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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分析了 １９８２ － ２０１２ 年江苏省审定的 ６２ 个油菜品种的亲本系谱、品种特性以及主要农艺性状和经济性状特点。 结

果表明，江苏省审定的甘蓝型油菜品种的原始亲本为胜利油菜，低芥酸性状主要源自 Ｚｅｐｈｙｒ、Ｐｒｉｍｏｒ、Ｍｉｄａｓ 和荣山等，低硫苷

性状主要源自 Ｔｏｗｅｒ、Ｗｅｓｒｏｏｎａ、Ｍａｒｎｏｏ 和 Ｗｅｓｂｒｏｏｋ 等。 江苏省审定的油菜品种的主要农艺性状中，生育期逐步缩短，并基本

稳定在 ２４３ ｄ 左右；株高变化较大，因品种而异。 ４ 个产量（产油量）构成因素中，含油量年平均增幅最大，尤其是在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年间，年平均增幅达到 ０． ６５％ ；单株角果数和每角粒数有上升趋势，而千粒重则变化相对较小。 受双低性状对产量性状

的负效应影响，产量及产油量在 １９８２ － ２０１２ 年间的年平均增幅均不大，但优质常规品种的产量与产油量的年平均增幅较大，
分别为 ２３． １０ ｋｇ ／ ｈｍ２和 １３． ２０ ｋｇ ／ ｈｍ２。 研究结果可为江苏省油菜新品种的选育与推广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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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是江苏省的主要油料作物［１］，据统计，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年间全省油菜种植面积年平均 ５７． ３３ 万 ｈｍ２，占全

国油菜种植面积的 ８． ３１％，总产 １３３． ３７ 万 ｔ，占全国的

１１． １８％，单产 ２３５１． ７０ ｋｇ ／ ｈｍ２，居全国首位［２］。 近年

来，由于油菜生产机械化程度较低、比较效益下降等原

因，导致油菜种植面积有所下滑［３⁃４］ ，目前基本稳

定在 ４３． ３３ 万 ｈｍ２左右，但单产水平一直名列全国

前茅，尤其是 ２０１２ 年全省平均单产达创纪录的

２５９５． ００ ｋｇ ／ ｈｍ２，因此，江苏省油菜生产在国内居

重要地位。 江苏省于 １９８２ 年正式建立农作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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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审定机制，当年审定通过了第 １ 个甘蓝型油菜

品种，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３０ 年间共审定油菜品种 ６２ 个。
这些油菜品种为江苏乃至长江中、下游油菜产业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研究主要分析了 １９８２ －
２０１２ 年江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

甘蓝型油菜品种的亲本系谱、品种特性以及主要

农艺性状和经济性状特点，为江苏省以及我国油

菜新品种的选育与推广提供参考。

１　 江苏省审定油菜品种类型及育种方
法分析

１９８２ －２０１２ 年间江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共审定油菜品种 ６２ 个，每年审定油菜品种变幅为

０ ～ ５ 个，年平均审定油菜品种 ２ 个，其中 １９９９ 年

和 ２００８ 年审定品种数最多，均为 ５ 个。 ６２ 个油菜

品种中，除扬油 ３ 号是白菜型油菜品种外，其余 ６１
个均为甘蓝型油菜品种。 这些品种按品质性状不

同可分为双高（高芥酸、高硫苷含量）品种、低芥酸

品种和双低品种 ３ 类。 其中双高品种 ６ 个，分别是

宁油 ７ 号、沛选 １７０、睢油 １ 号、扬油 １ 号、秦油 ２
号和东杂 ２ 号；低芥酸品种 ６ 个，分别是宁油 ８ 号、
淮油 １２、荣选、宁油 １０ 号、镇油 １ 号和史力丰，宁
油 １０ 号是低芥酸黄子油菜品种；双低品种共 ５０ 个

（表 １）。

表 １　 １９８２ －２０１２ 年江苏省审定的油菜品种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ｉｓｔ ｏｆ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ｍ １９８２ ｔｏ ２０１２

序号
Ｎｏ

名称
Ｎａｍｅ

选育单位
Ｂｒｅｅｄｅｒ

审定年份
Ｙｅａｒ

类型
Ｔｙｐｅ

序号
Ｎｏ．

名称
Ｎａｍｅ

选育单位
Ｂｒｅｅｄｅｒ

审定年份
Ｙｅａｒ

类型
Ｔｙｐｅ

１ 宁油 ７ 号 江苏省农科院经作所 １９８２ 双高常规

２ 沛选 １７０ 江苏沛县农科所 １９８５ 双高常规

３ 淮油 １２ 江苏淮阴地区农科所 １９８５ 低芥常规

４ 宁油 ８ 号 江苏省农科院经作所 １９８５ 低芥常规

５ 扬油 １ 号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 １９８６ 双高常规

６ 睢油 １ 号 江苏睢宁县农科所 １９８８ 双高常规

７ 镇油 １ 号 江苏镇江地区农科所 １９８８ 低芥常规

８ 荣选 江苏太湖地区农科所 １９９１ 低芥常规

９ 秦油 ２ 号 陕西农垦科教中心 １９９３ 双高杂交

１０ 淮宁 ２ 号 江苏淮阴地区农科所
江苏省农科院经作所

１９９３ 双低常规

１１ 宁杂 １ 号 江苏省农科院经作所 １９９６ 双低杂交

１２ 宁 Ａ６ 江苏省农科院经作所 １９９６ 质不育系

１３ 宁油 １０ 号 江苏省农科院经作所 １９９７ 低芥黄子

１４ 扬油 ３ 号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 １９９７ 低芥白菜

１５ 苏油 １ 号 江苏太湖地区农科所 １９９９ 双低常规

１６ 宁杂 ３ 号 江苏省农科院经作所 １９９９ 双低杂交

１７ 东杂 ２ 号 江苏东台市农科所 １９９９ 双高杂交

１８ 镇油 ２ 号 江苏镇江地区农科所 １９９９ 双低常规

１９ 淮油 １６ 号 江苏淮阴地区农科所 １９９９ 双低常规

２０ 扬油 ４ 号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 ２００１ 双低常规

２１ 淮杂油 １ 号 江苏淮阴地区农科所 ２００１ 双低杂交

２２ 苏优 ５ 号 江苏省农科院经作所 ２００１ 双低杂交

２３ 史力丰 南京绿江种苗开发中心 ２００３ 低芥常规

２４ 扬油 ５ 号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 ２００３ 双低常规

２５ 宁油 １２ 号 江苏省农科院经作所 ２００３ 双低常规

２６ 中油杂 ２ 号 中国农科院油料所 ２００４ 双低杂交

２７ 淮杂油 ３ 号 江苏淮阴地区农科所 ２００４ 双低杂交

２８ 中油 ６３０６ 中国农科院油料所 ２００４ 双低杂交

２９ 宁油 １６ 号 江苏省农科院经作所 ２００４ 双低常规

３０ 宁杂 ９ 号 江苏省农科院经作所 ２００５ 双低杂交

３１ 红油杂 ３ 号 红太阳种业有限公司
南京市种子管理站

２００５ 双低杂交

３２ 扬油 ７ 号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 ２００５ 双低常规

３３ 东油 １ 号 江苏镇江地区农科所 ２００５ 双低常规

３４ 扬优 ８ 号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 ２００６ 双低杂交

３５ 江油 １ 号 连云港市黄淮
农作物育种研究所

２００６ 双低杂交

３６ 红油 ３ 号 红太阳种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双低常规

３７ 史力佳 南京绿江种苗开发中心 ２００６ 双低常规

３８ 沪江油 １９ 上海市农科院作物所
中江种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双低杂交

３９ 滁核杂 １ 号 滁州市农科所 ２００７ 双低杂交

４０ 宁杂 １５ 号 江苏省农科院经作所 ２００７ 双低杂交

４１ 淮杂油 ５ 号 江苏淮阴地区农科所 ２００７ 双低杂交

４２ 苏油 ４ 号 江苏太湖地区农科所 ２００７ 双低常规

４３ 秦优 １１ 号 陕西咸阳农科所
陕西三原种子公司

２００８ 双低杂交

４４ 盐油杂 １ 号 江苏沿海地区农科所 ２００８ 双低杂交

４５ 宁杂 １１ 号 江苏省农科院经作所 ２００８ 双低杂交

４６ 镇油 ５ 号 江苏镇江地区农科所 ２００８ 双低常规

４７ 苏油 ２１１ 扬州大学农学院 ２００８ 双低常规

４８ 淮杂油 ７ 号 江苏淮阴地区农科所 ２００９ 双低杂交

４９ 盐油 ２ 号 江苏沿海地区农科所 ２００９ 双低常规

５０ 南农油 １ 号 南京农业大学 ２００９ 双低常规

５１ 淮油 １８ 号 江苏淮阴地区农科所 ２０１０ 双低常规

５２ 浙油 １８ 浙江省农科院作核所 ２０１０ 双低常规

５３ 南农油 ２ 号 南京农业大学 ２０１０ 双低常规

５４ 宁油 ２０ 号 江苏省农科院经作所 ２０１０ 双低常规

５５ 镇油 ６ 号 江苏镇江地区农科所 ２０１１ 双低常规

５６ 南农油 ３ 号 南京农业大学 ２０１１ 双低常规

５７ 苏油 ６ 号 江苏太湖地区农科所 ２０１１ 双低常规

５８ 荣华油 ６ 号 南通市种子管理站
陕西荣华杂交油菜公司

２０１１ 双低杂交

５９ 苏油 ７ 号 江苏太湖地区农科所 ２０１２ 双低常规

６０ 宁杂 ２７ 江苏省农科院经作所 ２０１２ 双低杂交

６１ 盐油杂 ３ 号 江苏沿海地区农科所
盐城明天种业公司

２０１２ 双低杂交

６２ Ｙ４ － ２ＡＢ 江苏沿海地区农科所 ２０１２ 核两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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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育种方法可将 ６２ 个油菜品种分为 ３ 类，即：
常规品种（３６ 个）、杂交种（２４ 个）和不育系（２ 个）。
３６ 个常规油菜品种中，５ 个是系统选育而成（沛选

１７０、睢油 １ 号、淮油 １６ 号、宁油 ８ 号和荣选），１ 个

是辐射诱变选育（淮油 １０ 号），其余 ３０ 个品种均是

通过杂交选育而成的。 ２４ 个杂交种中，有核不育二

系杂交种 ５ 个（宁杂 ９ 号、滁核杂 １ 号、宁杂 １１ 号、
盐油杂 ３ 号和宁杂 ２７），质不育三系杂交种 １９ 个。
２ 个不育系是细胞质雄性不育系宁 Ａ６ 和细胞核雄

性不育两型系 Ｙ４⁃２ＡＢ。

２　 江苏省审定油菜品种系谱分析

根据江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相关文件及

其品种公告，江苏省审定的 ３６ 个常规油菜品种均有

明确的系谱来源，但杂交种通常只介绍母本不育系

和父本恢复系的名称，对父、母本来源及其选育系谱

往往介绍较少，因此，本研究着重分析 ３６ 个江苏省

审定 的 常 规 油 菜 品 种 的 系 谱 来 源 及 选 育 过

程（图 １）。

图 １　 １９８２ －２０１２ 年江苏省审定油菜品种系谱图

Ｆｉｇ． １　 Ｐｅｄｉｇｒｅｅ ｏｆ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２ ｔｏ ２０１２

从图 １ 可以看出，江苏省审定的甘蓝型油菜品

种的骨干亲本是从日本引进的晚熟品种胜利油菜。
利用胜利油菜进行系统选育（生态适应性驯化），育
成了宁油 １ 号、宁油 ３ 号、宁油 ５ 号、宁油 ６ 号、淮油

６ 号和沪油 ２３ 等 ６ 个品系［５ ⁃６ ］。 这些品系均于江苏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制度建立前育成，虽未正式审定，
但作为中间亲本，在后续新品种选育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随后育成的甘蓝型油菜品种基本都具有

胜利油菜的遗传基础。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低芥酸与低硫苷源相继被油菜育

种家发现［７］，并先后被引进到我国，８０ 年代初开始，国

内进入油菜品质改良育种阶段［８⁃１１］，育种目标除产量

外，增加了低芥酸（ ＜１％）、低硫苷（ ＜ ４０ μｍｏｌ ／ ｇ）２ 个

品质性状。 江苏省审定的单、双低油菜品种的低芥酸

性状主要源自国外品种 Ｚｅｐｈｙｒ（加拿大，１９７１）、Ｐｒｉｍｏｒ
（法国，１９７３）、Ｍｉｄａｓ（加拿大，１９７４）和荣山（朝鲜）等。
江苏省审定的第 １ 个低芥酸品种宁油 ８ 号即是由

Ｚｅｐｈｙｒ 直接经系统选育而成的，低芥酸品种荣选也是

由朝鲜品种荣山经系统选育而成的。 江苏省审定的双

低油菜品种的双低性状主要源自于国外品种 Ｔｏｗｅｒ（加
拿大，１９７４）、Ｓｔａｒｔ （波兰，１９７８）、Ｗｅｓｒｏｏｎａ（澳大利亚，
１９８０）、Ｍａｒｎｏｏ（澳大利亚，１９８１）、Ｗｅｓｂｒｏｏｋ（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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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等［ １２⁃１７ ］。 其中双低品种淮油 １６ 号由 Ｗｅｓｂｒｏｏｋ
系统选育而成，其他单、双低油菜品种均由上述单、双
低亲本经过与双高品种杂交选育获得。

３　 江苏省审定油菜品种主要性状分析

３． １　 江苏省审定油菜品种主要农艺性状分析

根据江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相关文件

及其品种报告，１９８２ － ２０１２ 年江苏省审定油菜品

种的生育期变化见图 ２ － Ａ。 从图中可以看出，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育成的油菜品种生育期变化较

大，早期育成的品种生育期通常较长，这与胜利油

菜的晚熟性遗传有关，后期育成的品种生育期有

所缩短，这是生态适应性改良的结果；进入 ２０ 世

纪后育成的油菜品种生育期变化相对较小，基本

稳定在 ２４３ ｄ 左右，表明该时期成熟的油菜品种最

能适应江苏省当地的生态条件，发挥出较大的生

产潜力。
１９８２ － ２０１２ 年江苏省审定油菜品种的株高变

化见图 ２ － Ｂ。 从图中可以看出，油菜品种株高的变

化年度间呈波浪型，缺乏明显的趋势，往往由于某个

植株较高品种的育成与审定，导致当年审定品种的

株高上升，其中植株最高的油菜品种是秦油 ２ 号，株
高达 １９０ ｃｍ，植株最矮的油菜品种是宁杂 １１ 号，株
高仅 １４５ ｃｍ。

图 ２　 １９８２ －２０１２ 年江苏省审定油菜品种的主要农艺性状变化情况

Ｆｉｇ． ２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２ ｔｏ ２０１２

３． ２　 江苏省审定油菜品种主要经济性状分析

油菜单株子粒产量的构成因素包括单株角果

数、每角粒数和千粒重，而油菜的最终产品是菜子

油，因此含油量也是构成产油量的重要因素。
１９８２ － ２０１２ 年江苏省审定的油菜品种单株角果数

总体呈增加趋势，年平均增幅为 １． ２８ 个；每角粒

数和千粒重不同年度间存在差异，但从 １９８２ －
２０１２ 年的年平均增幅看，变化相对较小；含油量的

年平均增幅为 ０． １３％ ，由于在 ２０ 世纪含油量并未

列作重要的育种目标，因此对含油量的选择未被

重视，表现在 ２０００ 年前育成的品种含油量普遍较

低，一般在 ４０％左右，至 ２００３ 年达最低值，当年育

成的 ３ 个油菜品种含油量平均仅 ３８． ３９％ ；随后含

油量被列为油菜育种目标之一，高含油量品种日

益受到重视，至 ２０１２ 年育成的油菜品种平均含油

量达 ４４． ２５％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年间含油量的年平均

增幅达到 ０． ６５％ ，可见对含油量的选择发挥了巨

大的作用（图 ３）。
１９８２ － ２０１２ 年江苏省审定的油菜品种产量构

成因素的频率分布见图 ４，从图中可以看出，全株

角果数的频率分布呈双峰态，其中一个峰出现在

３７５ 处，另一个出现在 ４２０ 处；分析原因，其中一个

是常规品种比较集中的区域，另一个是杂交品种

集中的区域。 品种间每角粒数变化不大，变幅为

１８． ０ ～ ２２． ４ 粒 ／角，但大部分品种主要分布在

２０ ０ ～ ２１． ５ 粒 ／角之间。 品种子粒大小变化较大，
千粒重变幅为 ２． ５０ ～ ４． ６０ ｇ，但主要集中在 ３． ２ ～
４． ０ ｇ 之间。 含油量变幅为３７． ９２％ ～ ４６． ６０％ ，大
部分品种在 ４０％左右。

１９８２ －２０１２ 年江苏省审定油菜品种的产量及产

油量变化见图 ５，从图中可以看出，杂交油菜品种的

产量及产油量普遍高于同期育成的常规油菜品种。
常规品种的产量年平均增幅为 ０． ７５ ｋｇ ／ ｈｍ２，因 ８０ 年

代才开始油菜品质改良育种，１９８５ 年江苏省审定第 １
个低芥酸油菜品种宁油 ８ 号，优质常规品种的产量年

平均增幅为 ２３． １０ ｋｇ ／ ｈｍ２；１９９３ 年审定第 １ 个杂交油

菜品种秦油 ２ 号，杂交品种的产量年平均增幅为

２９． ４０ ｋｇ ／ ｈｍ２，１９９６ 年育成第 １ 个优质杂交油菜品种

宁杂 １ 号，优质杂交油菜品种的产量年平均增幅为

１６． ９５ ｋｇ ／ 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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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９８２ －２０１２ 年江苏省审定的油菜品种产量构成因素变化情况

Ｆｉｇ． ３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ｙ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２ ｔｏ ２０１２

图 ４　 １９８２ －２０１２ 年江苏省审定的油菜品种产量构成因素的频率分布

Ｆｉｇ． 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ｙ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２ ｔｏ ２０１２

常规油菜品种的产油量年均增幅为 ３． 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而优质常规油菜品种的产油量年平均增幅为

１３． ２０ ｋｇ ／ ｈｍ２；杂交油菜品种的产油量年平均增幅为

２１． ６０ ｋｇ ／ ｈｍ２，优质杂交油菜品种的产油量年平均增幅

为 １６． ６５ ｋｇ ／ ｈｍ２。
１９８２ － ２０１２ 年江苏省审定油菜品种在区域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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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９８２ －２０１２ 江苏省审定油菜品种在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中的产量和产油量

Ｆｉｇ． ５　 Ｓｅｅｄ ａｎｄ ｏｉｌ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２ ｔｏ ２０１２

与生产试验中的增产幅度见图 ６，常规品种区试增产

幅度为 －１． ６０％ ～１９． ４０％，平均为 ６． ６９％，表现减产

的是早期育成的低芥酸油菜品种，增幅最大的品种是

苏油 １ 号；杂交品种区试增产幅度为 ０． ３２％ ～
１９ ９３％，平均为 ８． ８７％，以宁杂 １ 号增幅最大。 常规

品种生产试验增产幅度为 － １． ６０％ ～ １９． ９５％，平均

为 ８． ８６％，增幅最大的是荣选；杂交品种生产试验增

产幅度为 ０． １０％ ～３３． ８０％，平均为 ９． ５３％，增幅最大

的是第 １ 个杂交油菜品种秦油 ２ 号，其对照品种是当

时的常规品种沛选 １７０，以后育成的杂交油菜品种均

以秦油 ２ 号、宁杂 １ 号等杂交油菜品种为对照，因而

未能再度表现出如此高的增产幅度。

图 ６　 １９８２ －２０１２ 年江苏省审定油菜品种在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中的增产幅度

Ｆｉｇ． ６　 Ｓｅｅｄ ｙｉｅｌｄ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２ ｔｏ ２０１２

４　 讨论

４． １　 江苏省油菜品种系谱来源分析

江苏省早期审定的甘蓝型油菜品种系谱来源比

较单一，大多具有胜利油菜血统，从而带来了品种熟

期普遍较迟等现象，不利于后茬作物的种植，随着本

地白菜型油菜遗传基础导入，熟期偏迟现象得到解

决。 随后油菜育种进入品质育种阶段，由于低芥酸

与低硫苷来源单一，同样造成了品种同质性的加重，
影响油菜品种的进一步遗传改良。 为拓宽油菜品种

遗传基础，仍然需要充分利用本地起源的白菜型油

菜、芥菜型油菜地方品种［１８］，以及其他十字花科近

缘野生资源，应用种间杂交及现代生物技术，将存在

于地方品种与野生资源中的优异基因导入甘蓝型油

菜，丰富育成品种的遗传基础，进一步提高产量、改
善品质、增强品种适应性。
４． ２ 　 江苏省油菜品种农艺性状与经济性状变

化趋势

从 １９８２ － ２０１２ 年间江苏省审定的油菜品种的

主要农艺性状看，目前育成品种的生育期除个别早

熟品种外，已基本稳定在 ２４３ ｄ 左右，说明该成熟期

的品种已适应本地生态环境，既高产又稳产。 从 ４
个产量（产油量）构成因素看，３０ 年来，江苏省审定

的油菜品种含油量显著提高，年平均增幅最大，尤其

是在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年间，年平均增幅达到 ０． ６５％ ；单
株角果数和每角粒数年度间有上升趋势，而千粒重

则年度间变化相对较小。 这一结果与陈新军等［１９］

分析江苏省油菜区域试验参试品种结果相符。 对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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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期 张洁夫等：１９８２ － ２０１２ 年江苏省审定油菜品种系谱及性状分析

苏省审定油菜品种产量构成因素的频率分布的分析

结果表明，合理的产量构成因素应该是：单株总角果

数 ３８０ 个（常规种）、４３０ 个（杂交种），每角粒数２０ ～
２１ 粒，千粒重 ３． ６ ～ ４． ０ ｇ，含油量 ４０％以上，目前含

油量实际应在 ４２％以上。
４． ３　 外界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分析

气候与环境因素的变化均可能影响品种表现，
进而一定程度影响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油菜品种产

量的高低除与品种本身的产量潜力有关外，也与当

年的气候因素密切相关，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４ 年审定的

油菜品种产量偏低，即由这些品种参加试验过程中

的不利气候因素造成的。 单株角果数、每角粒数等

是数量性状，受水、肥、密度等环境因素影响较大，年
度间变化存在随机性，从而影响研究结果对生产实

践的指导价值。
４． ４　 优质与高产的矛盾及其解决措施

优质与高产的矛盾普遍存在于不同作物的遗传

育种中，由于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油菜品质改良开

始，育成的优质品种比双高品种产量明显下降，从而

导致 １９８２ － ２０１２ 年间育成品种的产量年平均增幅

总体较小，仅为 ０． ７５ ｋｇ ／ ｈｍ２；育种实践中，将优异品

质性状与杂种优势利用相结合，解决了优质与高产

的矛盾，使优质杂交油菜的产量得到恢复，从同一年

度审定的杂交种与常规种的产量比较看，杂交种比

常规种增产 ５％ 以上，这充分体现了杂交种的增产

潜力；至 ２１ 世纪初，优质常规油菜品种的产量也逐

步恢复到双高品种的产量水平［１０⁃１１］，优质常规品种

的年平均增幅达到 ２３． １０ ｋｇ ／ ｈｍ２。
含油量通常看作是品质性状，但由于菜子油才

是种植油菜的最终产品，因此含油量也就成为构成

产油量的重要因素。 由于 ２０ 世纪油菜育种目标主

要着重于子粒产量，含油量并未作为育种目标，致使

该时期育成品种含油量徘徊不前，随后含油量性状

受到重视，审定品种的平均含油量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３８． ３９％提高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４４． ２５％ ，含油量的年平

均增幅达到 ０． ６５％ 。 当然，这一含油量水平与国内

高含油量油菜品种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２０⁃２２］，进一

步提高育成品种的含油量仍是江苏省油菜育种的重

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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