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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索樱桃番茄（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ｏｎ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ｖａｒ．ｃｅｒａｓｉｆｏｒｍｅ　Ａｌｅｆ．）生长的最适环境条件，研究了不

同栽培方式及土壤类型下，樱桃番茄果实不同时期产量及品质的变化。结果表明，从结果初期到结果末期，樱

桃番茄果实可溶性糖和可溶性固形物质量分数呈上升趋势，蛋白质质量分数呈下降趋势，有机酸呈先降后升

的变化趋势，结果初期质量分数最高；土娄 土樱桃番茄果实品质指标高于黄绵土，露天处理优于温室处理；整

个生长期樱桃番茄果实单株总产量为 土娄 土温室栽培最高，黄绵土露天栽培最低。相关分析表明，结果初期

和结果盛期樱桃番茄果实单株产量与可溶性糖、有机酸、可溶性固形物和可溶性蛋白质质量分数呈负相关，结

果末期呈正相关。综合分析认为，从提高樱桃番茄产量的角度出发，土娄 土温室栽培为最佳；但从提高樱桃番

茄品质的角度出发，应以土娄土露天栽培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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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茄栽培历史悠久、适应性广、味道鲜美、采

摘上市时间长，深受消费者喜爱［１］。在物质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人们对营养膳食的意识日

益增强，若能正确引导果蔬品质的提高则有积极

的现实意义［２］。环境条件的不同 引 起 光 照 水 平、
温度、水分的变化都可以影响种子萌发以及幼苗

存活［３］，并进一步影响作物的产 量 与 品 质。土 壤

是作物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其肥力的高低直接

影响作物产量水平［４］；同时，土壤也是重要的生态

环境因素［５］，番茄果实的产量和品质与环 境 条 件

及土壤类型密切相关。
前人对影响番茄果实品质的环境因素研究多

集中在温、光、水等气候因素，对土壤因素的研究

也以土壤养分和土壤水分居多［５］，而关于 不 同 环

境条件及 土 壤 类 型 对 番 茄 品 质 和 产 量 的 研 究 尚

少。本试验研究了不同环境和土壤类型条件下，
樱桃番茄果实品质和产量的变化，以期为樱桃番

茄选择优势土壤类型区和适宜的环境条件提供理

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于２０１３年４月－９月 在 陕 西 杨 凌 西 北

农林科技大学试验场日光温室和有遮雨塑料薄膜

的露天进行。日 光 温 室 长２６．１ｍ，宽７．７ｍ，钢

架结构；露天试验场长１０ｍ，宽６．５ｍ，不同生育

期室内外 环 境 因 素 见 表１。土 类 为 黄 绵 土 和 土娄

土。黄绵土耕层体积质量为１．０９ｇ·ｃｍ－３，田间

持水量为２２０ｇ·ｋｇ
－１；土娄土耕层体积质量为１．２

ｇ·ｃｍ－３，田间持水量为２４０ｇ·ｋｇ－１（表２）。

１．２　试验设计

共设４个 处 理：黄 绵 土 温 室 （ＧＨ）、土娄 土 温

室 （ＧＬ）、黄绵土露天 （ＯＨ）和土娄 土露天 （ＯＬ），
重复１２次。供 试 品 种 为 金 广 播 红 喜 樱 桃 番 茄，

２０１３－０４－２０育苗，５月１５日定植，９月１５日收获。
育苗后移栽于土柱，土柱直径３１．５ｃｍ，深１ｍ，按
原状土体积质量分层装入土壤，每个土柱移栽一

株幼苗。幼苗定植后浇稳苗水，之后每５～７ｄ进

表１　不同生育期室内外环境因素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ａｎｄ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生育期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气温／℃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大气相对湿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土娄土地温／℃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ｏｕ　ｓｏｉｌ

黄绵土地温／℃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ｏｅｓｓｉａｌ　ｓｏｉｌ

光照强度／
（μｍｏｌ·ｍ－２·ｓ－１）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Ｐ１－Ｇ　 ２６．５２　 ７６．８２　 ２４．５６　 ２２．６８　 ４２２．６９

Ｐ２－Ｇ　 ３０．４５　 ７４．８３　 ２６．３２　 ２５．３２　 ５７８．５２

Ｐ３－Ｇ　 ２７．７５　 ７６．８７　 ２５．４１　 ２１．９６　 ４７５．６３

Ｐ１－Ｏ　 ２１．７１　 ４９．４２　 ２１．６５　 １８．４９　 ５１２．４１

Ｐ２－Ｏ　 ２８．４４　 ４６．５１　 ２４．５４　 ２２．５２　 ６５６．８１

Ｐ３－Ｏ　 ２５．５１　 ５０．８７　 ２２．１７　 １９．８７　 ５６２．７５

注：Ｐ１－Ｇ为结果初期温室；Ｐ２－Ｇ为结果盛期温室；Ｐ３－Ｇ为结果末期温室；Ｐ１－Ｏ为结果初期露天；Ｐ２－Ｏ为结果盛期露天；Ｐ３－Ｏ为结果

末期露天。

Ｎｏｔｅ：Ｐ１－Ｇ　ｗａｓ　ｅａｒｌｙ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Ｐ２－Ｇ　ｗａｓ　ｆｒｕｉｔ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Ｐ３－Ｇ　ｗａｓ　ｌａｔｅｒ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ｇｒｅｅｎ－

ｈｏｕｓｅ；Ｐ１－Ｏ　ｗａｓ　ｅａｒｌｙ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ｏｕｔｄｏｏｒ；Ｐ２－Ｏ　ｗａｓ　ｆｒｕｉｔ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ｏｕｔｄｏｏｒ；Ｐ３－Ｏ　ｗａｓ　ｌａｔｅｒ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ｏｕｔｄｏｏｒ．

表２　供试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ｈｙｓｉｃ－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ｅｓｔｅｄ　ｓｏｉｌ

土壤
Ｓｏｉｌ

ｗ（有机质）／
（ｇ·ｋｇ－１）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ｗ（全氮）／
（ｇ·ｋｇ－１）
Ｔｏｔａｌ　Ｎ

ｗ（速效氮）／
（ｍｇ·ｋｇ－１）
Ａｖａｉ．Ｎ

ｗ（全磷）／
（ｇ·ｋｇ－１）
Ｔｏｔａｌ　Ｐ

ｗ（速效磷）／
（ｍｇ·ｋｇ－１）
Ａｖａｉ．Ｐ

ｗ（速效钾）／
（ｍｇ·ｋｇ－１）
Ａｖａｉ．Ｋ

ｐＨ

黄绵土Ｌｏｅｓｓｉａｌ　ｓｏｉｌ　 ８．７３　 ０．４２　 ９．７８　 ０．５６　 ２４．７５　 ９１．９２　 ７．２

土娄 土Ｌｏｕ　ｓｏｉｌ　 ９．６０　 ０．５２　 ９．５７　 ０．６４　 ２６．９３　 １０２．３７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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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灌水，灌水量控制在田间最大持水量的７０％～
８５％（水 表 控 制）。定 植２周 后 每 个 土 柱 施 尿 素

［ｗ（Ｎ）＝４６．４％］、磷 酸 二 铵［ｗ（Ｐ２Ｏ５）＝４２％］、
［ｗ（Ｎ）＝１５％］、硫 酸 钾［ｗ（Ｋ２Ｏ）＝４５％］各２ｇ
作为底肥，约合７５ｋｇ·ｈｍ－２。结果期分别在２０１３
年５月２０日、６月１８日、７月１５日和８月１４日追施

尿素、磷肥、钾肥各２ｇ，以满足植株的生长需求。

１．３　测定项目与方法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至６月２２日为结果初期，

６月２３日至７月１６日为结果盛期，７月１７日至８
月７日为结果末 期。樱 桃 番 茄 果 实 每２～３ｄ收

获１次，并称量计产，最后计算单株总产量；结果

初期、结果盛期和结果末期采摘樱桃番茄鲜样测

定品质，每个指标均重复测定５次。可溶性蛋白

质质量分数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６］，有 机 酸 质

量分数 用 ＮａＯＨ 滴 定 法［６］，可溶性糖质量分数［７］

采用苯酚比色法，用ＰＲＯ－１０１型糖度计测定可溶性

固形物质量分数。

１．４　数据统计分析

采用软 件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ＳＰＳＳ　１７．０进 行 数 据

分析，ＬＳＤ法进行多重比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栽培方式及土壤类型对樱桃番茄品质的影响

２．１．１　对樱桃番茄可溶性糖和有机酸质量分数

的影响　整个生长期内，樱桃番茄果实可溶性糖

质量分数随着生育期的推进呈上升趋势，结果末

期达到最大值。从表３可以看出，土娄 土露天处理

可溶性糖质量分数较高，结果初期土娄 土露天处理

可溶性糖质量分数分别比黄绵土温室、土娄 土温室

和 黄 绵 土 露 天 处 理 提 高 ２３８．２％、３２．２％ 和

１５．０％；结 果 盛 期 分 别 提 高６０．６％、５１．７％和

２３．０％；结 果 末 期 分 别 提 高４５．２％、３８．９％和

３２．０％。樱桃番茄果实有机酸质量分数随着生育

期的推进呈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结果初期质量

分数最高，不同时期各处理差异显著。土娄 土露天

处理有机酸质量分数最高，结果初期有机酸质量

分数分别比黄绵土温室、土娄土温室和黄绵土露天

处理提高１２２．２％、８０．２％和１７．６％；结果盛期分

别提高２５４．７％、１４７．４％和２２．１％；结 果 末 期 分

别提高１９２．４％、１１９．３％和２２．２％。
从表３还可以看出，同一土类条件下 露 天 处

理的可溶性糖和有机酸质量分数显著高于温室处

理，同一环境条件下土娄土处理可溶性糖和有机酸

质量分数显著高于黄绵土处理。综合分析，樱桃

番茄果实可 溶 性 糖 和 有 机 酸 质 量 分 数 以 露 天 土娄

土处理最佳。

２．１．２　对樱桃番茄可溶性蛋白质和可溶性固形

物质量分数的影响　栽培方式及土壤类型在不同

时期对樱桃番茄果实可溶性蛋白质和可溶性固形

物质量分数 影 响 显 著（Ｐ＜０．０５）。由 表４可 知，
随着生育期的进行，樱桃番茄果实可溶性蛋白质

质量分数呈下降趋势，可溶性固形物质量分数呈

上升趋势。同 时，相 同 环 境 条 件 下，土娄 土 处 理 的

可溶性蛋白质和可溶性固形物质量分数大于黄绵

土处理。同一土类下，露天处理的可溶性蛋白质

和可溶性固形物质量分数大于温室处理。
土娄土露天处理的可溶性蛋白质和可溶性固形

物质量分数均较高，结果初期土娄土露天处理可溶

性蛋白质质量分数分别比黄绵土温室、土娄 土温室

和黄绵土露天处理提高４７．６％、３３．６％和４．０％；
结果盛期分别提 高２１．３％、１４．９％和１１．７％；结

果末期分别提高２３．９％、１８．５％和３．２％。同时，
结果初期 土娄 土露天处理可溶性固形物质量分数

分别比黄绵土温室、土娄土温室和黄绵土露天处理

提高３１．６％、１１．１％和８．７％；结果盛期分别提高

３９．０％、２１．３％和 ３．６％；结 果 末 期 分 别 提 高

４０．０％、３１．３％和１．６％。
表３　不同栽培方式及土壤类型处理下樱桃番茄可溶性糖和有机酸的变化（珔ｘ±ｓ）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ｎ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ｕｇａｒ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ｆ　ｃｈｅｒｒｙ　ｔｏｍａｔｏ

处 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结果初期Ｅａｒｌｙ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ｗ（可溶性糖）／
（ｍｇ·ｇ－１）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ｕｇａｒ

ｗ（有机酸）／％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ｃｉｄ

结果盛期Ｆｒｕｉｔ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　ｓｔａｇｅ

ｗ（可溶性糖）／
（ｍｇ·ｇ－１）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ｕｇａｒ

ｗ（有机酸）／％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ｃｉｄ

结果末期Ｌａｔｅｒ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ｗ（可溶性糖）／
（ｍｇ·ｇ－１）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ｕｇａｒ

ｗ（有机酸）／％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ＧＨ　 ６．８±０．１９ｄ ０．９０±０．０４ｄ １７．０±０．２５ｃ ０．５３±０．０２ｄ ２１．９±０．５５ｂ ０．６６±０．０８ｄ
ＧＬ　 １７．４±０．５３ｃ １．１１±０．０６ｃ １８．０±０．５５ｃ ０．７６±０．０５ｃ ２２．９±０．３３ｂ ０．８８±０．０９ｃ
ＯＨ　 ２０．０±０．６５ｂ １．７０±０．０７ｂ ２２．２±０．４８ｂ １．５４±０．０８ｂ ２４．１±０．４９ｂ １．５８±０．０６ｂ
ＯＬ　 ２３．０±０．４６ａ ２．００±０．０６ａ ２７．３±０．７０ａ １．８８±０．０７ａ ３１．８±０．７５ａ １．９３±０．０６ａ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５％显著水平；ＧＨ：黄绵土温室；ＧＬ：土娄土温室；ＯＨ：黄绵土露天；ＯＬ：土娄土露天。表４同。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５％ｌｅｖｅ１；２．ＧＨ：Ｌｏｅｓｓｉａｌ　ｓｏｉｌ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Ｌ：Ｌｏｕ　ｓｏｉｌ　ｉｎ　ｇｒｅｅｎ－
ｈｏｕｓｅ；ＯＨ：Ｌｏｅｓｓｉａｌ　ｓｏｉｌ　ｉｎ　ｏｕｔｄｏｏｒ；ＯＬ：Ｌｏｕ　ｓｏｉｌ　ｉｎ　ｏｕｔｄｏｏｒ．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ｔａｂｌ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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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栽培方式及土壤类型处理下樱桃番茄可溶性蛋白质和可溶性固形物质量分数的变化（珔ｘ±ｓ）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ｎ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ｏｌｉｄｓ　ｏｆ　ｃｈｅｒｒｙ　ｔｏｍａｔｏ

处 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结果初期Ｅａｒｌｙ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ｗ（可溶性
蛋白质）／
（ｍｇ·ｇ－１）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ｗ（可溶性
固形物）／％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结果盛期Ｆｒｕｉｔ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　ｓｔａｇｅ

ｗ（可溶性
蛋白质）／
（ｍｇ·ｇ－１）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ｗ（可溶性
固形物）／％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结果末期Ｌａｔｅｒ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ｗ（可溶性
蛋白质）／
（ｍｇ·ｇ－１）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ｗ（可溶性
固形物）／％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ＧＨ　 ２．２９±０．０９ｄ ３．８±０．０６ｃ １．９７±０．０６ｃ ４．１±０．１０ｃ　 １．５５±０．０３ｂ ４．５±０．０６ｃ

ＧＬ　 ２．５３±０．０６ｃ ４．５±０．１０ｂ ２．０８±０．０５ｂ ４．７±０．１０ｂ　 １．６２±０．０４ｂ ４．８±０．０６ｂ

ＯＨ　 ３．２５±０．０３ｂ ４．６±０．１０ｂ ２．１４±０．０９ｂ ５．５±０．０６ａ　 １．８６±０．０９ａ ６．２±０．０６ａ

ＯＬ　 ３．３８±０．０９ａ ５．０±０．０６ａ ２．３９±０．０５ａ ５．７±０．０６ａ　 １．９２±０．１０ａ ６．３±０．０６ａ

　　总体来看，从提高樱桃番茄可溶性蛋白质和

可溶性固形物质量分数的角度考虑，露天土娄 土处

理较优，可显著提高二者质量分数。

２．２　栽培方式及土壤类型对樱桃番茄产量的影响

从６月３０日开始对各处理樱桃番茄进行采

摘、测产，至９月１５日共测产９次。由图１可知，
整个生育期内，结果盛期樱桃番茄果实产量最高，
结果末期最低；且结果初期和结果盛期各处理差

异性显著，结果末期产量差异不大。不同生育期

温室处理单株产量大于露天处理，土娄 土处理大于

黄绵土处理。整 个 生 育 期 单 株 产 量 总 和 为 土娄 土

温室最高，达１　１４９．３４ｇ，较黄绵土温室、土娄 土露

天和 黄 绵 土 露 天 分 别 增 产８．５１％、２４．６６％和

３８．０１％。表明从提高樱桃番茄产量的角度考虑，
土娄土温室处理较为合理，能显著提高樱桃番茄产量。

２．３　樱桃番茄果实产量与品质的相关性

由表５可知，结果初期和结果盛期樱 桃 番 茄

果实单株产量与可溶性糖、有机酸、可溶性蛋白质

和可溶性固形物均呈负相关，结果末期呈正相关，
且可溶性糖在结果末期与产量之间的相关性达到

极显著水平。试验结果整体表明，结果初期和结

果盛期樱桃番茄果实单株产量与果实品质呈负相

关，结果末期呈正相关。

　　Ｐ１．结 果 初 期　Ｅａｒｌｙ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Ｐ２．结 果 盛 期　Ｆｒｕｉｔ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　ｓｔａｇｅ；Ｐ３．结果末期（表５同）　Ｌａｔｅｒ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ｔａｂｌｅ　５）．不同小写字母 代 表 差 异 达５％显 著 水 平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５％ｌｅｖｅｌ

图１　不同栽培方式及土壤类型下樱桃番茄产量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ｎ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ｈｅｒｒｙ　ｔｏｍａｔｏ
表５　樱桃番茄果实产量与品质的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ｒｒｙ　ｔｏｍａｔｏ

时期
Ｓｔａｇｅｓ

可溶性糖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ｕｇａｒ

有机酸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ｃｉｄ

可溶性蛋白质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可溶性固形物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ｏｌｉｄ

Ｐ１ －０．６２９ －０．７９５ －０．８４６ －０．４８３

Ｐ２ －０．７０２ －０．８０２ －０．５１９ －０．７４３

Ｐ３　 ０．９９４＊＊ ０．５６４　 ０．４７４　 ０．３８９

注：“＊＊”代表在１％水平相关性显著。

Ｎｏｔｅ：“＊ ＊”ｍｅａｎ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ｔ　１％ｌｅｖｅｌ．

３　讨论与结论

樱桃番茄 根 冠 之 间 存 在 着 动 态 功 能 均 衡 关

系，发达的根系是樱桃番茄高产的前提［８］，而土壤

又是根系着生的温床，根系与植株生长好坏与土

壤理化性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番茄果

实产量与品质与环境条件的不同也有一定联系。
在供试条件下，从樱桃番茄采收初期至采收盛期

的累计产量统计看出，土娄土温室处理增产幅度最

大。说明温室 土娄 土 处 理 可 有 效 地 保 存 和 提 供 番

茄生长所需养分，增加作物营养吸收，提高番茄产

量。露天土娄 土 处 理 的 樱 桃 番 茄 可 溶 性 糖、有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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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可溶性蛋白质和可溶性固形物质量分数较高。
相关分析表明，结果初期和盛期番茄产量与可溶

性糖、有机酸、可溶性蛋白质和可溶性固形物质量

分数呈负相关，结果末期呈正相关。表明樱桃番

茄果实品质与产量有直接关系。
相同栽培方式下，樱桃番茄果实可溶性糖、有

机酸、可溶性蛋白质、可溶性固形物质量分数及产

量均为土娄土处理大于黄绵土处理。可以推测，土娄

土质地粘重，保水、保肥性较好，可以为植株生长

发育提供足够的养分，有利于同化物运输，因而品

质较高。姚 军 等［９］、张 小 琴 等［１０］研 究 也 表 明，不

同质地类型土壤与其有效养分质量分数之间存在

显著的相关性，质地越粘重，土壤有效养分质量分

数越高。同一土类条件下，露天条件下番茄品质

显著高于温室，这可能与昼夜温差有关。王庆贺

等［１１］研究表明，在昼夜温差较大时，果实可溶性

糖质量 分 数 等 品 质 皆 提 高。由 于 温 室 昼 夜 温 差

小，品质相对较低。同时，温室处理产量高于露天

处理。於 丽 华 等［１２］认 为，作 物 产 量 高、品 质 低 可

能与人们常说的稀释效应有关，随着产量的升高，
其中的养分浓度会降低。

综合分析可以认为，从提高番茄果实 品 质 的

角度考虑，土娄 土 露 天 处 理 为 最 优 处 理，而 从 提 高

产量角度考虑，土娄土温室处理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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