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高油大豆新品种九农 !" 选育报告

程延喜 !"付艳华 ""彭 宝 !"王雪飞 ""项淑华 ""王大秋 "

牛建光 ""高 敏 ""李 楠 !"徐大明 "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吉林 公主岭 &’($)*# !+吉林市农业科学院大豆所"吉林 &’!&,&-

摘 要!九农 !" 大豆新品种是吉林市农科院选育成功的高油大豆新品种"具有产量高$品质好$抗性

强$适应性广和熟期适中等特点% 尤其是脂肪含量为 !!."!/"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关键词!大豆#九农 !"#选育报告

中图分类号!01(1.&,’.1& 文献标识码!2

进入 3, 年代以来"美洲大豆涌入国门"抢占市场"我国大豆生产逐步走向低谷% 出现这种局面的

原因之一是国产大豆加工品质较差"难以满足企业的要求% 针对这种情况"吉林市农业科学院在多年

的品质育种基础上"利用两个高油大豆新品系"通过有性杂交途径选育出高油大豆新品种九农 !""!,,’
年 & 月通过吉林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 选育经过

九农 !" 大豆新品种是 &331 年以九交 44&56&6&! 为母本7脂肪含量为 !!+48"产量表现一般"生育

期较短-"以九交 "3,36&(6’ 为父本7产量表现较好"生育期长"脂肪含量接近 !!+&58-进行有性杂交"当

年冬季在海南种植 9&"&33( 年在院内选择 9!" 同年冬季在海南培育 9’"&334 年在院内进行 95 株系决

选"&33":!,,, 年在院内进行 ’ 年产量鉴定试验"!,,&:!,,! 年参加省区域试验$生产试验$抗病虫鉴

定% 各项试验及鉴定结果表明"九交 31(" 优质$高产$多抗%

" 产量表现

(+! 产比试验结果

在院内进行 ’ 年产量比较试验"平均产量为 ! ((4+’ ;< = >?!"比对照增产 !)+187表 &@%
(+( 省区试结果

!**&:!**! 年参加吉林省大豆品种区域试

验"1 个试验点均表现增产" 平均产量为 ! !53+"
;< = >?!"比对照增产 &4+’8%
(+# 省生产试验结果

!**! 年参加吉林省生产试验"1 个试验点均

表现增产" 平均产量 ! 1’4+* ;< = >?!" 比对照增

产 &(+"8%

# 特征特性

生育期!九农 !" 从出苗到成熟的生育日数为 &!5 A"需要活动积温 ! 11*B&A"属中早熟品种%

收稿日期!!**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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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九农 (% 大豆品种产量试验结果

试验类别 年份
产量 对照产量 比 C; 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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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苗!而对照在土壤持水量达到田间持水量 !"#时能够保证 $%&’的出苗率" 盆栽试验证明!保水

剂在土壤含水量不足的情况下!存在与种子争水问题!影响种子吸水萌发及出苗"
田间试验也证明了保水剂在土壤含水量不足的情况下对玉米出苗率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但施用

保水剂在积蓄土壤水分和减轻表层土壤水分散失方面有一定的作用!尤其在雨后测量结果更为明显"
田间试验表明!在保证出苗的前提下!施保水剂的处理在后期株高和茎粗及产量均比对照高"
本试验目的是在穴施保水剂的情况下探讨保水剂对抗旱保苗的作用! 对于不同类型保水剂适宜

的地区#气候#土壤条件和施用方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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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特性$株高 5&c$%% WZ!亚有限结荚习性!主茎型!主茎节数 $5 节!正常密度下有 $c/ 个分

枝!结荚较密!三四粒荚较多!荚成熟时呈褐色!茸毛灰色!圆叶!白花"
子粒及品质$子粒椭圆形!种皮黄色!有光泽!脐无色!百粒重 /% K 左右%蛋白含量 25P8"’!脂肪

含量 //P5/’"
抗逆性$该品种适应性强!秆强抗倒伏!两年省区域试验平均倒伏级别为 %P/ 级" 抗病性强" 田间

自然发病情况调查结果表明!该品种抗大豆花叶病毒病#灰斑病#细菌性斑点病及霜霉病%人工接种

鉴定结果表明!该品种抗大豆花叶病毒病 $ 号株系9DLd C6"

% 适应区域及栽培技术要点

经多年多点次试验表明!该品种适应我省大多数中早熟区种植!在我省吉林地区的永吉#磐石#桦

甸#蛟河#舒兰及松原市的沿江地区!长春地区的榆树!通化地区柳河#辉南和海龙等地均可种植!尤

其在吉林地区及松原市沿江地区种植!该品种的脂肪含量一般可达到 //P"’c/2P%’" 在我省西部中

早熟区种植也表现较好"
该品种在吉林省一般 ! 月 /" 日至 " 月 $ 日播种! 公顷播种量为 "%c7% eK! 公顷保苗 /%c// 万

株!播前施有机肥 $P" 万 eK f EZ/#磷酸二氨 $"% eK f EZ/!生育期间注意防治蚜虫和大豆食心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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