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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育种目标

西蓝花，学名青花菜（Brassica olercea var. itali-

ca L.），为十字花科芸薹属甘蓝类蔬菜，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引入中国，由沿海地区发展至全国各地，是

我国重要的大宗蔬菜种类之一，种植面积已超过

8.7 万 hm2[1]。也是一种重要的出口创汇蔬菜，年出

口量超 12 万 t[2]。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青花菜第

一生产大国，在蔬菜周年供应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

地位。然而，我国青花菜生产用种长期依赖进口，

目前生产上利用的品种多数由北美或日本育种家

育成[3]，国外品种占有率在 95%以上，种子价格和种

子供应基本由国外种企控制[4]。2018 年农业农村部

统一部署成立了“国家西蓝花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

关组”，自国产化联合攻关以来，攻关组各育种团队

相继培育出了碧绿 258[5]、浙青 75[6]、台绿 5 号[7]、浙

青 60[8]、浙青 80[9]、领秀 3 号 [10]等青花菜新品种，打

破了国外种子公司对我国青花菜种子市场的垄断，

缓解了良种供需矛盾，降低了农民生产成本，提高

了种植收益，确保我国青花菜产业稳定、可持续发

展。作为攻关组成员，笔者团队利用雄性不育技

术，将培育适合华北平原地区秋季露地早熟栽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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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花菜领秀 7 号是利用 Ogura 胞质雄性不育技术选育的中熟青花菜杂交种，适合华北地区夏种秋收。从移

栽到采收约 65 d；株型直立，株高约 65 cm，株展 75 cm，可适当密植；花球半球形，紧实，蕾粒小而均匀，花蕾绿色；花

枝长度中等、绿色，球茎不易空心。球茎 15.2 cm 左右，单球质量约 600 g，商品性佳，667 m2产量 1650 kg 左右。该

品种于 2021 年通过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 DUS 测试（2019LZ0804A），并于 2021 年 12 月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

申请号为 2022100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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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ngxiu No .7 is medium-maturing broccoli hybrid developed using Ogura male sterile technique. This cultivar

can be sowed in summer and harvested in autumn in north China. It takes about 65 days from transplanting to harvest.

The plant type of this cultivar is more upright and can be planted with higher density..The height and width of the plant

are about 65 cm and 75 cm, respectively. The shape of the flower head is hemispheric and the head is tight. The head

beads are green, small and uniform. The peduncles are medium in length and green in color. The head stem does not

easily become hollow. The single head weight is nearly 600 g, while the head transverse diameter is 15.2 cm. This cultivar

has good marketability, and passed the DUS test of new plant varieties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2019LZ08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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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菜新品种作为育种目标。

2 选育过程

2.1 亲本选育及特性

母本 CMS B60-1-6-2-1-3-1-1 是 Ogura 不育源

的雄性不育系。其保持系是以 2005 年从台湾引进

的品种 B60 为原始材料，经过 7 代自交分离定向筛

选得到的稳定自交系。在自交分离定向筛选的同

时从第 4 代开始以日本引进的青花菜雄性不育材

料 CMS NH-1 为不育源进行转育，经过连续 6 代回

交转育，于 2012 年育成细胞质雄性不育系 CMS

B60-1-6-2-1-3-1-1。该不育系田间表现为株型较开

展，叶片圆形，叶色墨绿，蜡粉多；主茎中等粗细，不

空心；花球高圆形、紧实，蕾粒细而匀，球色灰绿色、

遇低温不发紫；成熟期 60 d 左右，单球质量 350 g，

抗黑腐病；一般配合力强。

父本 YN47-2-6-2-1-1-2-1 是以 2000 年从日本

引进的试验品种 YN47 为原始材料，经 7 代自交分

离和定向选择而育成的自交系。田间表现为长势

中等，主茎粗，株型直立，叶片狭长，叶缘波纹，蜡粉

少，叶色深绿；球形高圆、紧实，球色深绿，蕾粒中

等、均匀；成熟期 70 d 左右，单球质量 500 g，中抗黑

腐病；一般配合力强。株型、球形等农艺性状均表

现优良。

2.2 选育经过

2015 年春季以细胞质雄性不育系 CMS B60-

1-6-2-1-3-1-1 等为母本、自交系 YN47-2-6-2-1-1-2-1

等 为 父本配制杂交组合 350 个，秋季进行组合

观 察 试 验 ，组 合 CMS B60- 1- 6- 2- 1- 3- 1- 1 ×

YN47-2-6-2-1-1-2-1 综合性状表现突出。2016—

2017 年进行品种比较试验，2018—2019 年进行区

域试验，2020—2021 年进行生产试验；2018 年在农

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进行 DUS 测试；

2021 年该品种申报植物新品种权，申请号为

20221002095，定名为领秀 7 号。

3 试验结果

3.1 品种比较试验

2016—2017 年在天津西青、武清、宝坻进行品

种比较试验，小区面积 15 m2，每小区种植 50 株，株

行距 50 cm×50 cm，试验小区四周设保护行，3 次重

复，采用随机区组排列。有 80 个组合参加试验，以

日本坂田公司的生育期相近的品种耐寒优秀为对

照。7 月初播种，8 月初定植，10 月中旬采收。试验

结果表明，从移栽到采收约 65 d；株型直立，株高约

65 cm，株展 75 cm；花球一致性好，花球半球形，球

茎 15.2 cm 左右，球形周正紧实，蕾粒小而均匀，花

蕾绿色；花枝长度中等、绿色，球茎不易空心。单球

质量约 600 g，产量高。通过 2 年品种比较试验得

知，平均 667 m2 产量 1680 kg，比 CK 平均增产

13.2%，差异显著（表 1）。

表 1 领秀 7 号品比试验结果

年份

2016

2017

平均

试点

西青

武清

宝坻

西青

武清

宝坻

品种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667 m2产量/kg

1710*

1490

1650*

1455

1695

1540

1610

1475

1730*

1510

1685*

1435

1680*

1484

比 CK+/%

14.77

13.40

10.06

9.15

14.57

17.42

13.20

注：*表示与对照在 0.05 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3.2 区域试验

2018—2019 年在天津武清、河北张家口、山东

青州、甘肃榆中进行区域试验，对照品种为耐寒优

秀，采用随机区组排列，小区面积 80 m2，3 次重复。

天津、山东地区试点 7 月初播种，8 月初定植，10 月

中旬采收；甘肃榆中试点 3 月下旬播种，4 月下旬至

表 2 领秀 7 号青花菜区域试验结果

年份

2018

2019

平均

地点

天津武清

山东青州

河北张家口

甘肃榆中

天津武清

山东青州

河北张家口

甘肃榆中

品种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667 m2产量/kg

1660*

1430

1720*

1525

1560

1415

1520*

1345

1600

1435

1680*

1460

1580

1413

1560

1405

1610*

1428

比 CK+/%

16.08

12.79

10.25

13.01

11.50

15.07

11.82

11.03

12.74

江汉民

··107



中 国 瓜 菜 第35卷品种选育

5 月初定植，6 月下旬采收；河北张家口试验地 5 月

中旬播种，6 月中旬定植，8 月中旬采收。结果表

明，该品种平均 667 m2 产量 1610 kg，比 CK 增产

12.74%，差异达显著水平（表 2）。

3.3 生产示范试验

2020—2021 年在山东莱西、安徽合肥、天津武

清进行生产试验，各地区按当地栽培模式进行种

植，各点面积为 667~2001 m2，株行距为 50 cm×

50 cm，3 次重复，随机排列，以耐寒优秀为对照品

种。2020 年领秀 7 号平均 667 m2 产量 1680 kg，比

CK 增产 13.51%；2021 年领秀 7 号平均 667 m2产量

为 1650 kg，比 CK 增产 13.32%，差异显著（表 3）。

表 3 领秀 7 号在生产示范试验中的结果

年份

2020

2021

地点

天津武清

山东莱西

安徽合肥

平均

天津武清

山东莱西

安徽合肥

平均

面积/m2

667

1334

2001

667

1334

2001

品种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667 m2产量/kg

1630*

1425

1720

1560

1690*

1455

1680*

1480

1635

1455

1695*

1485

1620*

1428

1650*

1456

比 CK+/%

14.39

10.26

16.15

13.51

12.37

14.14

13.45

13.32

3.4 抗病鉴定

2018—2019 年在武清区病源圃对领秀 7 号进

行黑腐病和霜霉病苗期人工接种抗性鉴定，以耐寒

优秀为对照，顺序排列，3 次重复，每重复 30 株。

对成株发病率和病情指数进行调查。结果表明，领

秀 7 号对霜霉病、黑腐病表现为中抗，发病率和病

情指数均低于 CK（表 4）。

3.5 营养品质

2020 年经天津市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究所检测，领秀 7 号水分含量（w，后同）为 90.12%

（CK 为 89.75%），维生素 C 含量为 967 mg·kg-1（CK
为 1011 mg · kg- 1），可溶性糖含量为 2.31%（CK 为

2.26%），氨基酸含量为 10.6 g·kg-1（CK 为 11.4 g·kg-1），

粗纤维含量为 1.24%（CK 为 1.15%），蛋白质含量为

2.82%（CK 为 3.05），均与 CK 相当。

4 品种特征特性

领秀 7 号为早熟品种，华北地区秋季露地栽培

从定植到采收 65 d 左右；株型直立，株高 65 cm，株

展 75 cm；叶片横阔椭圆形，叶色深绿，蜡质多，抗逆

性强；花球半圆形，紧实，蕾粒细密均匀，深绿色，低

温下不变紫；单球质量 600 g 左右，主茎不易空心，

产量高，667 m2产量 1650 kg 左右（见彩插 4）。

5 栽培技术要点

适于天津、河北、山东、安徽、甘肃、陕西等省份

秋露地种植。采用 72 孔穴盘基质育苗，一般苗龄

30 d 左右。移栽前 667 m2 施腐熟有机肥 2500~

3000 kg，硫酸钾复合肥 25~35 kg，硼砂 1~2 kg，做成

连沟宽 1.2 m 的高畦，铺设滴管。幼苗 4 片真叶时

定植，定植前 1 d 喷施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 1 次。采用对称定植或交叉定植，667 m2定植

2700 株左右，适宜株行距为 50 cm×50 cm。幼苗期

结合浇水 667 m2施冲施肥（20+20+20+TE）20 kg，以

促进花球膨大。叶面喷施 0.1%硼砂 2~3 次，以防止

花茎空心。对于菜青虫、斜纹夜蛾、小菜蛾等害虫，

要及早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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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领秀 7 号的抗病性表现

年份

2018

2019

品种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领秀 7 号

耐寒优秀（CK）

黑腐病

发病

率/%

12

23

15

18

病情

指数

17.5

22.6

19.2

20.6

抗性

中抗

中抗

中抗

中抗

霜霉病

发病

率/%

17

21

15

16

病情

指数

15.0

19.4

13.6

13.8

抗性

中抗

中抗

中抗

中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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