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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大豆种质资源评价与利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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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 $& 多 年 来 ，我 国 大 豆 科 技 工 作 者 开 展 了 野 生 大 豆 资 源 的 评 价 与 利 用 研 究 ，鉴 定 出 一 批 性 状

特 异 的 野 生 大 豆 种 质 ，研 究 出 克 服 野 生 大 豆 不 良 性 状 的 技 术 ，为 大 豆 科 学 研 究 提 供 了 丰 富 的 素 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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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野生大豆资源数量多、分布广、变异大，现已评价 入 国 家 长 期 种 质 资 源 保 存 库 的 野 生 大 豆 种

质有 ) "+$ 份，对野生大豆种质进行全面的评价是有效利用的基础。自 ",-& 年以来，我国大豆科技工

作者对搜集、保存的野生大豆主要农艺性状进行了鉴定，研究了野生大豆 的 利 用 技 术 ，肯 定 了 野 生 大

豆的利用价值。大量试验结果表明，野生大豆资源在改良栽培大豆中具有较大的遗传潜力，利用野生

大豆选育大豆新品种是可行的。

! 野生大豆资源利用价值和潜力

我国现已鉴定筛选出蛋白质含量超过 ((.、蛋白质含量超过 (/.且油分含量达到 ,.以上、含硫

氨基酸含量高于 / 0 1 ") 02!最 高 含 量 达 /#$( 0 1 ") 02%、亚 麻 酸 含 量 $/#"$.、亚 油 酸 含 量 )"#$3.以 及

""’ 1 +’ 比值高达 3#3 等化学品质特异的珍贵种质，为我国高蛋白育种、提高含硫氨基酸含量、改良栽

培大豆氨基酸组成和以提高儿童智力、防止心血管硬化为目的的高不饱和脂肪酸育种提供了优异基

因源。吉林省农科院近期开展了野生大豆游离氨基酸和维生素 4 等含量的检测，获得 一 批 品 质 优 异

的种质。经过改良创新，不久将为大豆品质育种提供亲本材料。

现已鉴定筛选出花序长达 $(5/& 67 的无限型与有限型过渡的野生材料，在辽宁省发现黄种皮的

半野生大豆。吉林、黑龙江、河北、山西和陕西等省筛选出单株荚数 / &&& 个以上、每节成荚数 "+ 个以

上和有效节数多的野生大豆种质；半野生大豆也筛选出单株荚数 $ ,&& 个的材料。大量的评价数据表

明，野生大豆具有较高的丰产潜力。

现已鉴定筛选出高抗大豆蚜虫的野生大豆种质，其抗性高于目前栽培大豆抗蚜性最强的材料；筛

选出高抗大豆花叶病毒病的野生大豆种质以及抗大豆包囊线虫病的抗源。另外，试验证明，在野生大

豆中蕴藏着比栽培大豆更加丰富的抗大豆灰斑病的抗源。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含有盐腺结构的野生大

豆材料，为研究大豆耐盐机理以及选育耐盐品种提供了基础材料。

野生大豆具有较强的抗逆性和适应能力。在对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进行长期干旱试验中，野生大

豆表现出较强的耐旱能力。在不同光照强度的处理试验中，野生大豆也表现出较强的耐阴性。

这些品质性状特异、多荚、抗病虫、耐盐、耐旱和耐阴等野生大豆种质，为我国优质、高 产 、多 抗 大

豆育种提供了有价值的基础材料，将对拓宽大豆遗传育种基础，创造新资源及选育大豆新品种研究起

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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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试验结果表明，栽培大豆!野生大豆 "# 主要产量构成因素具有明显的杂种优势，单株粒重还

有超高亲优势。随着世代的增加，优势虽然有所降低，但是在高世代仍有超高亲优势。在回交 "$ 中仍

能分离出单株荚数 %&& 个以上的植株，主要产量构成因素等性状也有较高的杂种优势。许多研究者认

为 ，栽 培 大 豆!野 生 大 豆 后 代 遗 传 进 度 大 、性 状 分 离 幅 度 大 和 选 择 效 果 明 显 ，能 分 离 出 产 量 和 品 质 性

状超高亲的材料，但分离世代长、稳定慢。

随着我国野生大豆资源的大规模考察、搜集和鉴定研究的开展，吉林省农科院等单位从利用我国

独有的野生大豆资源优势出发，把筛选优异基因与应用于大豆育种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开展了

野生大豆利用技术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野生大豆的蔓生性难以克服是其利用的主要障碍，因

此，在大豆遗传改良中应用野生大豆，首先必须克服杂种后代的蔓生性。 选 用 百 粒 重 较 大 、主 茎 较 粗

和矮秆基因传递能力强的有限或亚有限结荚习性的栽培种作母本；选用植 株 较 矮 、百 粒 重 较 大 、蛋 白

质 含 量 高 、多 荚 和 早 熟 的 长 花 序 野 生 大 豆 作 父 本 ，将 有 利 于 克 服 杂 种 后 代 的 蔓 生 性 、裂 荚 、小 粒 和 种

皮色深等不利性状。只要亲本选配适当，不需回交就可以获得直立型或半直立型、单株荚数多和蛋白

质含量高的株系。"$ 对蔓生性、裂荚性、硬石粒和泥膜等不良性状应严格淘汰。在获得直立型或半直

立型植株的基础上，先就种皮色、脐色、子粒光泽以及蛋白质含量进行选择，但标准应放宽，"’ 以后再

进行决选。单株产量及主要构成因素等性状的遗传力较低，应在 "( 以后根据株系表现进行选择，比栽

培品种间杂交推迟 %)* 个世代。大量试验结果表明，只要选好基础亲本，仅需 #)$ 次选择性回交就可

以克服野生大豆不利性状，使杂种达到栽培种亲本的水平。以前国内外一些学者在大豆育种中应用野

生大豆未获得成功，可能与亲本选配、回交改良时间以及后代选择方法不当有关。

! 野生大豆资源的应用

!"# 在大豆雄性不育系研究中的应用

孙寰等从 #+(% 年开始，利用野生大豆开展选育大豆细胞质不育系研究。在吉林省公主岭、河南省

郑州、江苏省徐州、浙江省杭州、湖南省长沙和福建省泉州建立 ’ 个试验点，选择不同地 理 来 源 、不 同

进化程度的野生大豆与当地栽培大豆杂交，杂种 "# 在吉林省公主岭暗室种植，采用 ,$-.# 染色进行花

粉 败 育 检 查 。#+(/ 年 发 现 一 个 杂 交 组 合 花 粉 败 育 率 高 达 ((0&#1， 正 交 比 反 交 花 粉 败 育 百 分 数 高

%*0$’1，显示出母本的细胞质对后代育性有明显的影响。#++& 年开始，经过 * 次回交，完成了核质换，

23*"# 花粉败育率为 +(1，不育株达 #&&1，#++* 年在世界上首次获得具有野生表现型的质-核互作不

育系及同型保持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现已获得具有栽培大豆表现型的不育系及同型保持

系；育成世界上第 # 个大豆杂交种，经两年省区域试验，比对照品种增产 $&1以 上 ，已 于 $&&% 年 # 月

通过吉林省品种审定。杂交大豆制种技术正在进一步完善，不久大豆杂交种就可以在生产上大面积推

广应用，将使我国乃至世界的大豆单产跨上一个新台阶。

!"! 在生物技术中的利用

刘德璞等自 #+(/ 年以来，开展了利用花粉管通道将野生大豆总 456 导入栽培大豆的研究，将野

生大豆 456 的某些片段重组到栽培大豆细胞的 456 中，并得到了表达。利用这项技术，创造出比受

体品种吉林 $& 增产 #/1以上和耐大豆蚜虫等优良品系；选育出高油大豆新品种吉科豆 # 号，$&&# 年

通过吉林省品种审定，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雷勃钧等利用花粉管通道导入总 456 技术，选育出

高蛋白、高产大豆新品种黑生 #&# 及一批高产、优质、抗病优良新品系。其中 4+&-#$#7 品系蛋白质含

量比受体提高了 + 个百分点，达到 *(0*71，脂肪含量 #(0%*1，蛋白质加脂肪总含量达到 ’’0(#1。

利用花粉管通道技术导入野生大豆总 456，经试验证明是成功的。具有目标性状变异 所 带 的 不

利性状少、稳定速度快和易于集中育种目标选择等优点，有利于对野生大 豆 资 源 的 开 发 和 利 用 ，有 可

能成为比较经济、快速的育种方法之一。

!"$ 在创造高蛋白、高产中间材料的应用

野生大豆的高蛋白含量是一个可遗传的性状。我国一些农业科技工作者利用野生大豆创造出一

批具有利用价值的高蛋白中间材料。王金陵等从利用野生大豆配制的杂交组合中获得了一批蛋白质

’$ %& 卷吉 林 农 业 科 学



! 期 "#杨光宇等：野生大豆种质资源评价与利用研究进展

含 量 超 过 $%&的 株 系 ；杨 光 宇 等 选 育 出 一 批 具 有 一 定 产 量 、直 立 型 或 半 直 立 型 和 蛋 白 质 含 量 $%&以

上的高蛋白株系；姚振纯等利用野生大豆选育出的大豆新品系龙品 ’’%(，蛋白质含量 )’&以上，蛋白

质加脂肪总含量达到 ""&以上；李福山等也选育出蛋白质含量 )’&以上的中间材料。

东北农业大学通过对种间杂种后代的自交选择和回交改良，获得产量潜力大、性状突出的中间材

料，其中有多荚丰产型、强分枝丰产型和多节丰产型。付连舜等利用回交方法获得抗大豆花叶病毒

病、无褐斑粒、比铁丰 !) 增产 #!*+&的 高 产 株 系 ，姚 振 纯 等 利 用 野 生 大 豆 育 成 ! 个 高 产 优 良 品 系 ，其

特点是遗传基础广，综合了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各自突出的优点。杨光宇等通过种间杂交或一次选择

性回交和广义回交等方法，创造出一批单株荚数 ,$% 个以上、节间短、每节 荚 数 多 、主 茎 有 效 节 数 多 、

百粒重 !% - 左右和直立型的产量性状突出的高产品系或中间材料。其中公野 +,,! 品系产 量 潜 力 在

) %%% .- / 01! 以上，!%%) 年被吉林省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选作实现超高产试验田的品种。

这些高蛋白、高产材料极大地丰富了优质育种、高产育种基因库，拓宽了大豆育种的遗传基础，具

有较大的利用潜力。

!"# 在选育大豆新品种中的应用

杨 光 宇 等 利 用 野 生 大 豆 种 质 选 育 出 了 耐 盐 、耐 旱 、高 蛋 白 大 豆 新 品 种 吉 育 $+，于 !%%, 年 通 过 吉

林省品种审定；选育出的高产大豆新品种吉育 "" 于 !%%! 年通过吉林省品种审定。目前这 ! 个大豆新

品种正在吉林省中西部的中早熟地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吉林省农科院利用野生大豆种质选育出外贸出口专用新品种吉林小粒 ,2( 号，其中吉林小粒 ,
号是我国直接利用野生大豆育成的第 , 个通过省品种审定的大豆新品种，野生大豆直接利用技术及

吉林小粒 , 号新品种获得国家发明奖。吉林小粒 ) 号种植区域跨越 ( 个纬度，适应性广，!%%, 年被农

业部评为国家农作物优异种质一等奖，同年被吉林省政府授予吉林名牌荣誉称号。这些小粒黄豆品种

均已向日本、韩国出口，由于品质优良，受到国际市场欢迎；吉林小粒黄豆在国际市场上 卖 价 较 高 ，增

加了农民收入。现已累计为国家出口创汇 ( %%% 多万美元，为农民增收超亿元。另外，黑龙江省农科

院和东北农业大学等单位也先后育成了小粒黄豆新品种并在生产上推广应用。

大量的野生大豆利用研究结果表明，野生大豆所具有的 有 利 性 状 如 高 蛋 白 、多 荚 、多 粒 和 抗 逆 性

强等通过种间杂交可以遗传；野生大豆茎蔓生缠绕、裂荚和小粒等不利性状可以克服。利用野生大豆

创造出的蛋白质含量高、产量性状突出的中间材料具有遗传基础广和变异丰富的特点。在大豆育种程

序中应用这些材料将增大遗传多样性，缓解大豆育种遗传基础狭窄的状况，为大豆育种工作带来活力

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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