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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是 NY/T２６６８«热带作物品种实验技术规程»第２１部分.NY/T２６６８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１部分:橡胶树;
———第２部分:香蕉;
———第３部分:荔枝;
———第４部分:龙眼;
———第５部分:咖啡;
———第６部分:芒果;
———第７部分:澳洲坚果;
———第８部分:菠萝;
———第９部分:枇杷;
———第１０部分:番木瓜;
———第１１部分:胡椒;
———第１２部分:椰子;
———第１３部分:木菠萝;
———第１４部分:剑麻;
———第１５部分:槟榔;
———第１６部分:橄榄;
———第１７部分:毛叶枣;
———第１８部分:莲雾;
———第１９部分:草果;
———第２０部分:西番莲.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农垦局提出.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热带作物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欧景莉、陈豪军、朱杨帆、黄雪梅、胡艺帆、周俊岸、杨贵兵、何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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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作物品种试验技术规程　第２１部分:杨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杨桃(阳桃,AverrhoacarambolaL)品种比较试验、品种区域性试验和品种生产性试

验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杨桃品种试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８３２１(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４５２　杨桃　嫁接苗

NY/T１２７６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NY/T３８１１　热带作物种质资源描述规范　杨桃

３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４　品种比较试验

４１　试验地点选择

试验地点应在适宜种植区内,应能代表所属生态类型区的气候、土壤、栽培条件和生产水平;选择光照

充足、土壤肥力一致、排灌方便的地块.

４２　对照品种确定

对照品种应是与申请品种成熟期接近,育种目标相同且性状上表现最突出的现有品种,且是已登记或

审(认)定的品种,或在生产上公知公用的品种(系).对照品种和申请品种的繁殖方式应保持一致,苗木类

型为嫁接苗时,苗木质量应符合 NY/T４５２的要求.

４３　试验设计与实施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或完全随机设计,重复≥３次,同类型参试品种、对照品种作为同一组别,安排在同

一区组内.每个小区每个品种≥５株.株距２５m~４０m,行距３０m~５０m;同一试验区内各项管理

措施一致;同一试验的每一项田间操作应在同一时间段内完成.试验年限≥２个生产周期.

４４　采收与测产

在收获期及时分批次采收.在果实主要收获期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植株≥３株进行测产,统计果实数

量,按 NY/T３８１１的规定计算单果重,根据单果重计算当季单株产量,以当季单株产量推算全年单株产

量.根据采收株数的平均单株产量乘以单位面积种植株数推算单位面积产量.

４５　观测记载和鉴定评价

按照附录 A的规定执行.

４６　试验总结

依据４５记载的观测数据,对试验品种的质量性状进行描述,对果实品质、产量等重要数量性状观测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按照附录B的规定撰写品种比较试验年度报告和总结报告.

５　品种区域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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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２６６８２１—２０２５

５１　试验地点选择

满足４１的要求.根据不同品种的适应性,在≥２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不同生态气候区设置≥３
个试验点.

５２　对照品种确定

满足４２的要求,根据试验需要可增加对照品种.

５３　试验设计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重复≥３次,每个重复内每个品种≥５株.株距２５m~４０m,行距３０m~
５０m.试验年限应连续观测≥２个生产周期.

５４　试验实施

５４１　定植或嫁接要求

在适宜时期定植或高接换种.同一组别同一试验点的种苗繁殖方式、种苗规格和定植时期应一

致.采用高接换种,同组别的高接时间、基砧品种、中间砧品种、高接树树龄、株嫁接芽数、嫁接高度应

一致.

５４２　田间管理

定植或高接后检查成活率,及时补苗或补接.果实发育期间不应使用各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在进行

田间操作时,同一组别同一试验点的各项管理措施应及时、一致.试验过程中应及时对试验植株、果实等

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５４３　病虫害防治

根据田间病情、虫情,优先采用农业措施、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方法,必要时可选择高效、低毒的药剂

防治,使用农药应符合 GB/T８３２１和 NY/T１２７６的要求.若进行抗病、抗虫等目标性状的区域性试验,
则不应对相应病害、虫害进行防治.

５５　采收与测产

按照４４的规定执行.

５６　观测记载和鉴定评价

按照附录 A的规定执行.主要品质指标及抗性指标由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检测.

５７　试验总结

对试验品种的质量性状进行描述,对单果重、产量等数量性状观测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对
品种区域性表现做出综合评价,并按照附录B的规定撰写区域性试验报告.

６　品种生产性试验

６１　试验地点选择

满足５１的要求.

６２　对照品种确定

满足５２的要求.

６３　试验设计

每个试验点面积≥２亩;采用随机区组设计,重复≥３次,每个重复内每个品种≥１０株.株距２５m~
４０m,行距３０m~５０m.试验年限应连续观测≥２个生产周期.

６４　试验实施

按照５４的规定执行.

６５　采收与测产

按照４４的规定执行.

６６　观测记载和鉴定评价

按照５６的规定执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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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试验总结

对试验品种的质量性状进行描述,对单果重、产量等数量性状观测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对
品种表现做出综合评价,总结生产技术要点,并按照附录B的规定撰写生产性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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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杨桃品种试验观测项目与记载标准

A１　基本情况

A１１　试验地点概况

主要包括地理位置(经纬度)、海拔、坡度、坡向、土壤类型、面积、土壤氮磷钾含量等情况.

A１２　气象资料

主要包括年均温、年积温、日照时数、无霜期、最冷月均温、极端最高气温、极端最低气温、年降水量、特
殊气候以及灾害天气等.

A１３　繁殖情况

A１３１　嫁接苗:嫁接时间、嫁接方法、砧木品种、砧木年龄、苗木质量、定植时间等.

A１３２　高接换种:高接时间、基砧品种、中间砧品种、高接树树龄、株嫁接芽数、嫁接高度等.

A１４　种植密度

测量小区内种植的株距和行距,精确至０１m,根据株行距计算种植密度,单位为株/亩,精确到１株/亩.

A１５　田间管理

包括施肥、除草、灌溉、修剪、疏果套袋、病虫害防治等.

A２　杨桃品种试验观测项目和记载标准

A２１　田间观测项目

见表 A１.

表A１　观测项目

内容 观测项目

植物学特征

　树姿、株高、主干光滑度、主干颜色、嫩梢颜色、老熟枝条颜色、叶片形状、叶长、叶宽、嫩叶颜色、成熟

叶片颜色、复叶上小叶数、叶尖类型、花蕾颜色、花瓣颜色、花柱类型、果实形状、单果重、果实纵径、果
实横径、果顶形状、果皮颜色、果肉颜色、果棱边缘颜色、果棱数量、果棱高度、果棱厚度、果肉质地

农艺性状 　抽梢期、开花批次、花期、果实成熟期

品质性状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维生素C含量、可滴定酸含量、果肉硬度、风味、果汁

丰产性 　单株果实产量、单位面积产量

其他 　抗寒性、抗病性、抗虫性等

A２２　观测方法

A２２１　植物学特征

按 NY/T３８１１的规定执行.

A２２２　农艺性状

按 NY/T３８１１的规定执行.

A２２３　品质性状

按 NY/T３８１１的规定执行.

A２２４　丰产性

A２２４１　单株果实产量

及时分批次采收果实,进行测产,精确至０１kg.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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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２２４２　单位面积产量

根据单株产量折算单位面积产量,精确至０１kg.

A２２５　其他

根据试验区内病害、虫害、寒害等的发生情况加以记载.

A２３　记载项目

A２３１　杨桃品种比较试验田间观测记载项目

见表 A２.

表A１　品种比较试验田间观测项目记载表

观测项目 参试品种 对照品种 备注

植物学特征

树姿

株高,m
主干光滑度

主干颜色

嫩梢颜色

老熟枝条颜色

叶片形状

叶长,cm
叶宽,cm
嫩叶颜色

成熟叶片颜色

复叶上小叶数

叶尖类型

花蕾颜色

花瓣颜色

花柱类型

果实形状

单果重,g
果实纵径,cm
果实横径,cm

果顶形状

果皮颜色

果肉颜色

果棱边缘颜色

果棱数量

果棱高度,cm
果棱厚度,cm

果肉质地

农艺性状

抽梢期(梢次),YYYYMMDD
开花批次

花期,d
果实成熟期(批次),

YYYYMMDD—YYYYMMDD

品质性状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维生素C含量,％
可滴定酸含量,％
果肉硬度,kg/cm２

风味

果汁

丰产性
单株果实产量,kg

单位面积产量,kg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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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２　(续)

观测项目 参试品种 对照品种 备注

其他

抗寒性

抗病性

抗虫性

A２３２　杨桃品种区域性试验及生产性试验观测项目

见表 A３.

表A３　杨桃品种区域性试验及生产性试验观测项目记载表

观测项目 参试品种 对照品种 备注

植物学特征

树姿

株高,m
果实形状

单果重,g
果实纵径,cm
果实横径,cm

果顶形状

果皮颜色

果肉颜色

果棱边缘颜色

果棱数量

果棱高度,cm
果棱厚度,cm

果肉质地

农艺性状

抽梢期(梢次),YYYYMMDD
开花批次

花期,d
果实成熟期(批次),

YYYYMMDD—YYYYMMDD

品质性状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维生素C含量,％
可滴定酸含量,％
果肉硬度,kg/cm２

风味

果汁

丰产性
单株果实产量,kg
单位面积产量,kg

其他

抗寒性

抗病性

抗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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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杨桃品种试验年度报告

(　　年度)

B１　概述

本附录给出了«杨桃品种试验年度报告»格式.

B２　报告格式

B２１　封面

杨桃品种　　　　试验年度报告

(　　年度)
试验组别:　　　　　　　　　　　　　　　　　　　 　　
试验地点:　　　　　　　　　　　　　　　　　　　 　　
承担单位:　　　　　　　　　　　　　　　　　　　 　　
试验负责人:　　　　　　　　　　　　　　　　　　 　　
试验执行人: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B２２　地理与气象数据

纬度:　　　°　　　′　　　″,经度:　　　°　　　′　　　″,海拔:　　　m;年均温:　　　℃,日
照时数:　 　 　h,无霜期:　 　 　d,年总积温:　 　 　℃,最冷月均温:　 　 　℃,极端最低气温:

　　　℃,极端最高气温:　　　℃,年降水量:　　　mm.
特殊气候及各种自然灾害对供试品种生长和产量的影响,以及措施　　　　　　　　　　　　　　

　 　　　　　　　　　　　　　　　　　　　　　　　　　　　　　　　　　　　　　.

B２３　试验地基本情况和栽培情况

B２３１　基本情况

坡度:　　　°,坡向:　　　,地形:　　　,土壤类型:　　　,土质:　　　,土壤全氮含量:　　　
g/kg,土壤碱解氮含量:　　　mg/kg,土壤有效磷含量:　　　mg/kg,土壤速效钾含量:　　　mg/kg,
土壤有机质含量:　　　g/kg,土壤pH:　　　.

B２３２　田间设计

参试品种:　　　个,对照品种:　　　个,重复:　　　 次,行距:　　　m,株距:　　　m,试验面

积:　　　m２.
参试品种汇总表见表B１.

表B１　参试品种汇总表

代号 品种名称 组别 亲本组合 选育单位 联系人和电话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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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１　(续)

代号 品种名称 组别 亲本组合 选育单位 联系人和电话

B２３３　栽培管理

种植或嫁接日期和方法:　　　　　　　　　　　　　　　　　　　　　 　　
施肥:　　　　　　　　　　　　　　　　　　　　　　　　　　　　　 　　
排灌水:　　　　　　　　　　　　　　　　　　　　　　　　　　　　 　　
修剪:　　　　　　　　　　　　　　　　　　　　　　　　　　　　　 　　
疏果套袋:　　　　　　　　　　　　　　　　　　　　　　　　　　　 　　
病虫草害防治:　　　　　　　　　　　　　　　　　　　　　　　　　 　　
其他特殊处理:　　　　　　　　　　　　　　　　　　　　　　　　　 　　

B２４　农艺性状

抽梢期:　　　　　,花期:　　　　　,果实成熟期:　　　　　.

B２５　植物学性状

杨桃植物学性状调查结果汇总表见表B２.

表B２　杨桃植物学性状调查结果汇总表

代号 品种名称 树姿 株高,m 果实形状 单果重,g 果实纵径,cm 果实横径,cm

B２６　产量性状

杨桃产量性状调查汇总结果表见表B３.

表B３　杨桃产量性状调查结果汇总表

代号 品种名称 重复
收获小区

株距,m 行距,m

单株产

量,kg

单位面积

产量,kg
比增,％

显著性

００５ ０１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B２７　品质评价

杨桃品质评价结果汇总表见表B４.

表B４　杨桃品质评价结果汇总表

代号 品种名称 重复 果皮颜色 果肉颜色 果棱边缘颜色 果肉质地 风味 果汁 评价等级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注:品质评价至少请５名代表品尝评价,终评划分４个等级:１)优、２)良、３)中、４)差.

B２８　品质检测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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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桃品质检测结果汇总表见表B５.

表B５　杨桃品质检测结果汇总表

代号 品种名称 重复
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
维生素C含量,％ 果肉硬度,kg/cm２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B２９　其他

杨桃抗性等性状调查见表B６.

B６　杨桃抗性等调查结果汇总表

代号 品种名称 抗寒性 抗病性 抗虫性

B２１０　杨桃品种综合评价(包括品种特征特性、优缺点和推荐审定等)
见表B７.

表B７　杨桃品种综合评价表

代号 品种名称 综合评价

B２１１　本年度试验评述(包括试验进行情况、准确程度、存在问题等)

　　　　　　　　　　　　　　　　　　　　　　　　　　　　　　　　　　　　　　　　　　

B２１２　对下年度试验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B２１３　附:　　　　　　　　　 　　年度专家测产结果

　　　　　　　　　　　　　　　　　　　　　　　　　　　　　　　　　　　　　　　　　　

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