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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试 验 对 稳 定 的 转 基 因 大 豆 品 系 在 控 制 条 件 下 进 行 了 * 年 的 大 田 试 验 。试 验 结 果 表 明 ，转 基 因

品 系 的 农 艺 性 状 与 受 体 对 照 无 明 显 差 异 ，抗 蚜 性 明 显 优 于 受 体 对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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蚜虫是我国大豆生产中危害严重的害虫之一，不仅吸食 大 豆 植 株 汁 液 ，而 且 传 播 病 毒 ，轻 者 可 使

大豆减产 &)12*)1，重者减产 ,)1以上。培育抗蚜虫品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常

规育种家们做了多年工作，但进展缓慢，而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为此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雪花莲凝集素!"#$%对具有刺吸式口器的害虫如蚜虫、褐飞虱和叶蝉等同翅目害虫的毒杀性在转

基因水稻、烟草的昆虫饲喂试验中均有证实。近年来，刘德璞等人利用花粉管通道法将雪花莲凝集素

!"#$% 基因转入目前我省主推的大豆品种吉林 ’) 中 ， 并 获 得 了 抗 性 及 农 艺 性 状 稳 定 的 大 豆 后 代 品

系。为了进一步明确在大田环境条件下自然感蚜危害情况和产量水平，我们在吉林省公主岭市控制条

件下对其连续进行了两年的大田试验，对转基因大豆个体生长发育和各农艺性状表现进行了评价，目

的是为转基因大豆商品化提供科学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

供 试 材 料 共 有 ( 个 ，其 中 转 基 因 大 豆 后 代 !3(%材 料 , 个 ，分 别 为 4/3"5 *)(46&0、4/3"5 *)(46
*&、4/3"5 *)(46(、4/3"5 &)&46* 和 4/3"5 &)&467，受体对照材料 & 个为吉林 ’)。

!,( 试验方法

农 艺 性 状 评 价 ：随 机 区 组 设 计 ，’ 次 重 复 ，’ 行 区 ，小 区 面 积 0-& 8*，行 长 7-, 8，行 距 )-( 8，株 距

&, 98 双株。试验地四周设有保护行，宽 , 8，田间管理同大田，收获后取中间行测产，并随机取 &) 株

进行考种。

大面积自然感蚜鉴定及产量评估：采用顺序排列，不设重复，*))’ 年小区面积为 */)-7 8*、*))7
年为 ’)) 8*，试验地四周设有保护区，*))’ 年为 &) 8 宽、*))7 年为 *) 8 宽，周围农作物为玉米。

本试验对供试材料的生长发育、各农艺性状进行了调查。并对蚜虫从发生至明显下降为止，每隔

/ : 调查一次，记录感蚜株数和危害程度，共调查 , 次，计算危害指数。

" 结果与分析

收 稿 日 期 ：*)),6)’6)0

作 者 简 介 ：姜 昱 !&4(&6%，女 ，吉 林 省 公 主 岭 人 ，吉 林 省 农 科 院 生 物 技 术 中 心 副 研 究 员 ，主 要 从 事 转 基 因 后 代 材 料 的 筛 选 和 鉴

定 研 究 。

吉林农业科学 *)),;’)（7）：’&6’*，7’ <=>?@AB =C <DBD@ $E?D9>BF>?AB +9DG@9GH
DOI:10.16423/j.cnki.1003-8701.2005.04.010



!"# 农艺性状及稳定性评价

从田间表 现 看 !试 验 品 系 的 株 型 、叶 型 、叶 色 、花 色 、结 荚 习 性 和 整 齐 度 与 受 体 对 照 没 有 明 显 的 变

化，基本保持了原受体品种的农艺性状特征。

从 试 验 结 果 可 见 "表 #$，%&&’ 年 ()*+, %&-(.%# 的 小 区 产 量 为 -/)0() 1， 明 显 高 于 受 体 对 照 ；

()*+, %&-(.#2 的百粒重为 #)0% 1，低于受体对照 #0’# 1，存 在 显 著 差 异 ；分 枝 数 为 #0&’，高 于 受 体 对

照，存在显著差异。

%&&/ 年 ()*+, %&-(.%#、()*+, %&-(.#2、()*+, #&#(./ 的 主 茎 节 数 比 受 体 对 照 多 #3#04 节 ，存

在 显 著 或 极 显 著 差 异 ；()*+, %&-(.- 的 株 高 比 受 体 对 照 矮 2 56，存 在 显 著 差 异 ，它 的 分 枝 数 为 #04&
个，高于受体对照，存在显著差异。

综合 %&&’ 和 %&&/ 两年结果表明，除个别品系不同年份在百粒重、分枝数和主茎节数等性状有差

异外，大多数品系在单株粒数、单株荚数和生育期等性状与原受体对照无明显差异。

!"! 大面积自然感蚜鉴定及产量评价

!"!"# 抗蚜性鉴定

春天蚜虫是自然迁飞到田间的，所以不同材料感蚜的点数有所不同。从观察结果看，点数多的材

料危害指数并不高，蚜虫发生点数少的材料危害指数却不低，如 ()*+, #&#(./ 蚜虫发生的点数明显

多于受 体 对 照 吉 林 ’&，但 是 危 害 指 数 却 比 受 体 对 照 低 ，而 且 达 到 高 峰 的 时 间 延 后 # 周 ，达 到 高 峰 后 ，

危害指数直线下降"表 %$。

图 # 记录了蚜虫自然发生情况，从图 # 中可以看出，()*+, #&#(.% 蚜虫发生的时间较晚，危害高

峰延迟 % 周 ，达 到 高 峰 后 ，迅 速 下 降 ；而 ()*+, %&-(.#2、()*+, %&-(.%# 和 ()*+, %&-(.- 虽 然 危 害

达到高峰的时期同受体对照吉林 ’&，但危害指数却低于受体对照，且后期下降速度 快 ， $下 转 第 %& 页 ’

表 ! !$$% 年转 &’( 基因后代各品系蚜害程度

品种名称 危害指数"7$ 发生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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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不同品系危害指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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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 页 $表明转基因材料对蚜虫具有一定的抗性。

#%#%# 产量水平

在自然感蚜情况下，转基因材料均比受体对

照略有增产。产量位于第 ! 位的是 "#$%& !’!"()，

比受体对照增产 *+,-，其次是 "#$%& !’!"(.，增

产 *+/-0表 *1。试验期间，自然发生的蚜虫还达不

到 构 成 灾 害 的 程 度 ，这 可 能 是 转 基 因 品 系 产 量 增

加 幅 度 小 的 原 因 ，换 句 话 说 ，对 照 品 种 减 产 幅 度

不大。

" 讨 论

应用基因工程技术改良农作物的主要目标是在不改变受体材料遗传背景的基础上改良个别农艺

性状。本试验中转 %23 大豆 后 代 植 株 的 生 长 发 育 表 现 和 主 要 农 艺 性 状 基 本 保 持 了 原 受 体 品 种 的 特

性，与受体相比未发生较大变化，能正常完成生长周期，产量略有增加，但其抗蚜性发生 了 变 化 ，转 基

因材料的危害指数均低于受体对照，且危害的高峰时间延后，后期下降速 度 快 ，表 明 转 基 因 材 料 对 蚜

虫具有一定的抗性。

雪花莲凝集素0%231是目前已知的对蚜虫具有较好抗性的基因。试验说明，表达 %23 基因的转基

因大豆虽然不能使蚜虫致死，但却可以限制蚜虫的生长发育和繁殖，从而抑制了蚜虫群体的繁殖速

度，降低危害程度。对产量的影响尚需在蚜虫大发生年进行进一步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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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ABBC 年田间释放材料的产量比较

品系名称
折合公顷产量 增减

位次0XF1 0-1

吉林 *’0SX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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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醇含量有利。而脂肪酸中的亚麻酸含量较对照有所提高，但由于粗脂肪含量降低，亚麻酸绝对含量

并没有提高，对大豆油风味及稳定性无影响。

" 结 论

使用不同种衣剂可促进大豆植株生育，明显增加产量，增产达 !’+7-\!*+!-；提 高 病 虫 害 防 治 效

果 /,+’-\##+#-。综合防治效果以大豆包衣型生物表面活化剂最好，可促早熟 . V。

种衣剂对大豆品质有一定影响，脂肪含量有所降低，蛋 白 质 含 量 增 加 ，但 粗 蛋 白 和 粗 脂 肪 总 含 量

增加，对亚麻酸、棕榈酸、油酸、硬脂酸含量也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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