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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野生大豆是栽培大豆的祖先 ,半野生大豆介于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之间。野生大豆由于丰富的遗传背景在大豆

育种中具有重要地利用价值。通过对优异品种、品系的分析，浅谈野生大豆的利用价值、野生大豆创制优异资源的方法

和利用野生大豆的育种效果。并结合多年利用野生大豆的育种经验，提出利用野生大豆创制种质资源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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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Va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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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ld soybean is antecedent of cultivated soybean, semi-wild soybean exhibits combined traits of wild soy⁃
bean and cultivated soybean. Wild soybean could serve as important resources in soybean breeding for its abundant
genetic background. After analysis of superior bred varieties and inbred line, utilization value of wild soybean, meth⁃
od for creating excellent resource of wild soybean and breading effect were briefly discussed in the paper. Combined
with breeding practices, some suggestions on creating resources by use wild soybean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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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育种主要是研究品种和创新品种的问

题 [1]。作为育种工作者研究品种间的差异及杂交

组合的差异，寻找创造大豆高产、高抗、稳产的有

效途径和方法。通过改变基因、基因型的频率，

增加优良基因的重组进而创造出育种资源和优良

品种。近年来，由于育种过分追求短期效应，采

用单一育种组配方式，造成种质遗传基础匮乏，

致使大豆育种难以取得突破性地进展。野生大

豆、半野生大豆由于具有丰富的遗传背景和优异

的高产、抗病、优质基因，在大豆育种上体现突出

地价值。多年来，在利用野生大豆创造育种资源

和优异品种的研究中，育种家在育种方法等相关

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较为突出

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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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野生大豆利用价值

我国开始进行野生大豆的驯化有几千年的历

史。驯化过程中，大豆的栽培种丢失了很多与环

境适应相关的重要基因，然而这种缺失的遗传多

样性可以通过育种的方法进行改良，也就是说可

以将野生大豆、半野生大豆中能够适应某一特定

环境的基因重新引入到栽培大豆中。邱丽娟等通

过对国内外 7份有代表性的野生大豆进行从头测

序和独立组装，构建出首个野生大豆泛基因组 [2]，

在全基因组水平上阐明了大豆种内、种间结构变

异的特点。发掘出野生大豆特有的优异基因，发

现野生大豆中生物逆境抗性相关的抗病基因类型

远多于栽培大豆。相对于栽培大豆，野生大豆还

有很多更为突出地优点：

1.1 蛋白质含量更高，营养更丰富

现已知的野大豆的蛋白质含量从 29.04%到

55.70%不等，其平均值达到 44.90%，显著高于栽

培大豆的蛋白质平均含量 [2]。

金晓飞等：浅谈利用野生大豆创制育种资源和新品种

东北农业科学 2017，42（1）：12-15
Journal of Northeast Agricultural Sciences DOI: 10.16423/j.cnki.1003-8701.2017.01.004



1期 金晓飞等：浅谈利用野生大豆创制育种资源和新品种 13

1.2 抗逆性更强，对环境的适应性更广

自然环境下生长的野生大豆长期以来积累了

很强的抗逆性，不仅能抵抗干旱 [3]、盐 [4]碱 [5]等非生

物胁迫，对大豆灰斑病、疫霉根腐病 [6]、蚜虫 [7]等生

物胁迫的抗性也强于栽培大豆，此外光照强度试

验还显示野生大豆耐阴性强于栽培大豆 [8]。

1.3 单株结荚数更多

栽培大豆单株结荚数很少，基本超不过 200
个，而野大豆的单株荚数可达 500个甚至更高 [9]。

1.4 遗传多样性更高

中国野生大豆群体具有丰富的性状变异，遗

传多样性明显高于栽培群体。中国野生大豆群体

SSR 位点的等位基因平均丰富度（NA）和平均

Simpson多样性指数（H）分别为 16.1和 0.852，高于

栽培大豆（NA=11.4, H=0.773），野生群体的遗传

多样性明显高于栽培群体 [10]。

2 利用野生大豆、半野生大豆创造

种质资源的育种方法

作物育种的效率取决于育种资源和方法。目

前大豆品种选育的主要方法是杂交育种。常用的

形式是单交、复交和回交。由于这种育种法主张

优中选优，要求至少有亲本之一是当地推广的优

良品种，所以经过一定时期选择后，生产上使用

品种的亲缘就会十分接近必然导致遗传基础趋于

单一化 [11]。作物的轮回选择及有性杂交方式给提

供了一个很好创造新资源的方法。克服大豆遗传

的单一性和狭窄性，提高基础群体的异质性。将

不同种质的优点结合起来，合成创造出新的种

质。田佩占 [1]认为：轮回选择在理论上，不应只是

看其进展，还应与具有共同亲本的不同交配方法

相比较，才是合理全面的，才能肯定其效果。几

十年的育种过程也可以看作是轮回选择过程，问

题是如何加速这个过程。杨庆凯等选用不同的栽

培品种与野生大豆进行回交，谓之广义回交 [14]，即

（栽培×野生）×栽培，看似回交，但回交亲本则是

随育种目标的需要而改变。这种方式既可更多地

融合栽培品种的遗传性，聚合其优点，又可随时

根据种间杂交群体表现的特点，尤其是对新暴露

的缺点进行有计划有针对性的改良。

用野生资源直接改良栽培大豆的后代，虽然

具备地方种质不具有的特异的优良基因，但一般

不适应本地的生态、生产条件，因此，直接转育的

育种材料是很难在短周期内选育出优异品种的。

Shener认为 [13]最好的品种是来源于具有 75%适应

基因的遗传基础。田佩占等 [14]提出利用夏大豆血

缘占 1/4左右为宜。胡国华 [15]研究大豆高产育种

遵照选择、推广、重组和选择，这样一种无止境的

循环，而每一次循环都能补充与改变种质的血缘 ,
并改进有关性状。在育种实践中，有效地把生态

远缘的半野生种质逐步渗入到适应品种中去，同

时借鉴对中国扁茎大豆连续 8年后代抗倒伏研究

方法 [16]，通过目标性状选择、基因重组、广义回交、

聚合组配、强度选择等方法，创造出具有野生大

豆血缘的吉豆 34-1优良品系，进而育成吉豆 2
号、吉豆 4号优良品种。

3 利用野生大豆、半野生大豆的育

种实践效果

要获得突破性高产、优质、多抗的新品种，必

须在现有品种水平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创制、利

用优异亲本资源。从 20世纪 90年代起笔者就在

野生大豆资源的利用上下功夫，对其育成的品种

进行重点研究。其中辽豆 3号是利用铁丰 18为亲

本育成的。获国家一等发明奖的铁丰 18的亲本

之一铁 5621，就是栽培大豆与半野生大豆杂交的

后代。以铁丰 18为亲本育成了铁丰号系列品种

约有 30个。鉴于此将辽豆 3号作为亲本，育成丰

产性突出、抗性强、多分枝的含有半野生大豆 1/16
血缘的育种材料吉豆 34-1，随后以吉豆 34-1为亲

本育成吉豆 2号、吉豆 4号等高产稳产优质的大

豆品种，并分别于 2002年和 2011年通过吉林省农

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吉豆 2号审定编号为

吉审豆 2002013，吉豆 4号的审定编号为吉审豆

2011012。吉豆 34-1、吉豆 2号、吉豆 4号的突出

特点是：

3.1 育成品系、品种的遗传基础较宽

吉豆 34-1亲本组合为辽豆 3号和绥农 4号，

见系谱图 1。辽豆 3组合为铁丰 18 ×美国品种阿

姆索。而绥农 4是黑龙江的骨干亲本，其血缘包

含黑龙江当地品种和日本的种质，从中可见吉豆

34-1的遗传背景极其丰富，既有野生大豆、黑龙

江、辽宁的当地种质，也包含了美国和日本种质。

吉豆 34-1品系遗传了野生大豆的分枝力强，茎秆

有弹性、小叶多荚、抗病的特点，遗传了黑龙江品

种的主茎发达，抗倒伏的特点，保留了美国、日本

品种的节间短，3～4粒荚多的特点。

吉豆 2号，以吉豆 34-1为母本、88134为父本

经有性杂交选育而成。父本 88134是具有短叶柄

的育种材料。缩短叶柄能明显地改变株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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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密度，增加光能截获 [17]。吉豆 2号是抗病、抗

倒、耐密、高产能力强的遗传基础较宽的品种。

吉豆 4号 [18]，2000年以九农 21为母本，以吉豆

34-1为父本进行有性杂交育成的。九农 21是以

美国“MB152”为母本，吉林 20为父本育成的稳产

高产品种。其父本吉林 20具有四粒黄、铁荚四粒

黄、吉林 1号、十胜长叶和辽宁种质；用吉林 20为
亲本审定的品种就有近 90个。由上可见吉豆 4号
大豆遗传基础极其宽泛。

3.2 育成品种丰产性突出

所育吉豆 34-1、吉豆 2号、吉豆 4号均表现出

野生大豆的分枝力强、主茎发达、茎秆柔韧，多荚

的特点，遗传了野生大豆适应能力强和多抗性，

因此其后代品种具有很好的适应性和稳定性。同

时继承了其他亲本的 3～4粒荚多、节间短，抗倒

伏的特点。

吉豆 34-1具有野生大豆的多分枝、小披针

叶、枝茎柔韧、植株整齐、无限结荚习性。在吉林

省记载十余年间的产量纪录中，充分表现出高产稳

产高抗的特点。1998年在柳河县兰山乡，2003年在

辉南镇永兴村公顷产量分别达到 4 882 kg、4 629
kg，详见表 1。

吉豆 2号具有野生大豆的主茎发达、中小披

针叶、抗病性状突出特点。其产量构成：密度每

公顷 20～22万株。株高 75～85 cm，分枝 1～3个
（含短果枝），节数 16.6～17.8个，单株荚数 30.1～
56.2个，单株粒数 71.2～115.1个，单株粒重 19.5～
21.4 g，百粒重 19～21g。吉豆 2号区域试验比对照

品种九农 21号增产 5.9%;生产试验比对照九农 21号
增产6.4%。最高产量达到4 200 kg/hm2。

吉豆 4号，遗传了野生大豆的茎秆柔韧、中小

披针叶，无限结荚习性的特点。集中吉豆 34-1和
九农 21稳产性和抗逆性，中熟品种。1999年到

2016年十余年间，对吉豆 4号各点次的记载中发

现，吉豆 4号不仅耐密、抗逆性强，而且稳产高产。

其产量构成：密度每公顷 20～22万株。株高 90～
105 cm，节数 16.0～17.0个，单株荚数 28.0～51.2
个，单株粒数 68.2～96.1个，单株粒重 18.6～20.5 g，
百粒重 20.5 g。吉豆 4号在 2010年生产试验承试的

6个点次中比对照九农 21增产 8.4%。

表1 含野生大豆血缘的品系、品种高产实例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0
2000
2001
2001
2001
2001
2002
2003
2010
2010
2016

地 点

柳河县兰山乡牟保英

榆树市农业站周喜隆

德惠市米沙子刘风阁

榆树市农科所

辉南镇永兴村刘玉明

榆树市砖场齐永安

公主岭黑林镇齐文阁

辉南镇永兴村刘玉明

辉南镇永兴村岳方亭

辉南镇永兴村刘玉明

辉南镇永兴村岳方亭

磐石市区试验站

双阳区农业站

引育中心公主岭试验站

品 种

吉豆 34-1
吉豆 34-1
吉豆 2号
吉豆 2号
吉豆 34-1
吉豆 2号
吉豆 2号
吉豆 34-1
吉豆 34-1
吉豆 34-1
吉豆 34-1
吉豆 4号
吉豆 4号
吉豆 4号

品种类型

分枝多而整齐，无限，线形叶

分枝多而整齐，无限，线形叶

无大分枝，亚有限，中等尖叶

无大分枝，亚有限，中等尖叶

分枝多而整齐，无限，线形叶

无大分枝，亚有限，中等尖叶

无大分枝，亚有限，中等尖叶

分枝多而整齐，无限，线形叶

分枝多而整齐，无限，线形叶

分枝多而整齐，无限，线形叶

分枝多而整齐，无限，线形叶

分枝少，无限、中等尖叶

分枝少，无限、中等尖叶

分枝少，无限、中等尖叶

产量水平（kg/hm2）
4 882
3 744

大旱年 3 250
大旱年 4 167
大旱年 3 984
灾年 3 558
灾年 3 546
灾年 4 136
灾年 4 571
4 360
4 629

旱年 3 700
旱年 3 212比对照增产 35%
雨大 4 171比对照增产 18%

 

吉豆34-1

辽豆3号

铁丰18

45-15 5621

丰地黄

半野生

美国品种阿姆
索

绥农4号

绥农3号

克5501-3

克56-4258

绥6942580×
群选

图1 吉豆34-1系谱

3.3 育成品种抗逆性突出

吉豆 34-1、吉豆 2号、吉豆 4号遗传了野生大豆

对肥力、旱涝反应不敏感的特性；遗传了野生大豆植

株主茎发达，茎秆有弹性的特点，表现出抗病、抗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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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倒、耐密。2000年大旱之年，吉豆 34-1公顷产量

在辉南镇永兴村 3 984 kg，2001年灾年中，达到了公

顷 4 571 kg的好成绩。吉豆 2号在 2000年大旱年

份，分别在德惠市米沙子、榆树市农科所公顷产量达

到 3 250、4 167 kg。2010年干旱年份及 2016年的雨

水多的年份吉豆 4号在磐石、双阳及引育中心公主

岭试验站公顷产量到达 3 700 kg、3 212 kg、4 171 kg
比对照增产20%、35%、18%。
3.4 育成品种具有较高的光合效率

育成品种保留野生大豆的无限、多节，多小叶的

特点，叶形皆为披针形。这在后期体现了群体的光

合生产率大，全生育期的总光合势高的特点：吉豆

34-1开花期早，6月上中旬开花，花期长，最大叶面

积指数达到 6.3。吉豆 2号和吉豆 4号 6月中旬的开

花，花期较长，最大叶面积分别为5.8、5.4。
4 利用野生大豆创制种质资源的方

法及建议

4.1 具有野生大豆资源的后代的选择处理

对野生大豆的后代选择，首先把抗倒伏性状

放在第一位，其次是熟期和产量性状。同时，注

意保留野生大豆无限、多荚、多小叶性状；观察植

株的抗病性、抗旱性、蛋白质含量高性状，并对其

重点选择严格淘汰。F2、F3、F4代以叶形、抗性、熟

期为重点进行选择，使选出的品系熟期适中抗逆

性强。F5～F8在选择过程中有步骤地对后代增加

选择压力，进行强度选择，同时增加耐瘠薄等处

理。待整齐一致时对品系的单株节数、单株荚

数、粒数、百粒重、密度等产量因素及茎粗、叶形

等光合作用因素及光合效率的转化因素、品质等

均考虑在内，进而决选品系。早期（F3开始）淘汰

组合；F3～F8代入选组合，后选单株；F4代后加大

优良组合的群体数。

4.2 增加选择压力的强度选择

根据多年的试验研究，大豆后代，尤其 F5代
后，采用强度选择的方法。增加密度至每公顷 25
～30万株，选出多数是耐密、耐旱、抗倒伏、抗病

材料。在增加密度下地情况下选择，对克服野生

大豆植株的茎干倒伏性状非常有效，而且对后代

的抗病性选择也很实用。同时笔者还将稳定地品

系进行耐瘠薄处理，使选出的品种抗逆性更为增

强。

4.3 野生大豆资源的回交次数探讨

采用（栽培大豆×野生大豆）×栽培大豆多次广

义回交，有针对性地选择目标性状，使选出的品系

具有遗传多样性。所育出的优良大豆品系吉豆

34-1，大豆品种吉豆 2号、吉豆 4号都具有高产稳产

抗病的特点，但是蛋白质含量，经农业部谷物及制

品质量监督测试中心（哈尔滨）分析，粗蛋白（干基）

分别为 38.59%，40.30%，38.60%；粗脂肪（干基）

21.37%，20.87%，21.83%。上述数据表明如果回交

次数过多，野生大豆的血缘占 1/16、1/32时，想要保

留住野生大豆的高蛋白含量就非常困难，对脂肪含

量的提高可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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