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方春大豆晚熟区跨辽宁、河北、山西、陕西、
甘肃和宁夏 6 个省份(自治区)，涵盖面积大，气候

条件和土壤类型比较复杂，变化很大，适合选育适

应性强、稳产性好的大面积推广品种。本文主要通

过对不同大豆品种间的产量差异、抗病性、品质和

纯度分析，确定晚熟区域适宜种植的大豆优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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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为品种审定提供理论依据，以提高经济效益。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参试品种(种)9 个,辽 08 品 -28、铁 02064-17、
中黄 45、辽 02Q117、晋遗 55、晋大 78 号、中黄 37

和晋豆 19(CK1)、铁丰 31(CK2)。
1.2 试验地点

试验地点 13 个，分别为：辽宁瓦房店、辽宁锦

州、辽宁沈阳、河北承德、山西太原、山西汾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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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试验确定, 辽 08 品 -28、铁 02064-17 和中黄 45 比对照铁丰 31 增产极显著，其适应性、丰

产稳产性、抗逆性好；辽 02Q117 比对照铁丰 31 增产显著，但稳产性一般；但铁 02064-17 品种纯度分析结果

过低，不适于推广；晋遗 55、晋大 78 号和中黄 37 与对照铁丰 31 比减产或显著减产，稳产性也一般，应用推广

价值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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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test, yields of 'Liao08 pin-28', 'Tie 02064-17' and 'Zhonghuang 45'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variety 'Tiefeng 31', which were of wide adaptability, high and stable yield and strong re-

sistance. Yield of 'Liao 02Q117'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but yield stability was not well. The

purity of variety 'Tie 02064-17' was too low to be fit for popularizing. Yields of 'Jinyi 55', 'Jinda 78' and

'Zhonghuang 37' were less than control, and yield stability was poor, thus they were not worthy popularizing

and putting into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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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产量结果表

品种 品种均值(kg/667 m2) 比对照增减(%) 0.05 显著性 0.01 显著性

铁 02064-17 250.7 12.33 a A

中黄 45 241.1 8.04 b B

辽 08 品 -28 235.8 5.67 bc BC

辽 02Q117 231.3 3.65 c CD

铁丰 31(CK2) 223.2 0 d DE

晋大 78 号 219.8 -1.51 d EF

晋遗 55 213.2 -4.45 e FG

晋豆 19(CK1) 212.5 -4.78 e FG

中黄 37 204.8 -8.22 f G

注：误差变异系数 CV(%)=6.397，多重比较结果(LSD 法)，LSD0.05=6.477 5、LSD0.01=8.505 7。

表 2 各品种 Shuk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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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大 78 号 12 962.361 90 13.833 1 0.000 892.792 5 219.795 0 14.1140%

晋豆 19(CK1) 12 348.069 00 5.003 2 0.000 278.499 7 212.487 3 8.7801%

晋遗 55 12 724.015 70 10.407 1 0.000 654.446 4 213.230 9 12.6190%

辽 02Q117 12 660.319 30 9.491 5 0.000 590.749 9 231.307 8 11.1093%

辽 08 品 -28 12 349.824 90 5.028 4 0.000 280.255 6 235.812 1 7.9316%

铁 02064-17 12 389.020 00 5.591 8 0.000 319.450 7 250.675 3 7.8682%

铁丰 31(CK2) 12 265.941 00 3.822 7 0.000 196.371 7 223.162 5 7.3075%

中黄 37 12 1 167.312 00 16.779 1 0.000 1 097.743 0 204.812 1 16.6816%

中黄 45 12 458.886 50 6.596 1 0.000 389.317 2 241.102 7 8.8849%

注：误差 208 69.569 31

西长治、陕西富平、陕西延安、甘肃白银、甘肃镇

原、宁夏中宁和宁夏平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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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品种产量结果见表 1。
由表 1 可见，9 个供试品种 13 个承试点平均

产量 204.8～250.7 kg/667 m2，对照晋豆 19 的产

量为 212.5 kg/667 m2， 铁 丰 31 的 产 量 为 223.2

kg/667 m2，启用对照 2 铁丰 31 作为本组试验的

对照品种。铁 02064-17、中黄 45 和辽 08 品 -28

比对照分别增产 12.3%、8.0%和 5.7%，增产极显

著；辽 02Q117 比对照增产 3.6%，增产显著；其他

参试品种均比对照减产，其中，晋遗 55 和中黄 37

比对照分别减产 4.5%和 8.2%，减产极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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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

水平，说明各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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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各品种进一步作稳定性分析。详见表 2。
各品种 Shukla 方差同质性检验 (Bartlett 测

验)Prob.= 0.14015 不显著，同质，各品种稳定性

差异不显著。
由表 2 可见，铁丰 31、晋豆 19、辽 08 品 -28、

铁 02064-17 和中黄 45 虽 Shukla 方差极显著，但

Shukla 变 异 系 数 较 小 ， 产 量 性 状 比 较 稳 定 ；辽

02Q117、晋遗 55、晋大 78 和中黄 37 的 Shukla 方

差极显著，Shukla 变异系数略大，产量稳定性一般。
综合产量性状：辽 08 品 -28、铁 02064-17 和

中黄 45 产量高，且稳定性较好；辽 02Q117 产量

高，但稳定性一般；晋遗 55、晋大 78 和中黄 37 产

量低，稳定性一般。
2.3 参试品种抗病鉴定情况

参试品种抗病鉴定结果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大豆研究所完成。其结果见表 3。
由表 3 可见，所有参试品种对 SMV1、SMV3

和 SCN 抗性均符合试验要求。
2.4 各品种品质分析和纯度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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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参试品种抗病鉴定结果

品种
SMV1 SMV3 SCN

病指(%) 抗性 病指(%) 抗性 寄生指(%) 抗性

辽 08 品 -28 21.21 MR 38.25 MS 38.34 MS

铁 02064-17 34.31 MR 46.67 MS 61.17 S

中黄 45 16.67 R 34.62 MR 47.49 MS

辽 02Q117 18.33 R 21.79 MR 53.26 MS

晋遗 55 16.67 R 23.81 MR 43.76 MS

中黄 37 16.67 R 25.86 MR 63.13 S

晋大 78 号 16.67 R 22.67 MR 46.74 MS

晋豆 19(CK1) 16.67 R 20.13 MR 67.23 S

铁丰 31(CK2) 16.67 R 32.27 MR 97.77 S

表 4 参试品种品质分析和纯度检测结果

品种 粗蛋白含量(%) 粗脂肪含量(%) 蛋脂含量合计(%) 纯度(%)

辽 08 品 -28 38.25 22.51 60.76 92.9

铁 02064-17 38.21 22.46 60.67 81.0

中黄 45 36.36 23.00 59.36 92.9

辽 02Q117 38.99 20.51 59.50 97.6

晋遗 55 39.21 21.14 60.35 92.9

中黄 37 42.38 19.22 61.60 88.1

晋大 78 号 38.83 20.22 59.05 90.5

晋豆 19(CK1) 38.60 22.68 61.28 95.2

铁丰 31(CK) 38.39 21.84 60.23 90.5

参试品种品质分析结果由农业部谷物品质检

测中心完成；纯度检测结果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

物科学研究所完成。其结果见表 4。
由表 4 可见，辽 08 品 -28、铁 02064-17 和中

黄 45 粗 脂 肪 含 量 分 别 为 21.51%、22.46% 和

23.00%，蛋脂含量合计分别为 60.76%、60.67%和

59.36%，均属于高脂肪品种；两个对照的粗脂肪

含量也超过 21.50%，含量合计超过 59.00%，也属

于高脂肪品种；其他参试品种均属于普通品种。
在纯度检测结果中，铁 02064-17 和中黄 37

的纯度分别为 81.0%和 88.1%，小于 90.0%，没有

达到标准，其他参试品种的纯度都符合试验要求。

3 讨论与建议
通过试验研究表明：辽 08 品 -28 和中黄 45

比对照增产极显著，稳产性和品质结果也好，抗病

性和品种纯度符合要求，建议作为主要苗头品种

试验推广；辽 02Q117 比对照增产显著，但稳产性

一般，品质、抗病性和品种纯度符合试验要求，建

议作为苗头品种推广时应注意年际间的稳产性变

化；铁 02064-17 品种纯度分析结果低，不建议作

为苗头品种；其他参试品种均比对照减产，应用推

广价值不大，建议终止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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