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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育成高黄酮含量杭白菊优良品种。方法：采用系统育种方法从杭白菊芽变单株中选育出优异新
品种，测定其农艺性状和品质特征。结果：从变异单株选育出优异株系，建立株系圃，经小区品比试验、区域试验

后最终审定成为新品种。两年区域试验结果表明 “金菊３号”［浙（非）审字２０１３００２］产量指标和品质指标均优于
对照，干花平均产量为２３３５５ｋｇ·ｈｍ－２；平均总黄酮含量为６８１％。结论：“金菊３号”是高黄酮含量杭白菊优良
品种，综合性状表现突出，能够为保健品、饮品生产提供优质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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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白菊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Ｒａｍａｔ以干燥
头状花序入药，是著名中药材 “浙八味”之一，具

有散风清热、平肝明目的功效。浙江省桐乡市是杭

白菊主要产区，栽培历史已有３８０年之久，２００２年
被确定为杭白菊原产地地域

［１］。在长期的杭白菊生

产中，农户多采用无性繁殖方式育苗，应用品种多

以农家品种为主，形成较为复杂的品种群体。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以来，经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逐步形成了
性状稳定、具有各自特征特性的四大品种类型，分

别是早小洋菊、小洋菊、大洋菊和异种大白菊，并

确定了早小洋菊和小洋菊为主栽品种
［２］。为了进一

步提高杭白菊品质、满足相关保健品、饮品生产企

业对高黄酮菊花的迫切需求，也为了错开采收期，

缓解劳动力阶段性供不应求的矛盾，选育之初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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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了优质高产、总黄酮含量高、适当延后采收期的

选育目标，经过８年的系统选育，终于育成了产量
较高、总黄酮含量高、始花期和终花期延后一周左

右的杭白菊新品种 “金菊 ３号” ［浙（非）审字

２０１３００２］。

１　品种选育

１１选育经过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杭白菊采收期间，在桐乡市梧桐街
道同心村、石门镇颜井桥村、屠甸镇荣星村和龙翔街

道大王渡村的小洋菊田块中，发现了９个花瓣色泽突
变成金黄色的单株，当年菊花采收后采集菊根建立了

株系圃。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对９个株系进行比较试验，并

扩大繁殖，考察各个株系的产量性状、品质性状的一

致性和稳定性，两年的种植试验结果表明，梧桐２、
石门１、屠甸２各个性状综合表现较优。

１２品比试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开展品比试验，逐步扩大优良株
系繁殖规模，试验结果显示，３个株系中， “梧桐
２”产量高、总黄酮含量高、成熟期迟于 “金菊

３号”，总体表现强于对照品种 “小洋菊”和 “金菊

１号”，遂选定该株系，命名为 “金菊 ３号”。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开展 “金菊 ３号”两年三地区域试
验，并于２０１２年底通过浙江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审
定委员会的审定，审定编号为浙（非）审药２０１３００２。
选育系谱图见图１。

图１　 “金菊３号”品种选育流程图

２　材料和方法

２１材料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采用２００５年从小洋菊中筛选得
到的９个芽变单株（编号为梧桐１、梧桐２、梧桐３、
石门１、石门２、屠甸１、屠甸２、龙翔１、龙翔２）
开展了两年株系选择试验，根据产量、含量、抗性

等指标的对比，选择梧桐２、石门１、屠甸２这３个
优良株系。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采用 ３个优良株系（梧桐２、石
门１、屠甸２）、两个对照品种（小洋菊、金菊１号），
开展了两年小区品比试验，选定 “梧桐２”为新品
系，命名为 “金菊３号”。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开展 “金菊３号”两年三地区域

试验，对照品种为 “小洋菊”和 “金菊１号”。

２２方法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每年每地每个品种（品系）

均考察每个试验小区的物候期、有效花蕾数量、产

量、抗病性等指标，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总黄

酮含量，采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方法测定绿

原酸、木犀草苷、３，５Ｏ二咖啡酰基奎宁酸的含
量，每个试验均设３次重复，取平均值。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花朵数量和产量对比

表１的两年三地区域试验结果表明，“金菊３号”
单位面积平均有效花蕾数量比 “小洋菊”多５９％，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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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金菊１号”多１０％；“金菊３号”平均单产比
“小洋菊”高３２％，比 “金菊１号”高９５％。

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杭白菊区域试验有效花蕾和产量
（珋ｘ±ｓ，ｎ＝３）

年份 品种 有效花蕾／个·ｍ－２产量／ｋｇ·（６６７ｍ２）－１

２０１１年 金菊３号 １５６２７±３０５ａ １６０９±４８ａ

小洋菊（ＣＫ１） １５４８７±２８６ａ １５４７±４５ａｂ

金菊１号（ＣＫ２） １５４４０±３１７ａ １４４９±３０ｂ

２０１２年 金菊３号 １６２２１±３３７ａ １５０５±４１ａ

小洋菊（ＣＫ１） １５６７９±２９３ａ １４７０±３２ａ

金菊１号（ＣＫ２） １６０９１±３２５ａ １３９５±２８ａ

两年平均 金菊３号 １５９２４ １５５７

小洋菊（ＣＫ１） １５５８３ １５０９

金菊１号（ＣＫ２） １５７６６ １４２２

注：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同列同年份数据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不
同小写字母表示同列同年份数据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下同。

３２有效成分含量对比

表２的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区域试验的有效成分含量
测定结果表明，“金菊３号”和两个对照品种的绿原
酸、木犀草苷、３，５Ｏ二咖啡酰基奎宁酸含量，均
高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标准

［３］；而 “金菊

３号”的总黄酮含量，两年平均值比 “小洋菊”高

７８％、比 “金菊 １号”高 １０７％，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

３３抗病性状对比
叶枯病是杭白菊最主要病害，根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区域试验的考评结果（见表３），二级分枝以上部
分，“金菊３号”正常叶比例两年平均为５０９％，比
“小洋菊”高９０％、比 “金菊１号”高９５％；“金
菊３号”病毒病枝（株）感染率两年平均３８％，比
“小洋菊”低２７０％、比 “金菊１号”低２７０％。

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杭白菊区域试验主要活性成分含量比较（珋ｘ±ｓ，ｎ＝３）
年份 品种 绿原酸（％） 木犀草苷（％） ３，５Ｏ二咖啡酰基奎宁酸（％） 总黄酮（％）

２０１１ 金菊３号 ０３４０±００１１ａ ０３６８±０００６ｂ １４４０±００３５ａ ６７３±００２ａ

小洋菊（ＣＫ１） ０２１６±０００５ｂ ０４０２±００１０ａ １３２０±００２６ａｂ ６２５±００１ｂ

金菊１号（ＣＫ２） ０３１４±０００８ａ ０３５１±０００７ｃ １２７０±００２０ａ ６１０±００２ｂ

２０１２ 金菊３号 ０３５８±００１１ａ ０３７５±０００８ｂ １４５５±００３３ａ ６８９±００３ａ

小洋菊（ＣＫ１） ０２３２±０００７ｃ ０４０９±０００９ａ １３３１±００２５ｂ ６３９±００２ｂ

金菊１号（ＣＫ２） ０３３２±０００９ｂ ０３５５±０００７ｃ １２８５±００２２ｂ ６２０±００２ｂ

两年平均 金菊３号 ０３４９ ０３７２ １４４８ ６８１

小洋菊（ＣＫ１） ０２２４ ０４０６ １３２６ ６３２

金菊１号（ＣＫ２） ０３２３ ０３５３ １２７８ ６１５

标准 ０２００ ００８０ ０７００

表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杭白菊区域试验抗病性表现（珋ｘ±ｓ，ｎ＝３）
年份 品种 正常叶比例（％） 病毒病感染率（％）

２０１１ 金菊３号 ５１０±１４ａ ５３±０２ｃ

小洋菊（ＣＫ１） ４９０±１２ａ ７２±０２ｂ

金菊１号（ＣＫ２） ４８５±１１ａ ８３±０２ａ

２０１２ 金菊３号 ５０７±１３ａ ２２±０１ｂ

小洋菊（ＣＫ１） ４４４±１０ａ ３２±０１ａ

金菊１号（ＣＫ２） ４４５±０９ａ ２１±０１ｂ

两年平均 金菊３号 ５０９ ３８

小洋菊（ＣＫ１） ４６７ ５２

金菊１号（ＣＫ２） ４６５ ５２

３４物候期比较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区域试验中，对３个品种的现蕾
期、始花期和终花期进行观察记录，表４结果表明
“金菊３号”现蕾期和两个对照品种相近，而始花期

平均比 “金菊１号”迟７ｄ，终花期平均比”金菊
１号”迟８ｄ。

表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杭白菊区域试验物候期记录

年份 品种
现蕾期／
月日

始花期／
月日

终花期／
月日

２０１１ 金菊３号 ９１５ １０２８ １１２１

小洋菊（ＣＫ１） ９１４ １０２８ １１２２

金菊１号（ＣＫ２） ９１２ １０２２ １１１４

２０１２ 金菊３号 ９１７ １０２９ １１２１

小洋菊（ＣＫ１） ９１７ １０２９ １１２１

金菊１号（ＣＫ２） ９１３ １０２２ １１１３

两年平均 金菊３号 ９１６ １０２９ １１２１

小洋菊（ＣＫ１） ９１５ １０２９ １１２２

金菊１号（ＣＫ２） ９１３ １０２２ １１１３

（下转第３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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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

通过上述几个菊花主要性状的对比分析可知，

“金菊３号”的总体表现优于两个对照品种，一定程
度上满足了差异化需求，是一个 “专用化”的中药

材新品种。

“金菊３号”自身也有弱点，它的枝条较软，相
对易倒伏，因此在推广过程中采用压条栽培法。压

条分两次进行，移栽一个月左右之后，苗高 ３０～
５０ｃｍ时，进行第一次压条，此时菊苗木质化程度
低，茎杆软易分布均匀，有利菊苗节位处生根和节

部萌生新枝，待枝条长到２０ｃｍ左右，进行第二次
压条，此时压条的方向由密处压向稀处，使畦面菊

苗分布平衡。当盛花期到来时，随着 “金菊 ３号”
植株上部花蕾重量增加，长势特别旺盛的田块容易

发生倒伏，建议根据实际情况设立护栏，如遇早霜

应及时用稻草或遮阴网覆盖
［４］，及时采收。

桐乡市地处杭嘉湖平原，经济发展水平位居全

国前列，农业劳动人口逐年下降，到了每年的菊花

盛花期，往往没有足够劳动力，部分菊花只能烂在

田里。“金菊３号”花期比 “金菊１号”迟１周左
右，金菊系列的 “金菊３号”和 “金菊１号”搭配

种植，能够很好地缓解劳动力不足的窘境。

中药材品种多，但使用数量有限，少了是个宝，

多了是根草
［５］，特定的品种满足特定的需求。这样

的特殊性决定了每种药材都需要若干个专用化品种，

以杭白菊为例，饮用菊和药用菊对菊花品质有不同

要求；胎菊和朵花对菊花品质有不同要求；开发不

同的保健品和饮品时，对菊花原料有效成分指标也

有不同要求，因此在今后的育种实践中，将会进一

步细化育种目标，选育出更多、更好的专用化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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