨在1937年从澳大利亚的悉尼引入拔地拉(Badila)，俗称雪梨

蔗，，拔地拉作为果蔗，逐步代替了潭洲自蔗。经过试验鉴定，．认为POJ2878；‘

POJ2725表现最好，随即在珠江三角洲及潮汕平原繁殖推广-逐步代替7了竹

蘸1i金山蔗及木蔗，．，至抗旧战争期间髟’POJ2878在珠江及韩江三角洲已，占了
院势，群众称为7“灰白种，，时期(因该品种蔗答表皮附着较多的灰’白色蜡

粉)o抗日战争聩剩餍l从台湾引入F134，Flos,F1罩。鸯，Cq290，C63暑1

及POJ3016等品种，。在珠江三角洲繁殖试种。至50年代初，：确认．FIOg‘‘F1鼹

及POJ3016适于珠江三角洲的沙围田、基水地种植，同时F134、Co 381适子

高旱地种植。于是，即全面加速繁殖推广，F134至1958年已发展到98万亩，

占全省植蔗面积50一60％，70年代则占绝对优势，一直占全省总植蔗面积

80一90％。F134在广东完全代换了POJ2878。从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称为

i‘‘F134时期"‘：。‘一7 ’：：．’’j。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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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在海南岛崖县崖城建立了海南甘蔗育种场，开始了广东省和我国

大陆南方各制糖省区的甘蔗有性杂交育种工作，揭开了新中国自育甘蔗新品

种的新时代。轻工业部甘蔗糖业科学研究所首先育成了广东省及我国第一个

甘蔗新品种广东1(粤糟54—1，43)，o接着该所和华南农科所(广东农业科学

院的前身)等单位先后育成了广东2(粤糖54—176)至广东37．(粤糖81—

3254)等不同熟期的甘蔗新品种共37个。同时还继续从国内外进行多种途径

的品种引进。如从国外引进C0997，C0419，N l C0310、Triton(选8)，从

台湾省gL进F172，新台糖1号，新台糖10号，从广西引进广西1(桂糖

1)、广西11(桂糖Ii)，从江西引进江西1(赣蔗1)，江西8(赣蔗

8)等。到80年代广东甘蔗品种结构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同熟期品种多样

化。从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一直占比重80％以上的晚熟老品种F134到80年

代末的1989年已下降到仅占10％左右，而早中熟类新品种的面积则上升到

50％。其中，自育的产量与质量兼优，，适应性广的中早熟种广东18(粤糖63

—237)．在该省的栽培面积1991年已达190万亩(占全省总植蔗面积47％)，在

全国推广面积则达230多万亩。同广西ii(桂糖11号)成为自育新品种覆盖

面最多的品种之一。著名的大茎丰产良种广东7(粤糖57—423)在广东，

广西，福建等华南水田蔗区从70年代中期以来推广30一50万亩，是广东水田

的重要高产栽培种。近几年，轻工业部甘蔗糖业科学研究所和广东省经济作

物研究所又自育和引进了一批丰产优质、抗逆性较强的新品种，如广东28(粤

糖71—359)至广东37(粤糖81--3254)，以及新台糖10号等。使该省的甘蔗

良种选育推广工作上了新台阶。这批新品种正在加速示范、繁殖和发展中。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国前主要是种植竹蔗，产量和糖分较低。1934年

建立广西糖厂(即当时贵县罗薄湾日榨蔗300吨的糖厂)之后，开始引进国

外品种有s POJ2878，一POJ2725，POJ2727，P052714，POJ234、C0290、c菲

农大128等品种。这些品种在柳州沙塘、广西农事试验场，以及贵县、恭城i·

邕宁，宜山、柳城辱县进行了品种比较和：区域化试验，一证明了POJ2878．～。

POJ2725，‘C0290等品种的产量和糖分均优于竹蔗。并先后在柳城、宜山：

恭城、贵县，柳江，j．邕宁等县示范推广，增产增糖效果显著，深受群众欢

迎。但由于在旧中国，政府腐败，人民生活贫困1'推广工作困难重重，普及

更为缓慢。 一． 一
． ’． ’j‘，。．

c．建国初期，广西甘蔗品种仍以竹蔗为主，POJ 2878、POJ 2725、C0290

等品种在建国前示范推广过的县份已普遍种植，．面积也较多。1953年筹建广

西糖厂(即贵港市甘蔗化工厂前身)+之后，成立广西糖厂甘蔗试验场(1955

年改为广西工业厅贵县甘蔗试验场)，开始甘蔗良种选育工作。1954—1955

·2 o



年进行引种选种试验，从广东引进F134、POJ3016，POJ2883、C04210 F108

等，并在旱地作品比试验，结果是F134亩产比POJ2878增产46％。1955年1

月上旬广西遭受严重低温霜冻和干旱为害，．大部分蔗区的甘蔗都被冻死，。因

而到广东大量引进F134和少量POJ3016。从此之后，F134在广西迅速发展，‘

到60一70年代成为广西甘蔗的当家品种o PO'J3016因不适于广西旱地瘦瘠蔗

区种植，逐步被淘汰。’与此同时，贵县甘蔗试验场从广东引进Cojll9种茎进

行单芽加速繁殖；．并逐步在贵县、桂平、南宁等蔗区试种推广，其产量均较

高，’但迟熟，早期糖分低，所以没有扩大发展。1956年建立食品工业部广西

甘蔗试验站，开始以甘蔗有性杂交育种为重点的研究工作，从1957,--19818年

先后选育出广西1(it糖l号)至广西13．(it辐80—29)共13个优良品种。

其中广西1，。2，‘-3-7，9、10、11；13属早熟，高糖类型品种，在糖厂

开榨初期的蔗糖分比中晚熟品种F134高2—8％(绝对值)，对提高糖厂榨

季初期蔗糖分，提高糖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已发挥了显著作用。特别是

1980年鉴定推广广西11(桂糖11)以后至1989年的效果更显著，广西全区累

计广西11的种植面积达600多万亩，直接经济效益超过了|8亿元。据统计，

1989年广西全区推广桂糖系列的良种面积227万多亩，。其中广西11为205万

亩，居全区首位，成为当家品种。加上70年代以来从外省弓『-进推广的广东18

(粤糖63—237)，TritOn(选8 l，。江西1(赣蔗1号)、江西8(赣蔗8

号)，江西14(赣蔗14号)_+F172、C0997等良种面积共80多万亩，共计良种

面积达307万多亩；占广西蔗田面积70％以上，基本实现了全区甘蔗良种化。

广西11还推广至广东，福建，去南，湖南．．贵州等省有28万亩，连同广西的

205万亩，全国共有233万亩，一为我国目前种植面积最大的自育甘蔗优良新品

种之一。广西I曾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东莞等水田蔗区推广。·“七·五?期

间育成的广西12(桂糖12号)．抗凤性强，宿根性好，在沿海蔗区正在迅速发

展I广西13(-it辐80一29)，是采用理化诱变技术育成的特早熟高糖型品种，

达到国内外同类型先进水戳一现正列入广西重点发展的单熟高糖新品种加速
繁殖推广。 4：． 一 ，：：．’j’’一 ：⋯。．·． ：．‘，’，

福建省：建国以来，福建甘蔗品种经历了地方品种竹蔗，外来品种

POJ2878，F134和自育品种闺糖70—611的几次更新换代，每次更新都对福

建蔗糖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现将各时期更新情况介绍如下t ．、，．

一地方品种竹蔗时期’。。这时期是从解放前孳?直到推广POJ2878等品种之

前。早在30年代以前，、丘陵和渊地蔗区，’．均种植地方品种竹蔗，面积占全省

甘蔗面积80％。‘平和。莆田及仙游等县水田蔗区，种植白蔗及荔浦蔗等果蔗

、品种，用于制糖，。面积占20％。30年代前期也引进POJ2878、POJ2883，

·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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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J2725、POJ2952及金山蔗等，逐步代替果蔗及部分竹蔗。，1944年又从台

湾引进F134、F108、F110．F1108及POJ3016等良种进行试验。至1．9．49年全

省甘蔗面积8．6万亩，单产只有1．75吨，在种植的甘蔗’品种中，地方竹’蔗面

积约5．736万亩，占全省甘蔗面积66．7％，爪睦系统的2878、2883等改良种

2。864万亩，占33．3％，成为地方品种竹蔗时期。 。 ’．

外来品种POJ2878等时期：这时期是从淘汰地方品种竹蔗到推广Fi34

之前。POJ2878等品种是30年代初规引进试种，．’证实比原地方竹蔗品种增齐

显著，一般增产40—80％，当时蔗农称这些品种为懈改良种?。但是腐败的

旧中国政府不重视推广工作，发展速度缓慢，到1954年本省的甘蔗重要产地

龙海县种植poJ2878才0．55万亩。，古该县种植面积21％，至1956年全省甘蔗面

积32．5万亩，单产3．51吨，，产糖7．527万吨，甘蔗品种中POJ$878等品种面积

29．1万亩，占金省甘蔗面积89．53％，地方品种竹蔗下降到8万亩，占9．23,％。

示范品种F134发展到0．4万亩，’占1．23％，成为POJ2878等品种为主时期：。：

引进品种F134}hJ‘期j这时期是从淘汰POJ2878等品种到推广闽糖70—

611之前．o此期推广速度快，经历时间长，19j14年从台湾引进，1947：：-：1948

年试验结果，证实ELPOJ2878增产，1950年进行单芽繁殖和继续试种，并进

-步肯定比POJ2878增产19-2Q％。．于是，二1954—1956年扩大示范和推广，；

1957年全省推广面积达4。万亩，至1958年垒省甘蔗面积37．8万亩，单产3．99

吨，产糖lO．52万吨，。甘蔗品种中F134品种推广面积达30万亩，6占全省甘’蔗

面积79．37％，成为福建的主要当家品种，POJ2878等改良种下降到5．201万

亩，占13．76％，地方竹蔗只有2．597万亩，古6．87％。，在这时期，相继自育

和国内外引进甘蔗品种数十个，其中有闽龙5‘7—418，粤糖54—474，古巴87

—51、华南56—12，闽糖61二20：．65016、66 o 60，仙糖8号、’福农57—

18、NC O 310，选8、C O 419、．粤糖57—4_23等品种表现较好，在全省有不

同程度的大面积示范和推广。但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未能在丰产性租适应

性等综合经济性状上，全面超过台糖134j从1958至1982年，20多年来，F134

一直保持在占全省甘蔗面积80一90％，成为F134单一化品种『j寸期。，。 ‘’：

．自育品种“闽糖70—611"‘时期：1957年开始，进行了甘蔗有性杂交育种，

先后育成了福建1(闽糖70—611)、福建2(福农57·18)，，福建3、(闽龙

57—418)，捐建4(闽糖61—20)，福建5+，(闽糖65—1r6)0福建6(闺糖

66—60)．福建7(仙糖73—35)，福建8(仙糖8)’_福建9(闽糖69—

263)等9个品种。这些品种在生产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推广应用。其中福建1

发展最快，原因是它的综合经济性状明显优于F134，深受工农业部门欢

迎。1983年开始占全省植蔗面积31％，．至1985年则发展到占50—60‰，，．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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