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西北农业学报　２０１０，１９（９）：１０３１０８
犃犮狋犪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犲犅狅狉犲犪犾犻狅犮犮犻犱犲狀狋犪犾犻狊犛犻狀犻犮犪

番茄品质性状的多元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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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番茄品质性状包括商品品质、感官品质和营养品质３个主要方面。对３０份番茄种质资源的１７个品

质性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品质性状的变异系数不同，番茄红素含量变异系数最大，达到

９５．４２％，可溶性总糖含量变异系数最小，为１７．４３％，１７个性状平均变异系数为３２．８３％；不同性状相关性分

析发现，果实的果形指数，果梗洼大小，果肩有无等外观商品品质与内在营养品质呈极显著相关；主成分分析

将１７个主成分归纳为６个公因子，累积贡献率达８０．９９％；基于材料因子得分值将３０份材料划分为６大类

群。研究结果为品质性状的评价及这些种质材料在番茄品质改良方面的利用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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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西部太平洋沿岸安第斯山脉的秘鲁、厄瓜多尔、

玻利维亚、智利等国的高原或谷地［１］，是世界上重

要的蔬菜作物之一，在各国的蔬菜栽培中均占有

很大比例。从发展趋势来看，人们在对番茄需求

量加大的同时，对其品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

求果实不仅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且要有良好

的商品性状和感官风味 ［２］。因此，番茄品质性状

的研究与改良近年来受到高度重视，陈贤［３］、孙亚

东［４］、叶玉龙［５］、王华新［６］、曲瑞芳［７］等先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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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番茄的营养品质、加工品质及其与农艺性状之

间的相关关系，为番茄品质性状的深入研究奠定

了基础。同时，这些研究主要针对某一方面的品

质特别是营养品质，而对于商品品质、感官品质和

营养品质的综合研究尚未见报道。本研究以３０

份番茄种质为材料，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系统

研究番茄商品品质、感官品质和营养品质等１７个

性状表现及其相关关系，以明确各品种的综合品

质特性，简化品质的评价指标，为番茄种质资源材

料的开发利用奠定基础，为番茄品质改良和新品

种选育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 料

３０份番茄种质材料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

艺学院番茄育种课题组提供（表１）。

表１　试验材料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狋犲狊狋犲犱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

编号

Ｃｏｄｅ

品种名称

Ｎａｍｅ

主要特性

Ｍａｉ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编号

Ｃｏｄｅ

品种名称

Ｎａｍｅ

主要特性

Ｍａｉ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１ ＣｏｓｔｏｌｕｔｏＧｅｎｏｖｅｓｅ 无限生长、红果 １６ 灵光３号 无限生长、粉果

２ Ｅｎｓａｌａｄａ 无限生长、红果 １７ ＴＴＩ１４０６Ａ 无限生长、粉果

３ ＭｏｒｔｇａｇｅＬｉｆｔｅｒ 无限生长、红果 １８ ＨＶ０８２ 无限生长、红果

４ Ｒｕｔｇｅｒｓ 无限生长、红果 １９ Ｄ５５０ 无限生长、粉果

５ ＴＴＤ１０３Ａ 有限生长、红果 ２０ 广引１号 有限生长、红果

６ 宜引１号 无限生长、红果 ２１ ＴＴＩ１１１０Ｂ 无限生长、红果

７ 宜引２号 无限生长、红果 ２２ ＴＴＩ１１０９Ｂ 无限生长、粉果

８ 宜引３号 无限生长、红果 ２３ ＴＴＩ１１１４Ａ 有限生长、桔红果

９ 黄果番茄 无限生长、黄果 ２４ ＨＶ０２８ 无限生长、深红果

１０ 绿果番茄 无限生长、绿果 ２５ 西红１号 无限生长、深红果

１１ 新引１号 无限生长、红果 ２６ 德红２号 无限生长、深红果

１２ 新引２号 无限生长、红果 ２７ ＴＴＩ１１０８Ｂ 无限生长、粉果

１３ 新引３号 无限生长、红果 ２８ ＴＴＩ１４０９Ａ 无限生长、粉果

１４ 中引１号 无限生长、桔黄果 ２９ ＴＴＩ１１１７Ａ 无限生长、红果

１５ 中引２号 无限生长、黄果 ３０ 醋栗番茄 无限生长、红果

１．２　方 法

１．２．１　试验设计　２００９０２２８播种于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园艺学院试验田，４月１７日定植，随机

区组设计，每小区定植２０株，３次重复，株行距３５

ｃｍ×６０ｃｍ。

１．２．２　性状测定方法和标准　随机从每品种不

同植株的同一果层取果５个，进行指标的测定，设

３次重复。测定１７个品质性状指标，包括外观品

质：果横径、果纵径、果形指数、果梗洼大小、果柄

长度、果肩有无、果色和单果质量；感官风味品质：

果实硬度、果肉厚、心室数、可溶性总糖含量、有机

酸含量和糖酸比；营养品质：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番茄红素含量、抗坏血酸含量。其中，番茄红素的

测定采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
［８］；抗坏血酸的测

定采用钼蓝比色法［９］；可溶性总糖的测定采用硫

酸蒽酮法
［１０］；有机酸的测定采用酸碱滴定法［１１］；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采用折光仪测定［１２］；其他指标

参照《番茄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１３］进

行测定。

１．２．３　数据统计分析　应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软

件和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１４］。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番茄品质性状的多样性分析

对３０份供试材料１７个品质性状的多样性进

行分析（表２），结果表明，不同材料之间存在着很

大的差异，各性状在不同材料之间表现出了不同

程度的多样性，平均变异系数为３２．８３％，其中番

茄红素含量的变异系数最大，为９５．４２％，表明３０

份番茄材料的番茄红素含量变异很大，但是大多

数品种的含量区间比较集中。果实硬度、单果质

量的变异系数次之，分别为４６．２３％和４６．２１％。

番茄中可溶性总糖含量的变异系数最小，为

１７．４３％。可见，３０份材料存在着显著的遗传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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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表２　供试材料品质性状变异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狇狌犪犾犻狋狔狋狉犪犻狋狊犻狀狋犺犲狋犲狊狋犲犱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

性状

Ｔｒａｉｔ

均值

Ｍｅａｎ

最大值

Ｍａｘｉｍｕｍ

最小值

Ｍｉｎｉｍｕｍ

极差

Ｒａｎｇｅ

方差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标准差

Ｓｔｄ．

变异系数／％
ＣＶ

番茄红素含量／（ｍｇ／ｇ）Ｌｙｃｏｐｅｎ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０．０４８ ０．１９６５ ０．０１ ０．１９５５ ０．２０９５ ０．０４５８ ０．９５４２

果实硬度／（ｋｇ／ｃｍ２）Ｆｒｕｉｔｆｉｒｍｎｅｓｓ ５．４８ １２．６７ １．９３ １０．７４ ６．４２ ２．５３ ４６．２３

单果质量／ｇＭａｓｓｐｅｒｆｒｕｉｔ １６５．９１ ３０７．２２ ４．０４ ３０３．１８ ５８７６．７７ ７６．６６ ４６．２１

心室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ｏｃｕｌｅｓ ５．１８ ９．３３ ２．００ ７．３３ ４．５７ ２．１４ ４１．２８

果梗洼大小／ｃｍＦｒｕｉｔｃａｒｐｏｐｏｄｉａｌ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ｉｚｅ １．２６ ２．２１ ０．２８ １．９３ ０．２３ ０．４８ ３８．００

果柄长度／ｃｍＦｒｕｉｔｃａｒｐｏｐｈｏｒｅｌｅｎｇｔｈ １．３３ ３．２０ ０．６７ ２．５３ ０．２４ ０．４９ ３７．０４

果肩有无Ｅｘ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ｆｒｕｉｔ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０．９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９ ０．３１ ３３．９０

糖酸比Ｓｕｇａｒａｃｉｄｒａｔｉｏ １７．５６ ２９．３１ １１．４２ １７．８９ ２１．１９ ４．６０ ２６．２２

果横径／ｃｍ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ｆｒｕｉｔ ６．６９ ９．６０ １．６９ ７．９１ ２．７０ １．６４ ２４．５６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ｏｌｉｄｓｃｏｎｔｅｎｔ ３．９０ ７．８０ ２．６７ ５．１３ ０．８８ ０．９４ ２４．０４

果形指数Ｆｒｕｉｔｓｈａｐｅｉｎｄｅｘ ０．９６ １．７４ ０．６７ １．０７ ０．０５ ０．２３ ２３．８２

果色Ｃｏｌｏｒｏｆｆｒｕｉｔ ３．６３ ５．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０．７２ ０．８５ ２３．４０

果纵径／ｃｍ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ｆｒｕｉｔ ６．１９ ８．２２ １．８３ ６．３９ １．６５ １．２８ ２０．７３

果肉厚／ｃｍ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ｆｌｅｓｈ ０．６８ ０．９０ ０．２３ ０．６７ ０．０２ ０．１４ ２０．６２

总酸度／％ Ｔｏｔａｌａｃｉｄｉｔｙ ０．３６ ０．４７ ０．２０ ０．２７ ０．０１ ０．０７ １９．６３

Ｖｃ含量／（ｍｇ／ｇ）Ｖｃｃｏｎｔｅｎｔ ０．１３１３ ０．２１０３ ０．０９５６ ０．１１４７ ０．０６５８ ０．０２５７ ０．１９５４

可溶性总糖含量／％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ｕｇａｒｃｏｎｔｅｎｔ ６．０７ ８．５０ ３．７９ ４．７１ １．１２ １．０６ １７．４３

２．２　番茄品质性状的相关分析

对１７个品质性状进行相关性分析（表３）发

现，果肉厚与果纵径、番茄红素与总酸度、单果质

量与心室数等１２对性状间表现为极显著正相关，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与果横径、心室数与果形指数

等８对性状间表现为极显著负相关，单果质量与

果肩有无、番茄红素与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等８对

性状间表现为显著正相关，番茄红素含量与糖酸

比、果色与果形指数等５对性状间表现为显著负

相关。分析性状之间的相关性发现，番茄红素含

量与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总酸度、心室数呈正相

关，与果肉厚、果实硬度呈负相关。番茄果实 Ｖｃ

含量与果梗洼大小，果肩有无、心室数、单果质量、

果形指数呈正相关。说明果实外观品质与内在营

养品质有一定的相关性，根据果形指数、单果质

量、果肩有无等外观商品品质性状的表现可以初

步判断番茄果实的内部营养品质。

２．３　番茄品质性状的主成分分析

对１７个品质性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１７个

主成分，其中前６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达到

８０．９９％，说明这６个主成分所包含的要素信息量

可以反映出１７个性状指标特征参数的大部分信

息，因此，对这６个主成分进行分析基本可以达到

预期的目的，同时简化了分析程序。

表５列出了６个主成分的因子特征值及特征

向量的因子载荷值。由表可见：单果质量、果横径

在第一主成分上有较高的载荷值，分别为０．９４２、

０．９３４，其次为心室数和果梗洼大小，这些指标均

与果形有关，因此，称为果形因子；果肉厚在第二

主成分上的载荷值较高，为０．７５９，其次为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和果实硬度，果肉厚又与硬度呈极显

著正相关，因此，命名为硬度因子；在第３主成分

上糖酸比载荷值较高，为０．７４６，其次为有机酸含

量和果形指数，果实的糖酸度直接决定其风味，因

此，命名为风味因子；第４主成分的载荷值主要由

可溶性总糖含量和 Ｖｃ含量承担，命名为营养因

子；在第５主成分上 Ｖｃ含量载荷值较高，为

０．７５０，此外还有硬度、果形指数和果梗洼大小，这

些性状均与番茄的商品性有关，因此，称为商品性

因子；在第６主成分上果柄长度载荷值较高，为

０．７１７，其次为果肩有无、果梗洼大小和果形指数，

称为外观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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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品质性状间的相关系数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狇狌犪犾犻狋狔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狊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 １．０００

２ ０．６３１ １．０００

３－０．５９０ ０．２３７ １．０００

４ ０．７０３０．５６７ －０．３２３ １．０００

５ ０．９１１０．６９２ －０．４１７０．７３３ １．０００

６ ０．０４ ０．２１６ ０．０９６ ０．２１９ ０．０６１ １．０００

７－０．５７０－０．６２５ ０．１１１ －０．２２５ －０．４０３ －０．２５８ １．０００

８ ０．２５ ０．５７８ ０．２２５ ０．３４７ ０．１８３ ０．４８８－０．４９３ １．０００

９ ０．７８９ ０．３８４ －０．５５２０．５０８０．７９３ －０．１５９ －０．２４９ －０．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 －０．２０ －０．１７３ －０．００５ －０．３２４ －０．２８９ ０．１０９ －０．１２０ ０．１９９ －０．３４１ １．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１ －０．３６７－０．３８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２ ０．０５５ －０．１３０ ０．１５１ －０．００６ １．０００

１２ ０．４５１ ０．１０１ －０．５１００．３８２ ０．４５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４ －０．１０５ ０．４５１ －０．２４９ －０．０１３ １．０００

１３ ０．１６ ０．０９０ －０．０６２ ０．２２５ ０．２７７ －０．１４４ ０．２０２ －０．１５７ ０．３７１ －０．１６８ －０．１４０ ０．０２３ １．０００

１４ ０．０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７ ０．１８７ ０．１１７ －０．０４５ ０．３９２ －０．０４２ ０．２１６ －０．１７８ ０．０７６ ０．１９１ ０．４６８ １．０００

１５ ０．１１ ０．０１９ －０．１５５ ０．４３１ ０．２１５ ０．１９２ ０．１７０ －０．０８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０ －０．２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１７８ ０．１５９ １．０００

１６ －０．０６ －０．０９８ －０．０３３ －０．１７６ －０．０２６ －０．２７８ ０．１７１ －０．２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７４ －０．２７７ ０．０５３ ０．１３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４８ １．０００

１７ －０．１４６ －０．１６１ －０．０２４ －０．２５０ －０．２３７ －０．０８８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５ －０．２８８ ０．２０３ －０．１１１ ０．０５０ －０．６９５－０．３８１ －０．０２５－０．５９１ １．０００

注Ｎｏｔｅ：表示０．０５显著水平，表示０．０１显著水平。ａｎｄｄｅｎｏ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ａｎｄ０．０１ｌｅｖｅ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１．果横径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ｆｒｕｉｔ；２．果纵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ｆｒｕｉｔ；３．果形指数Ｆｒｕｉｔｓｈａｐｅｉｎｄｅｘ；４．果梗洼大小Ｆｒｕｉｔ

ｃａｒｐｏｐｏｄｉａｌ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ｉｚｅ；５．单果质量 Ｗｅｉｇｈｔｐｅｒｆｒｕｉｔ；６．果实硬度Ｆｒｕｉｔｆｉｒｍｎｅｓｓ；７．可溶性固形物含量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ｏｌｉｄ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８．果肉

厚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ｆｌｅｓｈ；９．心室数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ｏｃｕｌｅｓ；１０．果柄长度Ｆｒｕｉｔｃａｒｐｏｐｏｄｉａｌ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ｉｚｅ；１１．果色Ｃｏｌｏｒｏｆｆｒｕｉｔ；１２．果肩有无Ａ

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ｒｕｉｔ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１３．总酸度Ｔｏｔａｌａｃｉｄｉｔｙ；１４．番茄红素含量Ｌｙｃｏｐｅｎ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５．Ｖｃ含量 Ｖ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６．可溶性总糖含量

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ｕｇａ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７．糖酸比Ｓｕｇａｒａｃｉｄｒａｔｉｏ．

表４　相关矩阵的特征值、百分率及累积百分率

犜犪犫犾犲４　犜犺犲犲犻犵犲狀狏犪犾狌犲，犮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犻狏犲狉犪狋犲犪狀犱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狏犲犮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犻狏犲狉犪狋犲狅犳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犿犪狋狉犻狓

因子

Ｆａｃｔｏ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特征值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４．８１３ ２．７４４ ２．１３７ １．７０７ １．３４３ １．０２６

百分率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ｒａｔｅ ２８．３１０ １６．１４１ １２．５６８ １０．０３９ ７．８９８ ６．０３６

累计百分率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ｒａｔｅ ２８．３１０ ４４．４５１ ５７．０１９ ６７．０５８ ７４．９５６ ８０．９９２

表５　因子得分矩阵

犜犪犫犾犲５　犉犪犮狋狅狉狊犮狅狉犲犿犪狋狉犻狓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狉犪犻狋狊

性状

Ｔｒａｉｔ

因子１
Ｆａｃｔｏｒ１

因子２
Ｆａｃｔｏｒ２

因子３
Ｆａｃｔｏｒ３

因子４
Ｆａｃｔｏｒ４

因子５
Ｆａｃｔｏｒ５

因子６
Ｆａｃｔｏｒ６

果横径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ｆｒｕｉｔ ０．９３４ ０．０７４ －０．２６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４ ０．１１８

果纵径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ｆｒｕｉｔ ０．６８７ ０．５３８ ０．２０１ ０．２７０ －０．２６８ －０．０６２

果形指数Ｆｒｕｉｔｓｈａｐｅｉｎｄｅｘ －０．４６２ ０．４０１ ０．５６０ ０．３０４ －０．３０１ －０．２２３

果梗洼大小Ｆｒｕｉｔｃａｒｐｏｐｏｄｉａｌ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ｉｚｅ ０．８２７ ０．０４７ ０．１１８ ０．０７２ ０．３０９ －０．１６７

单果质量 Ｍａｓｓｐｅｒｆｒｕｉｔ ０．９４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９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５

果实硬度Ｆｒｕｉｔｆｉｒｍｎｅｓｓ ０．１３１ ０．５２７ ０．２７０ －０．１７２ ０．５２０ －０．１０４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ｏｌｉｄｓｃｏｎｔｅｎｔ －０．４６３ －０．６７１ ０．２３８ ０．１５１ ０．２２４ －０．１９８

果肉厚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ｆｌｅｓｈ ０．２７４ ０．７５９ ０．２３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７４ ０．０４４

心室数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ｏｃｕｌｅｓ ０．８１５ －０．３３３ －０．１７０ －０．０６７ －０．２０５ ０．１０２

果柄长度Ｆｒｕｉｔｃａｒｐｏｐｈｏｒｅｌｅｎｇｔｈ －０．３４０ ０．３２２ －０．１３９ －０．０６０ ０．２６８ ０．７１７

果色Ｃｏｌｏｒｏｆｆｒｕｉｔ －０．０２１ －０．２６４ －０．１８４ －０．７９０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９

果肩有无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ｆｒｕｉｔ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０．５０６ －０．２９０ －０．３６６ ０．０３６ ０．１２３ －０．３２５

总酸度Ｔｏｔａｌａｃｉｄｉｔｙ ０．３３０ －０．５０７ ０．５４２ ０．２１０ －０．１５２ ０．４１２

番茄红素含量Ｌｙｃｏｐｅｎ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０．１９８ －０．４８８ ０．４９２ ０．０７８ ０．１０３ －０．０５１

Ｖｃ含量Ｖｃｃｏｎｔｅｎｔ ０．２１３ －０．１４０ ０．１６６ ０．３６６ ０．７５０ ０．０６２

可溶性总糖含量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ｕｇａｒｃｏｎｔｅｎｔ －０．１５８ －０．１９１ －０．４１２ ０．７２２ －０．０７４ ０．２００

糖酸比Ｓｕｇａｒａｃｉｄｒａｔｉｏ －０．３５４ ０．２５０ －０．７４６ ０．３６６ ０．１４３ －０．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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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番茄品质性状的聚类分析

对３０份番茄种质资源的１７个品质性状进行

聚类分析（图１），结果表明，在欧氏距离为７．３７

时可划分为６个类群，其中第Ⅰ类包含１５个材

料，此类群番茄材料的果实均为扁圆形果，无果

肩，果柄较短，但酸度较高；第Ⅱ类包含４个材料，

此类群酸度低，糖酸比高，扁圆形果实，番茄红素

含量低；第Ⅲ类包含３个材料，均为大果形番茄，

心室数多，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番茄红素含量

高，Ｖｃ含量高，糖酸比较低，此类群品质性状较

好；第Ⅳ类包含４个材料，为长形果，果肉厚，硬度

较大，心室少，Ｖｃ含量较低；第Ⅴ类包含３个材

料，为大红色果，果形小，单果质量小，心室少，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高，果柄长，酸度低；第Ⅵ类包含

一个材料，醋栗番茄，为野生型番茄，果形小，红色

果，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较高，番茄红素含量较高，

可溶性总糖含量较高，硬度小。

图１　３０份番茄材料聚类图

犉犻犵．１　犜犺犲犮犾狌狊狋犲狉犻狀犵犱犲狀犱狉狅犵狉犪犿狅犳３０狋狅犿犪狋狅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

３　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在作物品种分类

和育种材料筛选中应用的范围在逐步扩大［１５］，本

试验对１７个涉及番茄商品品质、感官风味品质和

营养品质性状的相关性分析表明，番茄红素与总

酸度、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与果形指数、Ｖｃ含量与

果形指数、番茄红素含量与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等

３３对性状之间表现为显著或极显著相关，其中番

茄果形与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番茄红素含量的相

关性与薛俊等［１６］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同时发现，

果实横径及果梗洼大小与果实 Ｖｃ含量呈负相

关，总酸度与番茄红素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果实

糖酸比与番茄红素含量呈显著负相关，而刘建辉

等［１７］研究认为总酸度与营养品质尚无确定关系，

因此，风味品质与营养品质之间的相关性还需进

一步研究验证。

主成分分析的结果表明，１７个品质性状指标

可用６个主成分来概括，依据其因子贡献率的大

小，说明果形因子、硬度因子、风味因子和营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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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等可用来综合评定番茄品质，用于对番茄品质

的快速鉴定。

本研究３０份番茄种质资源１７个性状指标的

变异系数均在１５％以上，多态性显著，聚类后形

成６大类群，明确了这些种质材料的类型，筛选出

了综 合 品 质 较 好 的 番 茄 种 质 材 料，包 括

ＴＴＩ１４０６Ａ、ＨＶ０８２、ＨＶ０２８、Ｄ５５０、ＴＴＩ１１１０Ｂ、

ＴＴＩ１１０９Ｂ、ＨＶ０２８、ＴＴＩ１４０９Ａ 和 Ｅｎｓａｌａｄａ，为

这些材料在番茄品质改良和品种选育中的利用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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