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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不同年份审定大豆品种的产量、农艺性状、品质的变化规律，可为大豆育种提供参考。本文根据国家农作物

品种审定公告，将审定品种按时间顺序，分为 2000～2004、2005～2009和 2010～2014年三个阶段，分析了北方春大豆审

定品种的产量、品质及农艺性状进展，结果表明，北方春大豆自 1999年恢复试验以来共审定 90个大豆品种，其产量总体

趋势一直在提升，尤其是 2010年以后产量潜力增加很大，2010～2014年的平均产量达 198.4 kg/666.7 m2，较 2000～2004年
增长 11.8%。平均脂肪含量表现增加趋势，15年来共审定 37个高脂肪品种，占审定品种总数的 41.1%，多集中在 2009～
2014年，但是没有高蛋白品种，脂肪与蛋白质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株高、单株荚数随着年代的推移总体呈增高趋势，

产量与株高、单株荚数和脂肪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57、0.62和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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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alysis of change rule for yield, agronomic and quality traits of released soybean varieties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soybean breeding. The advance in yield, agronomic and quality traits of soybean varieties which were be⁃
longed to three stages, i.e., 2000-2004, 2005-2009 and 2010-2014 years according to National Crop Variety Approv⁃
al Notice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90 northern soybean varieties had been released since recovery of
test in 1999, their yield were increased as time went on, especially yield potential increased greatly after 2010, the av⁃
erage yield in 2010-2014 was 198.4 kg/666.7m2, increased 11.8% over 2000-2004. In the past 15 years, thirty seven
high oil varieties were certified, accounting for 41.1% of the total number of authorized variety, more concentrated in
the 2009-2014. However, no high protein variety was authorized. There was a very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
tween oil and protein content. Some agronomic traits such as plant height, pods number per plant showed a trend of in⁃
crease as time went 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yield was very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lant height, pods number per plant and oil content.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ere 0.57, 0.62 and 0.42, sepa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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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新疆 10个省份自治

区，是我国大豆最大产区，具有悠久的种植历史。

随着种植年代推移，大豆产量和品质有较大提

升。关于不同年代大豆品种的产量、生理特性和

农艺性状的研究已有不少报道 [1-6]。过去 50多年

来，各种育种途径、方法和技术都在为提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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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7]。大豆品种对产量贡献率为 30%～40%，甚
至高达 60%，即大豆产量和品质的提高主要依赖

于品种改良 [8]。但由于地区和熟期差异，遗传改

良对不同熟期大豆品种及在不同地区发挥的效应

不尽相同 [2]。虽然我国在大豆遗传改良方面已有

不少研究 [9-10]，但对北方春大豆生态区 2000年后

审定的大豆品种遗传进度分析鲜有报道。因此，

本文将对 2000～2014年间育成并在北方春大豆

不同熟期推广的 90个大豆品种的农艺和品质性

状的演化及其与产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期

为品种关键性状的改良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产量、品质、农艺性状数据资料来自 2000～
2014年农业部品种审定公告。根据审定公告信

息进行产量、株高、荚数、百粒重、脂肪含量、蛋白

质含量数据整理分析，产量数据是计算两年区域

试验和一年生产试验的平均值。并将审定品种按

时间顺序，分为 2000～2004、2005～2009和 2010
～2014年三个阶段，分析其性状进展。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育种单位不同熟期组审定品种数量

表 1表明，北方春大豆 90个审定品种中，黑龙

江省农业科学院黑河分院、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佳木斯分院和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审定

品种数量较多，各审定 8个品种，占审定品种的

26.7％，企业审定大豆品种较少，只占总数的

6.7%。从不同熟期来看，早熟和中早熟组的审定

品种多数由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和黑龙江省农垦

总局育成，中熟和中晚熟组的审定品种基本由吉

林省农业科学院和吉林农业大学育成，晚熟组审

定品种主要是辽宁省的育种单位。

表1 不同单位不同年代育成品种数量

育种单位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黑河分院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院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九三科研所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北安科研所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佳木斯分院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

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农作物开发研究所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吉林农业大学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铁岭市农业科学院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其他科研单位

企业

合计

育成品种数量

早熟组

8
3
5
5

3
1
25

中早熟组

7
4
3
1
4

6
1
26

中熟组

1

3

3

1

8

中晚熟组

4

2

6

晚熟组

5
5
4
3
4
4
25

总数

8
3
5
5
8
4
3
8
4
5
5
5
4
3
14
6
90

2.2 不同年代审定品种的产量变化

从图 1看，不同年代审定品种的产量总体趋

势一直在提升。2000～2004、2005～2009和 2010
～2014年三个阶段平均产量分析表明，从最初的

五年平均产量 177.4 kg/666.7 m2，提升到了平均产

量 198.4 kg/666.7 m2，这三个阶段审定品种的平均

产量明显增加，增幅分别达 4.7％和 6.8％。此外，

66.6%的品种产量在 180～200 kg/666.7 m2之间，

超过 210 kg/666.7 m2的品种占 15.6%，其中 2010～
2014年的品种占 7.8%，说明 2010年以后产量潜力

有很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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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年代审定品种的脂肪、蛋白质含量变化

15年来北方春大豆共审定 37个高脂肪品种

（粗脂肪含量≥21.5％），其中合丰 52、铁豆 62和中

黄 45达到或超过了 23.00%，高脂肪品种数占审定

品种总数的 41.1%，多集中在 2009～2014年，但是

没有高蛋白品种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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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年代大豆品种产量及产量平均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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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年代大豆品种脂肪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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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年代大豆品种蛋白质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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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图 3大豆脂肪、蛋白质含量分析结果表

明，2000～2014年的 15年间北方春大豆审定品种

的脂肪含量呈逐步增加的趋势，而蛋白质含量正

相反；由柱形图的三个五年平均值结果来看，每

个五年的脂肪含量的平均值增加比依次为 4.2%
和 1.5%，可见 2005～2009年期间审定的品种比前

五年的品种的脂肪含量增加幅度较大，以后虽然

继续增加，但幅度明显减小，相应年代的蛋白质

含量增减比则分别依次增加 0.2%和降低 2.7%。
以上数据表明，后两个五年脂肪增加与蛋白下降

比率有显著差异，在一定范围内，北方春大豆的

脂肪和蛋白质含量可以达到互作最佳值，蛋脂总

和的最佳值约在 60.0%～61.0%之间，再随着脂肪

含量的增加，蛋白质含量则会急剧下降。

2.4 不同年代审定品种的主要农艺性状变化

从 2000～2014年株高（图 4）和单株荚数（图

5）变化来看，随着年代的推移总体呈增高趋势。

2010～2014 年的株高平均值显著高于 2000～
2004年。2010年以前的平均株高低于 80 cm，2010
年后株高平均值为 88.7 cm，上升幅度较大。株高

最高的是承豆 6号，达 121.1 cm，其余超过 100 cm
的还有晋遗 30、合交 02-69、吉农 31、东生 10。多

数品种株高在 70～100 cm之间，占品种总数的

76.7%。单株荚数为 30～49 个的品种比例占

27.8%（图 6），其中 2010年后的品种占 18.0%；单株

荚数在 50～70个的品种比例占 23.3%，其中 2010
年后的品种占 8.0%。而不同年份的百粒重（图 7）
变化不明显，最大的是辽首 2号，达 25.1 g。百粒重

在 19.0～19.9 g的品种比例最多，占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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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年代育成品种株高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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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不同年代品种产量、品质性状和农艺性状间

的相关性

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表 2），产量与株高、单

株荚数和脂肪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

别为 0.57、0.62和 0.42。株高与单株荚数和百粒

重分别呈极显著和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54和 0.29。单株荚数与脂肪含量呈极显著正相

关（r=0.46），百粒重与蛋白质含量呈显著正相关

（r=0.33），而脂肪与蛋白质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

（r=-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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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不同年代育成品种百粒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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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年代大豆品种产量、品质性状和农艺性状间的相关系数

株高

单株荚数

百粒重

脂肪含量

蛋白质含量

产量

0.57**
0.62**
0.21
0.42**
-0.10

株高

0.54**
0.29*
0.18
-0.03

单株荚数

0.15
0.46**
0.05

百粒重

-0.19
0.33*

脂肪含量

-0.40**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分析表明，随着品种遗传改良大豆产量、

单株荚数、脂肪含量呈增加趋势，蛋白质含量呈

下降趋势，这些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11-12]。

所不同的是本研究参试品种株高呈增加趋势，这

与前人研究结果存在差异 [13-14]。北方春大豆产量

特别是 2010年以后产量潜力有很大进步，北方春

大豆刚恢复试验时，参试品种较少，产量也较低，

随着国家高产优质育种以及丰产高效栽培技术项

目的支持与投入，调动了育种单位的积极性，参

试品种逐年增多，育种手段也多元化开展，从而

提升了育成品种的产量潜力，另外，对照品种也

逐步被国审高产优质品种更新替代，促进了产量

的提高。同时，高油品种数量明显增加，这是由

于在 20世纪末高油大豆的市场需求巨大，国家对

北方春大豆高油育种提供了有利的政策导向和项

目支持，而使“十一五”后的高油参试品种数量有

很大增加。但脂肪与蛋白质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

（r=-0.40），当超过两者互作的平衡点时，随着脂

肪含量的增加，蛋白质含量则会急剧下降。全面

提高品种的脂肪含量和蛋白质含量相当困难 , 但
本文中产量与脂肪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因此针

对提高某一单项 (脂肪含量或蛋白质含量)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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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向育种应该是切实可行的 [15]。今后，国内大豆

的市场将主要以食用为主，高蛋白品种必然会成

为主导品种，所以北方春大豆育种者也将会转向

重视高蛋白优质育种，使大豆优质育种有新的转

型与突破。农艺性状在遗传改良过程中也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 相关性分析表明，产量与株高、单株

荚数和脂肪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对产量影响较

大，但大豆株高也不宜过高 , 否则容易引起倒伏，

致使产量降低。因此进一步开展大豆在遗传改良

过程中某些农艺性状及其与产量关系的研究 , 对
选育大豆优良品种和高产栽培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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