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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葱品种比较试验 
田朝辉，李武高，周铁良 
(河南省郑州市蔬菜研究所，450015) 

摘 要：通过对7个不同大葱品种的生物学性 

状、抗性、产量等特性比较试验，结果表明：郑研 

寒玉、掖辐大葱、郑研寒葱分别比章丘大葱增产 

24．17％、22．80％、12．38％，它们的抗性强，综合 

性状好，可以在中原地区推广。 

葱属百合科，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普通大葱原 

产我国，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而以山 

东、河北、河南等省为重要产地。大葱耐寒抗热，适 

应性强，四季均可上市。葱的主要营养成分是蛋白 

质、糖类、维生素A原(主要在绿色葱叶中含有)、食 

物纤维以及磷、铁、镁等矿物质等。大葱有特殊的 

香味和辛辣味，既可生食又可烹饪，不但能增进食 

欲，并有一定医疗效果，是深受我国人民喜爱的重 

要调味蔬菜。近年来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为了筛选 

适宜郑州地区种植的大葱品种，笔者对郑州蔬菜所 

培育的和国内优 良的7个大葱品种进行品种比较试 

验。 

1 材料和方法 

1．1 品种 

参试共7个品种，以章丘大葱为对照。 

优选大梧桐，山东济南； 

寒丰巨葱，山东科丰种业； 

章丘大葱，章丘三育良种公司； 

寿光大葱，山东寿光； 

郑研寒葱，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优选掖辐大葱，山西运城； 

郑研寒玉大葱，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1．2 试验设计与方法 

试验安排在郑州市蔬菜研究所研发中心试验 

田，试验地为沙壤土，肥力中等，地势高，排灌方 

便，前茬种植作物为马铃薯。试验随机区组排列，3 

次重复，共 21个小区，小区面积 30in 。 

1．3 栽培管理 

每667 rn2施农家肥3ITI ，过磷酸钙 15 ，硫酸 

钾l5 ，均匀施于沟底，将土肥混匀。大葱2008年 

1O月 1日播种，l0月7日出苗，2009年6月20日定 

植，1O月11日小区测产收获，测产后留少量大葱进 

行越冬抗寒性观察。单行种植，定植时筛选大小一 

致的苗，按行距70 cm开沟，沟深20 cm，株距3 cm， 

定植后分别在2009年7月 15日、8月 10日、8月25 

日、9月 8日浇水4次，在 8—9月的3次浇水中随 

浇水施肥3次，并在8月20日和9月 15日进行2次 

培土。 

1．4 抗病性比较 

在测量生长情况前，先对各小区随机选取的75 

株各大葱品种进行了抗病调查，分别按照病情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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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计算病情指数及发病率。依据公式： 

病情指数=[∑ (病级数 ×该病级调查数)／调 

查总株数 ×最高级数]×100 

发病率 ：发病植株数 ／调查总株数 ×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物学性状观察 

收获时对大葱的叶色、株高、葱白长、葱白粗、 

长势等进行了观察和测量，霜降后 15 d对大葱抗寒 

性进行了观察，每小区取5点，每点选 5株，共 25 

株大葱，3个小区3次重复，测量值取3次重复的平 

均值。结果如表 1。 

表 1 不同品种大葱生物学性状 

从表 1可以看出株高和葱白长以掖辐大葱为最 

好，优选大梧桐、郑研寒玉和章丘大葱差异不大；葱 

白粗方面寿光大葱最好，郑研寒葱次之；生长势方 

面郑研寒玉、掖辐大葱、优选大梧桐、章丘大葱基 

本相同，另外3个品种不如章丘大葱；抗寒性方面 

以郑研寒玉、寿光大葱和郑研寒葱较好，优于章丘 

大葱。综合几个方面结果，掖辐大葱生长势最好，其 

次优选大梧桐，第三为郑研寒玉，3个品种优于对照 

章丘大葱，其他品种不如章丘大葱。 

2．2 抗病性比较 

分别计算出每个品种的病情指数和发病率，结 

果见表 2。 

根据表2结果表明，试验的大葱品种中以郑研寒 

玉抗病性最好，紫斑病和霜霉病的病情指数和发病 

率最低，其次是掖辐大葱，明显低于章丘大葱；郑 

研寒葱、寿光大葱、优选大梧桐与章丘大葱在抗病 

性方面基本一致，无明显差异；寒丰巨葱最差。 

表2 不同大葱的抗病性比较 

品 种 紫斑病 霜 霉病 

病情指数 发病率／％ 病情指数 发病率 ／％ 

2．3 小区产量比较 

收获时分别对各小区进行了测产，测产结果如 

表3。 

从表 3可以看出，参试品种中，郑研寒玉产量 

最高，比对照章丘大葱增产14：55％，掖辐大葱次之， 

比对照增产1 1．54％，郑研寒玉和掖辐大葱与对照章 

丘大葱产量达极显著水平，其他品种也比对照有不 

同程度增产，但差异不显著。寒丰巨葱产量低于对 

照产量，表现最差。 

表3 小区产量 单位：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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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耐低温机理的研究进展 
闫世江 ，张继宁 ，刘 洁 

(1．山西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03003 1；2．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03003 1) 

摘 要：从黄瓜的形态学性状、生理指标、分 

子生物学等多方论述黄瓜的耐低温机理，供中国黄 

瓜科研工作者参考，并期望对提高国内黄瓜遗传研 

究与育种利用水平有所帮助。 

关键词：黄瓜；耐低温；机理 

黄瓜 (Cucumis sativus L．)属葫芦科甜瓜属，起 

源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热带雨林地区，很早传人 

我国，现在在国内栽培面积较大，尤其在我国北方 

寒冷地区是保护地蔬菜越冬生产中的最主要种类 

之一。但冬季的低温常常给它带来严重的危害。因 

此黄瓜耐低温机理的研究 日益受到广大科研工作 

者的重视，本文从以下几方面论述黄瓜的耐低温 

机理 ，以期对黄瓜育种有所帮助。 

1 耐低温性与形态学性状的关系 

1．1 生长发育 

侯锋【1l、王永健 、朱其杰 。 发现用l3℃或 15℃ 

的低温进行发芽试验，发现耐低温性强的品种发芽 

能力 (用发芽指数表示)强，耐低温弱的品种发芽能 

力较弱。于拴仓[4]报道在低温 (15±0．5)℃条件下 

胚根相对伸长率可反应品种间的耐低温性差异，浸 

种 36 h的种芽经 (2．5±0．5)℃处理24 h，恢复期 

的胚根伸长率可以区别品种间的低温耐受性。 

低温下不同生态型的黄瓜生长量不同，除株高 

外，叶面积、全株干物重的品种间差异极显著，耐 

低温性强的品种这 3个参数高，耐低温性弱的品种 

低。 

从瓜条外观来看耐低温性弱的黄瓜品种的毛刺 

较多，且较大，而耐低温性强的黄瓜品种的毛刺较 

少，且比较短小 】。 

1．2 花粉 

黄瓜花粉的形状、大小及萌发孔与抗寒性无相 

关性，但花粉粒表面纹饰 (亦即雕纹)有2点区别： 

其一为覆盖层的类型不同。耐低温性强的品种为半 

覆盖层类型，其表面纹饰为开放的大网状式纹饰， 

耐低温l生弱的品种为覆盖层一穿孔型，其表面纹饰为 

穴状。中间型品种介于二者之间，即为半覆盖层型 

与覆盖层 一穿孔型之中间类型，也为穴状纹饰，只 

是其穴眼较大。其二为花粉表面的平滑度不同。耐 

低温l生弱的品种皆为流云块状，起伏不平，相反，耐 

低温性强的品种则比较平坦，没有隆起和凹陷状【 。 

1．3 细胞形态 

温度是影响气孔开闭的因子之一，叶片气孔的 

开张度与黄瓜抗寒性的相关性较好。耐低温性弱 

的品种的开张度大 ，耐低温性强的品种的开张度 

最小，中间型品种趋于二者之 。 

2 耐低温性与生理指标关系的研究 

2．1 根系活力及硝酸还原酶活性 

侯锋⋯试验表明，根系活力随黄瓜耐低温性的 

减弱而减弱 ，而且与冷害指数有很好的相关性。 

3 小结 

从参试品种的生物学性状、抗病性、生长势、抗 

寒性和丰产性等综合性状评价，郑研寒玉和掖辐大 

葱表现最好，适宜在中原地区优先种植推广，但掖 

辐大葱在栽培上要注意加强病害的防治 ；章丘大 

葱、优选大梧桐、寿光大葱作为优 良的地方品种，需 

要进一步进行提纯选育，栽培上也应加强病害防 

治；郑研寒玉、郑研寒葱、寿光大葱抗寒性较好，可 

以进行越冬设施栽培，提高种植效益；寒丰巨葱表 

现最差，应淘汰该品种。同 

． ． 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