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食用植物油与植物蛋

白来源。近年来，受植物油和豆粕需求急剧增长的

拉动，我国大豆产品消费迅猛增长，但国产大豆生

产停滞，国内大豆市场三分之二以上依靠进口，是

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1]。国内大豆品种的主要

差距是单产低、品质差、生产成本高，我国大豆平均

单产 1 600 kg/hm2，与美国大豆单产 2 300 kg/hm2

相比差距很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养殖

业的发展，我国大豆特别是优质大豆的需求呈上

升趋势，中国 1996 年成为大豆净进口国以来，进

口量以每年 200 多万 t 的速度在递增，到 2009年，

中国大豆进口量已增加到 4 255 万 t，而我国年产

大豆仅 1 800 万 t 左右，这意味 着，中国大豆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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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量的 6 000 万 t 中，70%需要依赖进口，如此

严重的挑战和形势要求大豆科研工作者尽快选育

适应当地生态类型的高产优质大豆品种 [2-4]。根据

这一育种目标，山西农科院谷子研究所育成了高

产稳产、综合性状优良的大豆新品种长豆 006 号，

并于 2008 年经过山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准予推广。

1 选育经过

1.1 亲本来源

母本：贺家岭黑豆，有限结荚习性、分枝多、结
荚密、丰产性好、子粒美观、中早熟品种。

父本：鲁黑豆 2 号，亚有限结荚习性、株型紧

凑、抗旱、稳产、适应性强、品质优良。
1.2 选育方法

选择遗传背景丰富、综合性状优良的亲本材料

配制杂交组合，将杂种后代种植在选种圃，根据育种

目标的要求采用系谱法对后代进行严格选择，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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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产优质大豆新品种长豆 006 是山西省农业科学院谷子研究所用贺家岭黑豆为母本，鲁黑豆 2
号为父本进行有性杂交育成。该品种在 2007 年山西省中早熟组区试和生产试验中，比对照晋豆 25 增产

13.5%和 16.1%，在所有试验品种中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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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进行调查记载及挂牌标记，成熟时单株收获。
品种产量和适应性鉴定采取所内与所外、多

年与多点、小面积与大面积鉴定方法相结合；抗

病、抗旱鉴定、品质分析在自己进行初步鉴定、分

析的基础上委托权威专业机构鉴定、测试。
1.3 选育过程

1997 年在山西农科院谷子研究所试验田配制

杂交组合，获得杂交种子；1998～2003 年分别在所

内试验田种植 F1～F6 代，并进行定向选择。后代选

择过程中，始终把商品性好、抗逆性强、丰产性好等

综合农艺性状优作为选择目标，2003 年稳定出圃。
2004 年参加所内鉴定试验，定名为长豆 006。2005
年参加所内品种比较试验。2006～2007 年参加山

西省大豆早熟区区域试验。2007 年参加山西省大豆

早熟区生产试验。2007 年 9 月通过了山西省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组织的田间考察鉴定。2008 年山西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准予推广，品种

审定编号为“晋审豆 2008001”。
1.4 适宜区域

长豆 006 适宜在山西中部地区复播，北部地

区春播。

2 产量表现

2.1 品比试验结果

2005 年在山西农科院谷子研究所试验田进

行品比试验，长豆 006 平均单产 2 205 kg/hm2，比

对照晋豆 25 增产 14.1%。
2.2 区域试验结果

2006～2007 年参加了山西省大豆早熟区区

域试验，试验结果如下：在山西省区域试验中，

2006 年在怀仁、浑源、灵丘、平顺、清徐、泽州、榆

次、山阴等 10 个点，平均单产 2 135.8 kg/hm2，比

对照品种晋豆 25 增产 11.2%，在 10 个参试品种

中居第二位；2007 年平均单产为 2 461.4 kg/hm2，

比对照品种晋豆 25 增产 13.5%，居所有参试品种

第一位。
2.3 生产试验结果

2007 年参加了山西省早熟区生产试验，试验

结果如下：在山西省生产试验中，在 6 个试验点

中，平均单产为 2 581.65 kg/hm2，比对照品种晋豆

25 号平均增产 16.1%(表 1)。

3 特征特性分析

长豆 006 春播生育期 118 d、夏播生育期 90
d 左右，为春、复两用品种。平均株高 72 cm，单株

有效荚数 33 个，单株粒数 75 粒左右。该品种株型

紧凑，叶片椭圆形，叶色深绿、褐色茸毛，紫花，有

限结荚习性；子粒椭圆形，种皮黑色，脐黑色，百粒

重 22 g 左右。在多年多点试验、示范中，表现出以

下优良特性。
3.1 丰产性好

多年的品比试验、区域试验、生产试验结果表

明，长豆 006 比对照晋豆 25、晋豆 19 等推广品种

增产显著，属于高产型品种。
3.2 农艺性状优良

长豆 006 株高适中，茎秆粗壮坚韧，株型紧

凑；叶柄开张角度适宜，有利于通风透光，具有明

显的提高光合效能的结构。这些理想的农艺性状

为长豆 006 表现丰产奠定了基础。
3.3 品质优良

长豆 006 子粒饱满，粒形椭圆，种皮黑色，有

光泽，外观品质好，完全粒率高，商品性状好，深受

消费者欢迎；内在品质优良，经农业部谷物及制品

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哈尔滨)分析，粗蛋白(干
基)41.82%，粗脂肪(干基)19.04%，为山西省少有

的黑色优质品种。

4 高产栽培技术要点

通过长豆 006 播期、密度、种植方式等试验研

究，结合引进的大豆高产栽培技术，组装形成中早

熟大豆长豆 006 配套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4.1 适时机械化早播

山西北部春播，在地温稳定通过 10℃后适时

早播，即 5 月 5～10 日播种为宜。山西中南部复播

充分利用光、温资源，小麦收获后抢时早播。采用

机械条播，不仅效率高，进度快，有利于抢时抢墒，

而且播种均匀，深浅一致，利于苗全、苗壮、苗齐、
苗匀，北部春播播深 5 cm、中南部复播播深 4 cm
为宜[5]。
4.2 宽窄行合理密植

合理密度和行株距配置既确保密度，又有利

于通风透光、增加植株受光、提高光合效率、促进

油分蛋白等干物质的形成与积累，从而增加产量。

表 1 2007 年山西省生产试验产量表现

试验地点 单产(kg/ hm2) 比 ck±(%) 名次
泽州县金村镇府城区 1 588.1 37.7 1
平顺县北社乡常家村 1 910.0 17.6 1
灵丘县武灵镇大作村 1 186.2 - 3.2 2
大同市区试站 2 375.0 12.5 2
清徐孟封镇东罗村 1 706.7 13.3 1
山阴县岱岳乡北王庄村 2 175.0 26.1 2
平均值 1 861.6 16.1 1

22 36 卷吉 林 农 业 科 学



山西北部春播播量 90 kg/hm2，留苗 19.5 万～24.0
万株，平均行距 0.35 m 宽窄行(宽行距 0.45 m、窄行

距 0.25 m)为宜；山西中南部复播播量 112.5 kg/hm2，

留苗 30 万～37.5 万株，平均行距 0.33 m 宽窄行(宽
行距 0.4 m、窄行距 0.25 m)为宜。
4.3 及时间苗定苗

大豆 2～3 叶期，及时按照计划株距间苗定

苗，北部春播断垄 25 cm 以上、中南部复播断垄

15cm 以上，在断垄两端留双株，使大豆植株分布

均匀，有利于地上部的生长和根系、根瘤发育，协

调地上部和地下部、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合理利用

地力和光热资源 [6]。间定苗时去弱苗、病苗、小苗

和杂株，留壮苗、好苗，保证密度合理和苗全、苗

齐、苗匀、苗壮。
4.4 化学除草与虫害防治

播后芽前使用乙草胺喷雾，使用时严格按照

药量和用水量，土壤墒情好可适当减少水量，土壤

墒情较差，要加大水量，但药量不需增加；杂草较

多的地块苗后用 15%的稳杀得喷雾除单子叶杂

草、用 25%苯达松水剂喷雾除双子叶杂草，使用

48%的地乐胺乳油喷雾除菟丝子及单子叶杂草。
大豆食心虫、豆荚螟等于 8 月危害，幼虫蛀入

豆荚，北部春播在 8 月上中旬、中南部复播在 8 月

下旬成虫始盛期用 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功夫

乳油等连喷两次(间隔一周)。
4.5 平衡施肥

氮、磷、钾配合使用即有利于增产，也有利于

蛋白油分等干物质形成和积累。适当增施农家肥

和磷钾肥，氮∶磷∶钾按 2 ∶1.5 ∶0.8，即一般公顷施纯

氮、磷、钾 150 kg、112.5 kg 和 60 kg 为宜，70%氮

肥和全部磷、钾播前作基肥施用，30%氮肥大豆开

花结荚期追施 [7]。开花结荚期叶面喷施尿素、磷酸

二氢钾及微量元素钼、锌、硼等，可起到明显的增

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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