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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抽薹普通白菜（小白菜）新品种春油 1 号
的选育
赵岫云　张凤兰 *　徐家炳　余阳俊　张德双　于拴仓　卢桂香　汪维红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北京  100097）

摘　要：春油 1 号是由 2006-29 和 2005-113 两个自交不亲和系配制而成的普通白菜（小白菜）一代杂种，

具有晚抽薹、束腰美观、丰产、稳产等特点。春油 1 号株型较直立，株高 17 cm，开展度 25 cm；叶色绿，

叶面平且有光泽，心叶稍皱，叶柄绿且宽厚，叶柄宽度为 5.3 cm、厚度为 0.9 cm，平均单株质量 0.24 kg，

每 667 m2 产量 2 500 kg 左右。适合冬春栽培；目前已经在北京、天津、河北、江苏、上海、浙江、福建

等地大面积推广，累计推广面积约 20 000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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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Pakchoi F1 Hybrid —‘Chunyou No.1’
ZHAO Xiu-yun，ZHANG Feng-lan*，XU Jia-bing，YU Yang-jun，ZHANG De-shuang，YU Shuan-

cang，LU Gui-xiang，WANG Wei-hong
（Vegetables Research Center，Beij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Beijing 100097，China）

Abstract：‘Chunyou No.1’ is a high quality pakchoi F1 hybrid with late-bolting，vase shape and 

high stable yield．It is developed by crossing 2 self-incompatibility lines 2006-29 and 2005-113．The 

plant is 17 cm in height and 25 cm in width．It has green flat and glossy leaves．The petiole is green 

with 5.3 cm in width and 0.9 cm in thickness．The average single plant weight is about 0.24 kg and its 

yield is about 37.5 t·hm-2．It is suitable for winter and spring cultivation and has been extended to 

Beijing，Tianjin，Hebei，Jiangsu，Shanghai，Zhejiang，Fujian Provinces with total area of about  

20 000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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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育过程

春油 1 号是由 2006-29 和 2005-113 两个自交不亲和系配制而成的普通白菜（小白菜）一代

杂种。2006-29 是由上海地方品种矮抗青与四月慢杂交后代经过 6 a（年）连续自交、单株定向

选育而成的自交不亲和系，具有长势整齐、植株半直立、叶色绿、叶柄宽、束腰早、晚抽薹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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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和指数为 1.0；2005-113 是由北方搜集来的地方品种五月慢与由南方收集的地方品种清江白

菜杂交后代经过 7 a（年）系谱选择育成的自交不亲和系，具有植株较直立、叶色深绿有光泽、

叶柄宽、束腰美观、品质脆、较晚抽薹等特点，亲和指数为 1.5。

组合于 2006 年试配成功，2006～2007 年进行品种比较试验，2007～2008 年进行区域试验

和生产试验，春油 1 号均表现突出。2008 年通过北京市种子管理站组织的品种鉴定。目前已经

在北京、天津、河北、江苏、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大面积推广，累计推广面积约 20 000 hm2。

2　选育结果

2.1　丰产性

2.1.1　品种比较试验　2006～2007 年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农场进行品种比较试验，

春露地栽培，2 月 9 日温室播种育苗，3 月 14 日露地定植，行距 30 cm，株距 20 cm，定植后覆

天膜保温。采用随机区组排列，小区面积 3 m2，3 次重复，4 月 25 日测产。试验结果表明（表

1）：2006 年春油 1 号比对照五月慢（北京京研益农种苗有限公司提供）增产 29.4%，2007 年增

产 22.2%，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说明春油 1 号具有良好的丰产性。

2.1.2　区域试验　2007～2008 年分别在北京大兴、天津蓟县、河北保定 3 个试点进行区域试验，

小区面积 15 m2，3 次重复，采用随机区组排列， 

2 月 13～20 日温室播种育苗，3 月 20～25 日

露 地 定 植， 行 距 25 cm， 株 距 15 cm，4 月

28～30 日收获。试验结果表明（表 2）：春油

1 号与对照京绿 7 号产量基本相当，两者之间

差异不显著，但春油 1 号株型束腰，叶面平展，

商品性明显优于京绿 7 号。

2.1.3　生产试验　2008 年在北京大兴、天津

蓟县、河北保定同时进行大面积生产试验，每

个品种试验面积 333.5 m2。春露地栽培，3 月

24～28 日直播，平畦，穴播，行距 25 cm，株

距 15 cm，5 月 14～16 日收获。试验结果表明

（表 3）：春油 1 号比对照五月慢（天津蓟县良

丰种子站繁育）略有增产，但株型明显优于对

照，五月慢抽薹性不整齐，春油 1 号无论是株

型还是抽薹性都整齐一致。

2.2　抗病性

2006 年 9 月委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保

环保研究所对春油 1 号进行室内人工复合接种

抗病性鉴定，结果表明（表 4）：春油 1 号抗

病毒病和霜霉病，高抗黑腐病。

2.3　品质

2007 年 11 月委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

研究中心营养品质分析室对春油 1 号的营养品

质进行分析评价，结果表明，春油 1 号 VC、可溶性糖、纤维素和蛋白质含量都比对照华冠高，

其中 VC 和可溶性糖含量分别比对照高 33.4% 和 42.5%（表 5）。

表 1　春油 1 号品种比较试验产量结果

年份
产量 /kg·（667 m2）-1

比 CK±%
春油 1 号 五月慢（CK）

2006 2 750** 2 125 29.4

2007 2 200** 1 800 22.2

　　注： ** 表示与对照差异极显著（α=0.01）。

表 2　春油 1 号区域试验产量结果

年份 地点
产量/kg·（667 m2）-1

比 CK±%
春油 1 号 京绿 7 号（CK）

2007 北京 2 550 2 450 +4.1

天津 1 800 1 890 -4.8

河北 1 950 2 015 -3.2

2008 北京 3 315 3 120 +6.3

天津 2 460 2 520 -2.4

河北 3 156 3 042 +3.7

表 3　春油 1 号生产试验产量结果

地点
产量/kg·（667 m2）-1

比 CK±%
春油 1 号 五月慢（CK）

北京 3 775 3 595 +5.0

天津 2 950 2 975 -0.8

河北 3 115 2 980 +4.5

表 4　2006 年春油 1 号室内人工接种抗病性鉴定结果

品种
病情指数

TuMV 霜霉病 黑腐病

春油 1 号 18.19 R 14.56 R 4.09 HR

京绿 7 号（CK） 22.07 R 13.23 R 8.56 HR

　　注：HR—高抗，R—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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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品种特征特性

春油 1 号为适于冬春栽培的优良晚抽薹小白菜品种，束腰美观，丰产稳产，株型较直立，

株高 17 cm，开展度 25 cm；叶色绿，叶面平且有光泽，心叶稍皱，叶柄绿且宽厚，叶柄宽度为

5.3 cm、厚度为 0.9 cm，平均单株质量可达 0.24 kg，每 667 m2 产量 2 500 kg 左右。抗病，丰产，

束腰早，品质佳，商品性好。适合北京、天津、河北、江苏、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区冬春季

栽培。南方播期从 10 月至翌年 2 月，北方播期从 9 月至翌年 3 月。 

表 5　2007 年春油 1 号营养品质分析结果

品种 含水量/% VC/mg·kg-1（FW） 可溶性糖/% 纤维素/% 蛋白质/%

春油 1 号 93.75 555.0 2.18 0.42 1.27

华冠（CK） 95.38 416.0 1.53 0.3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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