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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综述 了洋葱的种质资源、性状和品质遗传、组织培养、CMS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和遗传转化等 

方面的研究进展，并对进一步开展洋葱育种工作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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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葱(Allium cepa L．)属百合科葱属二年生植 

物，是世界上 主要蔬菜种类 之一 ，也是 我国主要的 

栽培和出 口品种。洋葱富含的多种硫化物 和糖类 

是其独特风味的主要成分，具有降低和预防血栓形 

成、降血脂、降血压、抗动脉硬化、预防心肌梗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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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可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和保健领域，随着研 

究的进一步深入，洋葱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植物资 

源⋯。本文主要综述了洋葱的种质资源和遗传育 

种研究进展，并对洋葱育种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出 

建议，以期为我国的洋葱育种发展提供参考。 

1 洋葱种质资源 

1．1 起源与分类 

阿富汗及其邻国是洋葱的起源 中心 ，全世界葱 

属植物大约有 700种 ，我 国大约有 110种 (包括变 

种和引进种)，其中69种在与阿富汗接壤的新疆地 

区 。按《中国植物志》的分类，我国葱属植物分为 

3 品种特征特性 

金冠属晚熟 品种 ，生长期 83 d(天 )左右 ，直筒 

舒心类型；株高 57．6 cm，开展度 61．1 cm，叶绿 

色，长倒卵形，最大叶长 58．4 cm、宽9．7 cm，帮白 

绿色；叶球长筒形，高 46．6 cm，横径 14．6 cnl；单 

球质量4．3 kg左右，据 2006年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蔬菜研究所 鲜食 、熟 食 品尝结果 ，口感 风味 品质 

优，纤维少；每 667 In 净菜产量 10 000 kg左右 ， 

净菜率 79．8％；田间表现抗病毒病、软腐病、霜 

霉病，适于辽宁、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秋露地 

栽培。 

4 栽培技术要点 

辽宁地区7月27日一8月3日播种，lO月下旬 

收获。株行距55 cm见方，每667 In 保苗2 000株。 

播前施足底肥，生长期及时浇水追肥，收获前 10 d 

(天 )停止浇水 ，及时防治杂草、病虫害。 

A New Chinese Cabbage F1 Hybrid一 ‘Jinguan’ 

Ma L~uan。，Li Rujing ，Yu Yanru ，et a1．(。Institute ofVegetables，Jinzhou Academy ofASScultural Sciences，Liaoning 

121017； Jinzhou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Abstract Jinguan is a new Fl hybrid of autumn Chinese cabbage with late—maturity developed by crossing genetic 

male sterile line A and inbred line 5ASl1．It can be harvested about 83 days after sowing．Its leaves are green and petiole 

is white—green．Its leaf head is 46．6 cm in height，14．6 cm in diameter，4．3 kg in weight．The plant is tall with cylinder 

shape．The yield is about 150 t·hm～．It is resistant to virus，soft rot and downy mildew，and it has very good commercial 

property．It is suitable for cultivation in open fields in autumn in Liaoning，Jilin，Inner Mongolia and Hebei． 

Key words Chinese cabbage，Jinguan，FJ hybrid，Late—mat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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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组，孟祥栋等 用 RAPD技术对 10个品种的基 

因组 DNA进行了遗传关系分析，认为洋葱和葱分 

属不同的组，洋葱和胡葱(A．ascalonicum L．)亲缘 

关系较近，并推测胡葱可能是大葱和洋葱的杂交 

后代逐渐进化而来的。何兴金等 用 RFLP技术 

对我国葱属 全部 9个 组 的代表 种 的两个 cpDNA 

片段 (rill6和 trnk基 因)进行 PCR扩增 分析 ，认 

为现有的9个组物种应分为6个亚属，其中葱组 、 

洋葱组和宽苞韭(A．platyspathum)应归于同一个 

亚属。这与前文所述不同，当然仅以两个叶绿体 

基因尚难确定其系统位置，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葱属的分类学问题一直是一个难题。洋葱传人我 

国不是在公认的20世纪初通过海上引人，而应该 

是早在公元 三世纪 ，西汉开通丝绸之路 后逐渐引 

进的。最初晋代郭义恭 的《广志》提到我国引人 

“胡葱”的事实，到公元十三世纪初，元代熊梦祥 

在《析津志》的“物产 ·菜志”中的“家园种莳之 

蔬”里列有 “回回葱”，经后来考证 ，“回回葱”实 即 

洋葱 。 

我国种质资源库收集洋葱种质材料 70份 。 

根据鳞茎形成特性可分为：① 普通洋葱(A．cepa 

L．)，按鳞茎皮色又分为红皮洋葱、黄皮洋葱、白皮 

洋葱；按鳞茎形成对 日照长度的要求可分为长 日、 

中日和短 日生态型。② 分蘖洋葱(A．cepa L．vat． 

agrogatum G．Don)。③ 顶球 洋葱 (A．cepa L．vat． 

viviparum Metz．)。 

1．2 种质创新与保存 

1．2．1 体细胞 杂交 Buiteveld等 71用欧洲大头蒜 

(Allium ampeloprasum L．，2n=4x=32)和洋葱 (A． 

cepa L．，2n=2x=16)通过原生质体对称融合获得 

再生杂种植株，核 DNA组成分析表明，大多数再生 

植株是杂合的，并且都是非整数倍。通过 ŷ射线处 

理洋葱原生质体、碘乙酰胺(IOA)处理欧洲大头蒜 

原生质体进行不对称融合未能获得再生杂种植株。 

1．2．2 种间杂交 大葱(A．fistulosum L．)具有许 

多洋葱缺乏的抗性基因，且与洋葱同属，一直是洋 

葱种间杂交的首选材料。将洋葱作为母本或父本 

与大葱杂交获得的F．都具有中间形态性状：纤细的 

鳞茎，偏向大葱的叶部形状，花杯状，花序和开花时 

间都处于两亲本的中间(Emsweller等，1935；van der 

Meer等，1978)。但无一例外的，F．都高度不育，用 

大葱作为轮回亲本(Ulloa等，1994，1995)，或者大 

葱先和 A．roylei杂交后再和洋葱杂交 ，后代育性 

都未得到改善。大葱的一些优良性状一直不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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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葱 中得到表达。 

Peffley等 用雄性不育洋葱材料 Excel 986A 

作为母本和 日本大葱品种 Bunching No．1杂交，用 

未加隔离的洋葱花粉开放授粉，连续回交两代，获 

得两个 F，BC3群体 951026和 951027，亲本之一 

Bunching No．1具有抗粉根病、黑粉病、叶腐病和葱 

蝇，以及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和耐寒性强的特性。 

通过 DNA组成分析和同工酶检测证实，F。BC 中许 

多鳞茎能正常膨大、偏向洋葱的花器、可育的高抗 

粉根病的植株都是基因重组后的杂交种。 

1．2．3 种质 离体保存 洋葱是异花授粉植物 ，杂 

合性很高，对一些独特基因型采用离体低温保存 

也许比用种子保存更适合。糖、红外光和乙烯在 

离体洋葱试管苗小鳞茎形成中有重要作用，一3～ 
一 1℃低温有利于离体洋葱鳞茎的保存(Kahane 

等，1992)。不同基因型洋葱鳞茎低温离体保存 

中，糖浓度是最主要的影响因子，高浓度(100 g· 

L )一1℃ 保 存 1 a，小 鳞茎 的 萌芽 率 超 过 
80％ [。叭 

2 洋葱育种研究进展 

2．1 性状遗传 

庄勇等¨̈ 以 7个品种(系)为材料，对洋葱鳞 

茎紧实度的杂种优势和遗传参数进行分析估算。 

试验结果表明 ，洋葱鳞茎紧实度大多表现为负 向的 

杂种优势，其遗传符合加性 一显性模型，狭义遗传 

力为 0．15。陈沁滨等  ̈ 研究了3个不同生态型 

的洋葱鳞茎在休眠期间生理生化的变化，发现洋葱 

收获后其休眠强度和鳞茎横径、鳞茎质量、可溶性 

糖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与鳞茎纵径呈显著负相 

关，和干物质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与其他性状相 

关性不显著。说 明洋葱鳞茎横径越大 、质量越大、 

可溶性糖含量越高，鳞茎休眠程度越弱，即耐贮性 

越差；鳞茎干物质含量越高，耐贮性越好。在生理 

方面，高水平的ABA含量、低水平的 IAA含量、较 

低的可溶性蛋白质和较高的可溶性糖含量有利于 

休眠的维持。 

2．2 品质遗传 

多数品质性状是数量性状，洋葱的独特风味是 

由挥发性物质和非挥发性硫化物构成的(Randle， 

1992)，既有可遗传因素(Simon，1995)，也极易受环 

境影响，如灌水、温度、施用硫肥等。尽管如此，经 

过研究者的努力 ，还是获得 了一些 有意义的结论 ：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干物质含量是高度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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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lair，1995)，和鳞茎大小 (McCollum，1968)、辛 

辣程度(Randle，1992；Simon，1995；Bedford，1984)、 

抗血小板凝集能力(Onion-induced antiplatelet activi- 

ty，OIAA)正相关(Debaene，1999)。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有很高的遗传力，可能包括 4～1O个基 因 

(Warid，1952)，广义遗传力为 0．6～0．8(Kadams 

等，1986；Lin等，1995)，狭义遗传力为0．30～0．64 

(Wall，1999)。庄勇等 认为干物质、可溶性固形 

物、可溶性糖、丙酮酸含量的遗传受寡基因控制，蛋 

白质含量的遗传受两组基因控制，5个品质性状的 

遗传均存在超显性现象，且干物质含量基因的显性 

方向指向增效，具有增效作用；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基因、可溶性糖含量基因、蛋白质含量基因和丙酮 

酸含量基因的显性方向均指向减效，具有减效作 

用 。干物质、可溶性固形物 、可溶性糖 、蛋 白质和丙 

酮酸含量的狭义遗传力分别为 0．56、0．69、0．59、 

0．30和 0．22。 

自建立第一张低密度洋葱分子标记连锁图谱 

后[163，Galmarini等  ̈研究发现，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高的洋葱品种，辛辣程度和 OIAA也高，和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低的品种相比，其 QTLs分子标记主要位 

于连锁群 D、E和 F上，特别是连锁群 E，QTLs分子 

标记在染色体某个区域上的遗传图距在40 cM内。 

这段区域对干物质含量、辛辣程度和 OIAA具有直 

接的遗传加性效应，这和表现型的相关分析是一致 

的。并且还计算出辛辣程度和 OIAA的广义遗传力 

为 0．36～0．54。 

2．3 组织培养 

2．3．1 植株 再生 1966年 ，Guha和 Johri首次报 

道用授过粉的洋葱子房或胚珠离体培养获得再生 

植株和种子 。随后多年的研究表明，洋葱的许多组 

织都可以作外植体，茎尖、鳞茎盘、鳞片、成熟或未 

成熟花蕾、子房、胚珠、花托、未成熟的胚和种子 

等、】引。这些外植体多为旺盛的分生组织，存在巨大 

的分生潜力，易于脱分化和再分化。 

已经建立的再生体系，其共同特点是每个外植 

体产生的芽数 目相对较低，如以鳞片为外植体，每 

个外植体大约能产生 1O个芽(Fujieda等，1979)。 

以花为外植体大约只有 1O％的花能诱导出芽，平 

均每个外植体产生 5个芽(Pike等，1990)，或每个 

花序只能获得 42．4个芽 (Mohamed．Yasseen等， 

1993)，离体培养的芽可以继代，繁殖周期需 3～4 

个月。 

Luthar等  ̈采用两步法培养成熟的花或子房， 

先将成熟花在含 2 mg·L 2，4一D和 2 mg·L 

6一BA的诱 导 培养 基 上 培养 6 d后转 移 到 含 2 

mg·L TDZ的分化 培养基 上直接 再生 出小苗 。 

该方法没有经过愈伤组织，减少了变异，其中花蕾 

最高诱导频率为 57．2％，子房为39．4％。 

2．3．2 原生质体培养 对葱属 9个种、29个品种， 

酶解分离花粉原生质体，其中洋葱未能获得成功， 

表明洋葱分离原生质体比较困难(Fellner，1992)。 

Hansen等 叫将愈伤组织悬浮，采用酶解法获得原 

生质体，然后半固体培养，诱导再生植株，每克细胞 

可再生 6个芽。 

2，3．3 雌核发育途径(gynogenesis)诱导单倍体 

以未授粉的子房 (Muren，1989；Keller，1990)、胚珠 

(Keller，1990；Campion等，1990)通过雌核发育途径 

获得单倍体植株的技术已相当成熟。雌核发育途 

径获得单倍体植株有两个途径：胚状体途径和愈伤 

组织途径，洋葱主要是胚状体途径，只有 Keller发 

现极少见的愈伤组织途径。 

选择开花前3～5 d的子房用于培养，诱导频率 

较高(Campion等，1992；Bohanec等，1995)，此时胚 

囊处于大孢子母细胞时期。离体培养的培养基采 

用改 良的 BDS配方 ：100 g·L 蔗糖 +2 mg·L 

2，4一D+2 mg·L一 BA在 21～23 oC，16 h／8 h(光 

照／黑暗)下培养 3～5个月即可获得单倍体植株， 

对再生单倍体植株进行同工酶和 RAPD遗传分析， 

显示出很高的遗传稳定性 卜 。 

2．4 细胞质雄性不育(CMS) 

2．4．1 洋葱雄性不育的类型 常见的洋葱雄性不 

育类型包括 s型不育(Jone等，1937，1943)和 T型 

不育(Berninger，1965；Schweisguth，1973)。前者由 

不育的细胞质因子(s)和核隐性单基因(ms)共同 

控制 ，后者由不育的细胞质因子 (S)及 3对独立遗 

传的隐性核基因控制。Pathak等(1993)在印度尼 

西亚的一个洋葱 品种 Nasik White Globe中发现 了 
一 种新的不育源 ，它的不育性是 由强烈的细胞质不 

育因子控制的，已被转育到 7个不 同基因型的材料 

中，并利用它们生产了洋葱 F 种子。利用此不育 

源与350份材料(包括一些含有 s胞质恢复基因 

Ms的材料)测交，测交后代均为雄性不育，到 目前 

为止该雄性不育还没有发现恢复系 。这是不同于 S 

型、T型的新型洋葱雄性不育源，目前此类雄性不 

育利用主要在印度尼西亚，但应用前景广阔。 

2．4．2 洋葱雄性不育的发育生物学研究 Holford 

等(1991)以雄性不育系和育性正常的近等基因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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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系)为试材，系统研究了洋葱 s型雄性不育系 

的细胞学形态特征 ，在洋葱花粉小孢子的发育过程 

中发现洋葱小孢子有3种形式的异常：① 在小孢子 

四分体阶段，绒毡层细胞未成熟就退化；② 在小孢 

子二分体阶段，绒毡层过度生长、肥大，随后 自溶； 

③ 绒毡层形态完全正常，只是存在的时间过长。可 

育和不育的洋葱都存在绒毡层自溶现象，只是自溶 

的时间不同(Kobabe，1958；Jirik等，1969)。 

Dyki(1973)在 T型雄性不育系中也发现了小 

孢子发育过程中的类似的绒毡层异常表现。 

2．4．3 洋葱雄性不育分子标记的研究 

① 细胞质不育基因的标记。洋葱是核基因组 

较大的植物，每 1C的核苷酸上有 15 500 Mbp，而番 

茄等作物只有 650～1 000 Mbp，所以洋葱核基因在 

进行 RFLP分析时，Southern杂交不易看到杂交信 

号 ，要达到番茄 Southern杂交的效果 ，Southern杂交 

的灵敏度就要提高 15倍(Kik等，1997)。因此，洋 

葱雄性不育性状的分子标记研究主要集中在细胞 

质基因组中。 

② 不 育胞 质 的 RFLP标记。de Courcel等 

(1989)以 Bam HI和 Hind III为内切酶 ，获得了可以 

区别洋葱 s型和 T型、N型的 mtDNA的 RFLP标 

记，但未获得区别 T型和 N型的 RFLP标记。Ho1． 

f0rd等(1991)分别以6种内切酶处理mtDNA和cp- 

DNA，再分另0以COX一3、COX一1、COX一2、cob、atp6和 

atp9基因为探针，获得了区分 s型和 T型、N型胞 

质的mtDNA的RFLP标记，同时也获得了同样效果 

的cpDNA的 RFLP标记，但是这两种标记都无法区 

分T型、N型细胞质，他们由此推断 s型胞质是洋 

葱的外源胞质，而 T型胞质是洋葱的内源胞质。 

Satoh(1993)、Havey(1993)等 以不 同的内切酶 

和探针处理 ，都获得了区分 S型和 N型、T型胞质 

的 RFLP标记。 

③ 基于 PCR的不育胞质分子标记。RFLP分 

析技术要求较高，它需要一定量、高纯度的cpDNA 

或 mtDNA，同时在 Southern杂交时，还需要合适的 

引物。RFLP分析费时、难度大，很难用于实际的分 

子辅助选择。鉴于此，许多学者研究出了基于 PCR 

的洋葱细胞质不育标记。 

Havey 首次报道了洋葱细胞质雄性不育 PCR 

标记，研究发现 N型与 s型胞质 cpDNA上 trnT和 

trnL两个基因间的间隔区(intergenic spacer，IGS)不 

同，即N型胞质上有一特殊的 100 bp的插入序列， 

以trnT和trnL两个基因间保守序列为引物(A：5’一 

． ． ． — — 40 ．．．—— 

CA’I’IlACAAATGCGA’I C’rC rC 一3’。B：5’一 rC IIAC— 

CGAqq'CGCA]qq'CGCCATATC一3’)进 行 PCR扩增 ， 

获得了可区别洋葱 s型和 N型胞质的特征谱带(1 

或 1．1 kb)。 

Alcala等 研究 S型与 N型 cpDNA的基因间 

非转录区，发现存在单核苷酸差异的多态性及串联 

重复的多态性，在此基础上，通过 PCR分析，也可快 

速鉴定洋葱的s型或 N型胞质。Terefe等 进一 

步研究还发现 trnT、trnL基 因之间存在一细小的变 

异 ，是一个变异的热点区域。 

Sato 发现洋葱 S型胞质 mtDNA的 cob基 因 

中有一特殊的转录，s型胞质线粒体 cob基因上游 

有一个叶绿体同源的oq]708基因(从烟草中分离) 

的插入。以此上游序列两侧的核苷酸序列为引物 

进行PCR扩增，获得了区分s型和N型胞质的特征 

谱带，可快速、正确地区分一个单株的胞质是 s型 

或 N型。 

最近，Engelke等 首次报道了可以鉴定洋葱 

3种不同胞质的 PCR标记。以细香葱雄性不育 

(CMS1)胞质 mtDNA的 0 基因的特定序列为引 

物，对洋葱的mtDNA进行 PCR扩增，可以将 s型、T 

型与N型胞质区分开；再以cob基因的上游特殊序 

列为引物，进行 PCR扩增，可以将 s型与 T型胞质 

区分开。这两种引物结合，就可以在分子水平上快 

速鉴定洋葱3种不同的不育与可育细胞质。 

Alcala等 报道采用 GBA(Genetic Bit Analy． 

sis)分析方法可快速鉴定可育与不育胞质。这是一 

种基于PCR及酶切比色分析的新型分子标记，分析 

等位基因间单核苷酸的多态性。该方法以前主要 

用于人类疾病的诊断与亲子关系的鉴定。Alcala发 

现 GBA标记可快速区分可育与不育胞质，这种分 

析方法达到了半 自动化的程度。 

陈沁滨等  ̈ 对洋葱雄性不育系101A及其保 

持系101B基因组 DNA进行 RAPD分析，共使用了 

200条随机引物，其中有 188条引物在两系之间都 

得到了扩增产物，68条引物扩增结果在两系之间表 

现出了遗传多态性。在其不育系中获得了一条稳 

定扩 增 的 片段 AK15 珈，序列 测定 结 果表 明， 

AK15 。。序列全长为 1 360 bp，其编码的氨基酸序列 

与水 稻 (Oryza sativa)的 GA3基 因 (AP005256．3， 

GI：50508703)序列有 59％的同源性和 75％的相 

似性。根据序列测定结果设计了一对特异引物，将 

AK15 转化为更稳定的SCAR标记。 

④ 恢复基因位点的标记。与细胞质不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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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相比，细胞核恢 复基 因标记的研究相对较慢， 

主要是洋葱收获的鳞茎是营养器官，利用其不育系 

配制的一代杂种只需有优良的父本系就可以了，不 

需要研究不育系的育性恢复。Gokce等 ” 首次 

报道了Ms位点的分子标记。以s型洋葱雄性不育 

系与其恢复系杂交后代的 F 群体为材料，获得了3 

个与Ms位点连锁的具有多态性的RFLP标记，连锁 

距离分别为 0．9、1．7和 8．6 cM。AOB272(cDNA) 

是与Ms位点最接近的RFLP标记，并具有良好的多 

态性 。 

2．5 分子育种 

2．5．1 洋葱的分子标记连锁 图谱 洋葱的全基因 

组十分庞大，有 17．9 Pg(Labani等，1987)，大约 153 

亿碱基对(Arumuganathan等，1991)，是玉米全基因 

组的6倍、番茄的 16倍、拟南芥的 107倍，因此建 

立高密度的分子连锁图谱十分困难。King等 用 

BYG15—23和 AC43杂交获得的 F．经两代自交得 

到 58个 F M作图群体 ，采用 RFLP和 RAPD方法构 

建了第一张低密度的洋葱分子连锁图谱，图谱中包 

括由 112个分子标记和 2个形态标记构成 的 12个 

连锁群，遗传图距全长 1 064 cM，平均两个相邻标 

记的距离为9．2 cM，其中42％标记紧密连锁(<10 

cM)，5％标记松散连锁(10～30 cM)，53％标记不 

连锁(>30 cM)。112个分子标记 中，44个 (39％) 

是显性标记 ，68个 (61％)是共显性标记。两个形 

态标记，一个是决定洋葱表皮颜色的色素基 因 

Crb一1(表现 为 红色 )处 于 H连 锁 群 RFLP标 记 

API94(16．1 cM)和 API76(15．9 cM)之 间；另一个 

是决定洋葱雄性不育 的核基 因 Ms，处于 B连锁群 

RFLP标记 AOB210(14 cM)和 API65(15 cM)之间。 

在 A连锁群中还发现了两个相近的蒜氨酸酶(Allii． 

nase，EC4．4．1．4)RFLP连锁标记(6．9 cM)。根据 

克隆到的部分 cDNA片段序列，发现 12个(67％) 

片段序列与已知的植物 同源。特别是不在连锁图 

谱中的 RFLP标记 AOB156克隆序列和谷胱甘肽转 

移酶同源。其余6个(33％)片段序列没有找到相 

匹配的植物同源序列。 

2．5．2 根癌 农杆菌(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介 

导的洋葱遗传转化 大多数单子叶植物在细胞 内 

缺乏诱导 Vir蛋白表达的一些酚类物质 ，所 以不能 

被根癌农杆菌侵染 ，Dommisse等 (1990)采用体外 

添加乙酰丁香酮(AS)的方法使洋葱也 能被农 杆菌 

侵染，Eady等 。。 选取 0．5～2．5 mm长的洋葱幼 

胚通过体细胞胚性化途径获得洋葱再生植株(品种 

为 Canterbury Longkeeper，CLK)，同年用这些幼胚进 

行筛选抗 生素和选择压 的试验 ，结果表 明潮霉素 

(Hygromycin)、G418(Geneticin)和 Basta选择压分 

别在50～100、20～50和 10～30 mg·L‘。时都是有 

效的筛选抗生素，当潮霉素选择压在 10—30 mg· 

L 时会抑制愈伤组织的生长但却有助于提高再生 

植株的频率。通过这些基础工作，Eady等 建立 

了一条有效的、可重复的、用自然授粉的洋葱幼胚 

通过根癌农杆菌介导的遗传转化体系，最高转化频 

率达2．7％，从外植体分化成再生苗到定植到温 

室 ，需要 3～5个月。 

3 洋葱育种研究展望 

我国的洋葱育种起步较晚，因洋葱的自然生育 

周期较长，长期 以来 ，育种家们 主要进行常规育种 

和品种引进。近 10年来 ，洋葱在农产 品出口贸易 

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引进或选育出的洋葱品 

种有40多个，其中通过系统选育途径选育的品种 

有港 葱 841、港 葱 845、阳春 黄、世 纪 黄 、连 葱 系 

列 弼 等；通过辐射育种途径选育的品种有西葱 2 

号 ；通过雄性不育利用途径选育的品种有金罐 1 

号、金红叶 1号等 ⋯。展望未来，笔者认为我国的 

洋葱育种工作今后应着重加强以下两个方面。 

① 加强洋葱种质资源引进、收集和研究。欧 

洲、美国和 日本在洋葱种质资源的研究和利用上远 

超过我国，因此应加大力度引进国外优良的品种和 

种质，以丰富我国的洋葱育种材料。此外我国地域 

辽阔，地方品种类型丰富，不同类型品种其遗传特 

性有很大差异，深入研究其性状的遗传特性，将常 

规育种与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相结合，创制抗逆、 

雄性不育新 材料 ，或缩 短雄性不育材料 的选育过 

程 ，为洋葱品质育种 、抗逆育种提供 丰富的遗传种 

质材料 。 

② 洋葱育种方向的多样化。随着洋葱市场的 

日益扩大，鲜食、加工对洋葱品种要求也不尽相同， 

如脱水洋葱要求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比鲜食洋葱高， 

鲜食洋葱要求辛辣度低而抗血小板凝集能力高等。 

因此，在洋葱育种过程中，除考虑抗病、丰产、产品 

和成熟期一致等性状外，还应兼顾市场需求，明确 

不同的育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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