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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杂 2号大白菜品种的选育及其抗病性 、品质 、产量评价

赵利民 ,柯桂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 ,陕西杨凌　712100)

摘　要:̀秦杂 2 号' 大白菜品种是以胞质雄性不育系 02CM S14为母本 , 以 02S28优良自交系为父本配制的杂

种一代。该品种生长期 70 d 左右;株型紧凑 , 抱球紧实 , 适播期长;矮桩叠抱 ,头球型;软叶率 66.8%, 球形指

数 1.3 , 单球重3 ～ 3.5 kg , 净菜率 80%,产量 105.4 t/ hm2 ;质地脆嫩 , 适口性好 ,品质优 , 风味佳;抗病毒病 、霜

霉病和黑斑病;该品种现已在陕西 、甘肃 、新疆 、广西 、河南 、山西 、四川 、宁夏等多个省(区)示范推广 ,是一个综

合性状优良 ,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大白菜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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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ding of Chinese Cabbage Hybrid Qinza No.2 and Evaluation
of Its Disease Resistance , Quality and Yield

ZHAO Li-min and KE Gui-lan
(C ol lege of Hort icu lture of Northw est A &F Universi ty ,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 China)

Abstract:The new Chinese cabbage variety Qinza N o .2 is a F 1 w hich is bred w ith the gemplasm male

steri le line 02CMS14 as fem ale parent , self-bred line 02S28 as the m ale parent .It s g row th period is a-

bout 70 day s , it is dw arf and its leave s embrace tight ly , it s head is in the shape of g lobe ;the rate of

sof t leaves is about 66.8 %, globe index is 1.3 , the w eight of sing le g lobe is 3 ～ 3 .5 kg , the net leave s

rate is 80 %, it s y ield is 105.4 t/hm2 ;the cabbage is crisp , adaptable , good in quali ty and favor ;the

shape is t ight ly and has long suitable g row ing pe riod;i t is resistant to dow ny mildew and black spot.

The new varie ty has been a registered variety in Feb , 2004 , it has been dem onst rated and popularized

in Shaanxi , Gansu , Xinjiang , Guangxi , H enan , Shanxi , Sichuan and Ningxia e tc , it is a variety wi th

good com prehensive character and st rong com peti tive in m ark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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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白菜是我国的特产蔬菜 ,在蔬菜周年供应

中居重要地位 。目前 ,大白菜生产上主要存在着

病毒病 、霜霉病 、软腐病 3 大严重病害 ,以及新的

病害 ,如黑斑病 、黑腐病 、白斑病 、根肿病等不断增

加 ,导致品种退化 、品质差 、产量不稳[ 1 ～ 4] 。针对

生产中存在的上述问题 ,结合市场所需 ,育成优

质 、抗病 、丰产 、综合性状好 、适应性广的大白菜新

品种 ,成为本课题组的育种目标。

1 　材料与方法

1.1　秦杂 2号大白菜品种的选育过程

母本 02CM S14 ,是以大白菜 CM S3411-7不育源

为不育胞质供体 ,由河北引进的地方品种石特一

号大白菜自交分离后代中选育的优良自交系 S14

为受体 ,通过采用杂交 、连续回交 、严格的经济性

状选择 、抗病性鉴定 、异地和温室加代相结合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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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获得的不育株率 100%,不育度 95%以上的大

白菜胞质雄性不育系 。该不育系生育期 75 ～ 80

d ,叶色碧绿 ,外叶多皱褶 ,叶缘波状 ,叶球呈倒卵

圆形 ,叠抱 ,白帮 ,品质好 ,生长势强 ,整齐度高 ,综

合抗病性强 。父本 02S28 ,由陕西关中地方品种宝

鸡二包头大白菜中经多年单株自交分离和纯化 ,

系统选育 ,经济性状改进 ,抗病性鉴定 ,育成的优

良自交系 。该自交系生育期60 ～ 65 d ,叶色淡绿 ,

叶缘锯齿 ,叶球矮桩叠抱 ,呈倒卵圆形 ,白帮 ,成球

性好 ,品质优良 。2001 年进行杂交组合配制 ,

2002 ～ 2003年参加陕西省大白菜区域试验和生

产示范 。2004年 2 月通过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

定委员会登记。

1.2　主要病害鉴定方法及标准

1.2.1　室内鉴定方法　在温室或塑料拱棚内进

行 ,采用苗期人工接种抗病性鉴定方法 , 3 次重

复 ,每重复 50株 。

病毒病(Turnip Mosic Virus ,简称 TuM V):

取症状明显的病叶 ,加 pH =7 , 0.05 m ol/ L 的磷

酸缓冲液 2 ～ 5倍 ,研碎后再加病叶的两倍上述缓

冲液 ,当幼苗的第 3片真叶充分展开后 ,在被鉴定

材料上喷 300 ～ 400目的金刚砂 ,取病汁液摩擦接

种 2片叶 ,接种后立即用净水冲洗叶面 ,遮阴 24

h ,隔日再接 1次 ,在 25 ～ 28℃下培养 20 d后调查

病情[ 4 ～ 6 , 8] ,计算病情指数 。

霜霉病(Peronospora parasi tica ,简称 P.p):

当幼苗长至 2片真叶时 ,用清水配成 1 ×10
4
个/

mL 孢子囊悬液 ,用滴接法在每个叶片上滴 1滴

(约 20 μL)霜霉菌悬液。接种后在 20℃左右黑暗

中保湿 24 h ,然后揭掉保湿物 ,保持在 25℃左右

和夜间相对湿度 90%以上 ,到第 7 天 ,再在 16 ～

20℃下保湿 16 ～ 24 h ,至第 8天调查病情[ 4 ～ 8] ,计

算病情指数。

黑斑病(Alternaria brassica 简称 A .b):当第

2片真叶充分展开后接种黑斑病菌 ,接种后可用

滴接法进行 ,使用每滴含 50个孢子(或 1 200个

孢子/m L)左右的孢子悬液 ,滴在第二片真叶上 ,

在 20℃左右黑暗条件下保湿 24 h ,正常管理 3 d

后自第 4 d开始每天夜间保湿 ,白天揭开给以光

照。第 7天保湿 24 h后调查病情[ 4 , 5 , 8] ,计算病情

指数 。

病情指数计算公式:病情指数=[ (病级数

×该病级发病株数)/(最高发病级数×总调查株

数)] ×100

1.2.2　病情指数分级标准及抗性分类
[ 4 , 5]

　病

情指数分级标准及抗性分类见表 1。
表 1　大白菜 3种病害病情指数分级标准及抗性分类

Table 1　Grading standard of three diseases index and classif ication of disease resistance for Chinese cabbage

病情分级标准
Grading s tandard of

diseases index

TuM V P .p A .b

群体抗性分级标准
Group dlassifi cation

standard of disease resistance

分类
Classif ics tion

病情指数
Index of disease

0级:无侵染症状;0.1
级:接种叶出现个别褪绿
斑;0.5 级:接种叶出现
少数褪绿斑;

0级:无侵染症状;1 级:
接种叶上有稀疏的褐色
斑点 ,不扩展;

0 级:无侵染症状;1 级:
接种叶生褐色小点 ,褪绿
斑;

高抗(HR)
High

resis tance
0.01～ 11.11

1级:多数叶片有多数褪
绿斑 ,或少数叶片轻微花
叶;3 级:多数叶片至全
株轻花叶;

3级:叶片上有较多的病
斑 ,多数凹陷 ,叶背无霉;

3级:接种叶生褐绿斑 ,
无霉层;

抗病(R)
Resis tance

11.12～ 33.33

5级:全株重花叶, 部分
叶片皱缩 ,或叶柄局部坏
死,少数叶片畸形;

5级:叶片病斑向四处扩
展 ,叶背生少量的霉层;

5 级:接种叶生褐色轮纹
斑 , 有较少霉层 , 病斑外
无明显的坏死区;

中抗(M)
Moderately

33.34～ 55.55

7级:全株重花叶, 伴有
枯斑 , 部分叶片枯死;或
全部叶片皱缩畸形 ,植株
严重矮化;

7级:病斑扩展面积达叶
片的 1/ 2以上 2/ 3 以下 ,
有较多的霉层;

7 级:接种叶生褐色轮纹
斑 , 斑上有较多的霉层 ,
周围有明显的坏死区;

感病(S)
Su sceptibilit y

55.56～ 77.77

9级:大部分叶片枯死以
致整株坏死。

9级:病斑扩展面积达 2/
3以上 ,有大量的霉层。

9 级:接种叶病斑连成
片 , 且大面积枯死 , 霉层
明显。

高感(H S)
Hig h suscept ibili ty

77.78～ 100.00

1.2.3　田间鉴定　分别在连年种植大白菜的不

同田块进行 ,田间自然发病 ,试验采取随机区组排

列 ,3次重复 ,小区面积 36 m 2 ,随机调查 50株 ,进

行病情统计。

1.3　品质性鉴定方法及标准

营养品质　可溶性糖 、vC 、粗蛋白质 、粗纤维

素和鲜水分由陕西省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进行

分析 。可溶性糖按斐林滴定法测定;vC 按 2 、6-靛

蓝滴定法测定;粗蛋白质按 GB/T5009.5-2003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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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粗蛋白质的测定方法测定;粗纤维素按 GB/

T10469-1989水果蔬菜中粗纤维素测定方法测

定;鲜水分按 GB/ T5009.3-2003食品中水分的测

定方法测定。

味品质　根据消费者的口感 ,对食用品质的

诸方面(甜度 、风味 、脆度 、多汁度等)进行鉴定 ,根

据评定人的感觉和经验进行比较和评分 ,取其平

均得分为测试品种风味品质评价的最终得分
[ 4 , 9]

(采用 5级记分法 ,满分为 5分)。

商品品质　包括是否符合当地人民的生产和

消费习惯 ,品种的整齐度以及收获期的紧实度 、软

叶率等。整齐度分为好 、中 、差;紧实度分为紧 、

中 、松;软叶率按下列公式计算[ 4] 。

软叶率(%)=[(叶球重-中肋重-短缩茎

重)/(叶球重-短缩茎重)] ×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丰产 、稳产性

2.1.1　省级区域试验　2002 ～ 2003年由陕西省

种子管理站主持 ,进行陕西省大白菜品种区域试

验 ,2002年 8 个试验点平均产量水平为 99.9 t/

hm
2
,分别较对照品种秦白 2 号和鲁白 8号增产

11.2 %和 14 .8%;2003 年 8 个试验点平均产量

110.9 t/hm2 ,分别较对照品种秦白 2号和鲁白 8

号分别增产 11.6%和 15.7%。两年区域试验秦

杂 2号平均产量为 105.4 t/hm 2 ,分别较对照品

种秦白 2 号和鲁白 8 号分别增产 11.4%和

15.3 %,试验结果见表 2。
表 2　秦杂 2 号省级区域试验产量结果

Table 2　The yield of Qinza No2 in the

regional trial of province

年份
Year

试验点(次)数
Test

spot t ime

产量 Yield
/(t/ h m2)

比对照增减 /%
In crease
range

2002 8 85.1～ 109.3 +7.0～ +18.1(CK 1);
+2.9～ +38.9(CK 2)

2003 8 103.2～ 116.9 +8.6～ +17.7(CK 1);
+11.9～ +26.9(CK 2)

平均
Average

8 105.4 +11.4(CK 1);
+15.3(CK 2)

注:CK1为秦白 2号 , CK2为鲁白 8号。

Note:CK1-Qinb aiNo2 , CK2-Lu baiNo8.

2.1.2　全国区域试验和生产示范　2003 ～ 2005

年在河南 、山西 、广西 、湖北 、甘肃 、四川 、新疆 、宁

夏 、湖南等省(区)进行区域试验和生产示范 ,产量

结果见表 3。试验地区普遍反映秦杂 2号株形紧

凑 ,成球性好 ,结球紧实 ,净菜率高 , 综合抗病性

强 ,丰产 、稳产性好 ,是一个综合性状优良的大白

菜新品种 。
表 3　秦杂 2 号全国区域试验和生产示范产量结果

Table 3　The yield of Qinza No2 in the national

regional trial and demonstration

年份
Year

试验 、示范点数
Test spot time

产量 Yield
/(t/ hm2)

比对照增减 / %
Increase range

2003 15 82.2～ 112.8 -3.8～ +24.6

2004 21 85.3～ 115.7 +1.2～ +22.5

2005 28 79.0～ 118.3 -4.8～ 32.1

2.1.3　稳产性分析　根据 2003 ～ 2005年全国区

域试验和生产示范产量结果 ,在 3 a 的品种比较

试验中秦杂 2号的品种主效应均高于两个对照品

种 ,品种×地点互作方差 、变异系数小于两个对照

品种 ,回归系数与两个对照品种相比更接近于 1 ,

表明其丰产性 、稳产性优于对照品种(表 4)。
表 4　秦杂 2 号及其对照品种稳产性参数表

Table 4　Parameters of stable yield between

Qinza No2 and check varieties

品种
Variet ies

品种×地点互作
Variet ies×spots interact ion

主效应值
Main

ef ficient

方差估值
Variance

变异系数
Variat ion
coef ficien t

回归系数
Regression
coef ficient

秦杂 2号
Qinza 2

0.1627 0.0103 5.294 1.1527

秦白 2号
Qinbai 2

0.1516 0.0228 6.427 1.2451

鲁白 8号
Lub ai 8

0.1380 0.0568 7.416 1.37257

2.2　抗病性鉴定

经对大白菜病毒病、霜霉病 、黑斑病苗期人工

接种抗病性鉴定 、田间自然诱发抗病性鉴定结果

分析 ,秦杂 2号对以上 3种病害的抗性表现均达

抗病水平(R)。其对病毒病 、霜霉病 、黑斑病病情

指数的变化范围分别在 7.6 ～ 22.8 、14.7 ～ 24 .1

和 9.2 ～ 24.7。表 5 是 2003年和 2005年苗期人

工接种抗病性鉴定和田间自然诱发抗病性鉴定结

果。

2.3　品质性状鉴定与测定

2.3.1　营养品质测定　营养品质分析结果:秦杂

2号 100 g 鲜样质量中含蛋白质 0.9%,粗纤维素

0.42 %, 可溶性糖 2.93%, vC 17.0 mg , 水分

95.62%。其中 ,可溶性糖和维生素 C 分别较两

个对照品种秦白 2 号和鲁白 8 号高 30 .8%、

19.7 %和 1.7%、49.1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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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秦杂 2 号历年抗病性鉴定结果

Table 5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diseases resistance in artificially inoculated and field natura infected to Qin2a No.2

地区
Region

品种
Variety

Tu MV

苗期接种
Seedling

inoculation

病情
指数
Index

of
disease

抗病
类别

Type of
resi

s tance
diseas e

田间诱发
Field

induction

病情
指数
Index

of
disease

抗病
类别

T ype of
resi

stance
disease

P .p

苗期接种
Seedling

inoculat ion

病情
指数
Index

of
disease

抗病
类别

Type of
resi

stance
dis ease

田间诱发
Field

indu ct ion

病情
指数
Index

of
disease

抗病
类别

Type of
resi

s tance
diseas e

A .b

苗期接种
S eedling

inocu lation

病情
指数
Index

of
disease

抗病
类别

T ype of
resi

stance
disease

田间诱发
Field

induct ion

病情
指数
Index

of
disease

抗病
类别

Type of
resi

stance
dis ease

2003/ 秦杂 2号 Qinza 2 18.5/ 14.6 R/R 20.6/ 8.2 R/H R14.7/ 19.5 R/R 18.2/ 24.1 R/R 20.5/ 13.6 R/ R 15.6/ 24.7 R/R

2005 秦白 2号 Qinbai 2 20.5/ 14.0 R/R 21.8/ 9.3 R/H R13.2/ 22.8 R/R 24.7/ 22.0 R/R 24.0/ 16.4 R/ R 18.4/ 30.0 R/R

鲁白 8号 Lubai 8 64.7/ 45.2 S/M 79.0/ 46.6 H S/M 19.5/ 21.4 R/R 21.4/ 32.9 R/R 19.4/ 9.2 R/H R10.2/ 18.5 H R/ R

注:H R:高抗;R:抗病;M :中抗;S:感病;HS :高感。

Note:H R:High resis tance;R:Resistance;M :Moderately;S:Su sceptibi lit y;HS:High su sceptibi lit y.

表 6　秦杂 2 号大白菜营养品质分析结果

Table 6　Analysis results of quality characters for Qinza No.2

品种
Variet ies

可溶性糖/ %
Solub le sugar

维生素C
vC /(mg/ 100g)

粗蛋白质/ %
Crude protein

粗纤维素/ %
C rude fib er

鲜水分/ %
Water

秦杂 2号 QinzaNo2 2.93 17.0 0.90 0.42 95.62

秦白 2号(CK 1)QinbaiNo2 2.24 14.2 0.88 0.41 95.66

鲁白 8号(CK 2)LubaiNo8 2.88 11.4 1.06 0.43 95.16

较CK 1 ±%Increas e ran ge +30.8 +19.7 +2.3 +2.4 -0.04

较CK 2 ±%Increas e ran ge +1.7 +49.1 -15.1 -2.3 0.48

2.3.2 　风味品质和商品品质鉴定　对当前生产

上推广应用的 8个大白菜品种 ,于 2004年秋季由

西安市未央区蔬菜技术推广站组织进行了风味品

质和商品品质评价鉴定。风味品质鉴定的内容有

叶球生 、熟食的甜度 、风味 、脆度 、多汁度等 4个指

标 ,有来自生产者和消费者参加的 15 人进行了品

尝鉴定 ,结果表明秦杂 2号质地脆嫩 ,适口性好 ,

风味佳 ,评价结果达优良水平。商品品质经调查

和测定 ,秦杂 2号表现为株型紧凑 ,整齐度高 ,成

球性好 ,软叶率高 , 抱球紧实 ,符合市场要求(表

7)。

表 7　风味品质和商品品质鉴定结果

Table 7　Special flavour and commodity quality of Chinese cabbage

样品名称
Varieties

秦杂 2号
QinzaNo2

秦白 2号
QinbaiNo2

鲁白 8号
LubaiNo8

小包 23
Xiaobao23

郑杂 2号
Zh engza No2

丰抗 78
Fengkang78

中白 65
Zhongbai65

山东 19号
S handong No19

生食 Fresh food 4.88 4.88 3.02 4.07 4.26 3.49 4.27 3.95

熟食 Boil food 4.75 4.78 3.29 4.35 4.55 3.84 4.53 4.07

整齐度 Uniform ity 好 好 中 好 中 中 好 好

紧实度 Com pactness 紧 紧 中 紧 紧 中 紧 紧

软叶率/%S oft leaf percent 66.8 66.5 54.3 60.1 61.5 46.2 58.5 56.7

3 　讨论

3.1　抗病性选择

目前在大白菜广谱抗源缺乏的情况下 ,在育

种实践中对于每个亲本材料的多抗性要求不能过

于苛刻 ,如亲本对某一病害表现高抗 ,那么对其他

病害只要表现抗或中抗即可 。育种工作主要应放

在亲本间抗病性的搭配上;亲本选配时 ,应注意双

亲对不同病害的抗性要各有侧重 ,以期通过亲本

的单一抗性 ,实现杂种一代的广谱抗性 。为了获

得多抗性育种材料 ,一方面 ,我们从现有原始材料

中进行多抗性累代筛选;另一方面 ,对不同抗性材

料的基因进行重组 ,这是人工创造多抗性材料的

有效途径 ,这也是笔者多年来育种工作的重点。

3.2　丰产 、稳产性选择

晚熟品种在自然条件和栽培措施充分满足

时 ,一般都是高产品种 ,但晚熟品种对播期和肥力

要求相当严格 ,稍许晚播或肥力不足 ,都难于成球

或抱心不实 ,影响产量。适期晚播是大白菜抗病

高产栽培的成功经验
[ 1 , 10 , 11]

。基于此 ,将生育期≤

85 d的品种作为丰产 、稳产性育种的主要目标 ,兼

顾成球性的选择。在此前提下 ,通过不同熟性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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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型材料之间的广泛测配和配合力分析 ,把丰

产性和稳产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

3.3　品质性状选择

品质育种上 ,一方面 ,从营养品质分析入手 ,

强化选择 vC 、可溶性糖等含量高的材料;另一方

面 ,从消费者(市场)对商品性的要求出发 ,强化对

株型紧凑 、软叶率高 、净菜率高 、结球紧实 、口感脆

甜材料的筛选 ,实现优———优组合配置
[ 12 ～ 15]

。

3.4　秦杂 2号大白菜新品种具有抗病 、优质 、丰

产 、稳产的特性

秦杂 2号大白菜生长期 70 d左右 ,叶球呈倒

卵圆形 , 矮桩叠抱 , 单球重 3 ～ 3.5 kg , 软叶率

66.8 %,球形指数1 .3 ,净菜率 80%,产量105.4 t/

hm
2
,质地脆嫩 ,适口性好 ,品质优 ,风味佳 ,抱球紧

实 ,成球性好 ,适播期长 ,对病毒病 、霜霉病和黑斑

病 3种主要病害的抗性均达到抗病水平 ,符合国

家“十五”优质专用农作物新品种选育研究对大白

菜技术经济指标的具体要求 。该品种现已在陕

西 、甘肃 、新疆 、广西 、河南 、山西 、四川 、宁夏等多

个省区示范推广 ,是一个综合性状优良 ,具有较强

市场竞争力的大白菜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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