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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介绍了十字花科蔬菜在我国蔬菜生产中的地位、育种简史、主要成就与发展趋势及十字花科
蔬菜育种方法、抗病育种、新品种的审定（备案）与植物品种保护。
接着在各论中分别介绍了大白菜、不结球白菜、甘蓝、花椰菜、青花菜、菜薹、萝卜七种十字花科蔬
菜作物的优势育种，包括育种目标、起源、分类与种质资源、育种的生物学基础、主要性状遗传表现
、丰产与品质育种、生态育种、种子生产技术等内容。
最后一章专门以大白菜新品种“辽白十号”的选育和制种技术为例介绍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实例。
本书内容翔实丰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适合从事十字花科蔬菜育种和良种繁育的科研人员、种子公
司技术员、基层农技人员、菜农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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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杂交育种程序 杂交育种一般包括以下环节。
（一）原始材料观察 种植国内外种质资源，进行初步观察研究，以便选取可供利用的杂交亲本。
（二）亲本圃 种植杂交亲本，为便利操作，可采用宽行距点播，按性状归类种植，花期不同的材料要
分期播种，以利杂交。
（三）选种圃 种植各世代杂种材料，按预定的杂种后代处理方法进行选择。
如采用系谱法则要点播，以利选株。
（四）产量比较试验 种植优良品系，比较其性状优劣、产量高低、品质好坏。
需要有一定的试验设计，按规格种植，经2～3年试验，最后选出产量高、品质优、综合性状好的少数
纯合品种，提交区域试验。
在此阶段种植初步参加鉴定试验的品系的地段称鉴定圃。
这时的材料数目多，种子少，种植的小区面积小，所得数据仅是初步结果，一般进行1～2年。
经鉴定圃选出的优良品系进人品种预备试验或品种比较试验，供试品种数较少，小区面积增大，重
复3～4次，一般进行2～3年。
参加品种比较或预备试验的材料，可以择优同时进行多点试验及生产试验，并注意做好种子繁殖工作
。
由于杂交育种一般需7～9年时间才可育成优良品种，现代育种都采取加速世代的做法，如利用温室、
异地、异季等条件一年种植2～3代，结合多点试验，尽可能缩短育种年限。
六、回交育种 杂交育种的一种形式。
即从杂种一代起多次用杂种与亲本之一继续杂交，从而育成新品种的方法。
由于一再回复与该亲本杂交，故称回交。
在某一优良品种尚缺一二个有利性状时，用回交可将另一亲本具有这一二个有利性状的基因转移到该
优良品种中去。
回交育种早期应用于动物育种，后来逐渐发展为世界上广泛应用的作物育种方法，经常被用于增强作
物的抗病虫性及改进其他农艺性状。
（一）回叉育种的方法 典型的回交育种方法是将缺少某一二个有利性状的优良品种重复用作亲本，称
轮回亲本。
又因是有利性状的接受者，也称受体。
轮回亲本应是综合性状较好、预计有发展前途的品种。
用另一具有某一二个受体所缺少的有利性状的品种作亲本，只在开始回交时用1次，称非轮回亲本。
因是有利性状的提供者，故称供体。
所提供的有利性状最好是显性单基因控制的。
回交过程中，从回交一代开始，每代都从杂种中选择具有供体的有利性状的个体与轮回亲本杂交。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十字花科蔬菜育种与种子生产>>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