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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蒜苗专用型大蒜新杂交种绿丰1号是以民乐紫皮大蒜为母本， 新疆吉木萨尔白皮大蒜为父本选育而
成的大蒜一代杂交种。 2014—2015年在甘肃省多点区域试验中， 平均折合蒜苗产量72 078.6 kg/hm2， 比对照品种
山东金乡县白皮大蒜增产5.8%～7.5%。 2015—2016年在甘肃省多地进行的生产试验中， 2015年平均折合蒜苗产量
87 666.6 kg/hm2， 比对照山东金乡县白皮大蒜增产12%； 2016年平均折合蒜苗产量91 101.8 kg/hm2， 比对照山东金
乡县白皮大蒜增产10.6%。 适宜在我国各蒜苗产区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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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属百合科葱属一至二年生草本植物， 起
源于中亚地区， 喜低温冷凉气候条件［1�-�2�］。 在我国
种植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 是我国人民喜爱的家
常蔬菜和调味品［3�-�4�］。 大蒜在食品工业、 医药工
业、 化妆品工业、 饲料工业以及农用杀虫、 杀菌
剂制造等方面应用非常广泛。 目前， 我国是世界
上大蒜主要生产国、 消费国和出口国。 大蒜、 蒜
苗和蒜薹在我国一些集中地区已成为当地农业生
产的支柱产业之一。

几千年来， 大蒜生产沿用蒜瓣播种， 大蒜的
杂交优势利用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5�-�6�］。 我们以
民乐紫皮大蒜为母本， 新疆吉木萨尔白皮大蒜为
父本育成的大蒜杂种一代绿丰 1 号， 实现了大蒜
用种子播种， 大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 以现行价
格计， 用蒜瓣播种， 播种量 3�000�kg/hm2， 单价 16
元 /kg， 蒜种费 48�000 元 /hm2， 手工点播人工费
15�000 元 /hm2， 蒜种和人工费成本在 63�000 元 /
hm2 以上。 用大蒜种子播种， 播种量为 22.5�kg/
hm2， 种子成本仅 13�500 元 /hm2， 不计省去的人工
成本也比蒜瓣播种降低成本 49�500 元 /hm2 以上。
绿丰 1 号的培育成功是大蒜育种、 生产的一次革
命性的飞跃， 填补了我国乃至世界大蒜种子的空
白， 经 2015 年科技查新， 国内外无相关文献报
道。

1���选育过程
绿丰 1 号母本为地方品种民乐紫皮大蒜， 具

有个大、 瓣肥、 肉厚、 汁浓、 味辣、 耐贮存等优
良性状； 父本为新疆吉木萨尔白皮大蒜， 同样具
备个大、 瓣肥、 肉厚、 汁浓、 味辣、 耐贮存的优
良性状， 且两个亲本亲缘关系较远， 符合育种目
标。 2012�— 2013 年进行品种比较试验； 2014�—
2015 年参加区域试验并同时进行大面积生产示范；
2016 年 9 月受甘肃省科技厅委托， 邀请省内育种
专家进行现场验收（甘科验［2016］第537号）。 2015
年 8 月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蒜苗种子的
培育方法”发明专利证书（ZL201410128581.7）。
2���产量表现
2.1 品比试验

2012�—2013 年在张掖市甘州区碱滩镇草湖村
五社试验地进行的品种比较试验中， 2012 年绿丰
1 号平均折合蒜苗产量 96�875�kg/hm2， 居 5 个参试
品种第 1 位， 比对照品种山东金乡县白皮大蒜增
产 20.6%， 差异达显著水平。 2�a 平均折合蒜苗产
量 95�500�kg/hm2， 比对照品种增产 22.8%。
2.2 区域试验

2014�— 2015 年在张掖、 金昌、 武威、 兰州、
白银、 陇南、 武山、 嘉峪关等地进行的区域试验
中， 2014 年绿丰 1 号平均折合蒜苗产量 72�0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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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hm2， 比对照品种山东金乡县白皮大蒜增产
7.5%； 2015年绿丰 1号平均折合蒜苗产量 73�894.0�
kg/hm2， 比对照品种山东金乡县白皮大蒜增产
5.8%。 综合区试结果， 绿丰 1 号连续 2�a 在 8 个点
均表现增产， 比对照品种增产 5.8%～7.5%。
2.3 生产试验

2015�—2016 年在甘肃甘州、 民乐、 山丹、 永
昌、 永登、 皋兰、 榆中以及武山县洛门、 白龙江
等地进行的大面积生产试验中， 绿丰 1 号 2015 年
9 个示范点平均折合蒜苗产量 87�666.6�kg/hm2， 比
对照品种山东金乡县白皮大蒜增产 12.0%； 2016 年
9 个示范点平均折合蒜苗产量 91�101.8�kg/hm2， 比
对照增产 10.6%。 2016 年 8 月由甘肃省农业技术
推广总站、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专家进行现场测试，
绿丰 1 号单株重 80�g， 平均折合蒜苗产量 99�000.0�
kg/hm2， 生长势比较旺盛， 产量高。
3���特征特性

绿丰 1 号田间长势旺盛， 植株茎扁平（白色），
叶绿色宽而厚， 鳞茎拟蒜苗， 味浓辛辣， 个体与
群体发育良好， 适应性、 丰产性、 抗逆性表现突
出， 采收期长， 耐贮运， 极耐高、 低温。 顶生花
芽， 形成花薹实心， 断面圆形， 基部粗 2�cm， 长
80�cm。 蒜苗生长期间抗寒耐热， 生长势强， 能经
受 38�℃左右的高温和忍耐 -10�℃左右低温。 生长
的适宜昼温为 18～22�℃， 夜温为 12～13�℃； 生
育期 110～150�d， 一般蒜苗产量 72�078.6�kg/hm2。

2016 年 8 月委托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农业测试
中心检测， 绿丰 1 号含粗蛋白质 1.27%， 维生素
8.7%， 两项主要指标符合食品规定标准。 经抗性
鉴定， 植株对叶枯病表现高抗， 抗病性明显优于
对照品种， 未发现其他病害。
4���适宜地区

适宜在我国可用蒜瓣播种生产蒜苗的地区推
广种植。
5���栽培技术要点

栽培适宜密度 33�3500 株 /hm2， 春播、 秋播
及保护地栽培均可。 河西走廊春季保护地栽培 3
月上旬播种育苗， 4 月上中旬定植， 行距 18�cm，
株距 15� cm。 应重施有机肥， 一般基施有机肥
22�500～30�000�kg/hm2、 磷酸二铵 375�kg/hm2、 尿
素 300�kg/hm2。 栽苗时灌头水， 5 月结合培土灌水
1 次， 6 月结合培土灌水 1 次， 进入 7 月每隔 15ｄ
灌水 1 次。 进入 8 月随着秋季降水量的增加， 视

墒情减少灌水次数， 以便于收获。
制种田父、 母本要错期播种， 花期化学杀雄，

蜜蜂辅助授粉， 黑色蒴果成熟时适时采收。
6���化学防除田间杂草技术要点

单子叶禾本科杂草为主的田块， 蒜苗定植前
或出苗前， 用 48%氟乐灵乳油 1�500～2�250�mL/
hm2， 或 33%除草通乳油 3�000～3�750�mL/hm2， 或
50%乙草胺乳 油 1�350～1�800�mL/hm2， 或 50%大
惠利可湿性粉剂 1�800～2�100�g/hm2， 分别对水
750�kg 交替喷雾。 对于以婆婆纳、 猪殃殃、 繁缕
为主的双子叶阔叶杂草， 于蒜苗定植前或出苗前，
用 50%异丙隆可湿性粉剂 2�250～3�000�g/hm2 对水
750�kg 喷雾。 对于单子叶、 双子叶杂草与莎草混
生的， 在蒜苗定植前或出苗前， 或蒜苗二叶一心
至四叶期前， 用 43%旱草灵乳油 1� 350～1�950�
mL/hm2， 或 24%果尔乳油 720～1�080�mL/hm2， 或
37.5%抑草宁乳油 1�650～2�700�mL/hm2， 分别对水
600～900�kg 喷雾。 对于杂草混生的蒜苗田， 可用
25%恶草灵乳油 585�mL+50%乙草胺乳油 750�mL，
或 24%果尔乳油 150�g/hm2+33%除草通可湿性粉剂
300�g/hm2， 对水 600～750�kg 喷施， 有较好的除草
效果， 且比较安全。

在操作上要把握好几点， 一是前茬要选择杂
草基数少的地块， 播种前或移栽前尽量将杂草除
净； 二是喷药时田间墒情要好， 若墒情不足或杂
草偏大， 要适当加大用药、 用水剂量； 三是避过
高温和雨天喷施； 四是喷用易挥发的氟乐灵等除
草剂时， 应边喷药边用齿耙与土拌合； 五是蒜苗
田不宜用绿磺隆、 甲磺隆等磺酰脲类除草剂， 以
免产生药害； 六是交替使用不同品种的除草剂，
防止杂草产生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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