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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菜一号萝 卜新品种的性状及栽培要点
‘

张 和 义

(西北农学院园艺系 )

前
一工 .

百

萝 卜 (R aP han us Sa ti v us L
.

)
,

是分布广
、

栽培面积大
、

供应期较长的重 要 秋

菜 之一〔1 〕
。

但 近年来 由于病害
,

特别是黑腐病 〔X a n th o m o n a S Co m p es tr is (p am m el)

D o w so n 〕的严重危害
,

使肉质根变成
“黑心 ”

而失去食用价值者常达 20 % 左 右
,

有的

竟达到30 ~ 50 %
,

使生产蒙受重大损 失〔幻; 有的产量虽较高
,

但品质差
。

为解决这个问

题
,

我们先后对从国内外引入的32 份原始材料进行了试验观察
,

择其优良者作亲本
,

选

配了组合
,

除研究杂种一代的表现外
,

又对其优良组合进行了系统选育
,

现已育成一个

不仅产量较高
,

而且抗病
、

品质较好
、

优良性状稳定的新品种一
“
秦菜一号萝 卜

” 。

经过

几年的试验和生产鉴定
,

表现良好
。

选 育 经 过 及 其 性 状

“
秦菜一号萝 卜

” (原代号71 一 1 8)
,

曾叫 “
青头脆

” 。

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

员会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召开的第五次审定会上审定通过
,

定名
“
秦菜一号萝 卜

” ,

并颁

发了审定证书
。

秦菜一号萝 卜是1 9 7 1年用
“
青皮脆

”
作母本

,

以 t’/ 又叶
”
作父本

,

用人工去雄
、

套

袋控制授粉的方法杂交的
,

从杂交后代中经 8 代混合选择而育成
。

秦菜一号萝 卜属秋冬萝 卜类型
,

株高 2 尺左右
,

株幅 2 尺 ; 叶长1
.

3尺
,

宽 5 寸
,

小

叶 5 ~ 8 对
,

先端裂片较大
,

叶色深绿
; 肉质根园柱形

,

稍弯
,

上下粗细基本一致
,

长

9寸
,

粗 (直径 ) 2
.

5寸
,

入土部分占三分之一
,

露出地面部分为深绿色
,

表皮光滑
,

形状

整齐
,

根头部小
,

尾部多呈园形
,

岐根率低(见第39 页图 1 )
。

叶量小
,

肉质根占 全 株重 的

72
.

72 %
。

木质部结构紧密
,

含水量中等
,

质脆
、

较甜
、

辣味小
,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
,

烘干率为了
.

97 %
。

较抗病毒病和黑腐病
,

适应性强
。

单株重约2
.

5斤
,

一般亩产为8 0 0 0斤

左右
。

* 本文承王呜副教授审阅指正
。

选育过程中
,

本院农场工人何启明
、

朱世录同志协助田间管理 ; 贾探明
、

张

丙斋同志在种子繁殖上给予很大帮助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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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验 和 生 产 鉴 定 结 果

1
.

产量鉴定

为了观察秦菜一号萝 卜的丰产性
,

我们从1 9 7 5年到 1 9 7 8年分别在西安
、

武功等地进

行了初步试验
,

其中除1 9 7 6年因临近收获时气候突然变冷无法记产外
,

其他各年的产量

情况如表 1 所示
。

1 9 7 9年为了进一步鉴定秦菜一号萝 卜在生产上的应用价值
,

我们一方面在我院农场

用关中目前栽培较广的几个优良品种进行对比试验外
,

还在省内
、

外设点进行了区域鉴

表 1 秦菜一号萝 卜历年产t 表现 单位
:
斤/ 亩

年年 代代 地 点点 品 种种

秦秦秦秦 菜 一 号号 西 农农 新 生 一 号号 三 杂杂

111 9 7 555 西北农学院农场二站站 5 2 0 2
。

222 6 0 7 5
.

4444444

111 9 7 777 西安市吉祥村试验站站 8 7 6 0
.

999 8 3 4 1
。

1111111

111 9 7 777 西安市吉祥村二队队 14 0 8 0
。

33333 14 7 2 0
.

000 13 7 4 0
。

222

111 9 7 888 西北农学院园艺站站 6 1 2 0
。

0000000 8 2 4 0
。

000

111 9 7 888
由 , , ‘ , 、 一 .

一
、 、 更 t , _ 、 h . 三 、 .

___

1 4 7 1 0
。

000 1 4 8 5 0
.

00000 1 6 8 5 7
。

000
四四四女 巾百祥村试验站站站站站站

注
: .

三杂
”

原称西安南康村萝 卜
,

未定名
。

定 (见表 2
、

表 3 )
。

从表 2 看出
,

秦菜一号萝 卜亩 产 为8 2 5 0
.

4斤
,

比 “
西农 萝 卜

”
低

8
.

9 %
,

比国光低31
.

12 % , 再从省内
、

外 16 个点的试验结果来看 (表 3 )
,

与当地普遍

种植的品种比较
, 6 个点减产

,

减产的幅度为 1
.

61 一2 1
.

77 % ; 10 个点增产
,

增产幅度为

0
.

50 ~ 44
.

69 %
。

因此
,

可以认为秦菜一号萝 卜是一个产量较高的品种
。

表 2 萝 卜不同品种的丰产性带
(1 9 7 9年)

品品 种 名 称称 产量 (斤/ 亩))) 相 对 产 量量

西西 农农 9 0 6 5
.

666 1 0 0
。

0 00000

国国 光光 1 1 9 7 8
。

111 1 3 2
.

1 333 1 0 0
.

0 000

新新 生 一 号号 1 0 9 0 4
.

555 1 2 0
。

2 888 9 1
。

0 444

秦秦 菜 一 号号 8 2 5 0
。

444 9 1
。

0 111 6 8
。

8 888

*
“

西农萝卜
,

种子为本院农场自采
, ‘

国光
,

由耀县国光大队科研站提供
, “

新一号生
”

征自陕西省农林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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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0年用1 1个品种比较
,

结果如表 4
。

1 9 8 1年在我院又用 16 个品种
,

按对比排列法进行试验
,

结果比秦菜一号萝 卜增产的

有三杂萝 卜 (未定名)
、

杂选 2 号 (武功农林学校选 育的新 品 系)
、

西安进丰大队的杂

选萝 卜 (原代号国73 一 1 )
、

西农萝 卜等 4 个品种 (品系)
.

讼产幅度为0
.

9一 1二%
,

其

余品种均比秦菜一号低产
,

其中国光一号低 0
.

9 %
、

咸阳露头 台低 5 7
.

1 %
、

西安露 头 青

表 3 秦菜一号萝 卜在各地的产且表现 (1 9 7 9年 )

试试 验 ” 点
:

息
/

票票
比对照产量增 对 照 品 种

{ ,

弟弟
、、、 、 卜 、 , 。 / 、 , , ,

,

二〔 坝坝
(((((

+
)撅 (

一
) (羚 ) 社 称称

华华县噢养邻L人户大队
1。。00

.

000 一一 国 光 1 号
⋯⋯
壤 土土

布布汁 份r y白白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国 光
1 号 }}}粘 壤壤

⋯⋯⋯⋯⋯⋯⋯⋯⋯⋯⋯⋯⋯⋯⋯⋯⋯⋯⋯⋯⋯⋯⋯⋯⋯⋯⋯⋯⋯⋯⋯⋯⋯⋯⋯⋯⋯⋯⋯⋯耀耀县耀光大队科研站站站站 国 光 1 号 ⋯⋯⋯
耀耀县国光大队科研站站 8 1 7 5

。

000 一 21
.

77
.

国光单选 4 号
.....

耀耀县城关公社农科站 } 1 0 125
.

000 + 7
。

4 333 国 光 1 号号 沙 壤壤

西西安市小寨公社东八里二队队 7 6 1 0
。

000 + 1 0
.

3 。

⋯
西 农农 壤 土土

宝宝鸡联盟大队科研站站 9 4 16
.

000 + 3 4
。

5 111 国 光 1 号号 沙 壤壤

山山西省平陆县种子公司司 8 0 0 0
·

0 1 + 2 2
.

1 44444 壤 土土

山山西省闻喜县东镇西街街 1 1 0 8 0
.

000 + 4 1
。

6 999 石 白 ⋯壤
土土

宝宝鸡进新大队试验站站 1 0 14 4
.

000 + 11
.

34
’

露 头 青青

宝宝鸡石坝河大队科研站
, 11 250

.

0 +3
.

4 5 } 新 生 1 号号 沙 壤壤

咸咸。日市、西公社段村 4 队
⋯

8 9 5 5
。

。

一
十 9

.

0 7

⋯狗 头 罐罐罐罐罐罐罐罐罐罐罐罐罐罐罐罐罐罐罐罐罐罐罐罐罐罐罐十十十 9
.

0 7
⋯狗 头 罐罐 粘 土土

咸咸阳市战斗公社沈家九队队 1 0 7 5 0
。

000 + o
·

5 。

{
露 头 青青青

西西安市潘家村公社种子站站 9 4 2 1
。

888 十 1 2
.

0 7 三 杂杂 粘 壤壤
兴兴平县大阜公社周村九队队 1 18 0 0

.

000 一一 壤 土土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1 4 0 0
。

OOO 一 1 0
.

9 8 露 头 青青青

户户县充明公社西韩大队队队 + 5
.

5 5

⋯
新 生 1 号号号

低27
.

5 %
、

大青皮低 3 0%
。

该年陕西省岐山县蔡家坡
,

西安市种子公司和山西省平陆县

等地的试验情况如表 5
、

表 6 所示
。

1 0 32年各地试种的情况见表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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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9 8 0年萝 卜品种比较试验结果

宝鸡甜萝卜新生一号
海青刃1412海青57|5|5

济杂七号济杂五号济二号杂咸阳露头青国一号光{
秦

⋯姜
⋯号

⋯
7 4 5 1

农

0一7 8 3 6 9 }1 0 0 1 7 8!6 5 2 4 1一3 6 4 8 4旧2 7 0 9 {5 2 5 8 4旧0 7 1 3一6 4 4 9 2一9 5 2 9 4一3 9 9 2

品种名
奥醉翰
�

2
,

抗病性

评价萝 卜品种在生产上的应用价值时
,

不仅要重视产量
,

而更重要的是要看其抗病

能力
,

特别是对目前危害最重的黑腐病和病毒病的抗性如何
。

根据我们观察
, “西农萝

卜
”
病毒病的病株率为 1 0

.

6 %
, “

秦菜一号萝 卜
”
为 3

.

57 %
。

又据耀县
、

宝鸡和华县等

品品 种种 陕 西 岐 山 县 蔡 家 坡坡 陕西 大 荔 县县 山 西 平 陆 县县

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 渠渠 (斤/ 亩)))产产产 量量 病 毒 病病 黑 腐 病病 (斤 / 亩 )))))

(((((斤 / 亩))) ( % ))) ( % )))))))

秦秦菜一号号 6 5 0 000 222 000 9 9 3 222 8 9 7 777

国国 光光 6 0 0 000 1 555 3333333

露露 头 青青青青青 8 4 7 222 6 5 1 333

牛牛 毛 黄黄黄黄黄黄 6 2 2 555

表 6 秦菜一号萝 卜试种情况调查表 (西安市种子公司
, 19 8 1年 )

品品 种种 病 情 指 数数 平 均 单单 产 量量 增 产产

株株株株株株株株株株株株株株株 重重 (斤 / 亩 ))) ( % )))

病病病 毒 病病 霜 霉 病病 黑 腐 病病 (斤 )))))))

秦秦 菜 一 号号 0
。

444 1
。

555 1
。

666 1
。

4 777 6 3 8 000 + 7
。

999

国国7 3一 1 来来 0
。

0 777 0
。

999 2
。

444 1
。

4 999 6 7 7 000 + 1 3
。

9 777

三三 杂杂 0
。

777 2
。

111 2
。

444 1
。

222 5 9 4 000 1 0 000

本 即西安市进丰大队的杂选萝 卜
,

未定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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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认认
西西 陕陕 陕陕 西西 河河 河河 甘甘
笃笃笃匕匕 西西 西西 安安 南南 南南 肃肃
农农农农 憧憧 太太 市市 荣荣 灵灵 天天
学学学学 关关 白白 种种 阳阳 宝宝 水水
院院院院 吴吴 终终 子子 广广 大大 环环
农农农农 村村 南南 公公 武武 王王 城城
场场场场场场 司司司司司

秦秦 菜 一 号号 6 6 6 6
。

666 7 2 0 000 8 1 2 000 1 1 2 5 000 5 0 0 000 。0 5 0 } 1 0 5 3 000

对对 照 带带 5 8 3 3
。

000 8 0 0 000 6 2 5 000 1 3 7 5 000 4 0 0 000 8 1 5 0 } 1 1 7 8 000

(((((西农 ))) (露头青 ))) (国光))) (国 7 3一 1 ))) (追肚))) (露头青 ) (大青皮 )))

增增产效果 (% ))) + 1 4
。

333 一 1 0
。

000 + 2 9
。

999 一 1 8
。

222 + 2 5
。

000 + 1 1
.

4
⋯
一 8

.

111

注
:

( ) 内为当地对照品种名称
。

有关单位的试验
,

在当地
“
秦菜一号萝 卜

” 的病毒病比
“

国光萝 卜
”

要轻 17
.

71 一6 6
.

7 %

(见表 8 )
。

黑腐病是由种子及土壤传染的细菌性病害
,

当其从叶部入侵后
,

叶缘虽有变黄和叶

脉变黑的现象
,

但远不及在甘兰叶上呈显
“
V

”
形黄斑那样明显

,

所以不易清楚地辩认

出来
。

为了确切地查明是否感染
,

我们在收获时将萝 卜切头或打孔进行解剖观察
,

凡肉

表 8 不同萝 卜品种病毒病的感染率 (1 9 7 9年 )

一一一
秦 菜 一 号

⋯
国 光 一 号

⋯
露头青青狗头罐罐

、、

\ \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乡乡两 竹产、
、

\ 、、

总总 病病 病病 总总 病病 病病 病病 病病
劫劫止滔与 \ 、

___

株株 株株 株株 株株 株株 株株 株株 株株
月月 、 2户 , 、、 、、

数数 数数 率率 数数 数数 率率 率率 率率
禅禅 \\\\\\\\

(% ))))))) (% ))) (% ))) (% )))

,, 1 5 6

{
3 777 2 3

。

777 15 6

}
‘555 2 8

。

888

一一一耀耀 县 耀 光 试 验站 ⋯二⋯二
---------------------------------------------

88888 2
。

2 999

一 {一一
10 0

。

0 000

一⋯一一
宝宝 鸡 联 盟 大 队 试

一一
9 444 2 444 2 5

。

5 333 9‘

⋯
3‘

{
4 。

·

4 3

{一一一
验验 站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666666666 3
。

1555

一 {一一
1。。

.

0 0

{一一一
】】一 ⋯一 1

111

一 ⋯一一
3

】一】一一
lll一 J一 {

3 3
·

3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一一一 J一 {
3 3

·

3 333

一 ⋯一卜
。。

.

。。

】一 {一一
宝宝 鸡 进 新 试 验 站站

一 }一⋯
2

·

777

一 {一 1一 {
7

{一一
咸咸阳淬西段村 4 队队

一 1一 1
2

{一 ⋯一 }一 {一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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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根或导管束变成黑褐色者即作为染病
,

计算染病株
,

结果为
: “西 农 萝 卜

” 1 0
.

64 %
,

“
秦菜一号萝 卜

” 3
.

57 %
, “新生一号

” 9
.

52 %
, “
秦菜一号

” 比 “西农
” 低 6 6

.

4 3 %
、

比 “新生一号
”
低 6 2

.

5 0 % (见表 9 )
。

再从其他 g 个试验点的材料 来 看 (表 10 )
,

除

表 , 秦菜一号萝 卜的黑腐病发病率 ( 19 7 9年 11 月
,

陕西扬映)

品品 种种 调 查 株 数数 发 病 株 数数 病 株 率率 与 对 照 比 较较
(((((((((% ))) (% )))

((((((((((( 1 ))) ( 2 )))

秦秦菜一号萝 卜卜 3 6 444 1 333 3
。

5 777 3 3
。

5 777 3 7
。

5 000

西西农萝 卜 ( 1 ))) 4 7 111 5 000 1 0
。

6 444 1 0 0
。

0 00000

新新生一号萝 卜(2))) 2 1 000 2 000 9
。

5 22222 1 0 0
。

0 000

比耀县国光试验站的
“国光单选 4 号”

略差外
,

其余各点的染病率比对照低 4 一 26 %
。

1 9 8 2年的结果与 1 9 7 9年的相似 (见表 1 1 )
。

3
、

品质及耐藏性

为了观察
“
秦菜一号萝 卜

” 的品质
,

我们用折光仪测定了肉质根中可溶性固形物的

含量
,

(每品种取三株
,

每株从上到下
、

从外向内取 5 点
,

取其平均值 ) 结果
: “

秦菜

表 10 秦菜一号萝 卜在各地感染黑腐病的情况 (1 9 7 9年)

厂一一一钾}盲瑟落了陈下蓄薪瑟{蔺雾奚石薪{飞丽百薪}
} 试 验 地 点 } } }照染病株率 { l

⋯_

_ _
〔燮奎

-

i丝兰⋯堕竺到竺 ⋯
.

鱼 口重些2
些

es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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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菜一号萝 卜新品种的性状及栽培要点

表们 秦菜一号萝 卜在各地感染黑腐病的情况 (1 9 8 2年 )

秦 菜 一 号

萝 卜染病株率

(% ) (% )

1
.

5

对 照 品

种 名 称

种率品株昭一病对染

河南荣阳广武公社黑李大队

河南灵宝大王公社

河南灵宝焦林公社

河南灵宝城关公社

陕西憧关吴村大队

陕西太 白终南公社

陕西大荔沙底公社

陕西西安进丰大队

甘肃天水环城公社

追 肚

2
。

3 洛阳露头青

2
。

3 5
。

8 西农萝 卜

河河南灵 , 城关公社 ⋯
7

.

222 1 777 本地露头青青

陕陕西 : 关吴村大队 ⋯
0

.

555 222 国 光光

陕陕西太 白终南公社社 333 1 333

111 ! 1 444 本地露头青青

陕陕西西安进丰大队队 9
。

5 33
.

555555 国 7 3一 lll

甘甘肃天水环城公社社 1 000 1 55555

表1 2 秦菜一号与西农萝 卜可溶性固形物和千物质含量比较

可 溶 性 固 形 物 含 量
品 种

含量 (% )
}相对含量 (% ) 增加率 (% )

干 物 率

(% )

秦菜一号萝 卜

西 农 萝 卜

5
。

3 1 0 8
。

1 6 + 8
。

16

4
.

9 1 0 0
。

0 0

7
。

9 7

7
。

6 1

一号萝 卜
” 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为5

.

3 %
, “西农

”
为4

.

9 %
,

前者 比后者高出 8
.

16 %
:

“
秦菜一号萝 卜” 的干物质含量为7

.

97 %
,

比 “西农 ” 高出 0
.

36 % (表 1 2)
。

根据我们的观察和各地的反映
, “秦菜一号萝 卜

” 肉质根比较耐贮藏
。

1 9 81 年萝 卜

收获后我们将其埋藏到阴凉湿润处
,

到第二年 4 月 1 日
,

品质仍好
。

栽 培 要 点

1
.

精细整地

“
秦菜一号萝 卜

” 肉质根入土不深
,

对土壤的要求没有入土深的品种严格
,

但为扩

大根系的吸收范围
,

深耕细作也很重要
。

耕前每亩施腐熟厩肥一万斤
,

过磷酸钙 1 00 斤
,

深耕 1 尺
,

耙磨后作垄
,

垄距 1
.

5 ~ 2 尺
,

高四
、

五寸
,

宽五
、

六寸
。

垄作能增深土层
,

利于排水通气
,

增产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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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适时播种 合理密植

“
秦菜一号萝 卜

”
为秋冬萝 卜类型

,

且系生熟兼用种
。

为了获得较高的产量
,

同时

又不使个体太大
,

保证质量
,

一定要掌握好播种期
。

秋萝 卜营养生长阶段能适应的温度

范围为 6 一 30 ℃
,

适期晚播
,

只要有效积温达到 14 0 0℃ 左右
,

就可保证产量和品质 〔“〕
。

通过分期播种试验
,

关中较适宜的播期是 8 月中旬
,

这样到 n 月中旬收获时约有 85 天
,

肉质根可以长到 2 斤多
。

如果播种过早
,

株形大
,

因高温积累会使萝 卜外皮粗糙
,

辣味

增加
,

品质差
,

有时还会糠心
,

不耐贮藏
;
但也不可太晚

,

否则有效积温不足
,

单株叶

数少
,

同化量小
,

产量低 (见表 13 )
。

表 13 不同播种期对
“
秦菜一号萝 卜

” 植株生长及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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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 不同萝 I’品种的根叶比 (3 0株计 )

品品 种种 肉 质 根 重重 叶 重重 根 叶 总 重重 根 ///
/////////// 根叶总重重

西西 农 萝 卜卜 1 0 6
。

111 4 7
。

777 1 5 3
。

888 0
。

6 8 9 999

国国 光 萝 卜卜 1 2 7
。

000 4 7
。

000 ‘7 4
.

0

)
0

.

7 2 9 999

秦秦菜一号萝 卜 ⋯⋯⋯ ”6
·

000 3 6
。

000 1 3 2
。

000 0
.

7 2 7 222

“

秦菜一 号萝 卜
”

本身叶量较少(表 1 4)
,

晚播 时可以适当密植
。

1 9 8 1年作不 同密度试

验, 证明密植后萝 卜肉质根的单株重量虽有减少
,

但因株数多
,

所以单位面积的产量仍



秦菜一号萝 卜新品种的性状及栽培要点

— 豢系
一

号萝卜
- ‘

一 西农萝卜

有增加(见图 2
、

表 1 5 )
。

不过密植以后

根叶比有所减 少 (表 1 6)
,

故不 宜太

密
。

种植时一般可按 1
.

5 ~ 2 尺 的行

距作垄
,

每垄按株距 O
。

8 ~ 1 尺的距

离种一行
,

这样亩产可 达 8 0 0 0 斤 左

右
。

3
。

加强田间管理

日曰门日以叭
.

,
、\

伽5000伽枷铆伽

密度�株/亩�

2 3

图 2 不同密度对萝

表 15

播种后到 9 月底
,

主要是地上部

旺盛生长期
。

足够数量的叶片是肉质

落一
.

丽康沂
, 根正常肥大的基础

,

肉质根肥大前需

有 18 一20 片叶子闭
。

所以苗期要增施

卜单株重的影响

不同密度对萝 卜产量的影响

秦 菜 一 号

斤产亩

888 5 4 6
。

666 1 0 0
。

0 000

999 3 1 3
。

999 1 0 9
。

0 555

{
7 3

一“ 】

⋯
亩产 (斤 )

⋯
相

溉
量

⋯
⋯坚⋯

一111竺旦i
-

;

⋯理i竺二目i旦i旦吕⋯
⋯

8 6 5 7
·

5 ⋯1 0 2
·

7 5 {

农

相对产量

( % )

8 8 6 3
。

7 { 1 0 0
。

0 0

8 7 9 4
。

1 { 9 9
。

2 1

9 2 5 5
。

9 { 1 0 4
。

4 2

度

霭
1
.

2857训丽l

* 73 一1 为翘头青与
“

西农
”

萝 卜的杂交后代
,

与国73 一 1 不同
。

表 1 6 不同密度对萝 卜根叶比的影响 (根 / 根叶 )

式式汽气气
2

。

1尺 x l 尺尺 2
.

1尺
x 0

.

8尺尺 2
。

1尺 x o
。

6尺尺

秦秦 菜 一 号号 7 3
。

0 333 6 9
。

8 666 6 8
。

6 111

西西 农农 6 9
。

2 777 6 5
。

1 333 6 2
。

8 999

777 3一 1 带带 6 6
.

8 4

⋯⋯
6 5

。

6 777 6 9
。

5 000

* 为翘头青与
“

西农
”

的杂交后代
。

肥料
,

尤其要重施氮肥
。

10 月上
、

中旬以后
,

肉质根生长很快
,

必须增施磷
、

钾肥料
。

单纯施用氮肥
,

叶大
,

根小
,

容易糠心
,

同时产生含氮碱性化合物一苦瓜素
,

使萝 卜发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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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0 月初开始
,

要适时灌水
。

如果长期缺水
,

周皮组织老化
,

遇水后易发生裂根
。

同时
,

干旱也会使周皮层一层一层地脱落
,

使肉质根的表面靠近茎盘处产生大量鳞片状

的白色锈斑
,

影响外观
,

并容易糠心
。

当然灌水也不可太多
,

以免土壤通气性差
,

根部

皮孔增加
,

表皮粗糙
,

侧根着生处常膨大成不规则的瘤状突起
。

对栽培中的常见病虫害如蚜虫
、

猿叶虫
、

菜青虫
、

黄条跳呷以及霜霉病等
,

要及时

防治
。

4
。

及时收获 做好贮藏

收获期对保证安全贮藏很重要
。 “

秦菜一号萝 卜
”
肉质根大部露出地面

,

很伯冻
,

关中一般应在立冬前后收获
。

收后立即切去盖头
,

选无病
、

无伤者贮藏
,

切 勿 露 地 久

堆
。

搬动中要避免碰伤 (伤口处容易变黑腐烂)
。

贮存萝 卜的关键是始终维持低温
、

高湿的条件
,

故最好挖沟埋藏
。

沟向东西
,

宽约

三尺
,

深度以 当地气候的冷
、

热而增减
。

关中以二
、

三尺为宜
,

陕北略深些
,

将萝 卜恰

好放在冻土层的近下方
。

贮藏萝 卜的适宜温度是 1 ~ 3 ℃
,

高于 5 ℃时容易发芽 ; 低于 O ℃又会受冻腐烂
。

所 以入窖后要注意检查窖温
,

根据温度的高低而减少或增加盖土的厚度
。

另外
,

要注意

翻检
,

特别是贮藏初期和开春后要翻一
、

二次
,

既可调节温度
,

又能及 时处理受冻
、

腐

烂及发芽者
。

5
。

精选种株 留好种子

收获时除按
“
秦菜一号萝 卜

” 的标准选好种株外
,

要特别注意选留无黑腐病的肉质

根留种
:

削叶后叶柄断面无变黄
、

变褐者作为预选的种株
;
春季定植前再将尾根切断

,

观察断面
,

或在肉质根一侧打孔
,

深达木质部
,

凡肉质根内变褐
、

发黑者弃之
。

用充分

发育的肉质根 留种
,

并进行严格选择
,

可 以保持和提高种性
。

因为大根采种 种 子 成 本

高
,

生产上也可在早春直播
,

进行小株采种
,

但应注意春播采种时必须选用大母根 留种

获得的纯正种子播种
,

才能保证优良的种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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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o u te : o p p ed r o o t ap p e a r to be d e e p g r e e n in e o lo r w ith p e r m u yie ld o f s
,
0 0 0

jin o r 5 0 。

It h a s g o o d q u ality w ith le s s eh ili ta st e a n d h ig h d ry m a tte r e o n te n ts an d

15 d u ra ble to be S to r ed a n d S tr o n g e r r e sis ta n t to X ant h o m o n a s e o m Pe str is (p a m m el)

D o w s o n w h e n eu ltiv a te d
, e a r efu l la n d p r e p a r a tio n sh o u ld b e e a r ritd o u t a n d it 15 b e -

te r t o u s e h ig h fu r r o w
。

If th e r e W ill be 8 5 d a ys o f g r o w in g S e a so n afte r s o w in g , th e

h ig h yield a n d g o o d q u ality e a n b e e n s u r ed
.

A lso
,

field m a n a g em e n t Sh o

W e t

uld b e str e n -

g th e n e d in th e e o u rs e o f e u ltiV a tio n .

It sh o u ld b e k ep t in e o ld a n d

h a ry estin g 5 0 a s to Pr o lo n g th e S u PPly p e x io d
-

Plae e S afte 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