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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选用 5种胡萝卜栽培类型共 101份材料 , 调查 3 a春季栽培先期抽薹发生的基本情况。结果表

明 , 有 37份材料抽薹率为 0, 丹佛斯型、南特斯型、阿姆斯特丹型和黑田型均存在 ; 有 5份材料抽薹率高于

20 % , 南特斯型和黑田型各 1份 , 紫根型 3份。紫根型平均抽薹率为 4814 % , 极显著高于其他类型 ; 2004年

平均抽薹率为 710 % , 极显著高于 2005年 (217 % ) 和 2008年 (317 % )。长日照对胡萝卜先期抽薹发生具

有一定的诱导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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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 remature bolting of carrot (D aucus ca rota L1var1S tiva DC1 ) in sp ring cultivation

was investigated w ith 101 accessions including five ecotypes in 2004, 2005 and 2008.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 remature bolting ratio of 37 accessions of Danvers, Nantes, Am sterdam and Kuroda were zero,

and the ratio of one Nantes, one Kuroda and three purp le accessions were more than 20 %. The average

ratio of purp le type was about 4814 % ,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other ecotypes. The average

ratio of 2004 was 710 % ,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2005 ( 217 % ) and 2008

(317 % ). The p remature bolting of carrot could be induced by long2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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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萝卜 (D aucus ca rota L1var1S tiva DC1) 是全球十大蔬菜作物之一 , 种植十分普遍。2007年

我国栽培面积达到 4912万 hm
2

, 占全世界胡萝卜栽培总面积的 4016 % ( FAO , 2007 )。为了满足

国内外市场的需求 , 我国胡萝卜栽培制度发生了较大改变 , 以往主要是夏秋播种、秋冬采收 ; 现

在不同地区则依据自身的气候特点发展了新的耕作制度 , 如西北和东北地区发展早熟栽培 ,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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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北地区发展一年两季栽培 , 华南地区发展越冬栽培 , 已在我国形成了区域化、规模化的发展

格局 , 可以满足周年供应的需求。

近几年 , 胡萝卜生产已逐渐显露出几大瓶颈问题 , 其中最突出的是品种短缺 , 特别是耐先期

抽薹品种 , 20世纪 80年代的黑田型品种仍是国内市场的主栽品种 , 占到市场的 80 % ～90 %。

D ickson和 Peterson ( 1958) 研究表明 , 胡萝卜成株完全完成春化作用需在 5 ℃下处理 8～10周。

而胡萝卜幼苗一般要求 8～12片真叶 , 肉质根直径达到 4～8 mm (A lessandro & Galmarini, 2007)

才能感受低温处理 , 而且不同基因型品种感受低温能力的差异较大 (D ickson et al1, 1961)。但在

春播栽培和早熟栽培过程中 , 胡萝卜由于受到早春低温以及长日照的影响 , 造成部分植株未经严

格春化就发生先期抽薹 , 从而严重影响了胡萝卜的产量和品质 , 直接损害了种植者的利益。

先期抽薹现象发生较为普遍 , 如甘蓝、大白菜、萝卜、洋葱、甜菜等 , 也是育种学家一直关

注的焦点问题。研究表明在甜菜作物中抽薹性状是由单个显性基因 B 控制的 ( Gaafar et al1 ,

2005)。在大白菜中抽薹性状则表现为数量性状 (A jisaka et al1, 2001)。在萝卜异源染色单体中 ,

发现了一个早抽薹基因 , 它对于控制 Tokinashi栽培种晚抽薹性状的几个基因都是显性 ( Kaneko et

al1, 2000)。控制胡萝卜抽薹性状的可能是一个显性基因 , 但受到其他因子的影响 (D ickson et

al1, 1961) ,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结论。本研究以国内外引进收集的种质资源为试材 , 通过调查不

同年份春播胡萝卜抽薹现象 , 分析影响胡萝卜先期抽薹的关键因素 , 为胡萝卜育种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1　材料

共选用 81个栽培品种和 20个自交系 , 分为 5种生态栽培类型 : 丹佛斯型、南特斯型、阿姆

斯特丹型、黑田型和紫根型。其中丹佛斯型 2个品种和 5个自交系 , 南特斯型 29个品种 , 阿姆斯

特丹型 1个品种和 4个自交系 , 黑田型 48个品种和 9个自交系 , 紫根型 1个品种和 2个自交系。

丹佛斯型、南特斯型、阿姆斯特丹型和紫根型主要引自欧美等 10余个国家 , 黑田型引自日本、韩

国以及国内推广的品种 , 自交系经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选育而成。

112　方法

试验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昌平综合试验基地进行。根据品种材料收集情况 , 分别安排在 2004、

2005和 2008年进行。每年播种时间为 3月 18～20日 , 采用垄栽方式 , 每垄种 2行。播种期覆盖

地膜 , 齐苗后撤掉。3～4片真叶时进行第 1次间苗 , 5～6片真叶时定苗 , 株距 8～10 cm。每年 7

月 10日采收 , 统计各材料的抽薹数 (以主薹伸长 1～2 cm为准 ) 和总根数 , 总根数统计的范围

60～150根。由于抽薹率为百分数 , 采用反正旋平方根处理再进行方差分析。每天最高、最低温

度的测定采用上海华辰医用仪表有限公司生产的最高最低温度计 , 挂于田间距离地面 50 cm高度 ,

每天 16: 00读取数据并归零。每年的播种时间 , 管理方式 , 收获时间以及温度测定方法基本

一致。

2　结果与分析

211　各年份胡萝卜材料抽薹情况调查结果

从表 1可以看出 , 101份材料中 , 在春季 , 有 37份材料抽薹率为 0, 丹佛斯型 4份 , 南特斯

型 12份 , 阿姆斯特丹型 2份 , 黑田型 19份 ; 47份材料的抽薹率低于 5 % , 丹佛斯型 3份 , 南特

斯型 14份 , 阿姆斯特丹型 2份 , 黑田型 28份 ; 8份材料抽薹率介于 5 % ～10 %之间 , 南特斯型

和阿姆斯特丹型各 1份 , 黑田型 6份 ; 4份材料抽薹率介于 10 % ～20 %之间 , 南特斯型 1份 , 黑

田型 3份 ; 5份材料高于 20 % , 南特斯型 1份 , 黑田型 1份 , 紫根型 3份。而在秋季只有 1份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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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型在 2005年抽薹 , 其余均不抽薹。这表明不同胡萝卜栽培类型均存在耐抽薹和不耐抽薹材料

(本文定义抽薹率低于 1 %为耐抽薹材料 , 对生产没有影响 ; 而抽薹率高于 1 %的抽薹材料 , 给生

产带来损失 , 则定义为不耐抽薹材料 )。

表 1　不同类型不同年份胡萝卜材料抽薹情况调查结果

类型 年份
春季抽薹材料 /份

0 011 % ≤R≤5 % 5 % < R≤10 % 10 % < R≤20 % R > 20 %

秋季抽薹材料 /份

0 011 % ≤R≤5 %

丹佛斯型 2004 — 1 — — — 　1 —

2005 4 1 — — — 5 —

2008 — 1 — — — 1 —

南特斯型 2004 — 5 — — 1 6 —

2005 2 3 — — — 5 —

2008 10 6 1 1 — 18 —

阿姆斯特丹型 2004 — 1 — — — 1 —

2005 2 1 — — — 3 —

2008 — — 1 — — 1 —

黑田型 2004 4 7 5 2 — 18 —

2005 6 14 — 1 — 20 1

2008 9 7 1 — 1 18 —

紫根型 2004 — — — — 1 1 —

2005 — — — — 1 1 —

2008 — — — — 1 1 —

合计 37 47 8 4 5 100 1

　　注 : R—抽薹率。

212　方差分析

从表 2可以看出 , 不同栽培类型的胡萝卜材料抽薹率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 ( p = 01000 1 ) , 不

同年份之间也存在极显著差异 ( p = 01001 7) , 而栽培类型与年份之间互作效应不显著。经多重比

较 (图 1) , 紫根型与其他栽培类型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 , 其平均抽薹率达到 4814 % , 而其他类

表 2　不同类型不同年份胡萝卜材料抽薹率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p

品种类型 4 163176 　4 1 040194 51135 01000 1

年份间 633145 2 316173 15163 01001 7

品种类型 ×年份 162116 8 20127 0138 01926 6

误差 4 543124 86 52183

总变异 9 502161 100

图 1　不同类型不同年份胡萝卜材料抽薹率的多重比较

图柱上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α =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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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 丹佛斯型、南特斯型、阿姆斯特丹型和黑田型平均抽薹率分别是 110 %、

216 %、217 %和 313 %。2004年的平均抽薹率为 710 % , 极显著高于 2005年 (217 % ) 和 2008

年 (317 % )。

3　讨论

植物开花主要有 4条途径 , 受环境影响的有 2条 (长日照和春化途径 ) , 另 2条途径独立于环

境因子 (自生调控和赤霉素途径 ) (B lázquez et al1, 2001)。大多数二年生作物的开花过程均受到

长日照和春化途径的影响 , 其中春化途径通常是在 1～10 ℃以下处理 1～3个月 ( Simp son & Dean,

2002)。但不同作物要求不同 , 如大白菜、萝卜等作物属于种子春化型 , 也就是萌动的种子就可以

感受低温处理 , 而胡萝卜、甘蓝等作物属于绿体春化型 , 植株不仅需要长到一定大小才能感受低

温效应 , 并且需要较长的处理时间。对于胡萝卜后期抽薹开花来说 , 只需要适宜的温度 , 对光周

期没有要求 (数据未显示 )。

图 2　2004、2005和 2008年胡萝卜春秋两季生长期间的低温天数比较

A2004 - 04 - 10表示 2004年 4月 10日以后低于 5或 10 ℃的天数 , B2004 - 10 - 31表示 2004年 10月 31日之前低于 5或 10

℃的天数 ; 其他以此类推。

根据 2004、2005和 2008年的最低温度记录比较春秋两季胡萝卜有可能感受低温处理的天数

(春季统计 4月 10日以后的低温天数 , 苗龄 3～4片真叶 , 秋季统计 10月 31日之前的低温天数 ,

图 2)。结果显示 , 3 a春季低于 10 ℃的天数不超过 15 d, 均没有达到胡萝卜春化的要求 (D ickson

& Peterson, 1958) , 并且显著少于秋季栽培植株感受低温的天数 , 根据秋季栽培试验 , 只有个别

材料出现先期抽薹现象 , 其比例不超过 015 %。而在春季栽培的 101份材料中 , 有 64份材料出现

先期抽薹现象 , 其中 17份材料抽薹率达到 5 %以上 , 这说明长日照对胡萝卜先期抽薹性状存在一

定的诱导效应 , 这在其他作物如白菜 (杨旭 , 2006 )、甘蓝 (张韬和王超 , 2003 ) 中均存在同样

现象 , 这将在笔者另外的试验中进行论证。

紫根型平均抽薹率高达 4814 % , 表现出极易抽薹 , 这可能与其保留了较多的最原始性状有关 ,

因为紫根型已经存在 2 000多年 , 而桔红色类型只有 300年左右的历史 (庄飞云 等 , 2008)。其他类

型中均存在耐抽薹和不耐抽薹材料 , 其中南特斯型和黑田型中存在抽薹率超过 10 %的材料。这表明

西方类型和东方类型胡萝卜品种均存在耐抽薹和不耐抽薹的种质资源 , 这与早期的观点有所不同

(中国农学会遗传资源学会 , 1994)。因此耐抽薹胡萝卜材料在现有栽培类型中均可能筛选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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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 ·

《中国蔬菜栽培学》 (第二版 )
《中国蔬菜栽培学 》 (第二版 ) 已于 2009年 10月中下旬出版发行。

全书内容分总论、各论、保护地蔬菜栽培、采后处理及贮藏保鲜共 4篇。总论篇概要地论述了中国蔬菜栽培的历

史、产业现状 , 中国蔬菜的起源、来源和种类 , 蔬菜作物生长发育和器官形成与产品质量的关系 , 蔬菜生产分区、

栽培制度和技术原理 , 蔬菜栽培的生理生态基础以及环境污染与蔬菜的关系等 ; 各论篇较详细地介绍了根菜类、薯

芋类、葱蒜类、白菜类、芥菜类、甘蓝类、叶菜类、瓜类、茄果类、豆类、水生类、多年生类、芽苗菜以及食用菌类

蔬菜的优良品种、栽培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采收等方面的技术经验和研究成果 ; 保护地蔬菜栽培篇论述了中国

蔬菜保护地的类型、构造和应用 , 主要栽培设施的设计、施工 , 保护地环境及调节 , 保护地蔬菜栽培技术 ; 采后处

理及贮藏保鲜篇重点介绍了蔬菜采后处理技术及贮藏原理和方法等。

《中国蔬菜栽培学 》 (第二版 ) 除保留了原著 (1987年版 ) 中关于蔬菜栽培基本技术理论和原理、中国蔬菜栽培

的历史经验和独特技术等内容外 , 和原著相比较 , 具有如下特点 :

1. 重点增加了自 20世纪 80年代后期以来 , 中国在蔬菜栽培理论、无公害蔬菜栽培技术、推广应用的新品种、

病虫害综合防治以及在蔬菜产品质量、产品采后处理及贮藏保鲜原理和技术等方面取得的新成果、新进展 ; 概述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蔬菜产、销通过商品基地建设、流通体系建设等在解决蔬菜周年生产和供应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2. 依据现有资料 , 对蔬菜栽培历史 , 蔬菜的起源、来源 , 分类 , 蔬菜学名 , 病虫害学名等进行了复核 , 校勘。

3. 在学术方面 , 尽可能地反映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术观点 ; 在内容上 , 尽量反映不同生态区 , 包括台湾地区

在内的栽培技术特点。

4. 删去了 “蔬菜的加工 ”和 “野生蔬菜 ”两章 , 以使本书的内容更加切题。另在附录中增加了 “主要野生蔬菜

简表 ”、“主要野生食用菌简表 ”和 “主要香辛料蔬菜简表 ”3个附表。

该书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主编 , 组织全国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的专家、学者和技术人

员 130余人分别撰写。他反映了 21世纪初中国蔬菜栽培科学研究和蔬菜生产技术的水平 , 对促进中国蔬菜产业和蔬

菜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 , 促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 将起到重要作用。

该书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 约 250万字 , 装帧精美。内容较全面、系统 , 科学性、学术性强 , 亦有较强的

实用性 , 并插有近 500张彩图 , 可供相关科研人员、农业院校师生、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等参考。定

价 : 298元。邮购价 : 330元。

邮购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号 　《中国蔬菜 》编辑部 　邮编 : 100081　电话 : 010 - 8210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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