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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蓝新品种秦甘 70 的选育及其抗病优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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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秦甘 70 是利用具有抗病优质和配合力高的两个自交不亲和系 H S21032629 和 FT 63282125 配育成

的杂交一代, 为中早熟甘蓝新品种, 定植到叶球收获 70 d 左右。植株综合经济性状优良, 中心柱 6. 5 cm , 紧实度

0. 57, 帮叶比 26. 5% ; 叶质脆甜, 富含营养物质, 鲜重含粗蛋白 11. 81 gökg, 粗纤维 4. 113 gökg, 可溶糖32. 5 gökg,

V B1 2. 118 gökg; 抗 T uM V ,B r 和CM V 3 种病害; 产量 64 320. 0 kgöhm 2, 比对照中甘八号增产 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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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蓝 (B rassica oleracea var. cap ta ta ) 杂种优势

利用的实践证明, 优良杂交一代除表现明显产量优

势外, 在抗病、优质等主要经济性状方面亦具有显著

优势。当前甘蓝抗病优质育种的主要目标是品种抗

芜菁花叶病毒 (T u rn ip mo saic viru s, 简称 T uM V )、

黑 腐病 (B lack ro t, 简称 B r ) 和黄瓜花叶病毒
(Cucum ber mo saic viru s, 简称 CM V ) , 以及主要营

养物质含量高、粗纤维少和食用口感脆甜。甘蓝对 3

种病害抗性和品质性状表现是由遗传基因决定

的[1, 2 ]。因此, 有针对性地选育抗 3 种病害的优质亲

本, 配育杂交一代是甘蓝抗病优质育种的一条有效

途径[3, 4 ]。近年来, 作者在对甘蓝病害的毒原、菌系分

离提纯和对优质自交系抗病性鉴定及抗源筛选的基

础上, 育成了对 3 种病害高抗和优质的甘蓝自交不

亲和系 H S21032629 和 FT 63282125, 并用其配育杂

交一代, 育成了抗病、优质甘蓝新品种秦甘 70。现报

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H S21032629 和 FT 63282125 自交不亲和系选

育

亲本H S21032629 是从农家品种黑叶小平头中

选育出的优质自交系, 后经用参加国家“六五”攻关

育成的甘蓝抗病毒病 (T uM V , CM V ) 抗源基因回交

转入, 在多代纯合的同时, 再经甘蓝 3 种病害苗期人

工接种和田间鉴定及抗病筛选, 育成高抗 T uM V ,

B r 和CM V 病害的自交系。该系定植到叶球成熟 70

d, 植株外叶稍直立, 叶片灰色, 蜡粉多, 叶球扁圆形,

中心柱短, 包球紧实; 种株花期分枝性中, 花期 42～

45 d; 花期自交高度不亲和, 蕾期自交亲和 (亲和指

数 12. 8)。亲本 FT 63282125 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

日本引入的一个常规优质品种, 经多代自交分离纯

化、选择及优质性状和抗 3 种病害鉴定筛选, 育成品

质优良且抗病的自交系。该系定植到叶球成熟 65 d,

高抗 T uM V 和CM V , 病情指数分别为 0. 3 和0. 89;

抗B r, 病情指数 2. 89; 植株外叶较大, 株态近开张,

叶色浅绿色, 蜡粉少, 叶球圆形, 中心柱短, 叶质脆

甜; 种株花期分枝性中, 花期 45～ 48 d; 花期自交高

度不亲和, 蕾期自交亲和 (亲和指数 10. 2)。

1. 2　H S21032629×FT 63282125 组合选配

1992 年选用 H S21032629 和 FT 63282125 在内

的 6 个中早熟亲本系采用全轮配法对配合力进行研

究分析, 选出 8 个表现优良的中早熟组合, 1993～

1995 年对 8 个组合在陕西省蔬菜研究所试验农场

安排品种比较试验, 对抗病性和优质性进行室内和

田间鉴定。试验和鉴定结果表明, H S21032629×

FT 63282125 组合杂种优势表现较高, 综合经济性状

优良, 植株生长整齐, 包球性好, 叶球扁圆形, 中心柱

小于叶球高的 1ö2; 丰产、稳产, 3 年品种比较结果增

产优势稳定, 一般单产比对照中甘八号增产

18. 3%～ 20. 5% ; 其中该组合表现最为突出的是高

抗 T uM V , B r 和CM V 3 种病害, 球叶脆甜、中心柱

短, 包球紧实, 居参加比较试验和抗病性鉴定的 8 个

中早熟组合的第 1 位。1995211 通过国家“八五”科

技攻关组验收; 1998～ 1999 年进行了陕西省区域试

验和生产示范, 2000 年通过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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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审定, 定名为秦甘 70; 2001 年获国家“九五”

科技攻关育成新品种后补助二等奖。

1. 3　甘蓝苗期T uM V ,B r 和CM V 3 种病害抗性鉴

定方法和标准

甘蓝苗在装有灭菌土的塑料营养钵内培

养, 接种物 T uM V 在大白菜上繁殖, CM V 在三生烟

上繁殖。接种前采鲜病叶 1 份加 3～ 5 份磷酸缓冲液
(pH 7. 0, 0. 01 mo löL ) 匀浆, 双层纱布过滤, 其滤液

用于接种。B r 供试菌种在肉汁胨斜面上划线, 27 ℃

温箱内培养 2～ 3 d, 加无菌水稀释, 调整菌液浓度

到107～ 108 mL - 1用于接种。甘蓝同株上当幼苗生长

1～ 2 片真叶时摩擦接种 T uM V , 生长 4～ 5 片真叶

时喷雾接种B r; CM V 在同一材料另一植株上幼苗

生长 1～ 2 片真叶时单独摩擦接种。T uM V 和CM V

在接种后 20～ 25 d,B r 在接种后 12～ 16 d 调查发病

情况。病毒病 (T uM V , CM V ) 和黑腐病 (B r) 的病情

划分为 0～ 9 级, 群体抗病性划分为 5 类 (表 1)。

表 1　甘蓝苗期 3 种病害病情分级和群体抗病性划分标准

T able 1　Grading index of 3 diseases resistance standard and its group classficat ion in the seedling of cabbage

分级
Grade

病情分级标准
Standard of grading index

群体抗病性划分标准
Group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病毒病 (T uM V , CM V )
T urn ip and cucum ber

mo saic virus

黑腐病 (B r)
B lack ro t

分类
C lassification

病毒病 (T uM V , CM V )
和黑腐病 (B r)病指

T he index of
tu rn ip and cucum ber

mo saic virus, b lock ro t

0 级
C lass 0 无任何症状 Symp tom less 无任何症状 Symp tom less

1 级
C lass 1

心叶期脉或轻花叶 C larity vein in fresh
leaves o r m ild mo saic

接种叶片出现褪绿斑, 扩展深度 1～
3 mm Ch lo ro tic spo t in inocu lated
leaves, spo t 1- 3 mm deep

高抗 (HR )
H igh

resistance

0< 病指≤2
0< index≤2

3 级
C lass 3

心叶及中部叶片花叶明显A pparen t mo sa2
ic in fresh leaves and cen tral leaves

病斑扩展深度 4～ 6 mm
Spo t 4- 6 mm dedp

抗病 (R )
Resistance

2< 病指≤15
2< index≤15

5 级
C lass 5

重花叶, 少数叶片畸形或皱缩
Severe mo saic, m alfo rm ation in a few
leaves of sh rinkage

病斑扩展深度 7～ 10 mm
Spo t 7- 10 mm dedp

中抗 (M R )
M oderately

resistan t

15< 病指≤30
15< index≤30

7 级
C lass 7

重花叶, 多数叶片畸形或皱缩, 植株矮化
Severe mo saic, m alfo rm ation in m any
leaves o r sh rinkage, dw arf of seedlings

病斑扩展深度 11～ 15 mm
Spo t 11- 15 mm dedp

感病 (S)
Suscep tib ility

30< 病指≤50
30< index≤50

9 级
C lass 9

严重花叶, 畸形, 叶脉或全株坏死
Severe mo saic, m alfo rm ation in leaves, vein
o r seedlings necro sis

病斑扩展深度 16 mm 以上
Spo t≥16 mm deep

高感 (H S)
H igh sus2
cep tility

50< 病指
50< index

1. 4　优质性鉴定方法和标准

帮叶比指球叶叶片帮 (中肋)占全叶鲜重的百分
率 (% ) ; 品种帮叶比≤30%。

紧实度用公式W öH D
2 Π

6
计算, 其中,W 指单

球重 (g) , H 指叶球纵径 (cm ) , D 指叶球横径 (cm ) ;

品种叶球紧实度≥0. 5。

中心柱: 沿叶球中线纵剖, 量叶球基部至中心柱
顶端的长度 (cm ) ; 品种中心柱长≤1ö2 球高。

食用品质: 叶球各层球叶切细后均匀混合, 生食
和熟食 (加 2 倍水, 煮沸 1 m in) 两种情况下鉴定球
叶质地和风味品质。其中质地分为脆嫩、柔软、粗硬
3 级; 风味分为微甜、淡、有无异味 3 级。

营养品质: 粗纤维、粗蛋白、可溶糖、V B 1、水分由

陕西省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测定; 可溶糖

按 GB öT 6194- 1986 水果蔬菜可溶性糖测定方法
测定; 粗纤维按 GB öT 10469- 1989 水果蔬菜产品

中粗纤维测定方法测定; 粗蛋白按 GB öT 8856 -

1988 水果蔬菜产品中粗蛋白测定方法测定; V B 1按

荧光计比色法测定; 水分按 GB öT 14769- 1993 食

品中水分的测定方法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2. 1　区域试验及生产示范产量

　　1998～ 1999 年秦甘 70 连续两年参加陕西省品

种区域试验, 同时进行了生产示范 (表 2)。区域试验

1998 年甘蓝栽培气候适宜, 光照充足, 雨量适中, 属

于正常栽培年份, 秦甘 70 平均产量 65 179. 5

kgöhm 2, 中 甘 八 号 ( CK ) 平 均 产 量

56 579. 4 kgöhm 2, 比对照增产 15. 2% ; 1999 年甘蓝

栽培苗期和莲座期高温干旱, 病毒病发生严重, 包球

期寡照多雨, 比正常年份气温偏低, 气候异常, 黑腐

病发生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秦甘 70 抗病性和丰产性

的特性比中甘八号 (CK)表现尤为明显, 在各区试点

全为增产, 增幅 12. 5%～ 21. 2% , 平均增产 16. 1%。

生产示范秦甘 70 同样表现增产结果, 在陕西省内平

均产量 66 340. 5 kgöhm 2, 在四川、福建、山东等省平

均产量 64 078. 8 kgöhm 2; 省内外分别比对照中甘八

号增产 17. 3% 和 15. 2%。

秦甘 70 特征特性表现植株开展度 60. 5 cm , 外

叶数 10～ 11 片, 外叶灰绿色, 叶面平滑, 蜡粉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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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叶浅绿色, 叶球扁圆形, 定植到收获 70 d 左右, 适

宜北方地区秋季和南方地区春、秋栽培, 单球平均重

1. 85 kg。

表 2　秦甘 70 区域试验和生产示范产量结果

T able 2　T he yield of Q ingan 70 in the regional tria l and demonstra t ion

试　验
T rial

1998 1999

产量ö
(kg·hm - 2)

Yield

比CK 增减ö%
Increased

rate

产量ö
(kg·hm - 2)

Yield

比CK 增减ö%
Increased

rate

平均产量ö
(kg·hm - 2)

A verage
yield

比CK 增减ö%
Increased

rate

区域试验
Regional trial

65 179. 5 15. 2 63 460. 5 16. 1 64 320. 0 15. 1

生产示范
D emonstration

省内
W ith in the p rovince

66 874. 5 18. 1 65 806. 5 16. 5 66 340. 5 17. 3

省外
O utside the p rovince

64 568. 0 16. 3 63 589. 5 14. 1 64 078. 8 15. 2

2. 2　抗病性鉴定

经利用甘蓝苗期室内人工接种 T uM V , B r 和

CM V 3 种病害抗性鉴定方法, 对试材进行抗病性鉴

定和区域试验田间调查结果分析, 秦甘 70 对病毒病
(T uM V , CM V ) 和黑腐病 (B r) 表现高抗和抗 3 种病

害, 病情指数变化分别为 1. 52～ 3. 3 和8. 0～ 12. 5;

中甘八号 (CK)表现抗或中抗和感或高感 3 种病害,

病情指数变化分别为 5. 04～ 18. 7 和 41. 3～ 67. 8

(表 3)。表明秦甘 70 对甘蓝 3 种主要病害抗性强,

且抗性稳定。

表 3　秦甘 70 病害抗性人工接种鉴定和区试田间抗病表现

T able 3　 Iden tificat ion of art ificia lly inocu lated resistance and field natu ral occurrence on the variet ies

品　种
V erities

T uM V
T urin ip mo saic virus

黑腐病 (B r)
B lack ro t

CM V
Cucum ber mo saic virus

苗期接种
Seedling

inocu lation

田间表现
F ield

iden tifation

苗期接种
Seedling

inocu lation

田间表现
F ield

iden tifation

苗期接种
Seedling

inocu lation

田间表现
F ield

iden tifation

病情指数
Index of
diseases

抗病类型
Type of

resistance
disease

病情指数
Index of
diseases

抗病类型
Type of

resistance
disease

病情指数
Index of
diseases

抗病类型
Type of

resistance
disease

病情指数
Index of
diseases

抗病类型
Type of

resistance
disease

病情指数
Index of
diseases

抗病类型
Type of

resistance
disease

病情指数
Index of
diseases

抗病类型
Type of

resistance
disease

秦甘 70
Q ingan 70 3. 3 R 1. 52 HR 8. 0 R 12. 5 R 2. 2 R 1. 25 HR

中甘八号 (CK)
Zhonggan N o.
8 (CK)

18. 7 M R 5. 04 R 41. 3 S 67. 8 H S 15. 1 M R 5. 04 R

　　注: HR. 高抗病; R. 抗病;M R. 中抗; S. 感病; H S. 高感病。

N o te: HR. H igh resistance disease; R. R esistance;M R. M oderate; S. Suscep tib ility; H S. H igh suscep tib ility.

2. 3　优质性测定

食用品质的生食和熟食口感表现, 秦甘 70 脆嫩

和微甜, 中甘八号 (CK) 粗硬和味淡。帮叶比、紧实

度、中心柱测量秦甘 70 达到优质标准, 中甘八号
(CK) 除中心柱 (7. 3 cm ) 大于叶球高 1ö2 外, 其余 2

项达到优质标准。营养品质分析结果 (表 4)表明, 秦

甘 70 除干物质含量 4. 06% 较少外, 粗蛋白、可溶

糖、V B 1含量超过中甘八号 (CK) , 粗纤维含量低于中

甘八号 (CK)。表明秦甘 70 表现叶质脆甜, 叶球紧

实, 球叶可食用部分含量多, 富含营养物质。
表 4　秦甘 70 品质性状测定和分析结果

T able 4　Effect of determ ination and analysis of quality characters in Q ingan 70

品种
V arities

帮叶比ö%
Petio le2

leaf
ratio

紧实度ö
(g·cm - 3)
Compact2

ness

叶球öcm
L eaf head

食用品质
Eating quality

营养品质ö(g·kg- 1)
N utritional quality (1 000 g fresh w eigh t)

中心柱
Central

ax is

球高
H eigh t
of leaf
head

生食
F resh food

熟食
Bo iled food

质地
T exture

风味
F lavo r

质地
T exture

风味
F lavo r

粗蛋白
C rude

p ro tein

粗纤维
C rude
fib re

可溶糖
Sugar

VB1

V itam ine
VB1

水分
W ater

秦甘 70
Q ingan 70 26. 5 0. 57 6. 5 13. 5 脆嫩

C risp

微甜
T iny
sw eet

脆嫩
C risp

微甜
T iny
sw eet

11. 81 4. 113 32. 5 2. 118 959. 4

中甘八号 (CK)
Zhonggan

N o. 8 (CK)
28. 7 0. 51 7. 3 12. 8 粗硬

C rude
淡

L igh t
柔软

T ender
淡

L igh t 11. 44 4. 21 22. 2 0. 828 950. 7

比CK 增减ö%
Increase

rate (CK)
- 7. 7 11. 8 - 10. 9 — - — — — 3. 2 - 2. 3 46. 4 55. 8 0. 92

　　注: 营养品质为 1 000 g 鲜重中所含化学成分的克数。N o te: N utritional quality refers to chem ical compo sitions of 1 000 g fresh w eigh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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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1) 选育甘蓝自交不亲和系, 利用杂种优势配育

多抗优质丰产的杂交一代品种, 能聚集多个优良性

状于一个品种上。因此, 杂交种双亲选择需具有对 3

种病害高抗和产量配合力高的同时, 还需具有较好

的优质性状, 杂交一代才能表现出较高优良性状等

位基因间的显性效应和非等位基因显性效应的累积

作用[5 ]。秦甘 70 选育遵循了这条规则, 双亲

H S21032629 和 FT 63282125 表现抗 T uM V , B r 和

CM V 3 种病害、品质优良和丰产的综合性状。

2) 甘蓝对 T uM V , B r 和CM V 抗性是由不同基

因控制的, 自交系和品种可以同时表现对这 3 种病

害抗性[3, 6 ]。选育抗病优质品种, 通过对优质自交系

回交转育病害抗性基因, 提高优质自交系的抗病性

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秦甘 70 亲本选育证明了这一

点; 但对抗病自交系回交转育优质基因难度较大, 亲

本选育实践表明, 随着回交代数增加后代除中心柱

变短外, 帮叶比、紧实度、食用品质和营养品质逐渐

趋于回交母本性状[6 ] , 这是否说明多数优质性状是

由隐性基因或数量基因决定的,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 秦甘 70 具有多抗优质丰产的特性。对

T uM V ,B r 和CM V 3 种病害表现高抗或抗; 叶球中

心柱 6. 5 cm , 帮叶比 26. 5% , 紧实度 0. 57; 叶质脆

甜, 富含可溶性糖、V B1和粗蛋白; 丰产性好, 平均产

量 64 320. 0 kgöhm 2, 是国内甘蓝抗病优质育种最新

育成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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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eed ing of new varity Q ingan 70 and its super resistance to d iseases

ZHANG En -hui, CHENG Y ong-an , XU Zhong-m in ,W ANG Yan -n i,M A Qing- san
(Colleg e of H orticu ltu re,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Q ingan 70 is a F 1 hyb rid of the self2incompat ib le (S I) line H S21032629 and the S I line

FT 63282125. Bo th lines are w ith h igh diseases resistance, good qualit ies and h igh com b in ing ab ility. T he hy2
b rid is m edium 2early m atu ring, from p lan t ing to harvest ing is abou t 70 days o r so. It has m any excellen t

chara ters, such as resistance to T uM V ,B r, CM V and quality chara ters. Its cen tra l ax is is 6. 5 cm h igh, com 2
pactness is 0. 57, pet io le leaf ra t io is 26. 5% , leaf is crisp and sw eet, con ta in ing 11. 81 gökg crude p ro tein,

4. 113 gökg of crude fib re, 32. 5 gökg of so lub le sugar and 2. 118 gökg of V itam ine B 1. T he average yiely is

64 320. 0 kgöhm 2, 15. 1% h igher than check variety Zhonggan N o. 8.

Key words: cabbage; d isease resistance; Q ingan 70; hetero 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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