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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隶属函数法综合评价 #个大白菜品种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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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
$

个大白菜
7$&44-8& $&9& 117- 9+:-%+%4-4

品种为试材! 比较它们在浙江地区气候条件下株高% 叶长% 叶宽%

叶片数量% 开展度% 包心情况% 冻害情况等生物学性状及可溶性糖% 可溶性蛋白质% 维生素
8

"

98

&% 纤维素% 硫代

葡萄糖苷等
%

个营养品质指标差异' 结果表明$ (橘红心) (

:;<)2=>*2

) 叶片开展度最大*

&%-! ?@

#! 蛋白质质量分

数最高*

!-!, @=

+

=

",

&, (沂丰橘红心) (

A*BC2= :;<)2=>*2

) 叶片数量最多 *

!,-!

片#! 株高最高*

!.-! ?@

#, (红圣白

!

号) (

D)2=1<C2=EF* !

) 叶片最长*

!4-! ?@

#!

98

*

!G$-, @=

+

H=

",

#和纤维素质量分数*

,!!-, @=

+

=

",

#均最高! 冻害发

生较严重*

$4-,$I

#, (夏抗王) (

J*FHF2=KF2=

) 叶片最宽*

!!-! ?@

#! 包心率最高*

$5-54I

#! 且包心紧实, (菊锦)

(

:;0*2

) 可溶性糖质量分数*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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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硫苷*

,.-!,, !@)L

+

=

",

#! 吲哚族硫苷*

,-$&. !@)L

+

=

",

#和脂肪硫苷质量

摩尔浓度*

5-4%, !@)L

+

=

",

#均最高, (春小黄娃娃菜) (

8<;2>*F)<;F2= MFKF?F*

) 的芳香族硫苷质量摩尔浓度最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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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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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隶属函数法对
$

个品种大白菜生物学性状和营养品质进行综合评价! (夏抗王) 的隶属函

数值最高*

"-"54

#! (改良新夏阳) (

NF*L*F2= J*2>*FOF2=

) 的隶属函数值次之*

G-G5!

#! (春小黄娃娃菜) 的隶属函

数值最低*

G-G.5

#' 因此!

$

个品种中最适宜在浙江进行引种栽培的品种为 (夏抗王)! 其次是 (改良新夏阳)'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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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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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称白菜) 结球白菜( 是十字花科
B072,5+0&2+&+

芸薹属
,"'$$%!

&'

的主要叶用蔬菜( 含有丰富的糖类) 脂肪) 蛋白质) 膳食纤维) 维生素
B

#

VB

$) 硫苷等营养成分( 具

有帮助消化) 降低血脂) 预防心血管疾病和防癌抗癌等功效&

DW!

'

* 中国大白菜播种面积近
!I@

万
*9

!

%

&

!D

(

产值
I""

亿元%
&

!D

&

>

'

* 但大白菜不耐高温( 耐冷但不耐冻* 浙江地区由于夏季高温多雨+ 冬季低温寒冷(

严重制约了大白菜的产量品质和引种推广&

N

'

, 环境条件对大白菜生长发育有非常大的影响( 尤其是对大

白菜生物学性状和营养品质有影响&

LWI

'

, 区域间引种是优质种质资源扩大栽培范围和良种选育的前提(

对引入区域大白菜的生物学性状和营养品质进行综合评价是引种的重要依据, 特定区域蔬菜品种综合评

价仅通过单一的营养指标通常很难完成( 只有采用多个指标才能比较全面精确地反映不同品种营养品质

的差异, 与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法相比( 隶属函数法可以较好地对不同生物学性状和营养品质进行综

合评价( 方法简便( 可优先选用&

@

'

, 近年来( 国内外在莴苣
-'&./&' $'.%0'

( 番茄
-1&2()"$%&2+ )$&/3)+!

./4

( 黄瓜
5/&/4%$ $'.%0/$

等营养品质的研究方面有不少报道&

$WM

'

( 但对于大白菜生物学性状和营养品质

的综合评价却少见报道, 本试验以引入的
$

个大白菜品种为试验材料( 测定其主要生物学性状) 可溶性

糖) 可溶性蛋白质) 维生素
B

) 纤维素和硫苷等含量( 并利用隶属函数法对其适应性和营养品质进行综

合评价( 以期为大白菜优质种质资源在浙江的选育和推广奠定基础,

D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

供试大白菜包括
>

个橘红心品种- !橘红心" !

K7*1'-8,'

" #山东省德民种业有限公司$) !沂丰橘

红心" !

4,5+'- K7*1'-8,'

" #山东省临朐县沂丰种子有限公司$和 !红圣白
!

号" !

?1'-.*+'-:&, !

" #青岛

市胶州大白菜研究所有限公司$.

>

个普通大白菜品种- !夏抗王" !

F,&G&'-=&'-

" #青岛市胶州大白菜

研究所有限公司$+ !改良新夏阳" !

T&,;,&'- F,'8,&S&'-

" #香港惟勤企业有限公司$和 !菊锦" !

K76,'

"

#日本东北种苗株式会社$.

!

个娃娃菜品种- !佳丽娃娃菜" !

K,&;, P&=&2&,

" #东部韩农种苗科技有限

公司$和 !春小黄娃娃菜" !

B*7'8,&1*7&'- P&=&2&,

" #韩国东部韩农种苗株式会社$,

$

月下旬在浙江农

林大学农学试验基地进行播种育苗( 待长出
I

片真叶后移栽至试验田( 株行距为
N" 29 # L" 29

, 栽培

>

个小区%品种WD

(

I"

株%小区WD

, 所有大白菜品种的水肥及病虫害防治等综合管理均采用统一标准,

*+,

试验方法

大白菜长至
I

片真叶后进行露地移栽( 约
I"

株%品种WD

%小区WD

( 莲座期各小区选取
D"

株长势一致的

大白菜测定叶片生长情况+ 开展度等( 采收期统计各小区内所有大白菜的包心程度+ 叶球紧实度以及冻

害情况等, 包心情况根据采收期大白菜包心株数与总株数之间的比值确定. 冻害情况根据采收期大白菜

受冻害株数与总株数之间的比值确定. 大白菜的株高+ 叶片生长情况#叶长+ 叶宽+ 叶片开展度等$用直

尺测量, 采收期在每个品种试验地随机取样( 设重复
>

次%样品WD

, 运至浙江省农产品品质改良技术研究

重点实验室( 采用四分法取叶片( 剪碎混匀( 精确称取
D" -

( 平分为
>

部分-

"

用于维生素
B

+ 可溶性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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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测定!

!

经
#$ !

烘干" 粉碎# 过筛" 贮于干燥器中" 用于测定可溶性糖和纤维素!

"

用液氮速

冻# 冻干机冻干后" 磨成细粉" 储于
"%$ !

冰箱中" 用于硫苷的测定$

!"#

测定项目及方法

维生素
&

质量分数测定采用
'(##

二氯酚靛酚钠法" 可溶性蛋白质质量分数测定采用
)#'"*

考马斯亮

蓝法" 可溶性糖质量分数测定采用蒽酮试剂比色法%

+*

&

" 纤维素质量分数测定采用蒽酮硫酸比色法%

++

&

' 以

上均测定的是鲜质量的质量分数' 硫苷质量摩尔浓度(干质量)测定参照廖永翠等%

+'

&的试验方法'

!"$

数据分析

试验结果为
!

次重复的平均值
$

标准差" 数据的差异显著性使用
,-,, +./0

软件统计分析' 依据各

性状之间的关系" 建立多层次综合评判模型" 并根据各栽培性状的重要性请园艺专家确定各指标权重

(图
+

)' 各聚类数分支数值代表响应指标所占的权重'

若该指标与生物学性状 # 营养品质呈正相关" 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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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

#

为指标测定值!

"

267

和
"

234

分别为该指标测定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反之"

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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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模糊数学多因素综合决策原理"

运用加权平均法和最大原则" 对
%

个品种大白菜样品的生物学性状和营养品质进行综合评判" 并按最终

评判结果排序' 综合评价结果按模糊隶属函数值
!

8

最大原则进行排序" 值越大" 样品综合性状越好"

反之则越差'

!

9+

10/0''%

(

!

&+

:!

&'

:!

&!

:!

&;

:!

&"

)

: 0/!00%

(

!

&#

:!

&.

)!

!

9'

10/0;0%!

&%

:0/+00%!

&<

:0/0"0%

(

!

&+0

:

!

&++

:!

&+=

)!

!

8

10/.+0%!

9+

:0/=<0%!

9=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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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菜品种生物学性状和营养品质综合评价权重关系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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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

莲座期大白菜生物学性状比较

莲座期是大白菜生长的关键时期" 是决定其产量形成的重要阶段' 由表
C

可知* 莲座期
%

个大白菜

品种间株高差异较大' 株高最高的有 ,橘红心- 和 ,沂丰橘红心-" 株高为
=0R=! L2

的有 ,红圣白
=

号- 和 ,夏抗王-" 株高为
C;RC% L2

的有 ,改良新夏阳- ,菊锦- ,佳丽娃娃菜- 和 ,春小黄娃娃菜-"

其中 ,春小黄娃娃菜- 最矮" 仅为 ,橘红心- 和 ,沂丰橘红心- 的
#0/!&

' 叶长最长的为 ,红圣白
=

号-" ,橘红心- 次之" 其余品种叶长为
=0R=; L2

" 其中 ,春小黄娃娃菜- 叶最短" 仅为 ,红圣白
=

号- 的
.!/"&

' ,夏抗王- 叶宽大于
=C L2

" 叶宽为
C%R=C L2

的有 ,橘红心- ,沂丰橘红心- 和 ,红

圣白
=

号-" 叶宽为
C"RC. L2

的有 ,改良新夏阳- ,佳丽娃娃菜- 和 ,春小黄娃娃菜-" ,菊锦- 叶最

窄" 仅为 ,夏抗王的-

#!/C&

' 叶片数最多的为 ,沂丰橘红心-" ,红圣白
=

号- 次之" 其余品种叶片数

为
C!RC.

片" 其中 ,改良新夏阳- 和 ,菊锦- 叶片数最少" 仅为 ,沂丰橘红心- 叶片数的
#C/!&

' 叶开

展度最高的为 ,橘红心-" 其次为 ,沂丰橘红心- ,改良新夏阳- 和 ,菊锦-" 开展度为
!#R!< L2

的有

徐义康等* 利用隶属函数法综合评价
%

个大白菜品种性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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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圣白
!

号" !夏抗王" 和 !佳丽娃娃菜"# !春小黄娃娃菜" 开展度最低# 为 !橘红心" 的
&&'(!

$

表
!

大白菜莲座期生物学性状比较

)*+,- # ./01*234/5 /6 +3/,/738*, 92*394 /6 :366-2-59 .;35-4- 8*++*7- 8<,93=*24 *9 2/4-99- 49*7-

品种 株高
>80

叶长
>80

叶宽
>80

叶片数量 开展度
>80

!橘红心"

!?'% * !@'( + #A'@ +8 #@'@ 8: (@'! *

!沂丰橘红心"

!?'! * !?'A 8 !%'B + !#'! * (%'# +

!红圣白
!

号"

!!'B * !&'! * #$'( 8 #A'@ *+ ?$'B +8

!夏抗王"

!%'& *+ !?'A 8 !!'! * #B'? 8 ?B'! :

!改良新夏阳"

#B'A 8 !#'? :- #B'@ : #?'% -6 (%'# +

!菊锦"

#B'A 8 !!'B 8: #('% 6 #?'% -6 (%'# +

!佳丽娃娃菜"

#&'? 8 !#'? :- #@'@ :- #('$ 8:- ?B'! :

!春小黄娃娃菜"

('% : !%'% - #@'@ :- #B'? 8 ?@'% :-

说明%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

"#"

采收期大白菜生物学性状比较

由表
!

可知% 采收期
$

个大白菜品种生物学性状差异较大$

!

个大白菜品种有冻害发生# 冻害情况

最严重的为 !红圣白
!

号"# 显著高于其他
&

个品种( 其次是 !橘红心"# 冻害状况略轻# 为 !红圣白
!

号" 的
#A'(!

$

B

个大白菜品种表现包心# 包心率在
$%!

以上的有 !红圣白
!

号" 和 !夏抗王"( 包心

率为
@%CD&A!

的有 !沂丰橘红心" !改良新夏阳" 和 !佳丽娃娃菜"( !橘红心" 包心率低于
(A!

# 仅

为 !夏抗王" 的
?A'E!

$ !菊锦" 和 !春小黄娃娃菜" 不包心$ 多数大白菜品种包心后# 表现较为紧

实# 除了!红圣白
!

号"$

表
"

不同品种大白菜采收期生物学性状比较

)*+,- ! ./01*234/5 /6 +3/,/738*, 92*394 /6 :366-2-59 .;35-4- 8*++*7- 8<,93=*24 *9 ;*2=-49 49*7-

品种 冻害比例
>C

包心比例
>C

紧实度 品种 冻害比例
>C

包心比例
>C

紧实度

!橘红心"

EB'A@ + ??'A% :

紧 !改良新夏阳"

% 8 &!'&? +

紧

!沂丰橘红心"

%'%% 8 B@'?$ +

紧 !菊锦"

% 8 % - F

!红圣白
!

号"

$&'E$ * $('B! *

松 !佳丽娃娃菜"

% 8 @('!A 8

紧

!夏抗王"

% 8 $B'B& *

紧 !春小黄娃娃菜"

% 8 % - G

说明%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

G

代表不包心

"#$

采收期大白菜硫苷质量摩尔浓度比较

由表
?

可知%

$

个大白菜品种间硫苷质量摩尔浓度存在较大差异# 尤其是总硫苷质量摩尔浓度$ 总

硫苷质量摩尔浓度最高的是 !菊锦"# !夏抗王" 次之# 总硫苷质量摩尔浓度范围
@'%D&'% !0/,

)

7

"#的有

!改良新夏阳" 和 !春小黄娃娃菜"#

!'%D('% !0/,

*

7

"#的有 !橘红心" !沂丰橘红心" !红圣白
!

号"

和 !佳丽娃娃菜"+ 与总硫苷质量摩尔浓度表现类似的是# 脂肪族硫苷质量摩尔浓度较高的
!

个品种也

是 !菊锦" 和 !夏抗王"# 可见大白菜总硫苷与脂肪族硫苷质量摩尔浓度呈正相关关系$ 脂肪族硫苷质

量摩尔浓度为
#'%D?'% !0/,

*

7

"#的有 !春小黄娃娃菜" !沂丰橘红心" !改良新夏阳" 和 !佳丽娃娃

菜"# 低于
#'% !0/,

*

7

"#的有 !橘红心" 和 !红圣白
!

号"# 仅为 !菊锦" 脂肪族硫苷质量摩尔浓度的

$'(!

和
&'B!

$

$

个品种中吲哚族硫苷质量摩尔浓度大于
#'? !0/,

*

7

"#品种有 !菊锦" !春小黄娃娃菜"

和 !改良新夏阳"# 其中 !菊锦" 质量摩尔浓度最高( 质量摩尔浓度为
%'AD#'! !0/,

*

7

"#有的 !夏抗王"

!沂丰橘红心" !红圣白
!

号"( 质量摩尔浓度为
%'BD%'$ !0/,

*

7

"#的有 !橘红心" !佳丽娃娃菜"# 其中

质量摩尔浓度最低的是 !橘红心"# 仅为 !菊锦" 的
?('A!

$

$

个大白菜品种芳香族硫苷质量摩尔浓度均

低于脂肪族硫苷, 吲哚族硫苷+ !春小黄娃娃菜" 和 !菊锦" 芳香族硫苷质量摩尔浓度显著高于其他
B

个品种( 芳香族硫苷质量摩尔浓度为
%'@D%'B !0/,

)

7

"#的有 !夏抗王" !改良新夏阳"(

%'!D%'( !0/,

)

7

"#

的有 !橘红心" !沂丰橘红心" !红圣白
!

号" 和 !佳丽娃娃菜"# 其中质量摩尔浓度最低的是 !红圣

白
!

号"# 仅为 !春小黄娃娃菜" 的
??'B!

+

$($



第
!"

卷第
"

期

表
!

大白菜品种硫苷质量摩尔浓度比较

#$%&' ! ()*+$,-.)/ )0 1&23).-/)&$4' 3)/4'/4 )0 5-00','/4 (6-/'.' 3$%%$1' 32&4-7$,.

品种
! 总硫苷8!!*)&"1

!9

#

! 脂肪族硫苷8!!*)&"1
!9

#

! 吲哚族硫苷8!!*)&"1
!9

#

! 芳香族硫苷8!!*)&"1
!9

#

$橘红心%

:;<:! " =;=:> ' =;"?@ " =;="= 5' =;?@@ " =;=9A '0 =;!"< " =;=9! 5

$沂丰橘红心%

!;<!" " =;=9A 5' 9;!?" " =;==: 35' =;>?< " =;=9@ 35 =;!"! " =;==" 5

$红圣白
:

号%

:;<@9 " =;=@9 ' =;"9A " =;=@! 5' =;>A= " =;=9< 35 =;:": " =;=9: 5'

$夏抗王%

>;==? " =;=@" % !;<!@ " =;=A< % 9;9"! " =;=99 3 =;"A" " =;=9= %

$改良新夏阳%

";!<! " =;=:9 35 9;:<< " =;=9< 35' 9;"9@ " =;==< % =;""" " =;=99 %3

$菊锦%

9!;:99 " =;=:! $ ?;<"9 " =;==" $ 9;A@! " =;=="$ =;<9! " =;==! $%

$佳丽娃娃菜%

!;??: " =;=:< 5' 9;<>A " =;=9@ 35 =;<<? " =;==@ ' =;:A@ " =;=9? 5'

$春小黄娃娃菜%

?;!=< " =;=:A 3 :;!9" " =;=9: %3 9;<:@ " =;==@ $ =;<"= " =;==> $

说明&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

徐义康等& 利用隶属函数法综合评价
A

个大白菜品种性状

"#$

采收期大白菜品种营养成分质量分数比较

由表
@

可知&

A

个大白菜品种间各营养成分质量分数也存在较大差异' 可溶性糖质量分数大于
9>=

*1

(

1

!9的品种有 $夏抗王% $春小黄娃娃菜% 和 $菊锦%) 质量分数最高的是 $菊锦%*

9<=B9A= *1

(

1

!9

的品种有 $橘红心% $红圣白
:

号% 和 $改良新夏阳%* $沂丰橘红心% 和 $佳丽娃娃菜% 可溶性糖质

量分数相近) 为
9@=B9?= *1

(

1

!9

+ $橘红心% 可溶性蛋白质质量分数最高) $菊锦% 次之) $沂丰橘红

心% 可溶性蛋白质质量分数最低) 为 $橘红心% 的
"=;?#

) 其余品种可溶性蛋白质质量分数为
9;"B9;<

*1

,

1

!9

' 维生素
(

质量分数为
9A=B:9= *1

,

C1

!9的有 $红圣白
:

号% $改良新夏阳% 和 $菊锦%) 其中

$红圣白
:

号% 最高* $夏抗王% 维生素
(

质量分数最低) 为 $红圣白
:

号% 的
!A;:$

* 其余品种维生

素
(

质量分数为
>=B9!= *1

,

C1

!9

' 大白菜不同品种间纤维素质量分数差异较小) 纤维素质量分数为

9@=B9?= *1

,

1

!9的有 $橘红心% $夏抗王% 和 $春小黄娃娃菜%) 质量分数最低的是 $改良新夏阳%) 其

余品种纤维素质量分数为
99=B9!= *1

,

1

!9

'

表
$

不同大白菜品种营养成分质量分数比较

#$%&' @ ()*+$,-.)/ )0 /24,-'/4 3)/4'/4 )0 5-00','/4 (6-/'.' 3$%%$1' 32&4-7$,.

品种
# 可溶性糖8!*1,1

!9

#

# 可溶性蛋白质8!*1,1
!9

#

# 维生素
(

8

!

*1

,

C1

!9

#

# 纤维素8!*1,1
!9

#

$橘红心%

9<<;: % 9!;@ 3 :;:9 " =;:= $ 9:";@ " ";! 3 9"!;? " =;A $

$沂丰橘红心%

9"=;< " 9=;= 5 9;9: " =;99 5 >9;< " >;: 5' 99!;A " =;A 5'

$红圣白
:

号%

9<";A " 99;9 3 9;<= " =;9=% :=A;9 " ";! $ 9::;9 " 9;9 5

$夏抗王%

::!;@ " !:;: $ 9;"A " =;=@ %3 <>;" " 9>;9 ' 9"";! " =;< $

$改良新夏阳%

9<@;: " !";< 3 9;"A " =;=" %3 9>";> " ";! $% 9=:;! " =;9 0

$菊锦%

::";> " ";: $ :;=" " =;=! $ 9A>;A " 9>;9 % 9!>;@ " =;" %3

$佳丽娃娃菜%

9@>;! " :=;9 5 9;?= " =;=? %3 >@;A " 9=;? 5' 99>;= " =;" 5'

$春小黄娃娃菜%

9>@;: " :?;< % 9;?< " =;=: % 9=@;9 " ";! 5 9@:;< " =;A $%

说明&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

"#%

大白菜生物学性状和营养品质综合评价比较分析

为了全面反映不同大白菜品种的生物学形状和营养品质差异) 采用模糊数学隶属函数法对大白菜的

各生物学性状指标和营养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大白菜综合性状评价以生物学性状!株高- 叶长- 叶宽-

叶片数量- 开展度- 包心情况- 冻害情况#和营养品质!总硫苷- 可溶性糖- 可溶性蛋白质- 维生素
(

-

纤维素#为基础) 根据模糊数学基本原理) 运用加权平均法) 得到模糊隶属函数值+ 由表
"

可知) .夏

抗王% 的隶属函数值最高) .改良新夏阳% 隶属函数值比 .夏抗王% 低
A;9$

) .沂丰橘红心% .菊锦%

和 .佳丽娃娃菜% 隶属函数值为
=;=@<B=;=""

) 隶属函数值为
=;=!?B=;=@<

的品种有 .橘红心% .红圣白

:

号% 和 .春小黄娃娃菜%) 其中& .春小黄娃娃菜% 的隶属函数值最低) 为 .夏抗王% 的
"!;<$

'

!

讨论与结论

大白菜的营养品质与可溶性糖- 可溶性蛋白质- 维生素
(

和纤维素质量分数等营养品质指标有极显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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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大白菜生物学性状和营养品质综合评价比较

&'()* + ,-./'0'123* *3')4'12-5 -6 (2-)-728') 89'0'81*0: '5; 5410212-5') <4')21= -6 ,925*:* 8'(('7* 84)123'0:

品种 株高 叶长 叶宽
叶片

数量
开展度

包心

情况

冻害

情况
总硫苷

可溶

性糖

可溶性

蛋白质

维生

素
,

纤维素
隶属函

数值
排序

!橘红心"

">"!! ">"?@ ">"?+ ">""@ ">"!! ">??@ ">!A! ">""" ">"BC ">"+" ">"?$ ">""! ">"AC C

!沂丰橘红心"

">"!! ">"?! ">"?$ ">"!B ">"?? ">!!C ">B"" ">""A ">""! ">""" ">""+ ">"BD ">"++ B

!红圣白
!

号"

">"!? ">"!B ">"?! ">"?$ ">""$ ">!DB ">""" ">""" ">"B+ ">"!@ ">"+" ">"B? ">"AB @

!夏抗王"

">"?C ">"?! ">"!B ">""D ">""B ">B"" ">B"" ">"!A ">"D@ ">"!? ">""" ">""" ">"C@ ?

!改良新夏阳"

">""@ ">""A ">""@ ">""" ">"?? ">!+! ">B"" ">"?" ">"BB ">"!? ">"A+ ">"+" ">"C! !

!菊锦"

">""@ ">""$ ">""" ">""" ">"?? ">""" ">B"" ">"A" ">?"" ">"AB ">"AB ">"?+ ">"A@ +

!佳丽娃娃菜"

">""$ ">""A ">""A ">""+ ">""B ">?$$ ">B"" ">""A ">""" ">"!! ">""C ">"BA ">"A$ A

!春小黄娃娃菜"

">""" ">""" ">""A ">""D ">""" ">""" ">B"" ">"?A ">"+D ">"!+ ">"?" ">"?! ">"BC $

说明#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

著的相关性&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可溶性糖& 其次是纤维素' 可溶性蛋白质& 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质起

正向作用& 纤维素起负向作用 (

?B

)

* 本试验中& 可溶性糖质量分数最高的是 !菊锦" $

!!+>D .7

+

7

!?

%& 比

!早熟
+

号" !

E'-:94 +

"

(

?A

)高
BA>!"

, 可溶性蛋白质质量分数最高的是 !橘红心" $

!>!? .7

+

7

!?

%& 为 !北

京
B

号" !

F*2G257 B

"

(

?+

)的
!>B

倍, 维生素
,

质量分数最高的是 !红圣白
!

号" $

!%$>? .7

+

H7

!?

%& 比 !金

冠
!

号" !

I2574'5 !

"

(

?C

)低
?C>B"

, 纤维素质量分数最低的是 !改良新夏阳" $

?%!>B .7

+

7

!?

%& 明显高于张

耀伟等(

?@

)的研究结果$

%>BDJ

%& 可能是由于取样时期较晚且取样部位主要集中在外叶造成* 有研究表明#

可溶性糖含量的增加使大白菜甜度提高& 口感改善& 品质增强, 纤维素含量的增加使大白菜口感发硬并

且多渣& 严重降低其品质(

?$K#D

)

* 此外& 硫苷作为十字花科植物的主要活性成分& 且其降解产物也能影响

植物的风味和营养品质(

!%

)

* 本试验发现&

$

个大白菜品种芳香族硫苷质量摩尔浓度均低于脂肪族硫苷和

吲哚族硫苷质量摩尔浓度* !菊锦" 总硫苷- 脂肪族硫苷和吲哚族硫苷质量摩尔浓度均最高& !夏抗

王" 总硫苷和脂肪族硫苷质量摩尔浓度分别比 !菊锦" 低
AC>@"

和
$%>$"

. 大白菜主要以叶球作为食用

器官& 中国及东亚其他地区人们均偏好苦味较淡的口感& 因此 !夏抗王" 更符合人民大众的饮食习惯.

大白菜引种的关键除营养品质外& 还须考虑引入地的纬度- 海拔- 土壤- 气候条件对其生物学特性

的影响(

!#

)

. 本试验发现&

$

个大白菜品种引入浙江后& !红圣白
!

号" 和 !橘红心" 有冻害情况出现&

尤其是 !红圣白
!

号"# 冻害发生率高达
$@>#$J

. 因此& !红圣白
!

号" 不适宜在浙江地区引种栽培.

引入的大白菜品种包心情况差异较大&

C

个大白菜品种表现包心& 其中 !夏抗王" 包心率最高& 包心紧

实. !菊锦" 和 !春小黄娃娃菜" 分别引自日本和韩国& 但在浙江地区栽培并没有表现出原产地超强的

结球能力& 表现为不包心& 因此& 两者也不适宜在浙江地区引种栽培.

用隶属函数分析法对经济作物等进行综合评价已有报道(

!!L!+

)

. 本试验发现& !夏抗王" 的隶属函数

值最高& !改良新夏阳" 隶属函数值比 !夏抗王" 低
$>?"

& !沂丰橘红心" !菊锦" 和 !佳丽娃娃菜"

隶属函数值居中& !红圣白
!

号" !橘红心" 和 !春小黄娃娃菜" 的隶属函数值较低. 因此
$

个大白菜

品种中& 最适宜在浙江地区引种栽培的品种是 !夏抗王"& 其次是 !改良新夏阳"& !橘红心" 和 !红圣

白
!

号" 不耐低温& 易受冻害& !菊锦" 和 !春小黄娃娃菜" 不包心. 这
A

个大白菜品种均不适宜在浙

江引种栽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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