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接

5 编辑：葛勇进 版式：顾晓颖 电话：0571-86757195 E-mail:gyj1888@163.com

2020.11.28种业

青菜是人们最熟悉不过

的一种蔬菜，绿色的叶子，嫩

嫩的菜梗，人人都爱吃。然

而，紫色的青菜你见过吗？

最近一段时间，正是青

菜育种最繁忙的时候，也是

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的青菜

育种专家胡天华的繁忙时

光，性状鉴定、观察、选择、拷

种……有时候，他在菜地一

劳作就是一整天。

春季大棚内花期杂交与

纯化，秋冬季露地大田鉴定与

选择，每年还要去北方繁种。

经过整整20年的科研攻关，

胡天华种在试验地里的紫色

青菜，终于要上桌了。

他给新育成的紫色青菜

品种命名为“浙紫青1号”，并

印刷了第一批种子包装，目前

品种认定等工作也进入筹备

阶段。

吃了这么多年，青菜都是

绿色的。现在，我们终于能变

换口味，品尝青菜界“紫霞仙

子”的味道。

20年前，胡天华还是风

华正茂的学子，刚进入省农科

院工作的他，开始从事青菜、

萝卜育种工作，一晃已经20

多年。

“什么时候，青菜也能像

水稻一样，能利用雄性不育系

做成杂交一代就更好了。”

当时，国内青菜品种还大

多是常规品种：“上海青”“矮

抗青”“605”“苏州青”“油冬

儿”等等。

胡天华所在课题组，有个

结球大白菜雄性不育系材料，

他就琢磨着，怎么把不育性状

转到青菜上来。

2003年左右，有一次去

淳安下乡，他发现农家长梗白

菜地里有两株菜叶子为红色

的，于是就向农户讨来这两株

白菜，种在单位试验田里。

当时，胡天华的想法很

简单，就是想利用这样的育

种材料，选育出颜色迥异的

青菜。

不过，长梗白菜杭州人都

是拿来做冬腌菜的，用作鲜

食，口感比较硬。

两株从淳安移植过来的

育种材料，紫色叶株率还没达

到100%。胡天华又发现，上

海有种红青菜，颜色更为鲜

艳，可能更适合作为育种材料

储备。

于是，他又从上海引进了

这种红青菜，只是它的菜梗太

细长，鲜食也算不上好吃。

2000年前后，来自日本

的杂交一代青菜种子开始在

国内畅销。彼时，我们吃的

青菜基本是“苏州青”“上海

青”“油冬儿”（杭州）等地方

品种。

由于提纯复壮和制种不

严等问题，这些青菜个头有大

有小，品质和产量参差不齐，

比不上长势整齐、品质优异、

产量高的日本杂交青菜。

从菜梗和菜叶的比例上

讲，日本青菜柄叶质量比达到

甚至大于4∶1，中国本地品种

大多只有2∶1至3∶1。

菜头大，菜梗肥厚，束腰

好的日本青菜一炒，叶片皱

缩，吃起来满口肥厚的菜梗，

口感甜糯，老百姓更喜欢吃这

种类型的菜。

那会儿，常规青菜品种的

种子只卖10元左右一斤，日

本青菜的种子要卖150元一

斤。

如此大的价格差距，后者

居然也很快占领了市场，种菜

大户们纷纷选择日本品种种

植。

要选育脑袋大，叶柄肥

厚，束腰好的青菜品种，杂交

青菜的杂种优势，会让青菜的

长势更整齐，品质也会更优

异。

胡天华所在课题组，在抓

紧选育“浙青”系列杂交青菜

品种的同时，也兼顾着紫色青

菜的育种。

让他坚定这个信念的还

是市场对新奇特和多样化的

需求。

胡天华希望，自己选育

的紫红色青菜，也能拥有日

本青菜那样讨巧的外形和口

感。

可是，上海红青菜直接利

用较困难，用它跟日本青菜杂

交的后代性状分离得厉害，大

部分材料表现不稳定。

选育了六七年时间，才育

成 比 较 理 想 的 紫 叶 株 率

100%的束腰材料。

利用从大白菜转过来的

雄性不育青菜作母本，胡天华

以有稳定表现的束腰紫红青

菜作轮回亲本进行了回交选

育。

回交至稳定一致，这个过

程耗时又是六七年。

大约在3年前，“浙紫青1

号”开始在省内小规模试种，

它的模样已经变得脑袋大，叶

柄厚，有束腰，吃起来的口感

也比较甜糯。

当然这种菜的口感，跟紫

色一样，在下霜之后，会更浓

郁。

这株沉淀了近20年的小

青菜，或许用不了多久，就能

“走”上人们的餐桌了。

施雯 王夏君

日前，浙江勿忘农种业有限公司

超级稻家族中两个新成员“华浙优1

号”“华浙优71”双双荣获全国“十大优

质籼型超级稻品种”称号，其中“华浙

优1号”总分位列第一。

这次全国优质超级稻品种评选活

动由农业农村部科教司组织。参评的

35个品种是从目前冠名“超级稻”的

133个水稻品种中由水稻所测试中心

检测以及全国专家品鉴选拔而来。评

选会上，参会专家代表从筛选的20个

籼稻品种和15个粳稻品种中品尝投

票最终评出“十大优质籼型超级稻品

种”和“十大优质粳型超级稻品种”，

“华浙优1号”“华浙优71”最终胜出，

体现了这两个品种的品质优越性。

“华浙优1号”和“华浙优71”是中

国水稻研究所和浙江勿忘农种业有限

公司联合选育的水稻新品种，2017年

同时通过浙江省审定。“华浙优1号”

先后通过国家以及云南、广西审定和

福建、江西引种备案；“华浙优71”先后

通过广西审定和福建、江西、安徽、湖

北引种备案。在2018年超级稻田间

产量验收中，“华浙优1号”和“华浙优

71”百亩示范方平均亩产分别达809.6

公斤和818.2公斤，2019年和2020年先后被农业

农村部认定为“超级稻”品种。

近年来，由于品质优异，“华浙优1号”“华浙优

71”在各地频频获奖。“华浙优1号”先后被评为

2017-2018年浙江水稻新品种大会“人气品种”，

2018年湖南“双新”展示“明星品种”、“中国好稻

米”推介品种，2019年浙江·长江下游水稻新品种

大会推荐品种、浙江省优质稻品种食味品鉴金奖，

2020年被广西第十七届“看禾选种”大会（桂北、南

宁）确定为双料重点推介品种。“华浙优71”荣获

2018年“浙江好稻米”优质奖产品、多个地市“好稻

米”评比金奖，2020年被广西第十七届“看禾选种”

大会（桂北）确定为重点推介品种。 沈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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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的青菜你见过吗？胡老师20年“磨”一菜——

“紫霞仙子”要“走”上餐桌了

省农科院蔬菜所选育的

紫色束腰白菜杂交一代新品

种。叶片卵圆形，叶面紫红

色、叶背部和叶柄浅绿色，束

腰 性 好 ，株 型 美 观 ，商 品 性

好。平均株高24.5厘米，株幅

37.0厘米，植株基部直径约8.0

厘米，单株重约 300 克。霜冻

后，叶的紫色更浓郁、品质更

佳。

主要栽培措施：

适时播种，培育壮苗。浙

江省 9 月中下旬播种，播种时

注意匀播和适当稀播，及时间

苗防止徒长。苗期的水肥管

理要根据土壤肥力、苗情及天

气情况灵活掌握，并注意轻浇

勤浇，保持土壤湿润，注意苗

期杂草和病虫害的防治。

适度密植，平衡水分养分

供应。定植时，株距一般为

18-22 厘米。定植后，保持田

间一定的含水量，可配合浇水

多次追肥。

防治病虫害，以预防为

主，结合轮作、清洁田园、使用

防虫网等农业防治、物理防治

措施的同时，采用低毒高效生

物化学农药在虫害病害发生

的前期及时防治。

该品种适宜浙江省秋冬

季栽培。最佳播种期为9月10

日-9 月 30 日，作成株菜栽培

时，亩产量2800公斤左右。栽

培季节温度过高、雨水过多或

在透光不良的温室中栽培时，

可能会影响叶片紫色浓度，低

温和强光照有利于增加紫色

浓度。

“浙紫青1号”

胡天华在田间查看“紫霞仙子”长势。

华浙优华浙优7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