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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大豆新品种吉育 !" 的选育报告

阎日红，刘宝泉，孙志强，田佩占，胡桂芳，王 昱

#吉 林 省 农 科 院 大 豆 所 ，吉 林 公 主 岭 $%!$&&’

摘 要 ： 吉 育 !" 是 由 吉 林 省 农 科 院 大 豆 研 究 所 于 $((& 年 利 用 地 理 远 缘 的 美 国 材 料 和

中 国 材 料 杂 交 并 回 交 ，经 多 年 选 育 而 成 ，原 品 系 编 号 为 公 交 (&%")*+$,$。该 品 种 的 主 要 特 点

是 高 产 、稳 产 、抗 病 、抗 倒 伏 和 适 应 性 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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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品种的系谱分析表明，遗传基础狭窄是当前障碍育种进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所

以在亲本选配中要重视拓宽遗传基础，引入地理远缘或亲缘远缘的种质，创造出适应性

广，抗逆性强的大豆品种，使大豆育种有所突破。据此，我们于 $((& 年利用美国材料和

中国材料杂交并回交选育出高产、稳产、抗病、抗倒伏和适应性广的大豆新品种吉育

!"，并于 /&&/ 年 $/ 月由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

! 选育经过

吉育 !" 大豆新品种是 $((& 年以公交 0%12,/2 为母本，美国材料 302,!%&1$ 为父本

进行有性杂交，获得杂交种子#4&’。$(($ 年以公交 0%12,/2 为轮回亲本进行回交，获得回

交 种 子 #+5$4&’，再 通 过 单 株 选 拔 、品 系 决 选 、产 比 试 验 、省 预 备 试 验 、全 国 北 方 大 区 区 域

试验和生产试验，经过 $/ 年于 /&&$ 年育成#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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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吉育 *+ 选育经过

年 份 选育阶段 试验内容

$((& 4& 杂交，获得杂交种子

$(($ +5$4& 回交，获得回交种子

$((/ +5$4$ 种植 +5$4&，秋后选收 " 个单株

$((% +5$4/ 种植 " 个系统，秋后选收 " 个单株

$((1 +5$4% 种植 1 个系统，秋后决选 / 个品系

$((" 6 $((! +5$41 6 +5$4" 进行产量及其它性状鉴定

$((2 +5$4! 参加所产比试验

$((0 +5$42 参加省中晚熟组预备试验

$((( 6 /&&& +5$40 6 +5$4( 参加全国北方春大豆中熟组区域试验

/&&$ +5$4$& 参加全国北方春大豆中熟组生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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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结果

通 过 系 统 比 较 、鉴 定 试 验 、区 域 试 验 和 生 产 试 验 ，明 确 了 该 品 种 的 农 艺 特 性 及 适 应

区域，肯定了这个品种的推广价值。主要结果如下：

!"# 特征特性

吉育 !" 大豆新品种的一般特征特性见表 #。

!"! 吉育 $% 的抗病虫性

在网室内进行人工接种鉴定，中抗大豆花叶病毒$%&’() 号株系，两年区试田间自然

发病调查，平均病害级别为 *+",，略低于对照品种$吉林 -* 为 *+!)(。子粒褐斑病率两年

平均只有 *+.-/，比对照品种$吉林 -* 为 #+"0/(低一倍多。虫食粒率两年平均 !+-./，高

于对照$吉林 -* 为 -+-#/(。
!"& 产量表现及子粒品质

).." 年和 )..! 年的品系鉴定，产量比对照品种吉林 -* 平均增产 1+1/，)..0 年参

加所内产比试验，比对照品种吉林 -* 增产 )*+"/，).., 年在省区预备试验中，比对照品

种增产 !+" /。)...2#*** 年参加全国北方春大豆中熟组区域试验，共 )1 个点次，其中

)) 个点次增产，- 个点次减产。两年平均产量为 # .!"+" 34 5 67#，比对照吉林 -*$# ,1"+"
34 5 67#(增产 "+#/，达极显著水平，最高产量为 - 0#)+" 34 5 67#$表 -(。

#**) 年 参 加 全 国 北 方 大 区 生 产 试 验 ，

共 ! 个点次，有 " 个点次增 产 。 吉 育 !" 平

均产量# 00,+* 34 5 67#8比对照吉林-*$# !)*+*
34 5 67#(增产 !+1/ $表 1(。

经国家农 业 部 谷 物 监 督 检 验 测 试 中 心

测 定 ，吉 育 !" 蛋 白 质 含 量 为 -.+-"/，脂 肪

含量为#*+**/，子粒品质优良。"下 转 第#$页 %

表 ! 吉育 $% 大豆新品种一般特征特性

材料名称
结荚
习性

株高
$97( 节数 分枝数 叶形 花色 茸毛色

百粒
重$4( 粒形 种皮色 种脐色

抗倒
伏性

生育天
数$:(

吉育 !" 亚 )**+! )!+! *+- 圆 白 灰 #)+* 椭圆 黄 浅褐 较强 )-)
吉林 -*$;<( 亚 .0+# )0+) *+- 尖 白 灰 ).+) 椭圆 黄 黄 强 )-)

表 & 吉育 $% 在全国北方大区区试中的产量表现

试验单位

)... 年 #*** 年

产量$34 5 67#( 比对照增减 产量$34 5 67#( 比对照增减

吉育 !" 吉林 -*$;<( $/( 吉育 !" 吉林 -*$;<( $/(
吉林省农科院 # ,-.+" - ***+* ="+1 # ".-+" # "))+* -+-
吉林市农科院 # ".!+" # 1-0+" !+" - *,,+" # .)0+" "+.
长春市农科院 # 0-1+" # !)-+* 1+!
抚顺市农科院 - -1.+" - ).#+* 1+. - *1.+" # 0"0+* )*+!
本溪县农科所 - *.*+* # .".+" 1+1 - !)!+" - "#.+" #+"
武威市良种场 - *#)+* - ")1+" =)1+* - "00+" - !-1+" =)+!
赤峰市农科所 ) 0!)+* ) 10*+* ).+, # 10!+" ) 0*"+" -*+*
新疆农垦科学院 - 0#)+" - ".1+* -+!
平 均 # .))+" # ,,)+" #+, - *).+" # ,*.+" 0+"
# 年总平均 吉 !" 产量 # .!"+" 对照产量 # "1"+" 比对照增产 "+#/

表 ’ 吉育 $% 大豆品种北方大区生产试验结果

试验单位
产量$34 5 67#( 比对照

增减$/(吉育 !" 吉林 -*$;<(
抚顺市农科院 # !))+" # 11*+" 0+*
吉林农业大学 # -"-+" # -)!+* )+!
赤峰市农科所 # -.1+* # !,#+* =)*+0
吉林市农科院 - ***+* # .11+" )+.
本溪县农科所 # ",0+" # 1-*+* !+"
武威市清源良种场 - 0#*+* # ,1#+" -*+.
平 均 # 00,+*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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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区域及栽培技术

根据吉林省区试预备试验、全国北方大豆品种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结果，吉育 !"
适 于 吉 林 省 中 南 部 的 四 平 、辽 源 和 松 原 地 区 的 南 部 ，辽 宁 省 东 北 部 的 新 宾 、清 源 、西 丰 、

昌图，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呼和浩特地区，以及甘肃张掖地区等种植。

吉 育 !" 适 于 中 上 等 肥 力 土 地 种 植 。 播 种 期 # 月 末 至 " 月 初 ，等 距 点 播 ，播 种 量 为

!$ %& ’ ()*，出苗后间苗，每 )* 保苗 +,-+. 株。播种前施用有机肥 * 万 %& ’ ()*，播种时施

磷酸二铵 +"$ %& ’ ()*。加强田间管理，及时防治大豆蚜虫和大豆食心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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