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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通过国家审定,其余的6个都通过了省级审定。
 通信作者:贾战通(1972-),男,陕西武功人 ,本科学历,研究员,从事油菜育种研究25a,先后参加主持育成油菜新品种10个。其中4

个通过国家审定,其余的6个都通过了省级审定。

摘 要:秦优11004是咸阳市农科院2012年育成的第一个甘蓝型抗寒双低油菜杂交种,该品种是甘蓝型双低

油菜产量、品质和抗寒性的完美结合。2017年通过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登记。在我省渭北地

区有广阔的推广前景。文章着重阐述了该品种的选育方法及过程、形态特征、及相应的高产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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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优11004是咸阳市农科院利用新近育成的

甘蓝型抗寒双低油菜细胞质雄性不育系5378A
和双低恢复系8198C于2012年配置育成的甘兰

型抗寒双低油菜细胞质雄性不育三系杂交种,产
量比对照秦优7号增产10.7%,产油量比对照秦

优7号 增 产1.7%,高 产、抗 寒、优 质 等 特 点。

2017年通过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首批

认定登记。

1 品种选育过程

秦优11004是利用细胞质雄性不育三系杂种

优势利用方法选育的甘蓝型强抗冻性早熟双低油

菜杂交种,于2012年育成,亲本组合为5378A
×8198C。

1.1 亲本三系来源和选育过程

1.1.1 不育系和保持系选育及系谱图 保持系

5378B通过杂交、系统选育、测交、自交、回交的方

法育成。2001年用抗寒性突出的双低油菜品系

6192为母本,耐寒性较好的双低保持系6113B为

父本进行杂交;2002年种植杂种F1代(系号22
-8001),并从中选选株;2000-2006种植F2~
F5代,并从中继续选择丰产优势强、抗寒性突出

的植株,进行品质检测。2006年选择了产量、抗
寒性、抗逆性更均衡的株系26-7115进行测交,

2007年发现该株系测交F1为全不育,且不育性

彻底,2008-2009年经过继续选择回交至2010
年发现10-5378株系稳定且整齐一致,品质优

良,遂将其定名为5378B。

不育系5378A通过测交、回交的方法育成。

2006年以我院双低不育系2168A为母本,26-
7115为父本进行测交,2007年发现其测交F1完

全不育,且不育性彻底,2007-2009年遂选株继

续进行回交,2010年发现父本为10-5378的株

系稳定一致,且母本不育系较为整齐,2010-2012
年继续用10-5378进行回交,至2012年整齐一

致,遂将其定名为5378A。

1.1.2 恢复系的选育 我院1999年开始利用自

己组配的低芥中硫杂交组合9932进行系统改良,
于2010年育成。1999年利用自育不育系1147A
与自育双低恢复系1194C组配杂交组合9932。

2000年种植F1代,选株分离。2001-2004年从

F2~F5代连续进行大量开放授粉选株,并进行品

质分析和田间选择;2005-2009年从F6~F10代

连续进行大量选株自交,并进行品质分析和田间

选择;到2010年F11代株系10-8198综合农艺

性状 稳 定 一 致,品 质 符 合 要 求,遂 将 其 定 名

为8198C。

1.2 杂交种的选育

2011年咸阳市农科院用新近选育的甘蓝型

抗寒双低油菜细胞质雄性不育系5378A和双低

恢复系8198C组配成杂交组合11004(原代号),
在次年的院品比试验中,其生产量和抗冻性表现

突出,且品种优良抗倒抗病,2013-2014年参加

了陕西省关中灌区油菜区试,2015年参加陕西省

关中灌区油菜生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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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21-3228(6192B)×21-3042(6113B)

   ↓F1
2002      22-8001

      ↓F2
2003      23-4300选

      ↓F3
2004      24-6415选

      ↓F4选择单株,进行品质测定

2005      25-4208
      ↓F5选择单株,进行品质测定

2006 2168A(26-6067) ×  26-7115
  ↓

2007  F1    A231(27-2183)×27-2184
  ↓发现F1代完全不育,选择单株进行回交,并进行品质测定

2008  F2    A153(28-6547)×28-6548
  ↓选择单株进行回交,并进行品质测定

2009  F3    A106(29-3551)×29-3552
  ↓保持系群体稳定,品质稳定,选择株系群体回交

2010  F4    A91混 (10-5377)×10-5378
   ↓到F4代,不育系和保持系相对稳定,继续原株系群体回交

2011  F5    A80混(11-1233)×11-1234
  ↓继续原株系群体回交

2012  F6    A54混(12-4179)×12-4180
  ↓

到F6代,不育系和保持系完全稳定,遂将其分别定名为5378A和5378B。

图1 双低油菜不育系5378A及其保持系5378B选育系谱

1999年 1147A(低芥不育系)×1194C(双低恢复系)

↓

2000年   F1 9932(杂交组合)

↓选株

2001年   F2 21-1051
↓选株、品质分析

2002年   F3 22-5086
↓选株、品质分析

2003年   F4 23-4052
↓选株、品质分析

2004年   F5 24-6075
↓选株、品质分析

2005年   F6 25-3394
↓大量选株自交、品质分析选择

2006年   F7 26-8403
↓大量选株自交纯化、品质分析选择

2007年   F8 27-3337
↓大量选株自交纯化、品质分析选择

2008年   F9 28-8273
↓继续套袋自交纯合、品质分析选择

2009年   F10 29-1402
↓继续套袋自交纯合、品质分析选择

2010年   F11 10-8198
农艺性状整齐一致,品质符合要求,遂定名为8198C。

图2 双低恢复系8198C选育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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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品种标准

2.1 特征特性

该品种幼苗期表现为半冬性,遂苗龄增长和

冬季气温降低,叶片匍匐且叶色变深,最后变为瓦

蓝色 并 带 有 少 量 紫 色,子 叶 哑 铃 型,叶 大,裂
叶1~2对,叶缘锯齿状,蜡粉厚,花瓣窄长、离瓣,

花色黄,生长势强,抗倒性较强、抗冻性强。,一般

株高170cm以上,匀生分枝,有效分枝数8~11
个,角果中大,单株有效角果数350个左右,每角

粒数24粒,千粒重3.5g左右,籽粒黑色,中
早熟。

2013-2014年油菜菌核病田间鉴定结果为

感(西北农大),2014-2015年油菜菌核病田间鉴

定结果为中抗(西北农大),2015-2016年油菜菌

核病两点田间鉴定结果为低感(西北农大)和中抗

(汉中市农科所)。

2.2 品质性状

2013-2014年度区域试验品质分析结果:芥

酸含量0.46%,硫苷含量25.81μmol·g-1 饼,

含油量42.81%;2014-2015年度区域试验品质

分析 结 果:芥 酸 含 量 0.0%,硫 苷 含 量22.89

μmol·g-1 饼,含油量42.05%;2015-2016年

度生产试验品质分析结果:芥酸含量0.05%,硫
苷含量19.63μmol·g-1,含油量44.44%。

2.3 产量水平

2013-2014年度参加陕西省关中灌区油菜

区域试验,平均667m2 产229.29kg,比对照秦优

7号增产7.38%,平均667m2 产油量90.31kg,

比对照秦优7号增产7.57%;2014-2015年度参

加陕西省关中灌区油菜区域试验,平均667m2 产

264.56kg,比对照秦优7号增产3.97%,平均

667m2 产油量102.35kg,比对照秦优7号增

产1.70%。参试10点次,9点次增产。2015-
2016年度参加陕西省关中灌区油菜生产试验,平

均667 m2 产244.85kg,比 对 照 秦 优7号 增

产10.70%。5点次试验,5点次增产。

3 品种主要优缺点及适宜区域

  该品种生长势较强,丰产稳产,中早熟,抗倒

性较强,抗冻性强。该品种无明显缺陷,虽其抗冻

性强,在冬季比较寒冷地区,栽培管理要注意防止

冻害。适宜陕西省关中渭北冬油菜区种植。

4 栽培技术要点

(1)播期:关中平原9月20-30日播种,渭北

旱塬9月15日至9月25日。
(2)播量:机械直播每667m20.2~0.3kg;

人工撒播每667m20.3~0.4kg。
(3)密 度:根 据 播 期 早 晚667 m2 留 苗1.

3万~2.5万株,早稀晚密。
(4)施肥:播种前施入底肥,每667m210kg

尿素,20kg磷酸二胺复合肥,5kg氯化钾作底

肥;或者施用三元素复合肥40kg作底肥,在旋耕

前一次施入。
(5)加强田间管理:播种后3d内并及时撒施

杀虫单毒饵,防止蟋蟀危害,三叶期一次及时间、
定苗,适时冬灌,及时培土中耕和防治虫害,保苗

安全越冬。开春后做好抽薹初期和终花期后茎象

甲、蚜虫、菌核病等病虫害的防治。
(6)获角果80%左右成熟时进行人工收获或

角果95%左右成熟时采用收割机械一次收。
(7)大田收获的油菜籽不能作种子用。

5 保持品种种性和种子生产的技术

要点(杂交种含亲本)

  (1)亲本要进行提纯复壮,亲本繁殖要严格按

照杂交油菜亲本繁殖规范进行操作,亲本原种要

在网室进行隔离繁殖,生产用种大田繁殖要求隔

离在2000m以上,繁殖区域内不能种植其它十

字花科作物,繁殖过程中要严格去杂去劣。
(2)杂交种子生产要严格按照杂交油菜种子

生产规范操作,要注意通过化杀技术控制不育系

早期微粉,保证种子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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