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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苏甘 号的亲本之一 是利用 国外引进的资源通过基因重组和 系统选育而 成的 自交不 亲和 系
,

另

一亲本 扣 是从国外引进的品种
厂

中选育而成的 自交不 亲和 系
。

该一代杂种耐热
,

在夏秋季 ℃以 上的 高温

下正常生长
,

对黑腐病
、

病毒病的抗性强
。

露地越冬作春甘蓝栽培
,

冬性 强
,

平均 单球质量
,

每 时 产量 约

峪 适宜于我国南方地区春
、

夏
、

秋季栽培
,

已在长江流域示 范推广

关键词 甘蓝 苏甘 号 耐热 露地越冬 一代杂种

选育经过

自 年开始
,

笔者对从国内外搜集的 余

份甘蓝种质资源进行苗期人工接种抗病性鉴定
,

同

时进行田间耐热
、

露地越冬耐寒及耐先期抽蔓性
、

品

质等经济性状 的鉴 定
。

通 过对 国外 引进 的资源

夕以 进行基因重组和系统选育并在秋季提

早播种
,

加大耐热
、

抗病及耐先期抽蔓性的选择
,

于

年秋季田间发现 中抗黑腐病
,

高抗病毒

病
,

高温条件下结球正常
,

提早播种
、

露地越冬抽墓

率很低
,

叶球扁平
,

中心柱较短
,

熟性较迟
,

经过几年

的系统选育
,

于 年育成 自交不亲和系
,

作为亲

本之一
。

另一亲本 贝 是利用国外引进的品种

通过多代自交选育而成的 自交不亲和系
,

具有早

熟
,

抗病性强
,

品质好等特点
。

年在进行 自交

不亲和系选育的同时
,

对多个 自交不亲和系采用半

轮配法配制新组合 个
,

并进行预备试验
,

综合评

比 男 表现最突出 抗逆性强
,

抗病性好
,

品

质优良
。 、

年进行正式品种比较试验
,

一 的 年参加江苏省夏秋甘蓝 区域试验及生产试

验
,

同时在四川
、

湖南
、

湖北
、

安徽等地区进行多点试

验示范均获成功
,

年 月通过江苏省品种审定

委员会审定
,

定名苏甘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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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育结果

丰产性

品种比较试验 年在江苏省农业科学

院蔬菜研究所试验 田
,

春
、

秋两季进行品种 比较试

验
,

从田间耐热
、

抗病
、

冬性
、

品质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比
,

等 个组合人选
。 一 年春

、

夏
、

秋 季进行正式品种 比较试验
,

分别 以京 丰

号
、

夏光
、

苏晨 号为对照
,

采用随机区组排列
,

次

重复
,

小区面积 时
。

春
、

夏
、

秋三季产

量分别比对照增加
、

和
,

成熟

期分别比对照早
、 、

天 表
。

表 苏甘 号春
、

夏
、

秋季品种比较试验产且结果

栽培

季节

产量 ’ 脚 时
一 ’

年份 苏甘 号 京丰 号 , 夏光 苏晨 号
一 狡 玛

比

士

’

平均

以
洲刀

平均
、

、

理

平均 如

兀口

即
,

注 京丰 号有少量抽摹

区域试验 一 力 年参加江苏省夏秋

甘蓝区域试验
,

以夏季主栽品种夏光为对照
,

结果其

抗病性
、

产量均表现较突出
。

年苏甘 号 个

点平 均 每 时 产 量
,

比对 照 增 产
以洲〕年 个 点 平 均 每 衬 产 量

一 一



以
,

比对照增产
。

对黑腐病的 田间

抗性显著高于对照
,

两年 个点平均病情指数为
,

比对照低
。

生产试验 年夏秋季生产试验在扬州
、

无锡
、

泅阳
、

赣榆
、

镇江 个点进行
,

以夏光为对照
,

苏甘 号 个点平均每 甘 产量为
,

比对照增产 表
,

排名第一
。

表 结球甘蓝苗期人工接种对 山竹
、

和黑腐病抗性鉴定结果

品 种
凡、 黑 腐 病

病情指数 抗性 病情指数 抗性 病情指数 抗性

表 苏甘 号生产试验产 结果

试验地点 苏甘 号 ’ 脚 甘厂 ’ 夏光 ’ 肠 时犷 ’

翻

代

仅汤

比 土

多点 示 范试验 自 年开始
,

苏甘 号

在四川成都
、

湖北武汉
、

湖南岳 阳
、

安徽蚌埠等地区

夏秋季以主栽品种夏光为对照进行多点示范试验
。

苏甘 号的成熟期与对照相同
,

均为 天 采收
,

个点平均 比对照增产
,

对黑腐病
、

病毒病

的田间抗性高于对照 表
。

苏晨 号

苏甘 号

苏甘 号植株开展度 一 ,

叶色绿
,

蜡粉

中等
,

外叶数 一 抖 片
,

叶球扁圆
,

球形指数
,

叶球 紧实 度
,

单球质量 吨
,

每 扩 产量

仪刃 以上
。

含量 飞
· 一 ’ 鲜样质量

,

粗蛋 白
,

粗纤维
。

该品种冬性强
,

露地越冬栽培不易先期抽蔓 丰

产
、

耐寒性强
,

能耐短暂 一 ℃低温 耐高温能力

强
,

夏季 犯 ℃以上高温条件下生长正常 品质好
、

抗

病性 强
。

全生 育期春季 为 天
,

夏秋季 为

天
,

适合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春
、

夏
、

秋

季栽培
。

州锡阳榆江一均扬无洒赣镇一平

表 苏甘 号多点示范试验产 和病害调查结果

苏甘 号 夏光

试验

地点
比

士

黑腐病 病毒病
病情 病情
指数 指数

产 量

巧,︸弓」武汉

成都

岳阳

蚌埠

平均

产 量
·

肠
时

一 ’

《 反

·

肠

时
一 ‘

黑腐病 病毒病
病情 病情
指数 指数

抗病性

苏甘 号比苏晨 号有更强 的抗性
,

经苗期人

工接种抗病性鉴定
,

该品种高抗
、 ,

抗黑腐

病 表
。

品种特征特性及适应范围

栽培技术要点

该品种在高肥水条件下生长最好
,

因而应选择

土壤肥沃
、

地势高
、

排灌便利的田块种植
,

以避免水

涝
、

病害的流行
。

前茬为非十字花科蔬菜作物
,

每

扩 施厩肥 仪 〕 及适量复合肥作基肥
。

播种

方式撒
、

条
、

点播均可
,

每 廿 大田用种量

越冬栽培 月底 一 月上旬播种
,

天 苗

龄
,

幼苗长至 一 片真叶时方可定植
,

株行距 。

见方
。

春甘蓝苗期管理掌握冬控春促的原则
,

是防

止先期抽蔓的关键
。

冬季控制幼苗生长
,

稍施缓苗

肥
,

只需使幼苗能安全越冬即可 春季气温 回升后
,

方可大肥大水
,

加快植株生长
,

整个生长期施肥

次
。

夏秋栽培 月底 一 月初均可播种
,

天 左

右定植
,

株行距 见方
。

由于夏秋季甘蓝整个

生长期均在高温多湿
、

暴雨频繁的季节
,

所以苗期应

搭荫棚防止烈 日曝晒及暴雨冲刷
,

并注意防治病虫

害
,

结球紧实后及时采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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