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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秆大豆品种吉密豆 1 号的选育报告

刘宝泉 , 闫 昊 , 胡桂芳 , 王 博

(吉 林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大 豆 研 究 中 心 , 长 春 130033)

摘 要 : 大 豆 新 品 种 吉 密 豆 1 号 。2003～2004 年 区 域 试 验 结 果 : 平 均 产 量 为 3 408.4 kg/hm2, 比 对 照 品 种 九

农 21 增 产 18.62%, 2004 年 生 产 试 验 结 果 : 平 均 产 量 为 3 528.2 kg/hm2, 比 对 照 九 农 21 增 产 20.7%。该 品 种 2005

年 1 月 通 过 吉 林 省 农 作 物 品 种 审 定 委 员 会 审 定 , 其 主 要 特 点 是 矮 秆 , 适 合 密 植 , 单 产 水 平 高 , 稳 产 性 好 , 抗 病 性

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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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ding Report of New Dwarf Soybean Cultivar J imidou 1
LIU Bao- quan,YAN Hao, HU Gui- fang, WANG Bo

(Soybean Research Center,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of Jilin Province, Changchun 130033, China)

Abs tract: New soybean cultivar Jimidou 1 was released by the Soybean Research Institut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of Jilin Province. The results of regional trials during 2003～2004 showed that its average yield

was 3 408.4 kg/hm2, which was 19.90% higher that that of control cultivar Jiunong 21. The results of production test in

2004 showed its average yield was 3 528.2 kg/hm2, which was 20.66%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cultivar Jiunong 21.

Jimidou 1 was certified by Jinlin Crop Varieties Committee in January 2005. Its main characters were dwarf, suit to be

compact planted, high and stable- yield, and high resistance to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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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品种的选育目标

在 农 作 物 品 种 改 良 过 程 中 , 取 得 突 破 性 进 展

的两项技术———矮化育种和杂种优势利用。水稻、

小麦在利用矮秆基因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上世

纪 50 年 代 , 水 稻 的 矮 化 育 种 , 使 水 稻 产 量 提 高

30%以上 ; 杂交水稻 品 种 的 成 功 推 广 也 是 在 利 用

矮秆基础上完成的 , 取得世界领先的成果。随着生

产 条 件 的 改 善 , 水 稻 、小 麦 、玉 米 分 别 应 用 矮 化 育

种和杂种优势利用。水稻是应用这两项技术最完

美的作物 , 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最大的。小麦、玉米

正在努力实现应用这两项技术 , 实现超级作物育

种。但相比之下 , 大豆育种不及上述作物。主要原

因是在大豆生产上均未应用矮秆品种和杂种优势

利用。在大豆育种上 , 大豆品种形态没有太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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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豆育种策略仍然在提高产量—增加节、荚

数—增 加 植 株 高 度—易 发 生 倒 伏—降 低 生 长 环

境—提高产量不显著这个怪圈中徘徊。

因此 , 要提高大豆产量 , 必须进行大豆育种战

略调整 , 解决限制创高产的倒伏问题 , 提高大豆植

株的承载能力。矮秆大豆品种选育和应用是解决

倒伏和大豆植株的承载能力最有效途径之一。选

育大豆矮秆品种 , 采用密植栽培技术实现大豆单

产的突破。

2 品种选育经过

1996年 以 美 国 矮 秆 品 种Sprite为 母 本 , 以 当 地

推广品 种 吉 育43为 父 本 , 获 得F1代 ; 1997年 以 其 为

母 本 , 美 国 矮 秆 品 种Hobbit为 父 本 进 行 杂 交 , 获 得

复交F1。1998年在吉林省农科院试验地种植复交F1

代 ; 1999 ～2001 年 在 吉 林 省 农 科 院 试 验 地 种 植

F2～F4代 , 并按适合矮秆密植的品种生态型进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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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生 产 试 验 各 试 点 产 量 结 果

年份 试验地点 密度 (万株 /hm2) 产量(kg/hm2) 九农 21 产量(kg/hm2) 比 ck±(% )
2004 公主岭黑林子 30 3 044.0 2 717.6 12.0

40 3 391.2 24.8
50 3 107.5 14.4

农安靠山镇东排 30 4 115.0 2 860.0 43.9
木村 40 4 205.0 47.0

50 3 620.0 26.6
德惠达家沟惠丰 30 3 491.6 3 252.9 7.4
农场 40 3 887.1 19.5

50 3 559.7 9.4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九站) 30 3 412.5 2 892.5 18.0

40 3 512.5 21.4
50 2 992.5 3.5

平均 3 528.2 2 930.8 20.7

表 1 品 种 区 域 试 验 各 试 点 产 量 结 果

年份 试验地点 产量(kg/hm2) 九农 21 产量(kg/hm2) 比 ck±(% )
2002 公主岭黑林子 3 391.8 2 700.0 25.62

农安靠山镇东排木村 3 383.3 2 900.0 16.67
平均 3 387.6 2 800.0 21.15
2003 公主岭黑林子 3 012.5 2 556.3 17.85

农安靠山镇东排木村 3 312.5 2 791.7 18.66
3 583.5 2 791.7 28.36

德惠达家沟惠丰农场 3 866.7 3 116.7 24.06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九站) 3 308.3 3 060.0 8.11

平均 3 587.5 3 088.4 16.09
总平均 3 408.4 2 845.2 18.62

拔优良单株 , 决选矮秆株行 , 2002～2003年进行 矮

秆 密 植 栽 培 试 验 和 区 域 试 验 , 2004年 进 行 生 产 试

验 , 明确该品种推广价值和适应区域。2005通过吉

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3 产量结果

3.1 区试及密植栽培试验结果

矮秆大豆品种需要密植栽培 , 在进行区域试

验 的 同 时 也 进 行 了 密 植 栽 培 试 验 , 2002 年 在 公 主

岭市黑林子镇和农安靠山镇东排木村进行了平播

密植 , 采用蜂巢式播种。全区株距为 15 cm, 行距

为 13 cm, 播种点酷似蜂巢的六边形。人工扎眼播

种。试验品系公交 97132- 8 的播种密度为 51 万株

/hm2, 对 照 品 种 为 九 农 21, 保 苗 密 度 18～20 万 株

/hm2。 两 点 平 均 产 量 3 387.6 kg/hm2 比 对 照 品 种

九农 21 增产 21.15%。产量结果见表 1。

在试验中发现 , 该播种方法不符合吉林省农

村生产实际 , 在今后的推广中有非常大的难度。主

要表现 : ①吉林省农村习惯于垄作 , 由于现有农机

马力小 , 农村不进行翻地 , 整地水平很难达到播种

要求。②平播不能进行中耕作业 , 一旦苗前除草失

败 , 易造成草荒 , 同时我省雨量集中 , 易发生内涝。

③生 产 规 模 小 、土 地 面 积 少 , 无 平 播 机 械 。 所 以 ,

2003 年 采 用 了 垄 上 双 行 密 植 栽 培 , 同 时 在 农 安 县

东排木试验点进行了垄上双行密植栽培和蜂巢式

播 种 栽 培 的 比 较 试 验 , 播 种 密 度 分 别 为 30.76 万

株 /hm2 和 51 万株 /hm2, 对照品种九农 21 保苗密

度 18～20 万 株 /hm2。4 个 试 验 点 次 均 表 现 增 产 ,

平均产量 3 416.7 kg/hm2, 比对照增产 19.41%。其

中农安县东排木试验点的垄上双行密植栽培和蜂

巢 式 播 种 栽 培 的 比 较 试 验 , 分 别 比 对 照 增 产

18.66%和 28.36%。

在 2004 年生产试验的 4 个点次 3 个 密 度 , 均

表现出增产 , 平均公顷产量 3 528.2 kg, 比对照品

种 九 农 21 增 产 20.7%(其 中 德 惠 达 家 沟 惠 丰 农 场

试验点种植 1.2 hm2, 全部采用机械播种、中耕、收

割、脱粒)。

4 品种特征特性

4.1 植物学性状

吉密豆 1 号为有限结荚习性 , 株高 70 cm 左

右 , 2～3 个 分 枝 , 白 花 , 椭 圆 叶 , 棕 毛 , 结 荚 密 , 荚

成 熟 呈 棕 色 , 三 粒 荚 多 , 子 粒 圆 形 , 褐 脐 , 种 皮 黄

色、有光泽 , 百粒重 14～15 g。

4.2 生育期及品质

吉密豆 1 号为中熟品种 , 生育期 123～125 d,

蛋白质含量 36.33%, 脂肪含量 20.64%。外观及化

学品质优良。

4.3 抗逆性

吉密豆 1 号的抗病性强。经吉林省农科院植

保所人工接种鉴定 : 抗 大 豆 花 叶 病 混 合 株 系(病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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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抗大豆灰斑病(病指 9.2)。田间自然诱发鉴定

结 果 : 抗 大 豆 花 叶 病 毒 病 (R)、 高 抗 大 豆 灰 斑 病

(HR)、 高 抗 大 豆 褐 斑 病 (HR)、 高 抗 大 豆 霜 霉 病

(HR)、高 抗 大 豆 细 菌 斑 点 病 (HR)、中 抗 大 豆 食 心

虫。吉密豆 1 号的抗倒伏能力强。在 2003～2004

年播种密度达到 50 万株 /hm2, 未发生倒伏现象。

5 栽培技术要点

在有效积温 2 580～2 600℃·d 以上的地力肥

沃 平 洼 地 和 有 水 浇 条 件 的 平 地 , 4 月 末 至 5 月 初

播种 , 采用机械等距点播 , 在 60～70 cm 垄 播 双

行 , 苗幅宽 12～15 cm, 株距 7～9 cm, 也可 以 进 行

30 cm 小 垄 , 公 顷 播 量 为 65～70 kg, 有 效 株 数 为

32～38 万 株 /hm2, 施 肥 量 比 常 规 大 豆 多 15%～

25%, 遇干旱年在开花期和结荚期各 灌 水 1 次 , 也

可以在开花中后期灌水 1 次。注意防治大豆病虫

害和草荒。大面积清种为宜。

适应区域 : 吉林省中熟地区 , 沿江河冲积 平

原、地力肥沃的平洼地和有水浇条件的平地种植。

水改旱 2～3 年后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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