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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品种来源
甘杂 1号是杨凌农业高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配制的甘蓝型冬油菜三系杂交种。母本胞质雄
性不育系 3131A及相应保持系 3131B 是以陕西省
经济作物研究所的陕 2A 不育胞质为供体，与
2002 品种自交系杂交、回交转育而成。父本
3116C是陕西省经济作物研究所以甘白油菜为母
本，秦油 3 号为父本杂交经过多代选育而成。
1995—1996年参加陕西省冬油菜区域试验和生产
试验，2009—2011年参加甘肃省冬油菜新品种区
域试验和生产试验。1997年 8月通过陕西省农作
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陕审油330号），2012年 2
月通过甘肃省农作物品审委员会审定（甘审油
2012003号）。
2 特征特性

甘蓝型冬油菜三系杂交种，强冬性，生育期
260～280 d，株高 150～170 cm。幼苗匍匐，叶片
深绿色，有蜡粉，叶片较大，叶柄短，苗期出叶
15片以上，越冬保留叶 4～5片，冬前不易抽薹。
返青至抽薹期生长缓慢，初花期后生长迅速，花
期集中，籽实期灌浆速度快，秆硬不易到伏。角
果扁粗、皮厚。单株有效分枝数 12个，单株角果
数 350个左右，角粒数 26～30粒，籽粒深褐色，
千粒重 3.5 g左右。抗旱耐寒，高抗病毒病，丰产
性好。
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2011年 6

月鉴定，甘杂 1号菌核病发病率为 48.3%，病情指
数为 37.1%，综合评价为高抗。病毒病的发病率仅
为 1%，越冬率为 95.0%左右。
3 品质

2011年 7月经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育种
分析室测定，甘杂 1 号含油量 40.68%，油酸
52.70%，亚油酸 27.80%，芥酸 3.99%，硫苷

142.60 滋mol/g。
4 产量表现
在 2009—2011年甘肃省甘蓝型冬油菜新品种

区域试验中，2 a 8点（次）不同生态类型（天水市的
秦州区和甘谷县，陇南市的成县、徽县）平均折合
产量 3 045.15 kg/hm2 ，较对照品种秦油 2号增产
9.65%。其中 2010 年平均折合产量 3 064.70
kg/hm2，较对照品种秦油 2号增产 13.80%。2011
年平均折合产量 3 026.60 kg/hm2 ，较对照品种秦
油 2号增产 5.5%。2011年在天水市的秦州区、麦
积区，陇南市的成县、礼县等不同生态区18点
（次）生产试验中，平均折合产量 3 364.20 kg/hm2，
较对照品种秦油 2号增产 9.80%。
5 适种区域

适宜在甘肃的天水、陇南、庆阳、平凉等市
的干旱、半干旱浅山区（海拔1 700 m以下）、川道
区及陕西关中、渭北旱塬等同类型生态区种植。
6 栽培技术要点
6.1 土壤处理及施肥

播前结合整地用 40％甲基异柳磷乳油 1 000
倍液喷雾，或用 3%呋喃丹（克百威）颗粒剂 30.0
kg/hm2，拌土 150 kg撒于田间进行土壤处理。基施
优质农家肥 37.5～52.5 t/hm2、尿素 180.0 kg/hm2、
普通过磷酸钙 750.0 kg/hm2 或磷酸二氢铵 300.0
kg/hm2、硼砂 15.0 kg/hm2。如播种时墒情较好，可
施尿素 37.5 kg/hm2做种肥。
6.2 适时播种

甘肃的陇东、陇南川道冬油菜区 8月 25日至
9月 5日、浅山区 8月 15日至 25日为适播期。遇
高温干旱可推迟播种 2～3 d，遇阴雨低温可提前
播种 3～4 d。采用犁通沟溜籽、明沟浅覆土或撒
播等方式，播深 1 cm，旱薄地行距 40 cm，保苗
21万株 /hm2左右。川道水地行距 50 cm，保苗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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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株 /hm2左右。
6.3 田间管理

出苗后及时查苗、补苗，2 叶 1 心期间苗，
3～5叶期定苗，定苗时去弱苗、病苗。定苗后及
时中耕除草，促进土壤表层疏松，增加透气性，
提高土壤温度，减少水分蒸发，促进幼苗根系发
育，保证苗全苗壮。冬前 11月中旬培土壅根，做
到大苗围根、小苗盖心，以防冻害，确保安全越
冬。油菜返青至抽薹期，采用沟施或撒施法追施
尿素 75.0～150.0 kg/hm2。终花期喷施 3 g/kg 磷酸
二氢钾和 2 g/kg硼砂水溶液 1～2次，以增加角果
数、角粒数和籽粒千粒重。
6.4 病虫害防治

油菜播种后 1～2 d，用 18%杀虫双水剂 2 250
mL/hm2对水 4.5 kg，再拌麸皮 45 kg制成毒饵；或
将 90％晶体敌百虫 1.5 kg/hm2 用温水化开，拌麸

皮 30 kg/hm2 制成毒饵，于傍晚撒在油菜田四周，
诱杀蟋蟀、蝼蛄和蚂蚁等害虫。初花期用 50%多
菌灵可湿性粉剂 1 000倍液，或 40%菌核净可湿性
粉剂 800～1 000倍液喷雾防治菌核病。返青后用
10%敌畏氯乳油 800倍液喷雾防治菜青虫及茎象
甲。抽薹前用 4.5%甲敌粉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
或 40%氧化乐果乳油 2 000倍液喷雾防治茎象甲成
虫和跳甲。初花前和结实期用 10%吡虫啉可湿性
粉剂 3 000倍液，或 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450
mL/hm2 对水 225 kg，或 3%啶虫脒乳油 1 000～
1 500倍液喷雾防治蚜虫。
6.5 适时收获

当全田 70%以上角果呈浅黄色，主花序角果
大部分籽粒呈黑褐色时为收获适期。收获后堆放
后熟 3～5 d，及时脱粒晾晒。

（本文责编：王 颢）

1 品种来源
秦艽新品系 GQ05-2 是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中

药材研究所在对秦艽野生资源收集和人工驯化栽
培研究的基础上 ［ 1～3］，通过对单株选择、自交采
种，历经 6 a时间选育而成。2011年 9月通过甘
肃省技术鉴定。
2 特征特性
2.1 形态特征

株高 30～40 cm，无明显主茎。苗期叶片长卵
圆形，对生，随生长逐渐变长成披针形，有根生
叶和茎生叶两种，根生叶较大，长达 30 cm，宽
3～4 cm，叶片平滑无毛，主叶脉 5条，叶色绿。
茎生叶较小，对生，3～4对。茎圆形有节，光滑
无毛，不分支，浅绿色，基部常呈紫色。花在茎

顶或叶腋间轮状丛生，呈头状聚伞花序，花冠筒
状钟形，淡蓝色。蒴果长圆形或椭圆形，含多数
种子。种子细小，多椭圆形，深黄色，有光泽，
无翅。有明显主根且粗壮，须根多条，常向左拧
绕，扭结成一个近圆柱形的根，稍肉质，黄色或
黄褐色。商品药材根略呈圆锥形，上粗下细，质

坚脆，易折断，断面柔润，皮部黄色或棕黄色，
木部黄色。气特异，味苦而涩。
2.2 生长特性

GQ05-2为多年生草本植物，种子繁殖。从播
种到成药需 3～5 a。播种第 1年为幼苗期，植株
矮小，冬季来临气温下降时地上部分枯萎，来年
春季返青后从根茎部生出根生叶，并抽出地上茎。
通常 5月中旬返青，6— 7月开花，8— 9月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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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艽新品系GQ05-2
魏莉霞 1，2，王国祥 1，2，漆燕玲 1，李玉萍 1，蔡子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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