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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介绍四川I丰富的蔬菜品种资源、蔬案品种，蔬菜生产发展情况，反映蔬菜生产

者、科技工作者在蔬菜品种方面的成果，以更好地开发利用四J11蔬菜品种资源，发挥地

方特色和优势，促进蔬菜生产的发展，并为蔬菜生产、科研、教学提供参考资料，编写

了《四川蔬菜品种志》。
‘

《四川蔬菜品种志》是据据国家稃委：‘农牧渔韭帮罐关于开展农作场品种资源补充

征集的通知”精神，在四川省科委的大力囊蒋下，由省农牧厅协同有关单位，组织了全

省蔬菜生产、科研、教学、经营等单位参加的全省蔬菜品种资源调查协作组，经过四年

的调查、收集和整理，在各市、地、州、县有关部门辛勤工作的基础土，为了更好地整

理利用这些品种资源，成立了《四川蔬菜儡种态势编审领导小组，并由省农牧厅经作

处，重庆市、成都市、自贡市。攀搜花市和涪陵地区农辩所，省蔬菜饮食公司等单位组

成了《四川蔬菜品种志》编写委员会；在各级有关单位和各有关专家、科技人员的关

心、支持，帮助下，编委会成员的努力工作，集体编写并经过多次修改和审定而成《四

川蔬菜品种志》。 、 ，

《四川蔬菜品种志》介绍的品种，是经济性状比较优良在当地推广应用的地方品种

或弓f进品种。依园艺学分类共计1．4大类433个品种，分属于105个植物种或变种，各类蔬

菜所属的科、属、种、变种的学名和汉文正名基本上采用《辞海》的名称。

《四J1l蔬菜品种志》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国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省级有关部门和蔬

菜生产、科研、教学、经营等单位的指导、支持，帮助，过此表示衷心感谢。由于编写

对闽较短，水平有限，缺乏经验，错误、疏漏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四JiI省农牧厅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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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四川的自然条件和蔬菜生产概况
j， 。。． r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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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I位于我国西南部长江上游，．总面积劳569，000平方公里。在北纬269----34。107和

东经197。30t．-v110。101之间，北纬30 o线正通过全省中部。

四川的地貌分失迥然不同的东西两大帮：西部为高山、高原和深谷；东部是地台区，

四周为低山、中山层层环绕，，中闻低陷，是一个完整的大盆地。，盆地内除著名的成都平

原外，大部为丘陵地形。此外，盆地东部尚有几列东北～西南向的平行褶皱低m(主脉

为华蓥山)。低山区内常有一山童岭或三岭，岭问形成瘟阔的谷地，四川称“槽"，部分
低山有平坦的顶部，四川称“坪秒，丘陵和低山区内有许多大小溪河蜿蜒，形成无数小型

河谷平原和冲积阶地，四jl}称镰坝矿‘这些都是人日较多，农耕发达之地。由予地貌复

杂多样，形成了气侯的复杂多样，尤其气侯的垂直变化显著。它们对四川蔬菜的种类和

分布都具有深刻的影响。 。j j“0。．．

四川面积辽阔，。地势起伏参差，“各地气候麓异很大a：根据一个地区的气候特征以及

它们对蔬菜生产影响的相似原则，可大体划分为四个大区。 j ：

1’．西部高山、高原区；j嚣部为青藏高原南缘，南部与云贵高原相连。包括阿坝、甘

孜两州和凉山州西北部：全区地貌主要为高山、高原和深谷。大多数海拔在3500米以上j

气候特征是气温低、霜期长、降雨少、j冰雹和大风多，’加之人口少，开发差。栽培蔬菜

以芜薏、．马铃薯和萝卜为主。 ，。

2．西部赢山、裔原南部区：从金阳经西昌至冕宁折向南至盐源达云南省界。本区医

山川多南北走向，北高南低，北部寒流有高山阻隔，南部暖流可长驱直入，加之金沙江、

雅砻江、安宁河谷地海拔较低，形成气候特点是冬暖、夏短、气温年较差小(全年温暖)、

日较差大，雨量集中于5～10月，于湿季分明。本区除山间谷地和山间的大小盆地外，

砌是高度不同的低山，、因此从谷地到山顶形成明显的立体气候，从而形成立体农业，各

种蔬菜可不同季节、不同海拔高度、因地制宜栽培。盒沙江、安宁河谷地的米易、渡繇

一带，全年无冬，年均温20。C以上，是全省最热的地区，。完全是一派热带风光，也是!四

川的天然大温室，冬季可以大规模露地栽培喜温果菜，源源北运，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

3．东部盆周山区：．本区包括盆地周围的中、低山地区。年均温14。C左右，雨量南略多

子北，13照北略多子南，无霜期平坷在250天以上是我省某些经济作物的重要产区j也

是珍稀动、植物的蕴藏区。我省出口的竹笋，菜豆、木耳I‘。魔芋等蔬菜，多产在本区。

区内的“槽扩、“坪”人口集聚，是古老的蔬菜品种资源最丰富，保存最好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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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东部盆地区：是四川气候条件最好、人口最集中、工农业最发达、蔬菜栽培最多

囊g地区。本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终年温暖，尤其冬季气温显著高于区外同纬度地区，

垒年极少有霜雪之害，许多蔬菜都可安全越冬，而且生长良好，这是四川盆地气候的最

大特点和优点。但夏季比较炎热尤以东南部河谷地区为最，是我国著名的酷暑中心之一。

盆地内年降雨量1000毫米以上，盆地西部边缘降水最多，可达1500毫米以上，故有

“西蜀天漏”之说。降雨量集中于5．．--lO月，尤以秋雨日多，秋雨绵绵是一突出特点。．

夜雨较多是另一特点，夜雨比率以春季最大，所以、“巴山夜雨矽自古有名。

盆地内各地湿度都较大。除春季外，各月平均相对湿度均在80％以上。此外，云雾

特多、日照时数少，阴天日数达全年的7'0％左右。全年日照时数仅占酉照时数莳20～30鬈，

尤其盆地东部万县、涪陵、重庆至贵阳一线是全国雾多、日照少的地区之冠。

盆地内总的气候特征可概括为；四季变化骑显，赛早，夏热，秋雨，冬暖，多云雾，

少El照，风小而少。 ·，．

、

：；j ．，
。

．

-●

盆地内的气候和蔬菜栽培，鳗有不少共同或类似，但仍有一定整异。可分为南、北

两个亚区，南部亚区包括宜宾至巫山的长汪两岸海拔5'00米以下昀镪平地区(北至隆昌

——合川——梁平——巫m一线，南至叙永二一高县·线)，年均温王8。C跣上，无霜期

达320,'--,340天o．北部亚区即南部亚区外的盆地内J__；汰平原、丘陵地菇，年均温16 4e左右，

无霜期约270,-,320天，比南区稍冷丽湿。 ．r、．、：一 m

南北两亚区在蔬菜栽培的种类上无甚差异，但备其特点i主要是}

(1)南区气温更高，如南区的重庆比北区的成都旱s天进入誊季(以候均温达lO。C

为准)，提前10天进入夏季(候均温达22 7C)矗所以聚菜类比北区早上市。但成都又比

重庆提前10天进入秋季，且无南区的高强捩事霹誊昕以夏播秋菜比南区早播种、早上市，

因而秋淡季比南区缓和。 ．’j、'：j一。‘、．-?

(2)北区的成都、绵阳、德昭、，乘l：lIj毒l彝贾、内江等城市均位于春早夏雨地区，常

有暴雨，秋涝是蔬菜生产的主要不利因子，越偏西，越突出，南区的重庆、泸州、涪陵、

万县、达县等城市属于春雨伏旱鹾t夏季减温干旱是主要不利因子。这就形成南北两区

在春秋两个蔬菜淡季上，生产、供应的莱类和品种的不同。j因此，以成都为代表的北区

菠春淡的蔬菜种类和品种，姗速生时莱、四季萝卜等就比南薮多}以重庆为代表的南区，

为抗御夏季高温干旱带来的秋淡零，水生纛漆甜蔫。柬芋、．水蕹菜和秋季速生叶菜如瓢
儿白菜等剐多子北区。

(3)北区冬无严寒，夏无酷热，7成都平原又得都汪堰灌溉之利，栽培蔬菜得天独

厚，=历年均外调大量商品蔬菜，其中犬蒜、蒜薹、。韭黄、姜i芹菜、莴笋、辣椒千尤为
著名I南区的长江沿岸冬季温暖湿润∥特别适合芥菜生长，斩以宜宾、泸州的芽菜，重

庆、涪陵、丰都、惠县等地的榨菜均为著名大宗外调商品蔬菜。

四Jl{盆地由于气候良好，变率很小，热霆、雨量充沛3，给蔬菜生产提供了优越条件，

可以周年露地栽培，四季常青。典型的蔬菜栽培剃度妊一年兰熟，冬、春播夏菜——夏

播秋冬菜——秋播转春莱。在三熟制的基础上，许多蔬菜都可排开播种，破季栽培，间

套穿插或粮菜间套，或利用立体气候差异提前延后，加上多年生蔬菜、食用菌和贮藏加

工蔬菜，构成一个蔬菜栽培、加工和供应的l=匕较完善的体系，所以素以蔬菜车富丽价瘴



闻名全国。目前盆地内有常年蔬菜基地40万亩，基本稳定的季节性商品蔬菜基地和加工

蔬菜基地200万亩以上，加上农民自种自食的蔬菜，总产值高于本省任何一类经济作物。

(二)四川的蔬菜品种资源和蔬菜品种概况

四川的蔬菜品种资源非常丰富，栽培的蔬菜达105个种和变种，品种更多，是祖国一

个大的蔬菜资源宝库。形成的主要原因是：

(1)四JIl开发较早、农业历史悠久。据在资阳县发现人类头骨化石的考古学研究，

认为是距今7000多年前的新人头骨(资阳人)，说明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四川就有了人

类的生息。秦兼并巴蜀(公元前316年)以后，多次向四川移民，使四川人口大增，也带

来了中原地区较先进的生产按术，阿时还在四川兴修水利，公元前250年前后就由蜀郡

守李冰主持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这些对农业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所以早在东晋j(公元347年)成书的墩华阳国志》中就称蜀地“其山林泽渔，园圃瓜果，

四节代熟，靡不有焉，，I称巴地为“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把四,fl{形容为“水旱从人，

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从此四川盆地获得天府之国的美誉。说明从

公元前开始，四川就已陆续引进和驯化了许多菜类和品种。

(2)四』l}盆地气候温瑗，雨量丰沛，几乎所有蔬菜都可引种栽培并较快归化。

(3)四川地貌复杂，。除四周受低山，中山和高山层层环绕外，盆地内丘陵面积为全

国之寇。这些山送、丘陵和河谷中的微域气候更为杂复多变，容易引起蔬菜多方面的变

算。

(4)四川盆地因高山环绕，交通不便， “蜀道难”自古有名，历代战乱影响较轻，

不如北方、中原和长江中下游的兴衰变化激烈，所以许多蔬菜l鼯种资源得以长期保存并

持续演进。

在四川蔬菜品种资源中以芥菜、萝I-、菜豆、豇豆和南瓜5种最为丰富，其次为辣

椒、莴笋和芋豹品种资源较多，这是四川蔬菜品种资源的一大特点。除以上因素的作用

外，上述前5种蔬菜代粮充饥的功能都显著优子其它蔬菜，加之这些蔬菜耐粗作、耐贮

藏、产量较高i所以特别受到农民的珍视，不断选择、培育、保存和传播，因而品种资

源形成秘保存缛很多。其中又以芥菜最为突出，嫒Jfl盆地冬季温暖、湿润，芥菜生长袈

很长，分布又广，所以形形色色的变异很多，可供多方面的选择、培育。 《齐民要术》

中就已有“蜀芥”的称谓和栽培技术的记载，可推知公元500年之前，芥菜在四川就已

盛行栽培。在对阅、空阅、自然条件和人工选择的作用下，芥菜在四川盆地产生了不亚

于白菜、甘蓝的多种变异。芥莱中有5个变种莲瘤芥(榨菜)、笋子芥(捧菜)、抱子

芥(儿菜)，长柄芥租白花芥都起源于四川，所以四川盆地被誉为芥菜的次生类型形成

积基因中t§。

辣椒传入四川的历史较短，但传播很快，品种资源也较多，除因气候适宜外，还因

四川盆地湿度很大，人体易感湿邪，而辣椒具有发汗发热、驱除寒、湿的功能，所以普

遍受到欢迎雨得以广泛的分布。莴笋在盆地内可以四季栽培周年供应，特剐受到城镇郊



区的重视，栽培广泛，品种资源因而较为丰富。目前很受欢迎分布较广的番茄、结球甘

蓝和花菜因传入的时闶太短·又只限在城镇郊区分布，所以品种资源很少。

在蔬菜品种方面，建国以后，四川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时期：50年代基本上是自发地

沿用原地方品种的时期。so#代末至70年代末是调查、发掘地方良种和大量弓1种推广的时

期。前期以各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和农业院校为主，有计划地发掘和引进良种、示范推

广，成效很好但速度较慢。后期除农业科学研究所和农业院校外，各市、区农业局、蔬菜

公司也大量在省内外引种推广。这20年左右时间，各市主要蔬菜品种大都得到更新，甚至

部分菜类更新了2～3次。这是四川蔬菜生产和供应水平大提高(菜类增加、产量提高、

抗性增强，供应期延长)的时期，同时也是淘汰相对低产的旧品种，使部分品种资源灭

绝的时期：这一时期在生产上的主要成就是普及了良种，提高了生产力。但又由于没有

蔬菜品种和蔬菜种子管理机构及一定的法规，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部分菜类品种多、杂、

乱(以番茄、结球甘蓝、茎瘤芥等最突出)和种子质量降低；而又有部分菜类出现品种

单一<以豇豆、黄瓜、莴笋等为突出)的现象。这一时期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主要成就是

重庆、成都先后调查、整理了该市的优良地方品种，编写、出版了两市的蔬菜品种志，

推广了许多良种和相应的栽培技术，成长了一批蔬菜科技人员，为选育蔬菜新品种准备

了条件。

70年代末开始步入了现代化的新时期，在生产上，专业机构选育品种开始陆续甩

于生产和以高速度推广杂一代品种(目前主要是结球甘蓝、番茄、辣椒和大自菜)，在

基础工作方面，开展了首次全省蔬菜品种资源调查、收集、编写了“四川蔬菜品种资源

目录努，准备上交国家种质资源库1500分种质资源以长期保存、幂订用；在上层建筑方面，

四川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发布了“四川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将蔬菜品种和种子纳入

了国家管理，成立了四川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下的蔬菜专业组，首次制定了“四川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试行办法”，组织了番茄、结球甘蓝、大白菜和茎瘤芥(榨菜)的品种区域

试验，制定了一批蔬菜品种标准和部分蔬菜的原种生产规程，开始了部分品种的良种繁

育和统一供种。这些都标志着四川的蔬菜品种工作已开始在农业现代化的大道上行进。

综上所述，四川有悠久的农业历史、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蔬菜品种资源和蔬菜

生产经验。建国以后，在党的领导下，许多蔬菜品种资源得到开发利用，传统的经验与

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相结合，使蔬菜生产得到空前的大发展。目前凡世界广布的蔬菜种类，

绝大部分在四{lII都有栽培，名特优蔬菜迅猛发展，商品量成几十倍的增加，许多蔬菜商

品进入国际市场和港澳；如榨菜、番茄，辣椒、菜豆、竹笋、木耳、黄花、韭黄、蘑菇、

石刁柏、萏头、魔芋等}隆冬季节，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千里冰封，缺乏鲜菜，四川

每年均大量支援j在南面，每年也调出鲜菜支援较四川高寒的贵州。这说明四川蔬菜战

线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除充分满足本省1亿人口的需要外，还要支援我国北方、

南方和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目前状况还远不能适应需要。因此，在振兴经济，大力发

展农业商品生产的大好形势下，充分认识蔬菜生产在四川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四川蔬菜生

产的优势所在，有计划地、因地制宜地积极开发利用四川蔬菜资源，对振兴四川经济、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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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菜类

萝 b‘RaP九。尥“s s。tiv配s 十字花科、萝卜属

萝卜在四川的历史悠久，分布遍及全省，与芥菜并列为冬季最普及、最重要、栽培

面积最大的蔬菜。全省基地常年栽培面积约4万亩；广大农村几乎家家种植；大城市郊

区，可周年生产供应。．

萝卜起源子我国。发芽适温为20～-25。C，茎叶生长适温为15,'、一20。C，肉质根生长适

温为13一v18。C。幼苗期能适应较低和较高的温度，生长后期要求冷凉湿润的条件。在四

川，萝卜已形成了能适应不同温度范围的许多品种，按其收获期不同分为以下4个品种

群l

1．冬萝卜：品种最多，栽培面积最大。一般8～9月中旬播种，11月～次年2月收

获。为中、晚熟的大、中型品种。多为白色种，少数红自、绿自相问．的品种，大多产量

高、品质好。冬萝卜严格要求冷凉湿润、昼夜温差较大的气候和较深厚、疏松的土壤，

一般种植在江河两岸冲积台地或海拔较高的地方。异地种植而条件又不适，则品质和产

量都下降。

2．秋萝卜．生长期较短，苗期耐热力较强，肉质根中等大或较小。一般7～8月播种，

9．-v11月收获。可炒食、煮食也适宜做泡萝卜，是秋淡季对的重要蔬菜。
· 3．春萝卜：多为小型品种。抽薹晚，不易糠心。晚秋或初冬播种，次年2～3月收

获，对供应春淡季有一定作用。品质较差，全省栽培面积很少。

4．四季萝卜：耐热力强，生长期短，’肉质根小。多为红色品种，主作泡萝卜。市场

上常束叶出售(去掉叶的先端)，带叶柄食用。一年四季均可栽培，以春、夏季为主。

四川栽培萝卜的主要病害是芜菁花叶病毒引起的病毒病，城郊菜区较重。多为带毒
蚜虫传播，应注意防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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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头红花缨

凰1

●品种名称半头红花缨子

●来源和分布成都市地方品种。已栽培数十年，成都及附近部分县均有栽培。

●特征叶簇较直立。花叶，长倒卵形，大头羽状全裂，裂片6～8对，浅绿色，

叶柄和中肋浅红色。肉质根短圆筒形，纵长约19厘米，横径约8．O厘米，皮桃红色，入土

部白色，肉白色，肉质根入土约喜。单根重约0．75公斤。
0

●特 性早中熟。播种～收获约90天。耐热力较强。肉质根质地致密、脆嫩，汁

多，味微甜。主供鲜食及泡菜。

●栽培要点 一般9月播种，也可提前到8月。行距30～36厘米，穴距30厘米。破肚

期定苗，每穴1～2株。前期轻施提苗肥，肉质根膨大期追肥2～3次。12月初收获，

亩产2500---,3000公斤。
‘

2



图2

●品种名称草墩

。来源和分布 江津县地方品种。已栽培多年，江津县及附近县普遍栽培。

O特 征叶簇较直立。板叶，长倒卵圆形，叶缘重锯齿，浅绿色，中肋绿白色。肉

质根扁球形，纵长约15厘米，横径约16厘米，皮、肉白色，肉质根入土il～i1。单根箩
。 厶

约1．0公斤。

●特 性早中熟。播种～收获90-、，100天。不耐涝。肉质根质地致密、细嫩，味微

．甜，多汁，主供鲜食及腌制。

●栽培要点8月上旬～9月上旬播种，行、穴距各45厘米。2～3片真叶匀苗，破

肚期定苗，每穴i株。肉质根膨大期重施追腭。n月中旬～12月中旬收获。亩产2500-'-,

3000公斤。

，



鸡蛋

●品种名称鸡蛋壳

●来源和分布 自贡市地方品种。已栽培30余年，自贡市郊普遍栽培。

’●特 征 叶簇较直立。板叶，长倒卵形，叶片微反卷，全缘微波状，绿色，叶柄

和中肋浅绿色。肉质根扁圆球形，纵长8．ONlO厘米，横径10～12厘米，皮肉白色，外

形美观，肉质根入土{～{。单根重约0．5公斤。
4 u

●特 性早中熟。播种～收获约90天。抗毒病，较耐热，不耐涝。肉质根质地致

密、脆嫩，皮薄，味微甜，不易糠心，主供鲜食和加工。

●栽培要点8月上、中旬播种。行、穴距各40厘米。2～3片真叶间苗，破肚期定苗，

每穴1～2株。定苗后施清肥水1次，肉质根膨大期重施追肥。11月上旬～12月收获。

亩产1500～2000公斤。



牛佛团

图4

●品种名称牛佛团

●来源和分布富顺县地方晶种。栽培历史30余年，富顺县牛佛区栽培较多。
●特 征叶簇较直立。板叶，，长倒卵形，叶片上部叶缘微波状，下部重锯齿，浅绿色，

叶柄、中肋绿白色。肉质根扁圆球形，纵长10"--12厘米，横径12---'14厘米，皮、肉自色，

肉质根入土约{。单根重0．5～o．75公斤。
b

●特 性早中熟。播种～收获约90天。耐热力较强。肉质根质地致密、脆嫩，皮

薄，汁多，味微甜。主供鲜食。

●栽培要点8月播种。行距40厘米，穴距30厘米。2～3片真叶时匀苗，破肚期定

苗，每穴I株。生长期中耕除草I～2次，追肥z～3次。11～12月上旬收获。亩产
1 500,---200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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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坝萝l、

闺5

●品种名称中坝萝卜

●来源和分布涪陵地方品种。已栽培数十年，涪陵地区长江沿岸栽培较多。

O特 征叶簇较直立。花叶，倒卵圆形，大头羽状全裂，裂片9对，绿色，叶柄和

中肋浅绿色。肉质根圆筒形，下部稍大，纵长约21厘米，横径约12厘米，皮、肉白色，

肉质根入主约{j单根重约I．1公斤。
U

●特 性 中熟。播种～收获100天左右。较耐早，不耐涝，抗病性较强。肉质根

质地致密、脆嫩，味微甜，汁多。主供鲜食或加工蜜饯。

●栽培要点 9月上旬播种。行、穴距各46厘米。破肚期定苗，每穴1株。肉质根膨

大期追肥2次，中耕除草时结合堵主，防止肉质根弯曲。12B收获。亩产2500--,-,3000公斤。



上坝青头

图6

O品种名称上坝青头

●来源和分布雅安市地方品种。已栽培多年，雅安市郊普遍栽培。

●特 征叶簇半直立。板叶，长倒卵圆形，叶片上部微波状，下部重锯齿，绿色，

中肋浅绿色。，肉质根长圆筒形。纵长约33厘米，横径约7．5厘米，皮浅绿色，入土部白

色，肉白色，肉质根入土约姜。单根重约1．0,'--1．s公斤。·
J

●特 懂早中熟。播种～收获90天左右。耐热力较弱，耐涝、耐寒力较强。肉质

根质地致密、细嫩、汁多，味微甜，不易糠心。主供鲜食。

●栽培要点 9月中旬播种a行距50厘米，穴距33厘米。破肚期定苗，每穴1株；中

耕1～2次，追肥2～3次。12月中、下旬收获。亩产3000～4000公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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