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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中部优质高产大豆品种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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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 过 对 吉 林 省 中 部 地 区 不 同 生 态 区 域 推 广 的 优 质 大 豆 品 种 进 行 筛 选 和 调 查 分 析 ，确 定 适 宜 该

地 区 种 植 的 高 产 优 质 大 豆 品 种 有 "’ 个 ，其 中 中 东 部 生 态 区 # 个 ，中 北 部 生 态 区 # 个 ，中 南 部 生 态 区 $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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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是我国大豆的主产区，中部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已成为优质大豆的主要生产基地。但

是，近几年来，由于推广的品种较多，部分地区存在盲目种植的问题，阻碍了大豆生产发展。通过本项

的研究，推荐适宜吉林省中部不同生态区种植的高产优质大豆品种和淘汰混杂退化的品种，为科研成

果迅速转化及促进大豆生产的发展奠定基础。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地点及品种

试验分别在吉林省中东部的桦甸市农科所、中北部的榆树市大坡镇农业站和中南部的吉林省农

科院!公主岭市&进行。

桦甸市农科所试验区：长农 "#、长农 "’、长 农 ")、吉 育 #)、吉 育 #,、吉 育 $-、吉 育 ).、吉 育 $.、吉

育 )/、通农 "#、吉育 $#、丰交 .$%.、九农 ’"!01&。
榆树市大坡镇农业站试验区：长农 "#、长农 "’、长农 ")、吉育 #)、吉育 #,、吉育 $-、吉育 ).、吉育

$.、通农 "#、吉育 ’/、吉育 $#、九农 ’"!01&。
吉林省 农 科 院 !公 主 岭 市 &试 验 区 ：长 农 "#、长 农 "’、长 农 ")、吉 育 #)、吉 育 #,、吉 育 $-、吉 育 ).、

吉育 $%、九农 ’’、通农 "#、吉育 ’/、吉育 $#、九农 ’"、吉育 #%!01&。
!,( 试验方法

’%%# 年在 # 个试验点分别选择连续 ’ 年没有种植过大豆的地块，设 # 次重复，随机排列，每次重

复 小 区 面 积 ’’*/ 2’，测 产 面 积 "% 2’，小 区 行 长 ,*) 2，- 行 区 ，株 距 "$*$ 02!双 株 &，种 植 密 度 为 ’% 万

株 3 42’，准 确 调 查 出 苗 期 、成 熟 期 ，计 算 生 育 期 ，收 获 考 种 株 数 为 "% 株 ，调 查 单 株 有 效 荚 数 、单 株 粒

数、单株粒重、百粒重和每次重复的小区产量，折算公顷产量。

" 结果与分析

(,! 桦甸市农科所试验区结果

’%%# 年参试品种 "# 个，各参试品种的产量构成因素及产量结果详见表 "。

由表 " 可以看出，吉育 #)、长农 "#、吉 育 $# 和 吉 育 #, 的 单 株 有 效 荚 数 、单 株 粒 数 和 单 株 粒 重 均

明 显 高 于 生 产 应 用 面 积 较 大 的 对 照 九 农 ’"，长 农 ") 和 吉 育 $- 的 单 株 有 效 荚 数 、单 株 粒 数 和 单 株 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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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均 略 高 于 对 照 九 农 !"；吉 育 #$、吉 育 #%、长 农 "& 和 吉 育 $’ 的 百 粒 重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九 农 !"，长 农

"$ 和吉育 $& 的百粒重比对照九农 !" 略高。高油大豆品种吉育 $&、长农 "$、吉育 $’、长农 "&、吉育 #%
和高蛋白品种吉育 #$ 公顷产量均超过 $ ((( )*。并且吉育 $&、吉育 #$ 和长农 "$ 与对照品种九农 !"
相比增产，但增产不显著。

!"! 榆树市大坡镇农业站试验区结果

!(($ 年参试品种 "! 个，各参试品种的产量构成因素及试验产量结果详见表 !。

由 表 ! 可 以 看 出 ，长 农 "$、吉 育 #%、长 农 "!、吉 育 $&、吉 育 !+、长 农 "& 和 吉 育 $’ 的 单 株 有 效 荚

数 、单 株 粒 数 和 单 株 粒 重 明 显 高 于 九 农 !"；吉 育 #%、吉 育 !+、长 农 "&、吉 育 #$ 的 百 粒 重 比 对 照 九 农

!" 高，长农 "$、长农 "!、吉 育 $& 和 吉 育 $’ 的 百 粒 重 略 低 于 对 照 九 农 !"。 高 油 品 种 长 农 "$、吉 育 #%
和长农 "! 公顷产量达到 $ ((( )* 以上，并且 与 对 照 品 种 九 农 !" 相 比 显 著 增 产 ；吉 育 $&、吉 育 !+、长

农 "&、吉育 $’ 和吉育 #$ 的产量虽高于九农 !"，但增产不显著，并且产量在 $ ((( )* 以下。

!"# 吉林省农科院$公主岭市%试验区结果

!(($ 年参试品种 "% 个，各参试品种的产量构成因素及试验产量结果详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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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 可以看出，吉育 "#、长农 $!、吉育 "%、吉育 "!、长农 $&、吉育 !’、九农 &$、吉育 !(、九农 &&
和吉育 () 的单株有效荚 数 高 于 对 照 吉 育 !%；吉 育 "%、长 农 $&、吉 育 !’、九 农 &$ 和 吉 育 !( 的 单 株 粒

数高于对照吉育 !%；吉育 "%、吉育 "! 和九农 &$ 的单株粒重高于对照吉育 !%；吉育 "%、吉育 "!、通农

$! 和九农 && 的百粒重高于对照吉育 !%。高油大豆品种吉育 "#、长农 $!、吉育 "%、长农 $& 和高蛋 白

品种吉育 "!、通农 $! 公顷产量均超过 ! %%% *+。比对照吉育 !% 增产，但增产不显著。

! 结 论

在吉林省中东部,以桦甸市农科所为代表-推荐种植高产优质品种 ! 个，为高油大豆品种吉育 !(、

长农 $! 和高蛋白大豆品种吉育 "!，公顷产量 ! %%% *+ 以上，但与对照九农 &$ 相比增产不显著。

吉 林 省 中 北 部 ,以 榆 树 市 大 坡 镇 农 业 站 为 代 表 -推 荐 种 植 高 产 优 质 品 种 ! 个 ，为 高 油 大 豆 品 种 长

农 $!、吉育 "# 和长农 $&，公顷产量 ! %%% *+ 以上，与对照九农 &$ 相比增产显著。

在 吉 林 省 中 南 部 ,以 吉 林 省 农 科 院 为 代 表 -推 荐 种 植 高 产 优 质 大 豆 品 种 " 个 ，为 高 油 大 豆 品 种 吉

育 "#、长农 $!、吉育 "%、长农 $& 和高蛋白大豆品种吉育 "!、通农 $!，公顷产量达 ! %%% *+ 以上，但与

对照吉育 !% 相比增产不显著。

通过本项研究，为我省中部地区优良品种种植的区域化提供了物质贮备，也为我省大豆生产的发

展及提高产量提供了技术和种质基础。但是大豆对光温反应较为敏感，这仅是一年试验结果，所以所

推荐的种植品种只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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