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DUS）
测试，是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中的重要环节，

我 国 在 1999 年 加 入 国 际 植 物 新 品 种 保 护 联 盟

（UPOV）后，陆续公布了 8 批农业植物新品种保

护名录 [1]，包含了我国大部分的植物物种，同时也

针对每个物种制定了各自的特异性、一致性和稳

定性测试指南，用以指导测试工作。
数量性状的评价标准是植物新品种 DUS 测

试的重要基础之一。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公主

岭分中心在已收集的 218 份大豆品种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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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大豆 DUS 测试指南，对其进行数据收集，然

后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每个数量性状数据的

分布特点进行归纳总结，为得到科学、准确的数量

性状分级标准提供理论基础和事实依据。为大豆

DUS 测试中数量性状特异性的判定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公主岭）分中心收集

的 218 份已知大豆品种。
1.2 方法

对公主岭分中心收集到的 218 份大豆材料进

行小区种植，小区行长 3 m，种植两行，株行距为

10 cm×67 cm，总株数 60 株。以《植物新品种特异

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大豆（报批稿）》（以

下简称大豆测试指南）为标准，对每个大豆品种的

31 个必测性状进行数据采集，然后利用 EXCEL
和 DPS 统计软件，对大豆性状中底荚高度、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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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茎节数性状分级标准

代码 区间

1 ＜13.05

2 13.05~14.74

3 14.75~16.44

4 16.45~18.14

5 18.15~19.84

6 19.85~21.54

7 21.55~23.24

8 23.25~24.94

9 ≥24.95

由表 1 可以看出，荚果数量、株高和百粒重的

数据分布范围较大，极差分别为 98.5、143.85 和

25.6，说明该群体在这 3 个性状上覆盖面广，应能

很好的代表大豆群体的基本情况；底荚高度、株

高、主茎节数和百粒重性状的中值与均值较为接

近，说明群体在这 4 个性状上相对趋近于自然选

择，而表中 5 个性状的变异系数，均在 13%以上，

荚果数量和底荚高度性状甚至超过了 25%，变异

较大。
2.2 数量性状分布类型的分析

对 5 个性状的数据分别进行概率频次分析，

见图 1。从图 1 中可以看出，底荚高度趋近于低

值；荚果数量与百粒重的聚集区间恰好相反；株高

在 X- 0.54S 至 X- 0.03S 处较为集中，略低于 均

值；而主茎节数基本呈正态分布。说明当前大豆产

量育种的重点依然在于对大豆子粒部性状的改良

而非整个植株，而对于植株改良的目标依然是在

抗倒伏的基础上降低底荚高度，以期获得更多的

荚果数量。
对于呈现正态分布的主茎节数性状，在制定

其分级标准时，可以采用等距分级的方法，将整个

群体划分为 9 级(表 2)。

由于存在着有目的的人工选育的因素，所以

底荚高度、荚果数量、株高、百粒重等 4 个性状数

据呈现为 X2 分布，其结果是使多数的大豆品种，

获得更有利于生产实际的性状组合。对于这类性

状的分级，可以参考刘孟军等 [2]提出的基于数量

性状分布特征的概率方法，可以更好地反映性状

变异的离散程度以及不同品种性状值在总体变异

中的系统位置。结合最小显著差等数据结果，由均

值向两侧进行等距划分。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收集到的 218 份大豆 (下转第 13 页)

图 1 大豆主要数量性状概率分布

数量、株高、主茎节数、百粒重等 5 个主要数量性

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去除个别非典型数据后，分

别计算每个性状数据的最小值、最大值、极差、中

值、平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并分别绘制各性状

数据的频次分布直方图，判定数据分布类型，对数

据概率曲线的形成原因及分级标准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数量性状变异分析

对收集的 218 份大豆材料的数量性状数据进

行分析(表 1)。

表 1 大豆主要数量性状数据分析

性状 最小值 最大值 极差 中值 平均值 X 标准差 S 变异系数

底荚高度 4.81 27.95 23.14 16.38 13.16 4.01 0.3047

荚果数量 29.10 104.60 75.5 66.85 49.34 12.37 0.2507

株高 50.13 166.15 116.02 108.14 103.03 22.72 0.2205

主茎节数 12.55 25.57 13.02 19.06 18.75 2.54 0.1355

百粒重 8.20 33.80 25.6 21.00 22.91 3.49 0.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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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9 页) 资源为基础，对大豆测试指南中的 5
个主要数量性状进行数据采集，分别进行统计分

析，判断主茎节数性状为正态分布，底荚高度、荚

果数量、株高和百粒重性状为 X2 分布，并针对两种

情况，分别提出参考性的分级方法，为制定大豆测

试指南中数量性状的分级标准提供了理论依据。
由于当前的育种目标较为集中，所以导致很

多数量性状的分布并非呈正态分布，而是均值趋

向于某一偏离于中值的特定值，且几个数量性状

的均值偏离程度互为相关，对于这种情况，本文中

所提出的以最小显著差（LSD）为参数由均值向两

侧进行等距划分的方法，可以很好的解决由于群

体非正态分布而导致大量数据处于非中心区域的

问题，在具体分级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每个级别

的覆盖区间应大于 2 倍 LSD0.05
[3]，这样可以保证

测试样品不会由于自身群体内的变异程度而造成

最终分级结果的偏差。
在 DUS 测试过程中，对于某些品种的群体内

变异较大的问题，需按照 UPOV 提出的 COYU[4]方

法来进行一致性分析，如结果表明不具备一致性，

则不应将数据进行特异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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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品种也相近，而且比中熟对照品种九农 21 表现

的更为稳产。
从 2004 年的组合中已选育出一批植株强壮、

抗倒伏，具顶簇荚，茎中下部也结较多荚类型，如

08- 4321 等。在行距 65 cm、株距 15 cm 的栽培方

式下获得了一批单株粒数超过 400 粒、单株粒重

超过 70 g 的 F4 代植株。从 F5 代的稳定品系中获

得了多个综合性状好且高产的优良材料。

3 讨 论

在利用中国扁茎大豆品种选育高产大豆品种

中，克服其茎秆软弱是关键，所以如何找到茎秆特

别强韧的种质至关重要。如果从表象看，通常就会

根据中国扁茎大豆的成熟期(中熟)，用其与相近成

熟期而且不倒伏的品种进行杂交选育，但效果并

不理想，但采用成熟期很晚但也较抗倒伏的引 17

后，却获得了很多中熟 - 中晚熟、具有很好丰产性

的抗倒伏材料。这是因为成熟期对抗倒伏性状的

表现有重大影响所致，成熟期越长，往往抗倒伏性

表现越差，但外部表现晚熟、较抗倒伏的品种却有

着更抗倒伏的基因，其后代就会由于成熟期的缩

短表现出更强的抗倒伏性能。这启示我们应善于

分析性状间的相互关系，透过现象看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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