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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按白菜类、甘蓝类、绿叶菜类、根菜类、茄果类、瓜类、豆类、葱蒜类、

薯芋类、水生蔬菜类、多年生蔬菜类及特色蔬菜进行分类，介绍了上海地区栽培的

主要蔬菜种类 59 种 213 个优良品种和新品种，其中“优”是指目前生产上应用最

普遍的最新良种，“新”主要指近几年在品种引试种和中试示范中表现优良并有推

广潜力的品种。每个品种则从品种来源、特征特性、栽培技术要点等方面进行了系

统介绍，并配有典型图片。全书内容丰富、文字精炼、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实

用性和可操作性强，可供蔬菜科研、教学、生产、种子公司以及农业行政管理人

员参考。

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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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种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品质优、产量高、抗逆性强的蔬菜新优品种对促进品

种更新换代、优化蔬菜品种结构以及提高蔬菜产量、品质和效益具有积极的作用。

为了适应当前蔬菜生产发展形势，提高蔬菜产品的质量和品质，提升蔬菜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本书作者精心组织编写了《上海蔬菜新优品种》一书。

该书按白菜类、甘蓝类、绿叶菜类、根菜类、茄果类、瓜类、豆类、葱蒜类、

薯芋类、水生蔬菜类、多年生蔬菜类及特色蔬菜进行分类，介绍了上海地区栽培的

主要蔬菜种类 59 种 213 个优良品种和新品种，其中介绍的优良品种是目前在上海

蔬菜生产上应用最普遍的最新良种，介绍的新品种主要是近几年在上海蔬菜新优品

种引试种和中试示范中表现优良并有推广潜力。对每一个新优品种从品种来源、特

征特性、栽培技术要点等进行了系统介绍，并配备了典型图片。全书内容丰富，文

字精炼，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强。

该书的作者大多是长期从事蔬菜技术推广和蔬菜生产管理的科技工作者，具有

丰富的科学研究、技术推广和生产管理经验，凝聚了集体智慧。相信此书的出版，

不仅可以为农业生产经营者在从事蔬菜生产经营中更好地选择新优品种提供技术指

导帮助，同时也可为蔬菜科研、教学、管理、种业人员提供一份有益的参考资料，

将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和欢迎。

　　

　　

	

序

上海市委农办副主任				

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副主任	

2015 年 7月



良种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品质优、产量高、抗逆性强的蔬菜新优品种对促进品

种更新换代，优化蔬菜品种结构，提高蔬菜产量、品质和效益具有积极的作用。近

几年来，由上海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牵头，联合区县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在市郊

建立了 9 个上海市蔬菜新优品种引筛展示基地，重点开展了蔬菜新优品种引进、评

价和推荐等工作，积累了大量的蔬菜品种资源，为菜农正确选择良种提供了技术基

础。为了更好地让菜农掌握蔬菜新优品种的特征特性和栽培技术，加快蔬菜新优品

种的推广步伐，我们在前期工作基础上，组织科技人员对上海蔬菜新优品种的特征

特性、典型图片及配套生产关键技术等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和总结提炼，完成了《上

海蔬菜新优品种》的编写。

本书按农业生物学特征并结合蔬菜生产特点将蔬菜分为白菜类、甘蓝类、绿叶

菜类、根菜类、茄果类、瓜类、豆类、葱蒜类、薯芋类、水生蔬菜、多年生蔬菜及

特色蔬菜 12 大类，介绍了上海地区栽培的主要蔬菜种类 59 种 213 个优良品种和新

品种，其中优良品种是指目前在蔬菜生产上应用的最新良种，新品种是指近几年在

新品种引试种和中试示范中表现优良并有推广潜力和价值的，每一个新优品种分别

介绍了品种来源、特征特性、栽培技术要点等，并配有典型图片，可以为蔬菜生产

者更好地选择新优品种提供技术指导，同时也可为从事蔬菜科研、教学、管理、种

业人员提供有益的参考资料。本书中的蔬菜新优品种和栽培技术虽然定位于上海，

但对气候相似的地区同样适用。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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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编写得到了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专家和教

授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上海惠和种业有限公司、上海长征蔬菜种子公司、上海富

农种业有限公司、上海瑞奇种业有限公司、上海种都科技有限公司等提供了大量新

优品种的图片和丰富的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技术上未必精当，书中难免有疏漏、错误之处，希望广大

读者批评指正，将不吝感谢！

　　

　　

	 编著者

	 2015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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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白   菜   类

第一节　青菜

青菜为上海及苏浙地区的俗称，其植物学名称为不结球白菜、普通白菜，北

方称油菜，是十字花科芸薹属芸薹种白菜亚种普通白菜变种、以绿叶为产品的一

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青菜为上海地区的主要蔬菜，其类型和品种繁多，适应

性广、生长期短、产量高、省工易种，可周年生产和供应。从形态特征上看，青

菜一般可分直立型和束腰型；从生物学特性来看，青菜有耐热和耐寒两种类型。

青菜喜冷凉气候，在平均气温 18 ～ 20℃条件下生长良好，在－2 ～－3℃能

安全越冬，30℃以上的高温及干旱条件下生长衰落、品质下降。青菜对土壤的适

应性较强，但以富含有机质、保水和保肥力强的黏土或冲积土最适宜。土壤含水

量对产品品质影响很大，水分不足，则生长缓慢、组织硬化粗糙、易患病害；水

分过多时，根系窒息而影响养分的吸收，严重的会因沤根而萎蔫死苗。青菜对肥

水的需要量与植株的生长量成正比，生长初期植株的生长量少，对肥水的吸收量

也少；生长盛期植株的生长量大，对肥水的吸收量也大。由于以叶为产品，且生

长期短而迅速，所以氮肥尤其在生长盛期对产量和品质的影响最大，其中尿素对

生育、产量和品质有较好的影响，其次是硝态氮，再次是氨态氮。



―2―　第一章　白菜类

新矮青

【品种来源】　由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选育。

【特征特性】　植株直立型生长，株形紧凑、矮箕、束腰。成熟植株高约 19cm，开

展度 32cm，平均单株重约 575g。叶绿色、阔椭圆形，叶面光滑，最大叶片平均大小为

17.0cm×15.5cm，叶柄长 5.8cm、最宽处 6.4cm、厚 1.2cm。抗病毒病、霜霉病和黑斑病，

耐寒性强。平均 667m2 产量约 3 000kg。

【栽培技术要点】

（1）播种、定植　上海地区适宜作秋、冬季栽培，直播和育苗移栽均可。直播，

于 8 月上旬至 10 月下旬分批播种，每 667m2 播种量 0.25 ～ 0.5kg。育苗，于 8 月上

旬至 10 月上旬播种，每 667m2 苗床播种量 0.5 ～ 0.75kg，苗龄 25 ～ 30 天。播种或定

植前每 667m2 施腐熟有机肥 2 000kg、三元复合肥（N ︰ P2O5 ︰ K2O 为 21 ︰ 6 ︰ 18）

10 ～ 15kg，进行机械翻耕，深度为 20 ～ 25cm，然后开沟做畦，平整畦面。移栽株行距，

秋栽为 18cm×20cm，冬栽为 15cm×18cm。

（2）田间管理　播种后畦面覆盖遮阳网，以保持充足的土壤水分，当 60% 出苗后

立即揭去遮阳网。直播栽培的，20 天后适当间苗上市，间苗间距 5 ～ 8cm，并追肥 1 次；

10 天后第 2 次间苗。育苗移栽的，定植后浇水 1 ～ 2 次促进活棵。肥水管理以促为主，

一般间隔 7 ～ 10 天追肥 1 ～ 2 次，每次每 667m2 施尿素 5 ～ 10kg。整个生长期间保

持充足的土壤水分，天气较干旱、土壤含水量不足时及时浇水或灌水。灌水采用沟灌，

水不能漫过畦面。遇上连续阴雨时需及时排水，确保田间不积水。

（3）病虫害防治　病害主

要有霜霉病、软腐病、黑斑病、

根肿病等，虫害主要有黄条跳

甲、小菜蛾、菜青虫、斜纹夜蛾、

甜菜夜蛾等，应及时防治。

（4）采收　作小青菜生产，

当青菜单株重达到 0.1 ～ 0.2kg

或符合客户要求的标准时采收。

采收时用刀在茎基部切断，并

去掉老叶、黄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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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场青 1 号

【品种来源】　由上海新勤

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选育。

【特征特性】　株 形 紧 凑、

矮 箕、 束 腰、 拧 心。 成 熟

植 株 高 20 ～ 25cm， 开 展 度

24 ～ 26cm。 叶 片 深 绿 色， 叶

柄 淡 绿 色， 脉 细， 叶 面 光 滑，

肉 质 肥 厚， 具 有 较 强 的 耐 寒

性。 该 品 种 炒 煮 易 酥， 纤 维

少，味鲜美，品质佳，商品性

好， 生 长 速 度 快， 采 收 期 长，

全生育期 70 天左右，经济效益高，深受广大种植户和消费者好评。平均 667m2 产量

3 000 ～ 3 500kg。

【栽培技术要点】

（1）播种、定植　秋季栽培，于 8 月上旬至 9 月下旬分批播种育苗；冬季栽培，

于 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播种。每 667m2 秧田播种量 0.6kg 左右，苗床播种宜稀播，苗

龄控制在 30 ～ 35 天。定植前土地要平整，每 667m2 施腐熟有机肥 2 000kg、三元复合

肥（N ︰ P2O5 ︰ K2O 为 21 ︰ 6 ︰ 18）10 ～ 15kg，然后整地做畦。定植株行距，秋季

为 18cm×20cm，冬季为 15cm×18cm，每 667m2 栽 18 000 ～ 22 000 株。

（2）田间管理　定植后及时浇水促活棵，生长期间保持土壤湿润，遇干旱要及时

浇水。活棵后应追施 1 次氮肥，每 667m2 施尿素 5kg ；以后视生长情况，在植株封行前

再追肥 1 次，每 667m2 施尿素 10kg。冬季栽培时，要加强防寒措施，可在寒流来临之

前进行灌溉或采用无纺布浮面覆盖。

（3）病虫害防治　病害主要有霜霉病、软腐病、黑斑病、根肿病等，虫害主要有

黄条跳甲、小菜蛾、菜青虫、斜纹夜蛾、甜菜夜蛾等，应及时防治。

（4）采收　当植株封行，单株长足时及时采收。采收时用刀在根基部截断，去除

老叶、黄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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