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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油菜新品种青杂 12号的选育
徐　亮　林建荣　杜德志

（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 / 青海省春油菜遗传改良重点实验室 / 青海省春油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国家油料改良中心青海分中心 / 农业农村部春油菜科学观测实验站，西宁 810016）

摘要：针对青海省油菜生产后期易倒伏、规模化制种去杂难等问题，以波里马细胞质雄性不育系 105A 为母本、橘红色花瓣

恢复系 403R 为父本组配成甘蓝型油菜杂交种青杂 12 号。该品种产量、品质、含油率、抗病性和抗倒性均优于主栽品种青杂 5

号，适宜在青海省东部农业区海拔 2800m 以下和柴达木盆地海拔 3000m 以下区域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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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不仅是我国第二大油料作物 [1]，还是重要

的菜用作物、饲用作物和肥用作物 [2]。按种植季节

划分我国油菜分为冬油菜和春油菜两类，春油菜主

要分布在青海、甘肃、新疆、内蒙古、西藏、四川、云南

等省区气温较低、无霜期较短的地区，常年种植面积

66.7 万 hm2 左右 [3]。青海省是我国北方春油菜品种

改良中心和杂交油菜种子供应中心，培育的青杂系

列油菜品种占我国春油菜区杂交油菜市场的 85%
以上 [3]。针对青海省油菜生长后期雨水多易倒伏、

杂交油菜制种基地自生油菜多等问题，青海大学农

林科学院开展了抗倒油菜资源创新及新品种选育研

究，并在杂交油菜亲本中导入形态标记，便于制种过

程中去除杂株。2013 年选育出了高产、优质、抗病、

抗倒甘蓝型油菜新组合 QH403，2016 年通过青海省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定名为青杂 12 号，审

定编号为青审油 2016001，2017 年通过农业部非主

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登记编号为 GPD 油菜（2017）
630178。

1　选育思路
近年来，青海省降水明显增多，且主要集中分

布在油菜生长后期的 7-9 月份，雨水的增多一方

面为油菜高产稳产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也增加了

油菜田间菌核病的发病率和油菜的倒伏率。针对

这一问题，在亲本选育过程中导入半冬性甘蓝型油

菜和白菜型油菜的遗传成分，以扩大亲本间的遗

传差异，提高春油菜品种的杂种优势、抗病性和抗 
倒性 [4-5]。

青海省气候冷凉、光照充足，是我国油菜高产

区，且东部农业区地貌非常适合建立杂交油菜制种

隔离区，因此，青海省是目前我国杂交油菜制种面积

最大的省份。干冷的气候也使得撒落在土壤中的

油菜种子可以存活 3~5 年，导致杂交油菜制种基地

自生油菜较多，混杂在父本行里的自生油菜无法辨

别和拔除，使得生产的杂交油菜种子纯度很难超过

90% 以上，限制了杂交种增产潜力的充分发挥。为

了使杂交油菜规模化制种过程中父本行中的自生油

菜易于辨别，在杂交种恢复系中导入隐性基因控制

的橘红色花性状 [6]，该性状在制种过程中可作为指

示性状，用于拔除父本行中的杂株。

2　选育方法
2.1　不育系及其保持系的选育　1993 年从澳大利

亚引进的双低品种马努中选株与波里马细胞质雄

性不育系 331A 测交，1994 年在青海和云南各回交

1 代，获得 BC2，1995 年春季在青海种植 BC2，花期

调查育性，发现代号为 105 株系的回交组合表现彻

底不育，因而用 105 株系作保持系继续回交，获得

BC3，1995 年冬季和 1996 年春季再回交 2 次后获得

稳定的不育系 105A 和相应的保持系 105B。由于该

不育系具有不育性状稳定、一般配合力好、综合性状

优良等特性，一直延用至今，先后选育出多个高产优

质油菜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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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恢复系的选育　2011 年用带有波里马不育细

胞质的橘红色花瓣恢复系 715（来源于组合 Ag-
5R/ 中双 9 号 // 苏油 1 号的 DH 系，Ag-5R 为春性

恢复系，中双 9 号和苏油 1 号都为抗病性和抗倒性

较强的半冬性品种）作母本与双低白菜型油菜品种

Agena 杂交获得 F1，2011 年冬季在云南 F1 与恢复系

715 回交，2012 年回交后代进行小孢子培养，2013
年在获得的 224 个 DH 系中筛选出 18 个有橘红色

花瓣的株系，通过对农艺性状、抗菌核病性、抗倒性

及品质性状进行鉴定，发现代号为 403 的品系表现

优良，该系即为恢复系 403R。

2.3　组合配置及参加试验情况　2013 年冬季在云

南用恢复系 403R 与不育系 105A 杂交组配出杂交

组合 QH403。2014-2015 年参加青海省晚熟组油

菜区域试验，2015 年参加青海省晚熟组油菜生产 
试验。

3　选育结果
3.1　丰产性　该品种 2014-2015 年连续 2 年参

加青海省油菜晚熟组区域试验，10 个点次中 8 点

次增产，2 点次减产，每 667m2 平均产量 339.80kg，
比对照青杂 5 号增产 8.52%，其中，2014 年度增产

3.26%，2015 年度增产 13.59%。2015 年参加青海省

油菜晚熟组生产试验，参试 5 个点次中 4 点次增产，

1 点次减产，每 667m2 平均产量 271.46kg，比对照青

杂 5 号增产 6.90%。

2018 年分别在青海西宁、互助进行示范和展

示，示范方面积 120m2，青杂 12 号在西宁和互助试

验点示范方产量分别为 46.3kg、39.2kg，分别比对

照青杂 5 号增产 2.53% 和 2.89%。

3.2　特征特性　全生育期 149d。幼苗半直立，叶深

绿色，裂叶 2~3 对，叶缘波状，蜡粉少，无刺毛。花黄

色，花冠椭圆形，花瓣侧叠。平均株高 188.5cm，匀

生分枝类型，一次有效分枝数 6.7 个，二次有效分枝

数 7.1 个，单株有效角果数 281.2 个，每角粒数 26.0
个，千粒重 4.0g。
3.3　品质　2014 年经农业部油料及制品质量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检测，该品种区域试验平均芥酸含量

0.16%，硫甙含量 19.05μmol/g，对照青杂 5 号芥酸

平均含量 0.43%，硫甙含量 21.05μmol/g，双低性状

优于对照；含油率平均 48.90%，对照青杂 5 号平均

47.77%，比对照高 1.13 个百分点。

3.4　抗性　在 2014-2015 年青海省油菜晚熟组区

域试验中，青杂 12 号田间菌核病发病率为 1.04%，

抗病性显著好于对照青杂 5 号（发病率为 4.25%）；

2018 年青海省农林科学院对该品种抗倒性进行鉴

定，青杂 12 号在西宁、互助 2 个试验点的倒伏指数

分别为 1.04 和 1.07，倒伏指数分别比对照青杂 5
号低 22.39% 和 22.46%，达到极显著差异。

4　栽培技术要点
4.1　精细整地　油菜不宜连作，可选择前茬为小

麦、马铃薯、蚕豆等作物的地块进行播种。地块上一

年收获后进行秋翻，有灌溉条件的地区进行冬灌或

春灌，日平均气温稳定在 2~3℃，表土层解冻 4~5cm
时即可整地。整地前每 hm2 施优质农家肥 45~60t、
磷酸二铵复合肥 180~200kg、尿素 150kg，再进行旋

耕和耙磨。

4.2　精量播种　机械条播，播种深度 3~4cm，播种

量为 5.25~7.50kg/hm2。干旱地区宜采用免耕播种技

术，基肥与种子拌匀后采用免耕播种机进行播种。

4.3　苗期管理　2~4 叶期及时间苗、除草和浇水。 
每 hm2 保苗 22.5 万 ~27.5 万株，追施尿素 90~120kg ；

可采用人工除草，或用 10.8% 高效盖草能和 28.6%
氨氯吡·二氯吡 AS 各 40mL 混配成 500 倍液，在晴

天 10：00-14：00 无风时喷施。

4.4　病虫害防治　跳甲和茎象甲是油菜苗期的主

要虫害，可用噻虫嗪或乐斯本种子包衣剂与种子比

例为 1.5︰100 拌种包衣，将种子晾干后播种。若苗

期干旱严重，油菜出苗期和 5 叶期每 667m2 分别

用 48% 乐斯本乳油（或灭多威等有效农药）20mL
兑水 15kg 进行叶面喷雾 1~2 次，喷施要求在晴天

10：00-14：00 无风时喷施；物理防治可悬挂规格

为 25cm×30cm 的 黄 色 诱 虫 板 225~300 片 /hm2，

或视情况增加诱虫板数量。花果期重点防治角野

螟，可用噻虫嗪、氯虫苯甲酰胺及助剂在油菜盛花

后期进行喷雾 1~2 次，应选择 10：00 以前，16：00 
以后无风时用药。菌核病可在油菜初花期、盛花

期每 667m2 用 50% 咪酰胺锰盐可湿性粉剂 50g
兑水 15kg 进行喷雾各 1 次，应选择 10：00 以前， 
16：00 以后无风时用药。

参考文献

[1] 杨易．甘蓝型油菜外源渗入系构建的 DH 群体角果相关性状的 QTL



新品种 772019年第７期

玉米新品种登海DT515
杜德山 1　邵泽广 2　侯　坤 2　杨慧慧 3　朱文婷 1　宋　剑 1

（1 枣庄登海德泰种业有限公司，山东枣庄 277100；郯城县种子公司，山东临沂 276100； 
3 枣庄市良种繁育场，山东枣庄 277100）

摘要：登海 DT515 是由枣庄登海德泰种业有限公司 2014 年以 Z206 为母本、Z102 为父本通过人工杂交选育而成的玉米

新品种。夏播生育期为 104d，需≥ 10℃活动积温 2650℃。该品种具有耐密性好、抗病性强、脱水快、抗倒伏、适宜机械化收获

等特点，适合山东省夏玉米生产区种植。

关键词：玉米；登海 DT515；机械化收获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作物，也是山东省重要的粮

食作物之一，种植面积大、总产高、商品性强，玉米生

产的发展状况对保障粮食安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

人们生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农业现代化进

展，种植规模化程度越来越高，推行玉米种植的全程

机械化技术是未来玉米生产的发展趋势 [1]。但目前

推广的许多玉米品种并不适宜机械化收获，因此要

求玉米新品种选育不仅在高产、耐密、多抗等方面有

所突破，更要具有株高、穗位高适中，籽粒成熟后脱

水快，果穗苞叶松、层数少，出籽率高等适合规模化

种植和机械化收获的优点 [2]。登海 DT515 是以高

产、耐密、抗逆性强、适应性广及适宜全程机械化种

植为目标选育而成的玉米新品种，于 2018 年通过山

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鲁审玉

20180001，具有增产潜力较大，稳产性好，抗病、抗倒

伏、耐密植，果穗均匀，活秆成熟，籽粒成熟脱水快，

适宜机械化收获的特性。

1　亲本来源
母本 Z206 来源于 178×2959 二环系，自交 7 代

选育，株高 200cm，穗位高 90cm，花药、花丝粉色，籽粒

黄色、半马齿型，轴白色，叶色浓绿，株型半收敛；雄穗

分枝数 4~7 个，自身花期协调，花粉量大；高抗大斑病、

小斑病、丝黑穗病等病害。父本 Z102 来源于国外杂

交种的二环系，花丝、花药黄色，籽粒黄色、半马齿型，

轴红色，叶鞘紫红色，叶色浓绿，株型半收敛；雄穗分

枝数 5~8 个，高抗大斑病、小斑病、丝黑穗病等病害。

2　选育过程
登海 DT515 是枣庄登海德泰种业有限公司以

Z206 为母本、Z102 为父本，通过人工杂交选育而成的

玉米品种。2015-2016 年参加山东省区域试验，2017
年参加山东省生产试验；2016 年在农业部谷物品质

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泰安）进行品质分析，2017 年参

加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抗病性接种鉴

定；2018 年通过山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3　特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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