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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参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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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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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提出并宣贯。 

本文件由广西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来宾市农业科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调查院、

广西泛糖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罗霆、普拉卡(澳大利亚)、刘晓燕、李鸣、王泽平、刘经场、陈家福、李杰、

覃瑞才、冯斌、杨祖丽、颜睿、钱伟、张杰、赵盼、邓字驰、韦金菊、周珊、刘芷妍、李长宁、朱同彬、

王梓廷、蒋依辰、邓传宇、钟德发、郑国东、经艳、廖仕同、黄柯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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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酸铝甘蔗品种选育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耐酸铝甘蔗品种选育涉及的术语和定义，确立了耐酸铝甘蔗品种选育的程序，规定了

选地、五圃选育、区域化试验的操作指示，描述了选育过程信息的追溯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耐酸铝甘蔗品种的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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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45/T 2339  甘蔗实生苗培育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耐酸铝甘蔗品种  sugarcane variety of aluminum tolerance in acidic environments 

在土壤pH值≤4.5，交换性铝（活性铝）含量≥1.8
 
mmol/kg的环境中，表现出生长不受影响的甘蔗

品种。 

3.2  

五圃选育法  five nursery selection method 

通过杂种圃、选种圃、鉴定圃、预品比圃、品比圃对甘蔗品种进行选育的方法。 

4 选地 

选择土壤pH值≤4.5，交换性铝（活性铝）含量≥1.8
 
mmol/kg，平整且排灌良好的自然地块。 

5 选育流程 

见图1。 

图1 耐酸铝甘蔗品种选育流程图 

6 选育方法 

6.1 亲本选择 

选取具有耐酸铝特性且综合性状优良的甘蔗及其近缘属种质材料作为亲本，配制杂交组合，培育出

成熟杂交种子。 

杂种圃单株选择 亲本选择 选种圃初选 鉴定圃复选 预品比圃筛选 

品比圃决选 区域化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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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五圃选育法 

6.2.1 杂种圃选择 

将杂交种子按照DB45/T 2339培育得到的实生苗定植到大田，在全生育期进行综合性状标记，于工

艺成熟期选择高产高糖抗病性好的单株。 

6.2.2 选种圃初选 

将杂种圃选出的优良单株进行单行种植，在新植或宿根的株行中选择综合性状优良的品系。 

6.2.3 鉴定圃复选 

将选种圃选出的优良品系进行2～4行区种植，通过农艺性状和病虫害情况调查，选择优良的品系越

级参加品比试验，其余品系收获后留宿根继续选择。 

6.2.4 预品比圃筛选 

将鉴定圃选出的优良品系进行随机区组田间设计3个重复种植，对优良品系人工接种进行抗病性鉴

定。从11月份至翌年2月，每个月进行1次品质检测，选择优良品系，收获后留宿根观察的同时，继续进

行1年新植品比试验，选出耐酸铝且高产高糖的优良材料进入品比圃。 

6.2.5 品比圃决选 

将预品比圃选出的优良品系进行随机区组田间设计3个重复种植，对优良品系人工接种进行抗病性

鉴定。从11月份至收获前每个月进行1次品质检测，选择优良品系，收获后留宿根观察的同时，继续进

行1年新植品比试验，选出耐酸铝且高产高糖的优良材料进入区域试验。 

7 区域试验 

7.1 试验方法 

在不少于5个不同气候、土壤类型等生态区域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试验区面积在40
 
m
2
～60

 
m
2
，且

其中4个点以上试验地pH值≤4.5。优良材料可在不同生态条件下进行种性观察，一新植两宿根三年试验。

表现优良者进行主要栽培技术表征试验和综合示范。表现优良的品种进行登记并推广应用。 

7.2 试验结果评价 

7.2.1 将当地主栽品种作为对照参与区域试验，连续 3年与对照品种按式（1）进行评价。 

 𝑥𝑥 = 𝐴𝐴−𝐵𝐵
𝐵𝐵

× 100% ······································································ (1) 

式中： 
x——试验组相较于对照组的增加量，单位为百分比（％）； 
A——试验组的量（产量或含糖量或甘蔗蔗糖分），数值； 
B——对照组的量（产量或含糖量或甘蔗蔗糖分），数值。 

7.2.2 取 3年试验平均值进行评价，指标符合表 1要求时，评定为耐酸铝的甘蔗品种。 

表1 耐酸铝甘蔗品种评价指标 

项目 指标 

产量 x1≥5％ 

含糖量 x2≥10％ 

甘蔗蔗糖分 x3≥0.5％ 

注： x1为试验组相较于对照组的产量增加量，x2为试验组相较于对照组的含糖量增加量，x3为试验组相较于对照组

的甘蔗蔗糖分增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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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档案管理 

8.1 建立档案，记录选育群体构建的亲本组成、构建的时间以及后代应用过程。 

8.2 档案由指定专人管理，固定地点存放，及时整理、装订、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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