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育期长短是大豆（Glycine max）品种选择的

主要性状之一。Carter 等［1］首先采用生育期组

(maturity group，MG)划分方法，美国、加拿大等国

学者以每组 10～15 d的生育期差异为标准，将大

豆品种划分为 MG000、MG00、MG0、MGI、MGII、
…、MGX等共 13个组 [2]。盖钧镒等 [3]以 48份北美

大豆生育期组标准品种为参照，对国内 256份代

表品种进行生育期和生育期结构研究，将我国大

豆品种划分为 MG000～MGⅨ共 12 个生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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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为中国大豆品种分类的主要方法。本文采

用同样方法，将来自不同生态区的 25个品种与北

美大豆生育期组标准品种进行比较，明确参试品

种的生育期组归属，为各地大豆的科学、合理引

种和全国生育期组系统的建立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点

试验于 2010～2013年在内蒙古赤峰市农牧

科学研究院试验田（北纬 42°09′30″，东经 118°
43′15″，海拔 601 m）进行。

1.2 供试品种

对照品种：由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研发中

不同生态区大豆品种在赤峰地区生育期组划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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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13个北美大豆生育期组标准品种（MG0～MGⅢ）为对照，对东北及内蒙古地区不同生态区的 25份大豆主推品

种进行生育期组划分。结果表明：对照品种（MG0～MGⅢ）虽然生育日数存在差异，但在各年份均可正常成熟。参试品

种(系)生育期组属MG0的最多，其次为MGⅢ、MGI、MGⅡ。由赤峰大豆综合试验站选育的优质高油、高产大豆品种赤豆 1
号和赤豆 3号生育期组属MGI和MGⅡ。试验结果明确品种在赤峰地区的生育期组归属，为全国大豆生育期组系统的建

立和不同区域新品种在各大豆产区的审定、繁殖和推广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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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提供的北美大豆生育期组标准对照品种 13份，

覆盖MG0～MGⅢ共 4个生育期组（表 1）。
参试品种：由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各试验站

及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院提供的基础资料25份。

表 1 北美大豆生育期组标准品种在赤峰市的生育日数 d

生育期组

0

Ⅰ

Ⅱ

Ⅲ

品种

Traill
MN0201
MN0901
Surge
NE1900
Haroson
Titan
Holt

OAC Talbot
Flint
Burlison
Zane
Athow

PI 登记号

PI596541
PI629004
PI612764
PI599300
1PI614833
1PI548641
1PI608438
2PI561858
2PI567786
2PI595843
2PI533655
3PI548634
3PI595926

生育日数

2010
92
88
93
-
99
100
103
104
104
111
114
-

113

2011
97
98
104
101
104
105
109
105
110
110
112
111
112

2012
102
103
104
102
107
107
108
113
113
112
113
116
119

2013
87
92
112
112
107
105
106
106
105
113
114
114
115

表 2 2010～2013年赤峰地区气象因子汇总

气象因子

降水量月平均（mm）

气温月平均（℃）

日照时数月总数（h）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0
2011
2012
2013
2010
2011
2012
2013

月份

4
18.6
12.9
0
45.0
5.9
8.6
10.9
4.5

269.0
305.7
294.4
259.2

5
88.9
19.6
23.1
4.9
17.0
15.8
17.5
18.8
265.9
329.8
321.6
328.7

6
26.9
52.4
112.2
139.0
23.5
21.8
19.7
20.8
320.6
308.3
222.1
245.9

7
175.2
149.3
52.6
74.3
30.3
22.4
23.2
23.6
262.7
271.8
301.4
320.5

8
22.5
45.0
29.2
63.9
24.1
22.6
21.8
23.4
269.5
329.1
312.3
289.3

9
25.1
6.3
46.1
27.2
29.3
15.2
15.7
15.9
255.1
284.4
261.5
277.6

1.3 试验设计

每品种播种 1行，行距 45 cm，行长 1.5 m，3次
重复。播种时间分别为 2010年 5月 19日、2011年
5月 14日、2012年 5月 24日、2013年 5月 18日，常

规田间管理。

1.4 测定项目

每重复选位于中间位置的连续 5株挂牌标

记，分株记载生育日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标准品种生育期日数表现

从标准对照品种在本地的生育日数（表 1）可
见，13个品种（MG0～MGIII）在 4年均可正常成

熟，但品种生育日数存在差异，年度间最大变幅

为 15 d，推测可能是由于气候差异造成的。

结合 2010～2013年赤峰地区气象因子汇总

表分析（表 2），4年生育期间气温和日照时数差别

较小，而降水量差别显著，2012年赤峰地区 4月份

无降雨，大豆播种期整体降水量小，温度较低，所

有大田作物的播种期延后一周左右，品种的生育

日数增大，其他各年份差异不大。

从表 3可见，试验中表现为不同年度均可正

常成熟，性状稳定，年度间生育日数变异较小，可

作为适合的国内标准品种的是：MG0: MN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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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北美大豆生育期组标准品种在赤峰市播种的生育期（VE～R8）表现 d
时间（试验点）

2010

2011

2012

2013

生育期组别

0
Ⅰ
Ⅱ
Ⅲ
0
Ⅰ
Ⅱ
Ⅲ
0
Ⅰ
Ⅱ
Ⅲ
0
Ⅰ
Ⅱ
Ⅲ

最小值

89
98
103
112
97
104
105
111
102
107
112
116
87
105
105
114

最大值

94
104
114
—

104
109
112
112
104
108
113
119
112
107
114
115

差值

5
6
11
0
7
5
7
1
2
1
1
3
15
2
9
1

平均数

91.5
101.0
108.5
112.0
100.5
106.5
108.5
111.5
103.0
107.5
112.5
117.5
99.5
106.0
109.5
114.5

参考范围

85～97
98～102
103～109
≥ 110
95～104
105～109
110～112
≥ 113
91～104
105～110
111～118
≥ 120
≤ 105

106～110
111～115
≥ 116

表 4 2010～2013 年大豆品种在赤峰市播种条件下的生育日数

品种 ( 系 )
蒙豆 26号
抗线 2号
黑农 34
九农 13
东农 46
兴豆 4号
东农 48
吉育 67
东农 47
合丰 50
兴豆 5号
重茬 168
绥农 26
绥农 22
黑农 48
吉育 57
九农 21
吉林 39

蒙豆 25号
吉育 93
赤豆 3号
中黄 35
吉林 30

蒙豆 24号
赤豆 1号
注：“—”代表当年此品种空缺

出苗至完熟日数 (d)
2010
92
98
97
95
97
98
97
96
96
101
98
97
99
97
97
106
105
107
109
104
109
—

116
115
107

2011
—

105
—

—

98
—

95
—

—

99
—

100
—

—

103
105
110
112
113
110
107
115
110
115
105

2012
102
104
102
104
113
103
111
105
105
103
102
110
105
105
108
116
110
117
120
116
116
122
120
122
110

2013
91
95
95
96
96
96
97
97
98
98
99
100
101
101
106
107
109
110
111
111
116
114
114
115
113

生育期组

2010
0
Ⅰ
0
0
0
Ⅰ
0
0
0
Ⅰ
Ⅰ
0
Ⅰ
0
0
Ⅱ
Ⅱ
Ⅱ
Ⅱ
Ⅱ
Ⅲ
—

Ⅲ
Ⅲ
Ⅱ

2011
—

Ⅰ
—

—

0
—

0
—

—

0
—

0
—

—

Ⅰ
Ⅰ
Ⅲ
Ⅲ
Ⅲ
Ⅲ
Ⅱ
Ⅲ
Ⅲ
Ⅲ
Ⅰ

2012
0
0
0
0
Ⅱ
0
Ⅱ
0
0
0
0
Ⅰ
0
0
Ⅰ
Ⅲ
Ⅰ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Ⅰ

20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Ⅰ
Ⅰ
Ⅰ
Ⅰ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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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Ⅰ:NE1900、Haroson、Titan；MGⅡ: Holt、Flint、
Burlison；MGⅢ: Zane、Athow。
2.2 试验品种生育期日数表现及划分

根据标准品种的参考范围和参试品种的平均

生育期表现，将参试品种进行生育期组归属划分

（表 4）：MG0:蒙豆 26号、抗线 2号、黑农 34、九农

13、东农 46、兴豆 4号、东农 48、吉育 67、东农 47、
合丰 50、重茬 168、绥农 26、绥农 22；MGⅠ:兴豆 5
号、吉育 57、黑农 48、九农 21、赤豆 1号；MGⅡ:赤
豆 3号；MGⅢ:吉林 30、吉林 39、蒙豆 25号、吉育

93、中黄 35、蒙豆 24号。

3 讨 论

2010年的 MGII和 2013年的 MG0符合 Carter
等制定的划分方法 [1]，即每个生育期组内存在 10
～15 d的参考范围，但做为标准品种，具体哪些品

种作为实际参考标准，在本地区应具体考虑。

参试品种 (系)属 MG0～MGⅢ范围，其中生育

期组属 MG0的有 13份，占试验品种的 52.0%，属
MGI、MGⅡ和 MGⅢ的分别为 5份、1份和 6份，占

20.0%、4.0%和 24.0%。其中，赤峰大豆综合试验

站选育的优质高油、高产大豆品种赤豆 1号和赤

豆 3号平均生育日数分别为 109 d和 112 d，属MGI

和 MGⅡ，表明本地区适宜品种的生育期为 90～
120 d。

将 25份参试品种与北美标准品种的生育日

数进行比较，生育期组介于MG0～MGⅢ之间。但

同一大豆品种生育期组归属在不同年份存在差

异，如“中黄 35”3年参加试验，两年结果一致，属

MGⅢ、2013年属MGⅡ，这与吴存祥、胡兴国等［4-5］

结果一致，推测可能与播期和气候条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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