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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春白 1 号”大白菜地膜春栽苗龄
和直播播期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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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智慧, 张鲁刚, 莫拉娜, 张明科, 惠麦霞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园艺学院, 陕西 杨陵 712100)

　　[摘　要 ]　在陕西杨陵采用“陕春白 1 号”大白菜品种进行了地膜覆盖栽培试验。结果表明, 直播播期从 03215

～ 04205, 播期越迟, 莲座叶的长和宽越小, 球叶数减少, 产量和净菜率降低。苗龄对植株生长的影响相对较小, 但苗

龄过短, 莲座叶生长显著落后, 产量显著降低。综合产量和抽薹率等因素分析认为, 在陕西关中地区, 该品种直播适

宜播期为 03215～ 03220, 育苗移栽适宜苗龄为 30～ 36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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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白菜历来是我国广大北方地区重要的秋冬蔬

菜, 但是近年来, 春夏季对新鲜大白菜的消费需求猛

增, 因此春季反季节栽培发展很快[1～ 6 ]。然而, 在我

国适宜春季栽培的大白菜品种的选育相对滞后[4 ] ,

日本、韩国等品种在我国春栽大白菜品种中占据统

治地位, 且种子十分昂贵[5 ]。为了发展我国自主知识

产权的春大白菜品种, 我国大白菜育种单位近年加

强了育种研究和实践, 先后育成了一些春大白菜品

种。“陕春白 1 号”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选

育的春大白菜杂交一代品种, 具有生育期短、抗病、

耐抽薹、品质优的突出特点[5, 6 ] , 2001 年通过了陕西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 2001212 被列为

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品种。

春大白菜在我国北方地区一般采用塑料拱棚覆

盖栽培, 生产成本较高, 限制了其生产与发展。如果

采用地膜覆盖栽培则可大大降低生产成本。为了系

统探讨“陕春白 1 号”大白菜春季地膜覆盖栽培直

播播期和育苗移栽的适宜苗龄, 特进行本项研究, 现

报道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试验于 2002202～ 05 在陕西杨陵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园艺学院蔬菜研究所试验田进行。

1. 1　材　料

供试“陕春白 1 号”大白菜品种, 生育期 60 d 左

右, 抗病毒病、霜霉病和软腐病三大病害, 耐先期抽

薹, 适宜春季栽培。供试种子由该品种育种课题组提

供。

1. 2　试验方法

采用单因子试验设计。直播播期试验分别在

03215, 03220, 03225, 03230, 04205 于地膜覆盖田直

接点播, 每畦 3 行, 行距 50 cm , 穴距 40 cm , 小区面

积 4 m 2, 3 次重复, 随机区组排列。育苗移栽苗龄试

验设 4 个苗龄, 分别为 23, 30, 36, 44 d, 依次于 032
17, 03210, 03204, 02225 在温室营养钵内点播育苗,

04208 在地膜覆盖田间同期定植, 行距 50 cm , 株距

40 cm , 小区面积 4 m 2, 2 次重复, 随机区组排列。

田间播种或定植后, 每天记载田间温度 2 次, 最

后计算有效积温; 随时观察生长和病害情况, 各处理

按结球情况随时收获统计产量, 并随机抽样 5 株调

查抽薹情况和球叶数。先期抽薹率为花薹已抽出叶

球的植株百分率, 球内有薹率为中心柱总长 (含营养

茎和花茎) 达到或超过 6 cm , 但花薹尚未抽出叶球

的植株百分率。

2　结果与分析

2. 1　直播播期对“陕春白 1 号”大白菜生长和产量

的影响

2. 1. 1　播期对植株生长和结球性的影响　由表 1

可见, 不同播期植株生长和结球性有极显著差异。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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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是, 播期越早, 莲座叶越长、越宽, 功能莲座叶

数和球叶数较多, 叶球较大, 但中心柱也较长。差异

显著性分析表明, 与播种最早的 03215 相比, 03220

播种时, 除球叶数、中心柱长和球形指数有显著差异

外, 莲座叶长、莲座叶宽、功能莲座叶数、叶球直径、

叶球高、中心柱重等指标均无显著差异, 说明此期迟

播 5 d 对植株生长影响较小; 03225 播种与 03215 播

种相比, 莲座叶长、莲座叶宽、功能莲座叶数差异均

达到显著水平, 说明此期迟播 10 d 使植株生长显著

落后, 但由于大白菜结球时是先长叶球外形 (长框)

后充实内部, 所以叶球的直径、叶球高和球形指数未

显示出显著性差异; 03230 播种与 03215 播种相比,

莲座叶生长极显著落后, 球叶数极显著减少, 叶球高

显著减小; 04205 播种, 植株生长严重滞后, 叶球直

径和叶球高也极显著减小。总之, 在本试验播期范围

内, 功能莲座叶数差异较小, 变幅为 2. 7 片; 球叶数

变幅较大, 为 5. 2 片。

表 1　“陕春白 1 号”大白菜春季地膜覆盖栽培播期对植株生长的影响

T able 1　 Impact of sow ing date on p lan t grow th of Ch inese cabbag e cv. Shaan Chun2bai N o. 1 in the

sp ring season under p last ic film m ulch condit ion

播期
Sow ing

date

最大莲座
叶长öcm

T he largest
functional
leaf length

最大莲座
叶宽öcm

T he largest
functional
leaf w idth

功能
莲座叶数

N um ber of
functional

leaves

球叶数
N um ber of

heading
leaves

叶球
直径öcm

D iam eter of
leaf head

叶球高öcm
H eigh t of

leaf
head

球形指数
L eaf
head
index

中心柱长öcm
L ength of

cen ter
stem

中心柱重ökg
W eigh t of

cen ter
stem

03215 36. 0 aA 26. 7 aA 9. 6 aA 35. 0 aA 16. 8 abA 22. 0 aA 1. 31 abA 9. 8 bAB 0. 090 aA

03220 34. 2 abA 25. 4 aA 9. 1 aA 32. 3 bAB 17. 8 aA 20. 6 abA 1. 17 cA 11. 4 aA 0. 085 aA

03225 33. 7 bcAB 23. 1 bB 6. 9 bAB 32. 9 abAB 16. 4 abAB 21. 8 aA 1. 35 aA 11. 0 abB 0. 085 aA

03230 32. 2 cdBC 21. 7 bC 8. 3 abA 29. 8 cB 15. 9 bcAB 19. 9 bA 1. 26 abcA 8. 4 cB 0. 055 bB

04205 30. 6 dC 21. 9 bC 8. 1 abAB 29. 8 cB 14. 3 cB 17. 3 cB 1. 21 bcA 5. 6 dC 0. 040 bB

　　注: 表中大写英文字母表示在 1% 水平的差异, 小写字母表示在 5% 水平的差异。下表同。

N o te: T he cap ital letter in the tab le show s the difference in 1% level, and the sm all letter show s the difference in 5% level. T he fo llow ing

tab les are the sam e.

2. 1. 2　播期对植株发病、抽薹性及产量的影响　由

表 2 可以看出, 春季地膜覆盖栽培直播播期与田间

病害发生有密切的关系。软腐病发病率有随播期延

迟而减轻的趋势, 而迟播的叶部复合病害发生严重

(叶部复合病害主要由霜霉病、黑斑病等叶部病害侵

染, 产生一些复合病斑)。

先期抽薹是指大白菜在叶球形成之前发生的,

花薹抽生并伸出叶球, 从而影响叶球形成, 最终不能

形成商品叶球的现象。由表 2 可以看出, 在地膜覆盖

春季直播条件下,“陕春白 1 号”叶球内花薹形成与

播期关系密切, 除 04205 播种的未发现叶球内有薹

外, 其余各处理球内有薹率均达到或接近 100% , 说

明仅依靠播期控制春大白菜花薹形成是十分困难

的。但是, 从先期抽薹率来看, 只有 03225 播种有

4. 8% 的抽薹率, 其余各处理花薹均未抽出叶球, 充

分表现了“陕春白 1 号”大白菜良好的耐抽薹性。
表 2　“陕春白 1 号”大白菜春季地膜覆盖栽培播期对植株发病、抽薹及产量的影响

T able 2　 Impact of sow ing date on diseases, head sp rou ting and yield of Ch inese cabbag e cv. Shaan Chun2bai N o. 1 in the

sp ring season under p last ic film m ulch condit ion

播期
Sow ing

date

软腐
病株率ö%

Rate of
soft ro t
p lan t

叶部复合
病害株率ö%

Rate of
comp lex leaf

disease
p lan t

叶球内
有薹率ö%

Rate of p lan t
sp rou ted

w ith in leaf
head

先期抽薹率ö%
Rate of
sp rou ted

p lan t

小区毛菜
产量ökg
B io2yield
per p lo t

小区净菜
产量ökg

L eaf head
yield

per p lo t

净菜率ö%
Edib le
yield
rate

有效积温ö℃
T emperatu re
accum ulated

03215 3. 0 11. 0 100. 0 0. 0 31. 1 aA 24. 1 aA 77. 5 769. 4

03220 3. 0 10. 0 100. 0 0. 0 25. 4 bB 19. 2 bB 75. 6 694. 9

03225 2. 0 59. 0 95. 2 4. 8 15. 1 cC 7. 8 cC 51. 7 637. 1

03230 0. 0 54. 0 100. 0 0. 0 10. 1 cC 4. 3 cdCD 42. 6 552. 7

04205 0. 0 56. 0 0. 0 0. 0 7. 1 cC 2. 9 dD 40. 8 440. 1

　　从表 2 还可以看出, 不同播期的大白菜产量有

极显著差异, 无论是毛菜产量还是净菜产量, 均随着

播期延迟而减产。就毛菜产量而言, 与 03215 播种相

比, 播期延迟 5 d, 产量降低 18. 3% , 差异达极显著

水平; 播期延迟 10～ 20 d, 产量降低 51. 4%～

77. 2% , 其中 03225, 03230 和 04205 3 个播期间差异

不显著。就净菜产量而言, 与 03215 播种相比, 播期

延迟 5 d, 产量降低 20. 3% , 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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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延迟 10～ 20 d, 产量降低 67. 6%～ 88. 0% , 差异

均达极显著水平。与 03220 相比, 播期延迟 5 d, 产量

降低 59. 4% , 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播期延迟 10 和 20

d, 产量分别降低 77. 6% 和 84. 9% , 差异均达极显著

水 平。与 03225 相比, 播期延迟 5 d, 产量降低

44. 9% ; 播期延迟 10 d, 产量降低 62. 8%。从延迟播

期产量降低的趋势看, 03220～ 03225 是播期对产量

影响的关键转折时期。

播期与净菜率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试验的

播期范围内, 净菜率变幅为 77. 5%～ 40. 8% , 随着

播期的延迟, 净菜率逐渐降低。净菜率与有效积温呈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r= 0. 910 1> 0. 814 4)。

对比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出, 不同播期间球叶数

的差异远比净菜产量差异小, 说明延迟播期对产量

的影响主要是球叶分化数和球叶重减小所致, 而球

叶重减小可能是迟播叶球产量低的最重要原因; 迟

播净菜产量降低、球叶重减小与迟播有效积温少有

密切关系。

2. 2　育苗苗龄对“陕春白 1 号”大白菜生长和产量

的影响

2. 2. 1　苗龄对植株生长和结球性的影响　由表 3

可见, 苗龄对植株生长和结球性的影响相对较小。总

的来看, 以 30 d 苗龄莲座叶最长、最宽, 显著超过

23 d苗龄; 其叶球直径最大, 显著超过 44 d 苗龄。各

苗龄处理到收获期的功能莲座叶数、球叶数、叶球

高、球形指数、中心柱长和中心柱重等指标均无显著

性差异。

表 3　“陕春白 1 号”大白菜春季地膜覆盖栽培苗龄对植株生长的影响

T able 3　 Impact of seedling age on p lan t grow th of Ch inese cabbag e cv. Shaan Chun2bai N o. 1 in the

sp ring season under p last ic film m ulch condit ion

苗龄öd
Seeding

age

最大莲座
叶长öcm

T he largest
functional
leaf length

最大莲座
叶宽öcm

T he largest
functional
leaf w idth

功能
莲座叶数

N um ber of
functional

leaves

球叶数
N um ber of

heading
leaves

叶球
直径öcm

D iam eter of
leaf head

叶球高öcm
H eigh t of

leaf
head

球形指数
L eaf
head
index

中心柱长öcm
L ength of

cen ter
stem

中心柱重ökg
W eigh t of

cen ter
stem

44 34. 7 abA 24. 5 abA 9. 5 aA 33. 3 aA 16. 3 bA 18. 8 aA 1. 18 aA 8. 4 aA 0. 14 aA

36 34. 3 abA 24. 2 abA 7. 8 aA 36. 2 aA 19. 6 aA 23. 2 aA 1. 20 aA 9. 5 aA 0. 14 aA

30 36. 1 aA 26. 3 aA 7. 8 aA 36. 5 aA 20. 0 aA 23. 8 aA 1. 20 aA 9. 1 aA 0. 18 aA

23 32. 3 bA 22. 8 bA 7. 8 aA 37. 5 aA 17. 9 abA 21. 7 aA 1. 22 aA 8. 6 aA 0. 18 aA

2. 1. 2　苗龄对植株发病、抽薹性及产量的影响　由

表 4 可见, 春季地膜覆盖栽培育苗苗龄与田间病害

发生有一定的关系, 苗龄过长或过短都有软腐病发

生, 但发病率都不高; 而随着播期推迟, 叶部复合病

害发生有加重的趋势。在育苗移栽、地膜覆盖栽培条

件下,“陕春白 1 号”花芽分化也是难以避免的, 不同

苗龄叶球内有薹率均达到或接近 100% , 但先期抽

薹率很低, 为 0～ 4. 7% , 进一步表现了“陕春白 1

号”大白菜良好的耐抽薹性。

表 4　“陕春白 1 号”大白菜地膜覆盖春季栽培苗龄对植株发病、抽薹及产量的影响

T able 4　 Impact of seedling date on diseases, head sp rou ting and yield of Ch inese cabbag e cv. Shaan Chun2bai N o. 1 in the

sp ring season under p last ic film m ulch condit ion

苗龄öd
Seedling

age

软腐
病株率ö%

Rate of
soft ro t
p lan t

叶部复合
病害株率ö%

Rate of
comp lex leaf

disease
p lan t

叶球内
有薹率ö%

Rate of p lan t
sp rou ted

w ith in leaf
head

先期抽薹率ö%
Rate of
sp rou ted

p lan t

小区毛菜
产量ökg
B io2yield
per p lo t

小区净菜
产量ökg

L eaf head
yield

per p lo t

净菜率ö%
Edib le
yield
rate

44 2. 4 26. 0 100. 0 0. 0 17. 1 aA 12. 6 aA 73. 7

36 0. 0 33. 0 95. 2 4. 7 15. 5 abA 11. 9 aA 76. 8

30 0. 0 40. 0 95. 2 4. 7 15. 0 abA 11. 6 aA 77. 3

23 7. 0 38. 0 100. 0 0. 0 10. 0 bA 7. 5 bA 75. 0

　　从表 4 可以看出, 无论是毛菜产量还是净菜产

量, 均随苗龄的缩短而降低。与 44 d 苗龄相比, 苗龄

缩短 8 d, 毛菜和净菜产量分别降低 9. 4% 和 5. 6% ;

苗龄缩短 14 d, 毛菜和净菜产量分别降低 12. 3% 和

7. 9% ; 苗龄缩短 21 d, 毛菜和净菜产量分别降低

41. 5% 和 40. 5%。从缩短苗龄产量降低的趋势看,

23～ 30 d 是苗龄对产量影响的关键转折期, 缩短苗

龄可能引起叶球产量显著降低。

苗龄对净菜率的影响不大, 苗龄在 23～ 44 d

时, 净菜率变幅为 73. 7%～ 7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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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 在陕西关中气候条件下, 春季

采用地膜覆盖栽培“陕春白 1 号”大白菜, 直播的播

种期和育苗移栽的苗龄对生长和产量都有不同程度

的影响。在 03215～ 04205 直播, 随播期推迟, 莲座叶

的长和宽减小, 球叶数减少, 产量和净菜率降低。苗

龄对植株生长的影响相对较小, 但苗龄过短, 莲座叶

生长显著落后, 产量显著降低。对综合产量和抽薹等

情况的分析认为,“陕春白 1 号”大白菜在陕西关中

春季地膜覆盖栽培, 直播适宜的播期为 03215～

03220, 育苗移栽的适宜苗龄为 30～ 36 d。

大白菜为种子春化型蔬菜, 通过春化的温度范

围也较宽。因此, 在陕西关中气候条件下, 春季地膜

覆盖栽培, 无论是直播, 还是育苗移栽, 都很难避免

春化现象, 而通过春化后又有长日照条件, 花芽分化

和抽薹也很难避免。本试验结果表明, 只有播期推迟

到 04205, 才未发生抽薹现象; 即使育苗并在 04208

移栽, 球内有薹率也达到 100%。这可能是由于育成

的移栽大苗对低温比种子或幼苗更敏感, 更易感应

低温而通过春化。本试验结果还表明, 尽管在绝大多

数情况下,“陕春白 1 号”大白菜球内有薹率接近或

达到 100% , 但先期抽薹率并不高, 说明该品种的耐

抽薹能力较强。因此, 春季地膜覆盖栽培大白菜, 选

择耐抽薹的品种, 并且在叶球形成后及时收获甚为

关键。

本试验结果显示, 播期越晚, 或苗龄减小, 田间

复合叶部病害 (黑斑病、霜霉病等)加重。这说明大白

菜成龄植株比幼龄植株有较好的抗病性, 这一点还

有待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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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 en t on sow ing da te and seed ling age of Ch inese cabbag e

cv. Shaan Chun2bai N o. 1 in the sp ring season under

p last ic f ilm m u lch cond it ion

CHENG Zh i-hui, ZHANG L u-gang,MO La-na , ZHANGM ing-ke, X IM a i-x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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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e experim en t w as conducted in Yangling, Shaanx i, Ch ina to invest iga te the op t im um sow 2
ing date and seedling age of Ch inese cabbag e cv. Shaan Chun2bai N o. 1 in the sp ring season under p last ic

f ilm m u lch condit ion.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as the sow ing date delayed from M arch 15 to A p ril 5, the

length and w idth of the funct ion ing leaves, the num ber of the heading leaves, the yield and the edib le yield

ra te a ll decreased. Compared to the sow ing date, seedling age w as found less effct ion on p lan t grow th. How 2
ever, the funct ion ing leaf grow th and yield w ere sign if ican t ly decreased by too young seedling age. In sum 2
m ary, fo r th is cu lt ivar grow ing in Guanzhong area of Shaax i p rovince, the suggested sow ing date is from

M arch 15 to M arch 30, and the suggested seedling age is from 30 to 36 days.

Key words: sp ring Ch inese cabbag e; p last ic f ilm m u lch cu lt iva t ion; sow ing date; seedling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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