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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蓝根（Isatis indigotica Fort.）又叫菘蓝、大
青叶，是十字花科二年生草本植物，其用根入药
称之为板蓝根，用叶入药称之为大青叶，具有清
热解毒、凉血消肿、利咽之功效。板蓝根抗旱耐
寒，适应性广，在我国各地都可以栽培生产。板
蓝根是甘肃省的主要药材之一［ 1～2］，但生产中品种
单一，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为脆弱。在板蓝根
栽培中，第1年生长期称为成药期，第2年生长期
称为结籽期。应用系统选择法选育板蓝根新品种，
通常是通过成药期、结籽期田间初级选择，应用

相应鉴别、检验、分析方法进行中级筛选，逐步
逐级提高选择水平，直至选育出符合育种目标的
板蓝根新品种。2011年，我们在定西市安定区进
行了19个板蓝根新品系在结籽期的主要农艺性状
比较试验，旨在为选育板蓝根新品种提供依据，
现将试验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板蓝根新品系19个，为BLGZX2012-01、
BLGZX2012-02、BLGZX2012-03、BLGZX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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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露地栽培条件下，对 19个板蓝根新品系在结籽期的物候期和主要农艺性状进行了比较，试验结
果表明，各品系在结籽期的返青期最大极差为 20 d，展叶期最大极差为 22 d，现蕾期最大极差为 23 d，开花期
最大极差为 21 d，结荚期最大极差为 10 d，株高最大极差为 52 cm，单株分枝数最大极差为 24个，千粒重最大
极差为 7.39 g，单株种子产量最大极差为 67.0 g。其中品系 BLGZX2012-18的种子千粒重系数最大，为 4.225，与
其余各品系间自成一类。由于晚熟类型营养生长期较长，因此其根系产量亦较高，在进行新品系筛选时应首先考
虑晚熟类型和千粒重较大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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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enophase and main agronomic traits of 19 new Isatis indigotica Fort . lines were compared at seed beating
period，under the open field cultivation ondition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among the different lines，the widest range of
at returning green stage can be 20 d，that of the the leaf-expansion period can be 22 d，that of the squaring period can be 23 d，that
of the the blooming period can be 21 d，that of the bearing pod period can be 10 d，that of the number of branches per plant can be
24 poor months，that of the height was 52 cm，that of the grain weight was 7.39 g，that of the seed yield per plant was 67.0 g，which
the seed weight coefficient of BLGZX2012-18 had the largest 4.225，and the rest of the lines between the sui generis . Because of the
late mature types had the longer stage of vegetative growth，so its roots yield is higher，we should be firstly considered in late mature
types and grain weight larger type when new lines was screened and selec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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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GZX2012-05、BLGZX2012-06、BLGZX2012-07、
BLGZX2012-08、BLGZX2012-09、BLGZX2012-10、
BLGZX2012-11、BLGZX2012-12、BLGZX2012-13、
BLGZX2012-14、BLGZX2012-15、BLGZX2012-16、
BLGZX2012-17、BLGZX2012-18、BLGZX2012-19，
均由定西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育并提供。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定西市安定区西川农业实验场旱川
地。当地海拔1 890 m，年均降水量512 mm，年均
气温6.5℃。土壤为黄绵土，质地中壤，肥力均
匀。0～20 cm土层土壤含有机质13.600 g/kg、全氮
0.841 g/kg、全磷1.435 g/kg、水解氮0.060 g/kg、速
效磷0.007 g/kg、速效钾0.302 g/kg，pH为8.2。采用
单因子随机排列。于2012年10月下旬板蓝根成药
期田间采收时，选择供试板蓝根新品系根形健壮、
根系质量较大、侧根较少、商品外观形状较佳、
综合性状较好的根条，同期将选出的根条按行距
30 cm、株距20 cm 露地栽植，覆土厚6 cm。栽植
前结合整地施磷酸二铵187.5 kg/hm2、尿素150.0
kg/hm2（一般N与P2O5比例为1∶0.8），并于田间撒施
4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5 kg/hm2+3%辛硫磷颗粒剂
30 kg/hm2，以防治板蓝根根腐病。田间对结籽期
板蓝根的物候期观察。7月份种子由黄转黑时，整
株收割并进行主要农艺性状的测定。并应用SPSS19
软件对参试品系的种子千粒重进行聚类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物候期

从表1可以看出，19个板蓝根新品系的返青
期在3月28日至4月16日，其中以BLGZX2012-19最
早，BLGZX2012-14最晚，品系间最大极差为20 d。
展叶期在4月14日至5月5日，其中 BLGZX2012-19
展叶最早，BLGZX2012-14最晚，品系间最大极
差为22 d。现蕾期在4月24日至5月17日，其中
BLGZX2012-19现蕾最早，BLGZX2012-09最晚，
品系间最大极差为23 d。开花期在 5月 7日至
5月 28日，其中BLGZX2012-19、BLGZX2012-16、
BLGZX2012-15、BLGZX2012-05、BLGZX2012-03
5个品系花期最早，BLGZX2012-09最晚，品系间
最大极差为21 d。结荚期在6月1日至6月10日，其
中 BLGZX2012-19结荚最早， BLGZX2012-09最
晚，品系间最大极差为10 d。根据19个品系结籽
期的物候表现，可以将其分为早熟、中熟、晚熟3
种类型，其中早熟品系为BLGZX2012-19（结荚期
在 6月 1日前）；中熟品系有 BLGZX2012-01、
BLGZX2012-02、BLGZX2012-03、BLGZX2012-04、
BLGZX2012-05、BLGZX2012-06、BLGZX2012-07、

BLGZX2012-08、BLGZX2012-10、BLGZX2012-11、
BLGZX2012-12、BLGZX2012-13、BLGZX2012-14、
BLGZX2012-15、BLGZX2012-16、BLGZX2012-17、
BLGZX2012-18（结荚期在6月2—9日）；晚熟品系
为BLGZX2012-09（结荚期在6月10日以后）。

2.2 主要农艺性状

从表 2可以看出，参试品系的株高以
BLGZX2012-08、 BLGZX2012-15最矮，均为 41
cm，BLGZX2012-18最高，为93 cm，其余品系在
43～88 cm；品系间最大极差为52 cm。根据结籽期
的株高，可将其分为矮秆型、中秆型、高秆型3
类 ， 其 中 矮 秆 型 品 系 （株 高 ≤50 cm）有
BLGZX2012-08、BLGZX2012-12、BLGZX2012-15、
BLGZX2012-16，中秆型品系（株高51～80 cm）有
BLGZX2012-02、BLGZX2012-03、BLGZX2012-04、
BLGZX2012-05、BLGZX2012-06、BLGZX2012-07、
BLGZX2012-09、BLGZX2012-10、BLGZX2012-11、
BLGZX2012-13、BLGZX2012-14、BLGZX2012-17，
高秆型品系（株高≥81 cm）有BLGZX2012-01、
BLGZX2012-18、BLGZX2012-19。单株分枝数以
BLGZX2012-13最少，仅为3个；BLGZX2012-01最
多，为27个；其余品系为5～24个；品系间最大极
差为24个。千粒重以BLGZX2012-04最低，为6.54
g；BLGZX2012-18最高，为13.93 g；其余品系为
6.71～13.48 g；品系间最大极差为7.39 g。为了进一
步探索板蓝根种子大小与品种特性的相关性，应用
SPSS19软件对同一条件下生产参试的19个板蓝根新
品系的种子千粒重进行聚类分析［ 3］（见表3、图
1），参试 19个板蓝根新品系的千粒重分为

表1 19个板蓝根新品系结籽期的物候期 日/月
品系 返青期 展叶期 现蕾期 开花期 结荚期

BLGZX2012-01 7/4 23/4 7/5 20/5 5/6
BLGZX2012-02 7/4 23/4 7/5 19/5 5/6
BLGZX2012-03 6/4 21/4 2/5 7/5 5/6
BLGZX2012-04 9/4 25/4 7/5 17/5 5/6
BLGZX2012-05 6/4 22/4 1/5 7/5 6/6
BLGZX2012-06 6/4 22/4 28/4 10/5 5/6
BLGZX2012-07 3/4 19/4 7/5 17/5 5/6
BLGZX2012-08 3/4 19/4 7/5 17/5 5/6
BLGZX2012-09 15/4 2/5 17/5 28/5 10/6
BLGZX2012-10 3/4 19/4 26/4 10/5 5/6
BLGZX2012-11 3/4 20/4 28/4 8/5 4/6
BLGZX2012-12 3/4 18/4 7/5 18/5 7/6
BLGZX2012-13 5/4 22/4 7/5 17/5 5/6
BLGZX2012-14 16/4 5/5 11/5 20/5 5/6
BLGZX2012-15 5/4 22/4 28/4 7/5 5/6
BLGZX2012-16 5/4 21/4 28/4 7/5 5/6
BLGZX2012-17 8/4 23/4 30/4 9/5 5/6
BLGZX2012-18 6/4 22/4 7/5 17/5 6/6
BLGZX2012-19 28/3 14/4 24/4 7/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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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GZX2012-11、BLGZX2012-14、BLGZX2012-01、
BLGZX2012-09、BLGZX2012-19）；（BLGZX2012-03、
BLGZX2012-17、BLGZX2012-02、BLGZX2012-05、
BLGZX2012-06、BLGZX2012-04）；（BLGZX2012-07、
BLGZX2012-12、BLGZX2012-16）；（BLGZX2012-15、
BLGZX2012-18）；（BLGZX2012-10、BLGZX2012-13、
BLGZX2012-08）5类。其相应的千粒重分别为8.61、
8.41、7.73 、7.73 、8.22 g ；7.02、6.90、6.75 、
6.71、6.80、6.54 g；8.93、9.31、6.80 g；13.48、
13.93 g；11.46、11.35、12.20 g。同时可从表3看出，
BLGZX2012-18的种子千粒重系数最大，为4.225，
亦与其余各品系间自成一类。单株种子产量以
BLGZX2012-09最低，为6.5 g，BLGZX2012-01最高，
为73.5 g，其余品系为7.5～67.0 g；品系间最大极差为

67.0 g。采用t检验，结果表明单株种子产量间差异达
极显著水平［t0.01（18）=2.878＜t=6.908**］。
3 小结与讨论
1）在露地栽培条件下，供试的19个板蓝根新品系
结籽期的返青期、展叶期、现蕾期、开花期、结
荚期及株高、单株分枝数、千粒重、单株种子产
量各异，并表现出较大差异。返青期最大极差为
20 d，展叶期最大极差为22 d，现蕾期最大极差为
23 d，开花期最大极差为21 d，结荚期最大极差为
10 d，株高最大极差为52 cm，单株分枝数最大极差
为24个，千粒重最大极差为7.39 g，单株种子产量
最大极差为67.0 g。BLGZX2012-18的种子千粒重
系数最大，为4.225，与其它各品系间自成一类。
2） 根据板蓝根各品系结籽期物候表现，可以大
致分为早熟、中熟、晚熟3种类型。板蓝根是以收
获根系为主的药材，晚熟类型由于营养生长期较
长，其根系产量亦较高，在进行新品系筛选时，
应首先考虑晚熟类型和千粒重较大的类型。
3）千粒重大小是描述作物性状的一个主要指标，
同一种作物在同一栽培条件下其种子千粒重应相
差甚小。通过测定、比较、分析板蓝根千粒重的
大小，对板蓝根品系进行分类鉴别，亦是筛选新
品种的一种有效方法，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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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9个板蓝根新品系千粒重聚类分析

表2 19个板蓝根新品系结籽期主要农艺性状
品系 株高

（cm）
单株分枝数
（个）

千粒重
（g）

单株种子量
（g）

BLGZX2012-01 81 27 8.61 73.5
BLGZX2012-02 68 24 6.75 42.0
BLGZX2012-03 73 19 7.02 42.5
BLGZX2012-04 71 20 6.54 28.6
BLGZX2012-05 55 6 6.71 25.0
BLGZX2012-06 68 18 6.80 28.0
BLGZX2012-07 59 5 8.93 37.5
BLGZX2012-08 41 8 12.20 40.5
BLGZX2012-09 66 9 8.41 6.5
BLGZX2012-10 65 9 11.46 7.5
BLGZX2012-11 53 5 7.73 22.5
BLGZX2012-12 45 5 9.31 37.5
BLGZX2012-13 56 3 11.35 31.1
BLGZX2012-14 54 6 7.73 11.8
BLGZX2012-15 41 6 13.48 12.5
BLGZX2012-16 43 5 10.16 9.0
BLGZX2012-17 85 20 6.90 67.0
BLGZX2012-18 93 11 13.93 18.5
BLGZX2012-19 88 14 8.22 19.5

阶
群集组合

系数
首次出现阶群集

下一阶
群集 1 群集 2 群集 1 群集 2

1 11 14 0.000 0 0 12
2 2 5 0.000 0 0 5
3 3 17 0.002 0 0 7
4 10 13 0.002 0 0 13
5 2 6 0.002 2 0 7
6 1 9 0.007 0 0 8
7 2 3 0.009 5 3 9
8 1 19 0.018 6 0 12
9 2 4 0.021 7 0 15

10 7 12 0.029 0 0 14
11 15 18 0.045 0 0 16
12 1 11 0.092 8 1 15
13 8 10 0.130 0 4 16
14 7 16 0.186 10 0 17
15 1 2 0.356 12 9 17
16 8 15 0.768 13 11 18
17 1 7 0.893 15 14 18
18 1 8 4.225 17 16 0

图1 使用平均联接（组间）的千粒重树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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