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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 寒 性 油 菜 的 品 比 试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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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 8 个品种小白菜型油菜的可溶性糖、维生素 C、叶绿素等品质和电导率、产量分析，结果表

明，四月慢、五月慢具有较强的抗寒性，产量较高，但四月慢的品质相对较差；青邦油菜、苏州青的综合品质较

其它品种好。因此，适合于本地区春季种植的品种是五月慢、青邦油菜和苏州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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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ison of Cold-resistance and Quality of R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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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lvable sugar, Vitamin C, chlorophyll, electric conduction rate and yield of eight pach-
choi type rape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Siyueman' and 'Wuyueman' had stronger winter resis-
tance, and their yield was higher, but the quality of 'Siyueman' was relatively poor. The quality of 'Qing-
bang' rape and 'Suzhouqing' was better than others. Therefore, 'Wuyueman', 'Qingbang' and 'Suzhouqing'
rape were suit to be grown in the region in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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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菜南方叫青菜，北方称为油菜，原产于中

国，在我国有 6 000 年以上的栽培历史。长江以南

为主产区，种植面积占秋、冬播蔬菜面积的 40%左

右，北方的种植面积也在逐年扩大。随着蔬菜生产

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生产能力的不断增强，蔬菜生

产由以供应当地市场为主，开始向国内外市场拓

展；由零散种植向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蔬菜

生产不但实现了周年生产而且品质也有所改善。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反季节蔬菜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设施蔬菜复种指数的高低

也逐渐受到人们重视。油菜是耐寒性非常强的叶

菜类蔬菜，其耐寒性品种在北方寒冷季节仍然能

在温室、大棚等保护地栽培且长势良好，因此，油

菜是北方地区周年供应的主要蔬菜之一。因此本

试验从油菜的耐寒性、丰产性、品质方面入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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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个品种的品质进行分析，从而选择出适宜本地

区春季栽培的耐寒性、高品质的油菜品种，为农业

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计

试验在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园艺园

林技术系实训基地进行。选择 8 个品种：四月慢、
青邦油菜、苏州青、五月慢、香菇油菜、冬爽味、矮

箕油菜、寒绿 F1(本地区广泛种植的品种)。试验设

置 8 个品种处理，2 次重复，采用随机区组排列，

寒绿 F1 为对照，行株距 20 cm×10 cm，每个小区

面积为 6 m2，2006 年 3 月 2 日于高效节能日光温

室播种。
1.2 测定方法

采收后测产并分别取样进行品质分析，每个

小区随机取样 5 株，每株取相同部位的正常功能

叶，测定其营养品质和耐寒性。可溶性糖采用蒽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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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定 [1]，维生素 C 采用分光光度计法测定 [1]，叶

绿素含量采用丙酮法测定 [1]，数据分析采用统计

分析方法[2]。

2 结果与分析

2.1 产量分析

从表 1 可以看出，各品种中四月慢、五月慢、
青邦油菜的茎叶重与对照有显著差异；四月慢、五
月慢的根重与对照有显著差异，四月慢、五月慢产

量较高，分别达到 31 500 kg/hm2、31 200 kg/hm2，

其次为青邦油菜。
2.2 抗寒性分析

电导率与植物的抗逆性有关，电导率越大，伤

害越重，抗寒性也就越差，反之则越小 [3]；从表 2
可以看出，五月慢、香菇油菜的抗寒性与对照达到

极显著水平；苏州青、青邦油菜、冬爽味与对照有

显著差异；矮箕油菜与对照差异不显著。因此，从

各品种油菜的抗寒性来看，五月慢和香菇油菜的

抗寒性最强。

表 5 各品种油菜的可溶性糖含量分析

指 标 五月慢 苏州青 四月慢 青邦油菜 香菇油菜 冬爽味 寒绿 F1 矮箕油菜
可溶性糖含量(%) 2.52 2.50 2.45 2.44 2.44 2.43 2.43 2.42
差异显著性 0.05 a a b b b b b b

表 1 各油菜品种的产量分析

品 种 根重(g) 茎叶重(g) 根冠比 产量(kg/hm2)
四月慢 1.50a 35.57a 0.042a 31 500
五月慢 1.02a 27.39a 0.037b 31 200
青邦油菜 0.89b 24.80a 0.037b 29 475
苏州青 0.81b 18.10b 0.036b 28 305
冬爽味 0.75b 17.40b 0.035b 25 020
矮箕油菜 0.55c 16.52b 0.035b 24 000
香菇油菜 0.46c 12.80c 0.033c 23 010
寒绿 F1 0.42c 13.40bc 0.031c 20 010

表 2 各油菜品种的电导率分析

矮箕油菜 寒绿 F1 苏州青 青邦油菜 冬爽味 四月慢 香菇油菜 五月慢
0.40 0.38 0.33 0.31 0.3 0.28 0.26 0.23

0.05 a a b b b c c c
0.01 A A A A A AB B B

指标
电导率

差异显著性

表 3 各油菜品种的叶绿素含量分析

青邦油菜 四月慢 苏州青 五月慢 冬爽味 矮箕油菜 香菇油菜 寒绿 F1
1.17a 1.15a 0.65b 0.44c 0.33d 0.34d 0.28d 0.22d

0.05 a a b c d d d d
0.01 A AB B B B B B B

指标
叶绿素含量(mg/g)

差异显著性

表 4 各油菜品种的维生素 C 含量分析

指标 青邦油菜 苏州青 香菇油菜 矮箕油菜 五月慢 寒绿 F1 四月慢 冬爽味
维生素 C含量(mg/100 g) 66.43 65.86 61.43 60.76 60.71 59.86 52.45 52.40

0.05 a a b c c d e e
0.01 A AB B B B BC C C

差异显著性

2.3 品质分析

2.3.1 叶绿素含量的分析

叶绿素直接参与植物的光合作用，与光合产

物有直接关系，是产品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4]。表

3 表明，青邦油菜叶绿素的含量最高，与对照有极

显著差异，其含量达到 1.17 mg/g；其次是四月慢、
苏州青、五月慢，它们与对照有显著差异；其它品

种与对照没有差异。因此，从叶绿素的含量考虑，

青邦油菜表现最好。
2.3.2 维生素 C 含量的分析

维生素 C 是人体内必不可少的元素之一，与

植物的品质有直接的关系，维生素 C 含量高，油菜

的品质也好。从表 4 可以看出，青邦油菜的维生素

C 含量最高，与对照有极显著差异，其含量达到

66.43 mg/100 g；其次是苏州青、香菇油菜、矮箕油

菜、五月慢，它们与对照达到显著差异，四月慢、冬
爽味与对照也有显著差异，但是含量低于对照。因

此，从维生素 C 含量考虑，青邦油菜表现最好。

2.3.3 油菜可溶性糖含量的分析

可溶性糖含量是植物体内碳素营养状况及农

产品品质性状的重要指标之一，它与产品采后保鲜

期和植物抗冻能力有关[5]。从表 5 可以看出，五月慢

和苏州青的可溶性糖含量较高，与对照有显著差异，

其含量分别达到 2.52%和 2.50%，说明这两个品种

的品质较好；其它品种与对照无显著差异。因此，从

可溶性糖含量考虑，五月慢和苏州青表现较好。

3 小结与讨论

小白菜型油菜以其早熟性和耐粗放性种植深

受广大农民的厚爱，但是由于品种不同，其抗寒性

和品质也有很大差异，如何在提高品质的同时，进

一步提高其抗寒性，提高种植者的经济效益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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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小白菜型油菜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食用冬季蔬菜的同

时，也要求较高的品质，因此，要选择既抗寒同时

品质优良的品种来种植，既提高了经济效益，也丰

富了人们的菜篮子。
通过对 8 个小白菜型油菜的品质及耐寒性的

分析比较：

(1)青邦油菜、苏州青、五月慢的维生素 C、可

溶性糖含量较高，品质表现较好，要高于其它品

种，而五月慢的抗寒性最强，青邦油菜、苏州青也

具有一定的抗寒性。
(2)四月慢的抗寒性较强，产量最高，但其品

质较差。
(3)从抗寒性、品质、产量综合来看，五月慢的

产量高，品质稍差于青邦油菜和苏州青，而青邦油

菜、苏州青的综合品质表现较好。综合以上分析，

从抗寒性和品质来看，适合于本地区种植的品种

有五月慢、青邦油菜和苏州青，3 个品种的产量也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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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转基因大豆、受体大豆和对照大豆对草甘膦的耐药效果

大豆品种

药剂处理草

甘膦浓度

(g/m2)

第 1 次调查(5 d) 第 2 次调查(10 d)
高度差

(cm/ 株)
差异显著性 高度差

(cm/ 株)
差异显著性 鲜重差

(g/ 株)
差异显著性

0.05 0.01 0.05 0.01 0.05 0.01
常规大豆 0.30 20.60 b A 31.43 b B 105.66 b B
吉育 84 0.45 20.60 b A 31.43 b B 107.66 b AB

0.60 20.60 b A 31.43 b B 107.66 b AB
受体大豆 0.30 23.00 a A 35.46 a A 123.46 a AB
SW47 0.45 23.00 a A 35.46 a A 125.26 a A

0.60 23.00 a A 35.46 a A 25.26 a A
转基因大豆 0.30 3.33 c B 1.30 d C 23.13 c C

RR47 0.45 2.33 c B 1.90 cd C 17.16 c C
0.60 1.66 c B 3.16 c C 11.96 c C

注 ：大豆植株高度为茎秆绿的部分，即存活的茎秆。

后 10 d 调查时，大豆植株高度差和大豆植株鲜重

差与 5 d 结果相一致，表明转基因大豆对 41%草

甘膦水剂耐性极高。

3 结论与讨论

3.1 转基因大豆 RR47 和受体大豆 SW47 比对

照大豆吉育 84 对常规除草剂(乙草胺、精禾草克

与咪草烟混用)的耐性弱，而转基因大豆 RR47 和

受体大豆 SW47 之间耐性基本相同，说明耐性是

品种固有的属性，不同大豆品种对常规除草剂的

耐性存在差异，与抗草甘膦基因的转入无关。
3.2 转 Epsps 基因大豆 RR47 对目标除草剂草

甘膦的耐性极高，具有垂直抗性。受体大豆 SW47
和对照大豆吉育 84 对目标除草剂草甘膦无耐性。
说明转基因大豆与非转基因大豆有本质的区别，

通过转基因技术可以获得新的性状，创造新的品

种。
3.3 今后在大豆生产应用上，只有转 Epsps 基因

大豆可以应用目标除草剂草甘膦，而其它非转基

因大豆只能用常规除草剂。但是，种植转 Epsps 基

因大豆和非转基因大豆，在实际应用常规除草剂

防治大豆田杂草时，应从大豆品种出发，考虑选择

不同的除草剂，按说明书使用技术要求施药，以推

荐低、中剂量为准，规范操作，达到安全、高效、经

济地防除杂草和防止大豆药害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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