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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皮洋葱新品种
“
西葱 1号

, ’

与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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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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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 了红皮洋葱新 品种
“

西 葱 1号
”

的选育过程
、

品种主要特征特性
、

高产配套

栽培技术和种子生产的技术要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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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昌是 中外著名的
“

中国洋葱之乡
” ,

洋葱生产

发展很快
,

现每年已有 6万亩左右的规模
,

产品除销

往全国各地外
,

还远销俄罗斯等国
。

但生产上洋葱品

种混杂退化
、

品质不佳
、

产量不高
,

严重影 响着社会

经济效益
。

我国的洋葱种植面积居世界第二
,

但 因品

种等原因
,

单产却排名 2 0位以后
。

洋葱育种水平不高

的原 因主要有 3个方面
:

一是洋葱属于二年生作物
,

从种子到种子需三个年头
,

生长周期长 ; 二是洋葱属

于国外引进品种
,

缺乏育种的种质资源 ;三是洋葱在

全国虽种植面积较大
,

但种植分散
,

育种重视程度不

够
,

尽快育出高产优质的洋葱品种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为此
,

我们经过多年的研究后
,

在 四川省教育厅和四

川省科技厅的资助和支持下
,

于 1 997 年成立了由李

成佐
、

夏明忠
、

蔡光泽
、

任迎虹
、

潘天春
、

单成海等人

组成的洋葱育种课题组
,

承担了四川省教育厅重点

课题
“

洋葱新品种的选育与高产栽培技术研究
” ,

课

题组采用 CO
Z

和 H e 一N e两种激光的三种剂量
,

分别辐

照两个洋葱品种的湿种子
,

经 8年多的努力
,

选育出

产量高
、

品质好
、

抗病
、

耐贮的红皮洋葱新品种
“

西葱

l号
” ,

并研究配套了高产栽培技术
。

1 “

西葱 1号
”

的选育过程

原亲本
“

元谋红皮洋葱
”

表现为辛辣味强
、

产量

较高
、

抗病性好
、

适应性广
,

其缺点是生育期太长
、

早

期抽蔓率高
。

根据上述缺点
,

我们在 19 9 5年采用输

出功率为 3M W的 H e 一N e
激光对

“

元谋红皮
”

分别辐照

1 0分钟
、

2 0分钟和 30 分钟
; 用输出功率为 25 W的 C 0

2

激光分别辐照A
、

B两品种 2秒钟
、

5秒钟和 8秒钟
)

在

19 9 5年 8月上旬播种
,

or 月底大田移栽 ; 19 9 6年 2月 -

5月在大田 A Z 、
A 3两处理 中各选得4株成熟期提前约

7天
,

单个鳞茎重平均为658
.

6 9
,

其它性状表现 良好

的优 良变异株 ;在 A
4 、

A S处理中分别选得 2
、

5 株成

熟期提前约 10 天
,

单个鳞茎重平均为 665 .7 9
,

其它性

状表现良好 的优良变异株 ;在 A赴理中选得 8株成

熟期提前约 13 天
,

单个鳞茎重平均为 64 .3 8 9
,

其它性

状表现 良好的优良变异株
。

在 5一 8月淘汰4株耐贮

性差的变异株
,

在 9月初将生育期提前约 7天的 7个变

异株
,

提前约 10 天的 6个变异株和提前约 12 天的6个

变异株分别混合种植繁种 即 IL A
I 、

L
I
A Z ; 和 IL A 3 ,

19 97

年 8 月下旬将中选的
“

元谋红皮
”

的激光处理 IL A I 、

甄A Z 、

L冰后代种子分别播种
、

10 月中旬分别移栽种

植为 残A , 、玩A Z。 1998 年 3一 5 月大田观察到 肠A: 生

长整齐一致
、

长势好
、

早期抽墓率为 .6 8%
、

成熟期 比

对照提前 or 天
,

鳞茎大小均匀
,

洋葱鳞茎小区产量比

对照增产 48 .6 %
,

在 5一 8 月表现出耐贮性好
,

中选 ;

玖A
l

生长不一致
,

出现较大分离
,

与原品种相 比
,

其

单株的成熟期一些表现早熟
,

一些表现晚熟
,

一些熟

期未变异
,

早期抽蔓率为42
.

8%和 38 石%
,

鳞茎大小

分离很大
,

继续进行选择 ;9 月份将 玩A : 扩繁 ; 19 9 9

年 8 月将中选变异后代暂定名为
“

昌激 9 9一 3
” ,

除在

试验 田继续种植观察外
,

在两个乡分别进行大田生

产试验
, “

昌激 99
一 3

”

在试验 田中生长整齐一致
、

长

势好
、

早期抽墓极少
、

成熟期比对照提前 10 天
。

大田

生产高产试验于200 0年5月 13 日通过 了凉山州科委
、

州农业局
、

州农科所
,

西昌市农业局
、

西昌农专等专

家组成的验收组实地验收
,

实地验收面积 866 .7 时
,

6 6 7m
2

产量达9 1 8 6
.

7 k g
,

比对照增产 6 5
.

3%
,

该产量属

收稿 日期
:
2 00 4一 1 1一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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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皮洋葱经专家正式验收的最高产量
。

从 200 0 -

200 3年在高草乡
、

兴胜乡
、

安宁镇
、

西乡乡等乡镇进

行洋葱多年多点品比试验的产量来看
,

3年 6个点的

品比试验每 66 7m2 产量昌激9 9一3为 7 4 6 0
.

0 3 k g
、

比对

照增产 33
.

85 %
,

增产极显著 ;从抽荃率来看
,

昌激
红皮洋葱

“

西葱 1号
”

的选育过程
:

9 9一 3的抽墓率为 1.2 83 %
、

比对照降低 26
.

38 %
。

从

2 (X幻一200 3年
,

在高草乡
、

兴胜乡
、

安宁镇
、

西乡乡共

计 12 个点的多年多点生产试验结果知
: 昌激 99

一 3的

产量平均比对照增产 36
.

01 %
,

抽墓率平均比对照降

低 2.2 7 6%
,

收获期平均比对照推迟 3
.

5天
。

19 9 5年 8月

19 9 6年5月

19 9 6年9月

19 9 7年6月

19 9 7年 8月

19 9 8年 5月

19 9 8年 9月

19 9 9年 6月

19 9 9年8月

2以刃年8月

200 1年8月

2 0 0 2年8月

200 3年8月

2 0 (科年4月

2 (K科年7月

2 004 年 11 月

激光辐照元谋红皮洋葱

丰

L
l

代选择优 良变异洋葱鳞茎
,

按 L沐
, 、

L
I
A Z 、

L
I
A 3
分收

、

分贮

丰

中选鳞茎分别种植

丰

收获种子

工

鉴定圃
、

生产试验
、

栽培技术措施研究

丰

从代品系鉴定洋葱鳞茎

丰

决选洋葱鳞茎种植 (从A Z )

丰

收获种子

丰

乓代中选 品系洋葱
“

昌激 99 弓
”

(暂定名 )的生产示范试验
、

高产栽培试验和繁种

工

洋葱
“

昌激 99
一 3

”

的同田对 比试验
、

品种比较试验和繁种

丰

洋葱
“

昌激 99一 3
”

的同田对 比试验及品种比较试验和示范推广

工

洋葱
“

昌激 99一 3
”

的同田对 比试验及品种比较试验和推广

丰

洋葱
“

昌激 9 9一3
”

的推广

丰

洋葱
“

昌激 9 9一3
”

田间技术鉴定

牛
“

西葱 1号
”

(拟定名 )品种审定

丰
“

西葱 1号
”

通过四川省品种委员会审定

2
“

西葱 1号
”

主要特征特性

株高为 8 5 c m 一 9 c5 m
、

全株叶片 8片一 11 片
、

叶片深

绿色
、

叶面有蜡粉
、

鳞茎厚圆形
、

外皮紫红色
、

颈粗

Ze m 一 3
.

s e m
、

横径 I Oe m 一 1 2e m
、

纵径 6 e m一 7 e m
、

鳞茎鲜

重 300 9一55 0 9
、

生育期 2 35 天左右
、

中晚熟
、

辛辣味强
、

耐贮性好
、

株形紧凑
、

早期抽墓率低
,

产量高
,

耐寒
、



第 1期 李成佐等
:

红皮洋葱新品种
“
西葱 l号

”

与 生产技术

耐热
、

品质好
、

6 6 7砰产量 7 00 o k g
。

经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测试报告
:

蛋 白质含量为 1
.

61 %
,

总糖含量为 .6 93 %
,

脂肪含量

为 0
.

16%
,

干物 质含 量 为 .9 75 %
,

粗纤 维含 量为

0
.

4 9%
。

“

西葱 l号
”

与原品种主要差异是
:

( 1) 生育期提前
,

原品种的生育期约为 245 天
,

新

品种生育期约为 2 35天
,

生育期 比原 品种提前 or 天左

右
,

由晚熟变为中晚熟 ;

( 2) 原品种的早期抽墓率约 4 0%
,

新品种的早期

抽墓率约巧%
,

降低了 2 5%左右 ;

( 3 )原品种 6 6 7m
2

产量约为 5 300 k g
,

新 品种6 6 7m 2

产量约为 7 (拟 ) k g 一9 0( 刃 k g
,

比原品种增产约 32 %
。

率降低 20 %左右
。

( 6 )底肥 重施 P
、

K肥
,

6 6 7m 2
施磷肥 60 k g

、

钾肥

2 5 k g
,

氮肥采用底肥轻施
,

多次追肥
,

鳞茎膨大期重

施的方法
。

199 9和 2 000 年采用上述配套技术进行高产试验

示范
,

一般 6 67 时产量 7 (XX )k g一 85 00 k g
,

最 高 667 时产

量 9 0() 0 k g
,

证明了该配套技术的正确性
。

3
“

西葱 1号
”

的高产配套栽培技术

课题组采用校 内农场科研基地与各乡农户示范

点相结合的方法对洋葱高产栽培技术措施进行深人

研究
。

其中 19 97 年以校内基地为主
,

19 98 年及以后 以

各乡示范点为主
,

多年研究得出
“

西葱 1号
”

的高产栽

培技术措施是
:

( l) 选用 良种
。

采用课题组选育的新品种
“

西葱

l号
” ,

比地方品种 6 6 7m2 产量增加 1 80() k g左右
。

( 2) 在立秋后 20 天左右播种
,

播种过早墓葱多
,

过晚洋葱产量偏低
。

( 3) 黑膜覆盖
,

葱苗 3叶 1心左右移栽
,

合理密植
,

6 6 7m嗽 2
.

5 一 3万株
。

( 4) 施用洋葱微精肥
。

课题组研制的洋葱微精

肥
,

对洋葱作底肥施用增产效果显著
,

尤其是洋葱连

作效果更突出
。

( 5) 施用洋葱荃葱抑制剂
。

课题组针对生产上洋

葱早期抽荃严重
,

影响洋葱的产量和品质
,

反复试验

配制的洋葱墓葱抑制剂在生产上使用后
,

早期抽荃

4
“

西葱 1号
”
种子生产的技术要点

4
.

1 鳞茎的选择

( l) 鳞茎大小 以中等偏大为标准
, “

西葱 1号
”

要

选用 300 9以上的鳞茎
。

( 2) 鳞茎外形要周正
,

而且具备本品种特性
。

( 3 )株形要紧凑
、

匀称
。

( 4 )凡鳞茎生长畸形
、

裂球
、

已有病虫危害或机

械损伤
、

早期抽蔓和品种性状不纯的都不宜做种
。

( 5 )初选后进行贮藏
,

定植前复选
,

进一步清除

腐烂变质
、

萌芽过早及商品品质显著下降的鳞茎
。

.4 2 隔离

( l) 种株单收
、

单藏
。

( 2) 洋葱是异花授粉作物
,

注意隔离
,

防止杂交
。

在洋葱采种田 2 000 米范围内
,

不应再安排其他品种

的洋葱和其它葱类作物的采种田
。

.4 3 采种方法

采用秋播三年采种法

.4 4 采种技术

( l) 定植期以 9月定植为宜
。

( 2 )定植方法可采取穴栽或沟栽
。

( 3 )加强肥水管理

( 4) 采收因种株之间开花期并不整齐
,

须多次
、

分批采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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