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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豆遗传资源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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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 要 阐 述 了 当 前 我 国 对 大 豆 遗 传 资 源 的 收 集 、保 存 、评 价 、利 用 以 及 利 用 分 子

标 记 、 大 豆 遗 传 图 谱 和 组 织 培 养 等 手 段 对 大 豆 遗 传 资 源 的 研 究 和 利 用 的 进 展 情 况 ， 为 进 一

步 深 入 研 究 大 豆 遗 传 资 源 提 供 参 考 信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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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经收集保存了 (" $$$ 余份 栽 培 大 豆 资 源 ，# $$$ 余 份 野 生 资 源 ，是 世 界 保 存

数量最多的国家。对这些大豆遗传资源进行了起源进化、农艺性状、品质分析、抗病虫性

和抗逆性等性状的表型评价，初步鉴定出一批优异种质，并供研究与育种利用。国外引

种的直接和间接利用在我国大豆育种与研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要对大豆遗传资

源 的 评 价 与 利 用 进 一 步 深 入 研 究 ，就 必 须 在 分 子 生 物 学 方 面 入 手 ，利 用 生 物 技 术 、大 豆

遗传图谱和大豆组织培养等手段进行研究。

! 大豆遗传资源的研究基础和进展

!,! 大豆遗传资源的收集与保存

经过 !+&#、!+,+ 和 !++$ 年 " 次全国范围收集，共收集栽培大豆遗传资源 (" $$$ 余

份，占世界 ("-。在全国 .(! 个县（市）收集到不同类型的野生大 豆 种 质 # $$$ 余 份 ，占

世界野生资源的 +$-以上，均居世界各国保存大豆种质资源之首。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大

豆研究所对大豆种质资源（包括野生和栽培）进行了细致的系统研究，在种质的收集、整

理、保存、分析研究和利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建起了保存期为 !$ 年以上的中期遗传

资源库。收集栽培资源 # .+( 份，占全国大豆种质资源的 "&-；野生资源 ( ,&+ 份，占全

国野生资源的 )(-，并对 &. 个性状进行全面鉴定评价。引进国外资源 ! $$$ 份，极大的

丰富了大豆遗传资源库。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保存大豆种质资源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大

豆的原产国。因此，世界各国对中国大豆遗传资源非常感兴趣，期望从中能鉴定出新的

有益基因。

!,( 大豆遗传资源的评价与利用

对 (" $$$ 余份大豆遗传资源已 经 进 行 了 形 态 性 状 、种 子 性 状 、营 养 品 质 、抗 病 虫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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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抗逆性的表现型评价，从中初步筛选出一批优异的资源，但评价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

深入。

收集的大豆种质资源经过评价后，已经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大豆育种。在 !" 年代，一

些优良农家种，如山东的腰角黄和爬蔓青，河南的牛毛黄，湖北的矮脚早和猴子毛，江苏

的泰兴黑豆等在生产上利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迄今为止，南方省份的农民还在利用其中

的一些地方品种。到上世纪 #" 年代，矮脚早在湖北、湖南、江苏和浙江等省的累积种植

面积达到了 $" 万 %&$。而猴子毛和泰兴黑豆仍然是长江流域春播和夏播大豆区域试验

的对照品种。通过对农家品种的纯系选 择 ，培 育 出 一 大 批 优 良 品 种 ，如 黑 龙 江 的 紫 花 ’
号、山东的齐黄 ( 号、江苏的 !#)(*( 和湖南的湘豆 + 号。用这些品种作亲本又培育出一

批新品种，通过系谱分析有 ($, 个品种来源于紫花 ’ 号，!# 个品种来源于齐黄 ( 号，*(
个品种来源于 !#)(*(。进入 -" 年代，优良的育种品系如郑 --$’,、铁 -*$(、克 ’’+")$" 等

已成为大豆育种主要亲本来源。现代育成品种与老品种相比，在播种面积、产量潜力等

方面都有很大提高，如黑龙江省培育的合丰 $! 累积种植面积 ("" 万 %&$，其它优良品种

包括吉林的吉林 (*、吉林 (# 和吉林 $-，利用当地品种育成优良青豆新品种吉青 ( 号 和

吉青 +#，辽宁的辽豆 ("、河北的冀豆 - 号、湖北的中豆 (, 和山东的鲁豆 ’ 号等，其种植

面积都在 $" 万 %&$ 以上。到目前为止，仅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大豆所利用品 种 资 源 育 成

的品种就有近百个。

野 生 大 豆 在 大 豆 不 育 系 研 究 中 的 应 用 ，孙 寰 等 从 (,#+ 年 开 始 ，利 用 野 生 大 豆 通 过

远缘杂交的途径，在世界上首次获得了具有野生表现型的大豆质)核互作不育系及同型

保持系。在选育肥饲兼用新品系中的应用，李莹等（(,,"）利用种间杂交方法培育出 ! 个

肥 饲 兼 用 新 品 系 ，王 金 陵 等 （(,#*）利 用 野 生 大 豆 选 育 出 营 养 体 繁 茂 的 绿 肥 牧 草 类 型 材

料。在创高蛋白材料中的应用，王金陵等（(,#*）利用野生大豆配制的组合中获得蛋白质

含量 !".以上的株系 * 个，杨光宇等（(,,+）选育出具有一定产量水平，直立或半直立型

的 蛋 白 质 含 量 超 过 !".的 株 系 ’ 个 ，吴 冈 梵 等 （(,##）获 得 蛋 白 质 含 量 ’#/+’.，比 沈 农

$!("’ 品种高 +/*,.的种间杂种，姚振纯等 0(,,’1 选育出蛋白质含量 ’#.以上的龙品

##"- 大豆新品系，李福山等利用野生大豆也选育出蛋白质含量 ’#.以上栽培型的中间

材料 $ 份。在创高产材料中的应用，郑惠玉等（(,#!）利用野生大豆与优良栽培种杂交，

得到比吉林 $" 增产 ($. 2 (!.的高产品系，王金陵等（(,#*）利用对种间杂交自交或回

交改良获得产量潜力大的多荚丰产型、强分枝丰产型和多节丰产型育种中间材料，吴冈

梵 等 （(,,#）获 得 每 节 着 生 # 2 (" 3& 长 的 花 序 ，每 个 花 序 着 生 (" 个 以 上 荚 的 长 花 序 类

型 ，姚 振 纯 （(,,+）选 育 出 分 别 比 对 照 品 种 增 产 (’/,.和 ($/-.的 $ 个 高 产 品 系 455!"
和 455’+，杨光宇等（(,,+）利用种间杂交或 一 次 广 义 回 交 的 方 法 创 造 出 一 批 百 粒 重 ("
6 左右、单株荚数 +"" 个以上、有效节 $! 个以上，直立型百粒重 $" 6 左右、单株荚数 (!"
个 以 上 、主 茎 有 效 节 数 $! 个 以 上 的 中 间 材 料 ，选 育 出 吉 育 !, 和 吉 育 ** 两 个 高 产 大 豆

新品种，李福山等选育出的中品 ,’)* 新品系，(,,! 年在北京市大豆区域试验中名列前

茅。在选育小粒黄豆出口新品种中的应用，近 (" 年来，吉林省农科院、东北农业大学和

黑龙江省农科院等单位利用野生和半野生大豆选育出一批外贸出口专用的小粒黄豆新

品种，成功的将蛋白质高、丰产性好、抗逆性强等优良性状结合于一体，并有效地克服了

野生种的不良性状，实现优良基因间的重组。在 (,," 年之后，先后选育出吉林小粒 (
号、东农小粒 ( 号、吉林小粒 + 号、吉林小粒 ’ 号、吉林小粒 ! 号和吉林小粒 * 号。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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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种 粒 小 、早 熟 ，比 对 照 品 种 增 产 !"#以 上 ，品 质 优 良 。 为 国 家 出 口 创 汇 $ """ 多 万 美

元，新增纯效益 % 亿多元人民币。

新 品 种 在 生 产 上 不 断 应 用 ，使 品 种 在 不 同 地 区 更 新 换 代 了 $ & ’ 次 ，推 动 了 大 豆 生

产的发展。中国大豆品种的演变历史及应用结果表明，应加强大豆品种资源的深入评价

与拓宽利用研究。

!"# 国外引进大豆品种资源的利用

从国外引进大豆遗传资源的数量以美国最多，从美国引进大豆新育 成 品 种 ($" 份 ，

近等位基因系 $"" 份，遗传材料 !$" 份。此外，还从日本、韩国、加拿大、前苏联和东欧等

国引进包括高产、抗各种主要病害及优质、特用遗传资源 ) """ 余份。

当 前 ，国 外 引 进 品 种 中 直 接 利 用 效 果 最 好 的 为 美 国 大 豆 品 种 *+(,$%%，经 过 试 种 和

扩大种植，表现高产、高抗大豆 花 叶 病 毒 病 、优 质 （蛋 白 质-脂 肪 含 量 在 ’(#以 上 ）、抗 倒

伏、适于间作套种，深受试种地区农民欢迎，该品种在北京地区比对照品种增产 )"#，在

昌 平 、通 州 、房 山 等 地 均 有 产 量 为 % $"" ./ 0 12) 的 高 产 地 块 ，是 国 内 仅 有 的 几 例 高 产 记

录品种之一。!33+ 年冬引入云南多点试种，比当地品种增产 ("# & ’"#，被认为是冬季

农业开发项目中可推广的冬大豆主栽品种。

国外引进大豆资源多数都被用做亲本进行间接利用，已育成一批新品种。例如，用

瑞典品种 *4/5678 与东农 %9,!: 杂交选育出极早熟品种东农 (’，使我国大豆生产向北

推移了 !"" .2。 据 邱 丽 娟 和 常 汝 镇 （!33(）统 计 ，我 国 已 成 功 利 用 国 外 品 种 育 成 新 品 种

!)! 个。在东北地区以杂交方式育成的 !)( 个品种中有 )3 个品种含日本“十胜长叶”血

缘。其中具有十胜长叶血缘的合丰 )$ 和吉林 )" 是利用国外引种培育优 良 新 品 种 的 范

例。此外，利用其它国外种质还培育出辽豆 !"、冀豆 9 和吉林 )9 等优良品种。利用日本

大粒黑豆丹波黑进行辐射育成大粒黑豆新品种吉黑 %’，中国农科院品资所正在将国外

引进的脂氧化酶缺失基因转入黄淮地区早熟、抗病、高产和优质的夏大豆品种鲁豆 % 号

中，以培育我国无豆腥味的优良大豆种质。

!"$ 应用生物技术手段评价大豆遗传资源

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为鉴定大豆遗传资源的基因型创造了条件。 与 传 统 的 表 型

鉴定相比，在分子水平鉴定大豆遗传资源具有不易受环境条件影响、鉴定快速和准确等

优点。进入 3" 年代，我国开展利用已经鉴定出的或引进的优异种质对大豆重要基因进

行分子标记，评价大豆种质遗传多样性，辅助选择大豆优良种质的研究。

!"#"! 大豆遗传图谱

中 科 院 遗 传 所 等 建 立 重 组 近 交 体 系 群 体 ;<=>?@， 提 出 模 拟 群 体 抽 样 标 准 法 （ABC
AD），用以判别异常偏分离家系和标记，并进行群体调整。采用 ("3 个 =E*B、AA=、FE*B
标记进行遗传作图，发现调整与不调整的作图结果有明显差异，从而建立了调整后的图

谱，总遗传距离为 ( !!’G% HI，可与国际图谱相对应。

!"#"$ 重要基因分子标记的鉴定与利用研究

JK4 等 （!33+）用 LAF 法 鉴 定 出 共 显 性 、与 耐 盐 0 盐 敏 感 等 位 基 因 紧 密 连 锁 的 =FB:
标记，并应用于大豆遗传资源耐盐鉴定和育种后代鉴别真伪杂种、区分纯合与杂合个体

的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该标记获得的方法与应用已申请国家专利。

除大豆耐盐基因标记外，大豆其它重要基因的分子标记也取得了进 展 。 郑 翠 明 等

（!33+）用“抗病M感病”组合 E) 代鉴定出一个与东北 AIN 的 ( 号强毒株系抗性基因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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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子标记。与江苏 !" 株系和 !# 株系抗性基因连锁的 $%&’ 标记也已经获得。关于大

豆孢囊线虫病，()*+",（-../）鉴定出 一 个 与 抗 病 基 因 连 锁 的 !!$ 标 记 ，可 将 美 国 的 抗 感

基因型划分为四个 !!$ 等位位点。此外，还鉴定出与大豆灰斑病抗性基因连锁的 $%&’
标记和与恢复基因有关的 !!$ 标记。上述分子标记研究，建立起了一套快速、准确和高

效的筛选方法，将有益于对这些基因的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 大豆种质遗传多样性的分子标记评价

大 豆 种 质 遗 传 多 样 性 的 分 子 标 记 分 析 可 用 于 研 究 系 统 进 化 和 亲 缘 关 系 （0")1 等 ，

-..2），区 分 栽 培 大 豆 和 野 生 大 豆 （3"4+5", 等 ，-..6），区 分 大 豆 的 基 因 型 （$7,+8*, 等 ，

-..6）。邱丽娟等（-..9）对美国的 -/ 个祖先品种和中国的 69 个祖先品种进行 $%&’ 分

析 发 现 ，虽 然 美 国 的 资 源 大 多 引 自 于 中 国 ，但 聚 类 时 却 和 中 国 的 材 料 截 然 分 开 ，两 国 南

北材料也存在明显差异，这为互相引种提供了依据。(5*, 与 :*;<7,（-../）从中国的 = 个

大豆主产区和不同的地理条件选取有代表性的 >? 份栽培大豆，用 $%&’ 标 记 进 行 了 分

析。用 =- 个随机引物扩增出 2>- 个标记带，找到了 -26 个具有多态性。聚类分析表明，

$%&’ 多态性与实际地 理 环 境 差 异 基 本 一 致 ，并 且 能 很 好 的 重 复 ，可 以 有 效 的 反 映 我 国

大豆的遗传多态性。@*,+ 等（-...）通过对亲本及后代品系基因组 ’:% 的 $%&’ 位点分

析结果表明，种间杂种后代用栽培大豆在 A- 代回交比 A2 回交能较多地保持野生大豆的

遗传物质。

大豆组织培养研究，成功用最便利的外植体（成熟种子萌芽子叶及其他组织），通过

器官发生及体细胞胚胎发生的高效植株再生技术，成功率达 =?B；明确大豆愈伤组织的

形态发生类型及其与分化能力的关系，找出典型的器官发生型愈伤组织和体细胞胚胎

发生型愈伤组织的形态特征，用以进行早期鉴别。

在大豆原生质体培养方面，提出不同激素条件下原生质体培养的愈 伤 分 化 效 果 和

植株再生技术，并获得再生植株；通过大豆原生质体再生细胞与农杆菌共培养转移 CD!
基因与 :&EFF 成功；用农杆菌转化大豆子叶节愈伤组织获再生小植株。

!"#"# 大豆重要基因分子标记及研究

中国农科院品资所根据国家农作物种质评价数据库资料，从全国随 机 选 择 耐 盐 种

质 =. 份和抗盐敏感种质 2? 份进行田间耐盐性重复鉴定和分子标记分析 研 究 。 结 果 表

明 ，重 复 鉴 定 的 耐 盐 性 表 现 型 与 分 子 标 记 鉴 定 结 果 基 本 吻 合 ，符 合 率 高 达 ./B以 上 ，表

明分子标记鉴定大豆耐盐性的准确性。

2??- 年 ，国 家 大 豆 改 良 中 心 与 中 科 院 遗 传 所 合 作 ，利 用 所 作 遗 传 图 谱 定 位 了 -- 种

农艺品质性状的 GE0<，定位结果与分离分 析 检 测 遗 传 模 型 的 结 果 可 以 相 互 印 证 。 利 用

所 作 遗 传 图 谱 进 一 步 定 位 了 抗 !"、!(H/、:-、:= 的 基 因 在 :/H（’-IJK）上 ，得 到 了 = 个

$A0& 标记 %I.-E、L>99- 和 (6E。在大豆抗孢囊线虫病遗传研究的基础上筛选 =?? 个随

机引物，得到 - 个与 = 对隐性重叠基因中的 - 对有关的 $%&’ 标记 M&%MH-.-2??。

现已采用 #N’:% 和 OP’:% $A0& 标记、生化标记以及形 态 标 记 研 究 中 国 野 生 大 豆

不同生态群体的遗传多样性，发现南方地区是野生大豆遗传多样性中心。细胞器 ’:%
的 $A0& 标 记 #N!、#N"、OP#"、OP#Q， 细 胞 核 ’:% $%&’ 标 记 M&%&>H/、M&%&6H-、

M&%&.H/、M&%&2?H/ 以 及 等 位 酶 标 记 FR5-、%N5、FR52 和 ’S" 等 与 从 野 生 大 豆 向 栽 培 大

豆进化有关。由 = 个生态区的栽培大豆与南方野生豆遗传距离分析提出南方起源假说。

通过 %A0& 指纹分析建立了野生大豆与栽培大豆的鉴别体系。

2? 吉 林 农 业 科 学 2/ 卷



! 大豆遗传资源研究面临的问题和探讨

大豆遗传资源表型重复评价出的优良基因是分子标记和育种的基础 ， 已 在 实 践 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国家遗传资源攻关中仅对保存的部分遗传资源的抗病性、抗逆

性和品质等性状进行了初筛，对少数的高抗、优质等特性进行了重复鉴定。而复鉴的数

量之少与研究和利用的要求差距很大。例如，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培育出在生产上推

广的抗 !"#$ 号生理小种的黄种皮大豆品种。我国大豆生产中的全国性主要病害有大豆

花叶病毒 病 （!%&）、大 豆 孢 囊 线 虫 病 （!"#）和 细 菌 性 斑 点 病 ，东 北 地 区 有 灰 斑 病 和 大 豆

食心虫，南方危害较重的有锈病和食叶性害虫。此外，西部比较干旱瘠薄，东北盐碱危害

较重。这些问题的解决除加强田间管理、防治病虫害和增强抗逆性外，培育高产、优质、

适应性广、高抗病虫害的大豆优良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措施。因此，除对初筛出的优异

资 源 进 行 重 复 鉴 定 外 ，应 加 强 对 尚 未 鉴 定 种 质 的 研 究 ，挖 掘 新 的 优 异 基 因 ，以 便 为 深 入

研究提供材料，及时解决大豆生产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除针对大豆育种和生产中的热点和难点进行深入评价外，还应拓宽大豆用途，增加

大豆价值。如豆荚鼓粒饱满，荚色、子粒色呈翠绿时采青食用的菜用大豆可改变长期被

认为是低产、低效作物的看法。目前，国内市场还没有可供青食和对外贸易的专用菜用

大豆品种，故有必要筛选和培育我国专用型菜用大豆品种。

从 ’()* 年 到 ’((+ 年 ，中 国 用 *$, 个 祖 先 亲 本 培 育 出 -+’ 个 大 豆 品 种 ，其 祖 先 亲 本

仅占大豆种质资源总数的 ’.。到 )//’ 年为止，新培育出的大豆新品种及其利用的亲本

也为数不多，所有祖先亲本仍占大豆种质资源总数的 ’.左右，变化不大。由于中间材料

越 来 越 多 地 （彭 玉 华 ，’((’）被 用 做 亲 本 ，育 种 工 作 者 应 扩 大 亲 本 的 选 择 范 围 ，充 分 利 用

大豆种质资源的丰富变异，进一步加强大豆雄性不育材料的创造、鉴定、遗传与选育，并

充 分 利 用 数 量 性 状 遗 传 与 育 种 方 法 进 行 研 究 ，加 强 大 豆 品 质 、加 工 性 状 的 鉴 定 、遗 传 与

选育，要深入探讨作物育种亲本选配、重组及选择试验的新理论与新方法。为使生物技

术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在拓宽优异种质资源中得到进一步的应用，就更应加深对大豆遗

传资源的探讨和研究，才能促进我国大豆育种和生产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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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高产奶牛

我公司属于工商注册先进单位，常年面向全国各地出售荷斯坦黑白花奶牛，品种纯正，价格合

理，任君单独挑选，看牛定价，有专人押车送货。数量 #, 头以上，免运费 +,, 公里，负责代办运输、

检疫、检胎一切手续。为避免上当受骗，购牛以后有公证处公证，以免假牛，有意购牛者请与本公司

联系。

欢迎个人、集体来电洽谈!
联系地址：山西省定襄县宏身奶牛场

经 理：张廷宏 技 术 员：张川身

电 话：,*#,-.,("#+/ ,*#,-.,("))"
手 机：1,2"*.+*#,,",/ 1,2"*)*#,,(#()

出售奶牛信息

我站有一批优质奶牛急待出售，质优价廉，望有意投资奶牛养殖业的单位及个人前来考察选

购。本站负责接送，免费提供食宿，代办运输及检疫。

联系人：刘庆华 电话：,*#,-*.(+,". 手机：1,2"*,’.#(’.*#
地址：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曹张乡 邮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