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豆(Glycine max)由于含有高达 40%以上的

蛋白质, 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食用植物蛋白来

源。高蛋白大豆育种已经成为大豆品质育种中的

一个重要课题。对大豆蛋白质遗传变异方面的研

究,国内外均有报道。Wilcox[1]、孟庆喜等[2]、宋启建

等 [3]、Ishige 等 [4]、胡明祥等 [5]、邱丽娟 [6]对蛋白质含

量遗传的数量性状、母体效应、加性效应及与其他

性状的相互关系方面如脂肪、产量、百粒重等方面

均有报道，但结论并不统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探讨大豆杂交 F5 代蛋白质含量方面与其亲

本的相互关系，为进行高蛋白质大豆新品种选育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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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杂交亲本的选配

试验材料选用蛋白质含量高(45.00%以上)或
产量高的 8 个亲本，根据不同配置要求分成两组。
第 一 组 (高 蛋 白×高 蛋 白 )05- 1、05- 2、05- 3 和

05- 4，亲本选用公交 2394、公交 2064- 5- 4、公交

2063- 1- 5、公 3157、通 农 13 和 吉 育 77；第 二 组

(高蛋白×高产)05- 5 和 05- 6，亲本选用通农 13、
吉育 53、吉林 3 号。共配成 6 个组合。
1.2 试验方案

2005 年配制杂交组合，当年秋天收获杂交

种，并于同年冬海南繁殖，2006 年于吉林省农业

科学院大豆研究所的试验地进行种植。随机区组

设计，3 次重复，1 次重复 5 行。行长 4.5 m，行距

0.60 m，株距 0.1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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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用高蛋白或产量高的 8 个材料作为亲本，配成 6 个组合，分析后代蛋白质含量的影响因素。结

果表明：F5 代蛋白质含量与双亲蛋白质含量中值及母本蛋白质含量呈正相关；高蛋白组合后代蛋白质含量变

异小于高蛋白×高产组合；F5 代蛋白质含量与产量呈负相关，与百粒重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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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进行田间管理。2009 年秋季每个组合随

机收获 20 株，进行室内考种，同时将样品送于吉

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化验室分

析并测定蛋白质含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F5 代蛋白质含量的遗传变异

杂种 F5 代蛋白质含量的变异情况见表 1。通

过分析结果表明，F5 蛋白质含量的变异系数由大

到 小 的 顺 序 是 ：05- 6>05- 5>05- 1>05- 2>05- 4>
05- 3。高蛋白×高产亲本组合 05- 5 和 05- 6 在 F5

代其蛋白质含量的变异明显高于高蛋白×高蛋白

亲 本 组 合 05- 1、05- 2、05- 3、05- 4； 在 同 一 组 合

内，蛋白质含量分离差异不明显。
2.2 F5 代与亲本蛋白质含量的相关性分析

表 2 列出了 F5 代蛋白质含量与亲本的相关

性。F5 代蛋白质含量与双亲蛋白质含量及中值呈

正相关，与母本显著正相关，与父本相关性不显

著，这与 F2
[7]、F3

[8]、F4
[9]代的试验结果相同。

2.3 F5 代蛋白质含量与单株产量、百粒重的相关性

F5 代蛋白质含量与单株产量除 05- 2 组合呈

正相关外，其他组合均为负相关，其中 05- 2 组合

达到了极显著水平。表明产量的高低会影响到蛋

白质含量的选择。
F5 代蛋白质含量与百粒重呈正相关(表 3)。其

中 05- 3 组合达到极显著水平。选择大粒形的单

株个体有利于选出高蛋白含量的品种。

表 1 杂种 F5 代与亲本蛋白质含量的相关性

组合
母本

♀
父本

♂
差值

♀-♂ F5 蛋白质含量 变异系数(%)

05- 1 46.25 45.15 1.10 44.87 4.072

05- 2 46.25 46.00 0.25 45.19 4.153

05- 3 45.01 46.25 1.14 43.27 3.870

05- 4 45.01 46.15 0.45 43.98 3.950

05- 5 45.01 42.00 3.01 41.23 4.613

05- 6 45.01 41.00 4.01 4.18 4.970

表 2 杂种 F5 代与亲本蛋白质含量的相关性

世代
亲本

P1 P2 P1－P2 (P1+ P2)/2

F5 0.602 1** 0.091 5 - 0.115 8 0.687 1**

注：** 表示达到 0.01 显著水平，P1 表示母本蛋白质含量，P2 表示父

本蛋白质含量。

表 3 杂种 F5 代蛋白质含量与单株产量、百粒重的相关性

组合
F5 蛋白质含量

05- 1 05- 2 05- 3 05- 4 05- 5 05- 6

单株产量 - 0.298 7 - 0.615 9** - 0.132 9 0.187 - 0.213 - 0.394

百粒重 0.453 3 0.373 6 0.692 8** 0.493 8 0.382 9 0.356 2

注：** 表示达到 0.01 显著水平。

3 结论与讨论

F5 代蛋白质含量的大小与双亲蛋白质含量有

关，双亲蛋白质含量差异越大，F5 代蛋白质含量

变化也越大；双亲蛋白质含量高，后代选育出高蛋

白含量个体的几率也越高。
在进行高蛋白大豆育种中，应注意亲本的选

配。首先尽可能提高双亲的蛋白质含量，使用蛋白

质含量较高的材料作为母本。
由于产量是决定大豆品种的一个关键因素，

因此在选育高蛋白大豆新品种的同时考虑产量的

影响。本试验中由于蛋白质含量与产量呈负相关，

个别达到了极显著水平，所以应在保证产量的基

础上，选育高蛋白品种。
百粒重是高产的一个重要因素。本试验中蛋

白质含量与百粒重呈正相关，在后代中选育高蛋

白含量的大粒品种还是有可能的。

参考文献：

[1] Wilcox J R. Performance of reciprocal soybean hybrids [J] .
Crop Sci, 1977,17(3): 351- 352 .

[2] 孟庆喜，武天龙，杨庆凯 . 大豆高蛋白育种双列杂交分析[J] .
大豆科学，1988，7(3)：185- 191 .

[3] 宋启健，盖钧镒，马育华 . 大豆品种蛋白质、油分含量的遗传

特点[J] . 中国农业科学，1989，22(6)：24- 26 .
[4] Ishige, T. Biometrical analysis and estimation of the number of

genes for seed protein content of soybean，Glycine max (L.)
Merrill[J] . Japanese Agricultural Researth Quarterly(JARQ),
1984, 17(4): 230- 235 .

[5] 胡明祥，于德祥 . 大豆杂种后代籽粒蛋白质含量的遗传研究

[J] . 中国农业科学，1984，6(6)：40- 44 .
[6] 邱丽娟，王金陵，杨庆凯，等 . 大豆高蛋白育种的亲本选配和

后代选择的研究. Ⅰ大豆杂交 F2、F3、F4 代蛋白质含量的遗传

变异特点[J] . 大豆科学，1990，9(4)：271- 276 .

(下转第 38 页)

8 37 卷吉 林 农 业 科 学



(上接第 8 页)
[7] 王新风，富 健，孟凡刚，等 . 高蛋白大豆杂交 F2 代与亲本蛋

白质含量的相关性分析[J] . 河南农业科学，2008(2)：42- 44 .
[8] 王新风，富 健，孟凡刚，等 . 大豆高蛋白组合杂交 F3 代与亲

本蛋白质含量的相关性分析 [J] . 安徽农业科学，2009(24)：

11492- 11493 .
[9] 王新风，蔡红梅，富 健，等 . 大豆高蛋白组合杂交 F4 代与亲

本蛋白质含量的相关性分析 [J] . 安徽农业科学，2010，38
(32)：18096- 18097 .

比，微生物肥料市场的容量是相当大的 [24]。此外，

也出现了许多几丁质农资产品，如肥料、农药等，

还出现了以几丁质命名的产品如几丁质红枣、几

丁质鸡蛋等。不但具有出口创汇的招牌，还具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

4 总 结

综上所述，微生物对几丁质降解特性的研究，

几丁质酶抑制剂以其独特的杀虫剂和杀菌剂作用

机制以及对环境友好的优良特点，正体现了现代

农业的发展趋势，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应用中，都具

有重要的意义，但目前国内的天然几丁质酶抑制

剂生产研究才刚刚起步，同时，需要进一步认识几

丁质在自然界和生物工程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

用微生物发酵法的生产技术远远落后于国外的研

究。因此，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通过筛选优良菌

种，加紧研究和开发几丁质酶抑制产品，进一步改

良发酵微生物菌株性能，进一步完善工艺条件，提

高提取收率，用先进的现代微生物分离技术获得

高纯度的几丁质酶抑制剂产品，为生产优质的微

生物肥料创造条件，是将几丁质推向产业化必须

要做的工作，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产生客观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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