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参 试 品 系 (种 )11 个 , 公 交 GS01119- 3、铁

97124- 1- 1、公交 20193- 13、公交 9722- 16、公交

20108- 20、公交 00124- 9、公交 ZP04- 2、吉农

9927- 18、吉农 9809、吉林 30 (CK1) 和吉育 72
(CK2)。
1.2 试验地点

试验地点 9 个，分别为：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大

豆研究中心、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吉林省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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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辽宁省本溪县农科所、辽
宁省开原市农科所、甘肃省张掖市农科所、新疆农

四师 62 团生产科、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良种场和

宁夏平罗县种子站。
1.3 试验设计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3 次重复，小区种植面积

20 m2，不少于 4 行区。收获前割去边行边株，取

中间行计产。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品种产量结果(表 1)
由表 1 可见，11 个供试品系(种)9 个承试点平

均产量 2 754.0～3 031.5 kg/hm2，对照 1 吉林 30
平均产量 2 800.5 kg/hm2。与对照 1 吉林 30 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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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品种 Shukla 方差同质性检验 (Bartlett 测

验)Prob.=0.00000 极显著，不同质，说明各品系

(种)稳定性差异极显著。

从稳定性分析表可见，公交 9722- 16、公交

GS01119- 3 和吉林 30 的 Shukla 方差不显著，且

Shukla 变异系数小，产量性状稳定；吉农 9809 和

公交 ZP04- 2 虽然 Shukla 方差显著或极显著，但

变 异 系 数 较 小 ， 产 量 性 状 也 比 较 稳 定。吉 农

9927- 18、吉育 72 和公交 20193- 13 的 Shukla 方

差极显著，变异系数略大，但与产量稳定性好的品

系差异不显著，因此产量稳定性也较好；其它参试

品系的 Shukla 方差极显著，变异系数也较大，产

量稳定性较差。
2.3 参试品系抗病鉴定

参试品系抗病鉴定结果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大豆研究中心完成。其结果见表 4。

铁 97124- 1- 1、吉农 9809 和公交 GS01119- 3 分

别增产 8.2%、7.5%和 6.1%，增产极显著；公交

9722- 16、公交 20193- 13 和吉农 9927- 18 分别增

产 4.0%、3.7%和 3.6%，但增产不显著；其它参试

品 系 与 对 照 相 当。与 对 照 2 吉 育 72 相 比 ，铁

97124- 1- 1 和 吉 农 9809 增 产 极 显 著 ； 公 交

GS01119- 3 增 产 显 著 ； 公 交 9722- 16、公 交

20193- 13 和吉农 9927- 18 增产不显著；其它参

试品系与其基本相当。
2.2 品种产量稳定性分析

由于方差分析中，品种和试点间互作达极显

著水平，说明各品系(种)在不同环境中表现出的

优劣程度不一致，因此应采用 shukla 稳定性方差

分析，对各品系(种)进一步作稳定性分析。详见表

2 和表 3。

表 1 产量结果

品 种
品种均值
(kg/hm2) 比对照% 0.05 显著性 0.01 显著性

铁 97124- 1- 1 3 031.5 8.2 a A
吉农 9809 3 012.0 7.5 ab A
公交 GS01119- 3 2 971.5 6.1 ab AB
公交 9722- 16 2 911.5 4.0 abc ABC
公交 20193- 13 2 904.0 3.7 bc ABC
吉农 9927- 18 2 901.0 3.6 bc ABC
吉育 72(CK2) 2 820.0 0.7 cd BC
公交 00124- 9 2 797.0 0.6 cd BC
吉林 30(CK1) 2 800.5 0 cd C
公交 20108- 20 2 788.5 - 0.4 cd C
公交 ZP04- 2 2 754.0 - 1.7 d C
注：误差变异系数 CV (%)= 8.002。多重比较结果 (LSD 法)：LSD0
0.05=8.287 9；LSD0 0.01=10.924 9。

表 2 各品系(种)S hukla 方差及其显著性检验(F 测验)
品种 DF Shukla 方差 F 值 概率 互作方差 品种均值 Shukla 变异系数(%)

公交 00124- 9 8 948.191 30 12.025 1 0.000 869.340 1 187.814 9 16.395 2
公交 20108- 20 8 537.552 40 6.817 3 0.000 458.701 2 185.901 3 12.471 8
公交 20193- 13 8 387.527 30 4.914 7 0.000 308.676 1 193.617 4 10.167 3
公交 9722- 16 8 107.421 20 1.362 3 0.216 28.570 0 194.123 6 5.339 1
公交 GS01119- 3 8 124.677 50 1.581 2 0.133 45.826 2 198.148 2 5.635 1
公交 ZP04- 2 8 233.362 80 2.959 5 0.004 154.511 6 183.629 7 8.319 0
吉林 30(CK1) 8 0.000 00 0.000 0 1.000 0.000 0 186.716 2 0.000 0
吉农 9809 8 187.684 20 2.380 2 0.018 108.833 0 200.765 5 6.823 8
吉农 9927- 18 8 369.170 70 4.681 9 0.000 290.319 4 193.444 5 9.932 5
吉育 72(CK2) 8 355.125 50 4.503 7 0.000 276.274 3 187.950 7 10.026 5
铁 97124- 1- 1 8 1 382.093 00 17.527 9 0.000 1 303.242 0 202.061 8 18.398 6
注：误差 180 78.85123

表 3 中晚熟组各品系(种)S hukla 方差的多重比较
(F 测验)

品种 Shukla 方差 0.05 显著性 0.01 显著性
铁 97124- 1- 1 1382.093 00 a A
公交 00124- 9 948.191 30 ab AB
公交 20108- 20 537.552 40 abc ABC
公交 20193- 13 387.527 30 bcd ABC
吉农 9927- 18 369.170 70 bcde ABC
吉育 72(CK2) 355.125 50 bcde ABC
公交 ZP04- 2 233.362 80 cde ABC
吉农 9809 187.684 20 cde BC
公交 GS01119- 3 124.677 50 de C
公交 9722- 16 107.421 20 e C
吉林 30(CK1) 0.000 00 e C

表 4 中晚熟组参试品系抗病鉴定结果

品种名称
SMV1 号株系 SMV3 号株系 胞囊线虫

病指(%) 抗性 病指(%) 抗性 寄生指(%) 抗性
公交 GS01119- 3 18.75 R 29.07 MR 49.21 MS
铁 97124- 1- 1 19.05 R 36.06 MS 98.41 S
公交 20193- 13 33.33 MR 46.15 MS 20.95 MR
公交 9722- 16 23.81 MR 35.00 MR 41.90 MS
公交 20108- 20 45.65 MS 50.13 S 59.68 MS
公交 00124- 9 36.30 MS 39.08 MS 89.52 S
公交 ZP04- 2 30.83 MR 62.75 S 73.65 S
吉农 9927- 18 27.78 MR 34.42 MR 113.6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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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30(CK1) 29.28 MR 37.22 MS 53.02 MS
吉育 72(CK2) 18.21 R 30.00 MR 58.73 MS

吉农 9809 41.67 MS 43.33 MS 95.24 S

续表 4

品种名称
SMV1 号株系 SMV3 号株系 胞囊线虫

病指(%) 抗性 病指(%) 抗性 寄生指(%) 抗性

由表 4 可见，中晚熟组参试品系抗病性较好，

没有感花叶病毒病 1 号株系的，而且只有 2 个品

系感 3 号株系 (公交 20108- 20 和公交 ZP04- 2)；
铁 97124- 1- 1、公交 00124- 9、公交 ZP04- 2、吉农

9927- 18 和吉农 9809 感胞囊线虫病，其它参试品

系对胞囊线虫病均为中感以上。

3 讨论与建议

通 过 研 究 表 明 ： 公 交 GS01119- 3 和 吉 农

9809 产量高，稳定性好；铁 97124- 1- 1 产量高，

但稳定性较差；公交 9722- 16 产量较高，稳定性

好；公交 20193- 13 和吉农 9927- 18 产量较高，稳

定性较好，但 铁 97124- 1- 1、吉农 9927- 18 和吉

农 9809 感胞囊线虫病，建议以上 3 个品系在胞囊

线虫病易发区慎重推广，铁 97124- 1- 1 继续试

验 ， 以 验 证 其 稳 产 性 ， 综 合 表 现 推 荐 公 交

GS01119- 3、公交 9722- 16、公交 20193- 13 为北

方春大豆中晚熟区域苗头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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