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稍扶一。～(置9．铲8一—一—d丞g§2套j～一一一～．

蕾撩黉密澎辞攀碗淡露蘸囊垂赡奎；籀

艘篮、鞠+谚t攀



中国大豆品种志
7(1 9 7 8一一1 9 92)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 主编

农业’出，版社



(京)新登字060号

中国大豆品种志

e1978""1992)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主编

* * 蕾
、

责任编辑张兴瓒张本云范林

一 2

农业出版杜出版发行(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2号)

吉林省公主岭市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mml6开本 27．75印张656．76千字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l—looo册 定价25．00元

ISBN 7-109—03117—9／S·2008

一

篇

兹
?=

。．扑”

飞
"

揣

ht'

91■

_

】
i嘲

嘲

■

‘鼍’一

蘑

■1一

?。妒，_，一．、_一

●一．喇



主编胡明祥 田佩占

编者(以姓氏笔画排列) ·

、 王 海。 王小波 王兆川。 王彬如 王铁军。

朱文英 刘满仓。 刘燕方。 李廷泉 李福山。

汪国瑾’ 沈克琴。 余嫣鸿。 张仁双 张太平。

张孟臣 罗赓彤。 郝耕‘ 赵政文 徐 昌

徐树传 凌以禄 彭玉华。 蒋惠兰 谭利华。

薛应离 戴瓯和 戴勇民 ．

审稿者(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金陵 王连铮 王国勋 孙 寰 张兴瓒

罗金城 赵经荣 盖钧镒 常汝镇 ，

(编者除带*号者均参加审稿)



前 言

1985年出版的《中国大豆品种志》系统叙述了1978年以前我国23个省、市、自治区大

豆生产使用的主要大豆品种，它展现了我国丰富多彩的大豆农家品种及其在生产利用成果，

并系统总结了建国以后近30年大豆育种经验、成就．它既是我国农作物品种的重要历史文

，献，又是一本重要的农业科学著作，因而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重视。鉴于此书出版以后，我国

大豆品种工作又有了很大发展，选育出数百个适应不同条件和需要的品种，先后在生产上推

广应用，尤其东北及黄淮大豆主产区原书所志的品种在生产上绝大部分已被新的良种所更

换。1988年曾有同志建议续编写本书，经过酝酿、准备，于1989年11月在贵州省贵阳市召

开了有20个省、市、自治区书稿执笔同志出席的书稿编写会议。1991年10月在陕西省西安

市召开了审稿会议。

关于书名。大家认为可参照《中国小麦品种志}(1962--1982)的写法，定为《中国大豆品

种志》(1978--1992)，不用写(续编)二字，这样标明年代能清楚的反映菜一历史时期的品种

现状，以后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生产的发展，隔若干年后还可以续编，承上启下，世代相传。

入志品种，是搜集70年代后期以来在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生产上栽培种植的大豆品

种，主要包括；1．1978年以来至1992年新选育的品种；2．1985年版《中国大豆品种志》没有

编入的地方品种和育成品种13．特殊专用品种．本书共编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台

湾省)738个品种。有植株标本照片197幅．

书中在品种叙述部分之前有大豆品种概论，综合分析了我国大豆生产概况，1978年以

来我国近15年大豆品种的发展、总结了我国大豆育种的经验。书首加有编辑说明和大豆品

种性状分级标准及术语说明，介绍本书品种特征特性记述的规范。书尾附有本书所列品种的

名称及特点索引表、国外品种原名对照表，以各查找利用。

在本书编审过程中，承蒙各省、市、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及有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指派

专人参加编写或提供资料和意见；承蒙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常汝镇对本书

的编写提供宝贵意见；承蒙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凌以禄与台湾省中兴大学曾

富生教授联系提供台湾省品种资料，得以从中选编10个品种入志，谨此一并致以谢意。

由于我们的编写水平有限，加以篇幅所限，错误和遣漏之处在所难免，尚希读者指正。

编 者

1992年lo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辑说 明

· 一、本书编入的品种为1978--1992年间，先后在我国大豆生产上种植的品种。其中包

括：1978年以来至1992年新选育的品种；2．前志没有编入的地方品种和育成品种；3．特殊

专用品种。对1985年出版的《中国大豆品种志》中已编入的部分品种，虽然仍在生产上起着

一定作用，因限于篇幅，未重编入。此外，本书还编写了台湾省的10个品种。 ，

。

二、凡编入本书的品种均给以顺序编号。品种排列的次序，首先按北方春大豆区、黄淮海

夏大豆区、南方多作大豆区排列。其次，在三个大区内的省(市、自治区)的顺序，从北往南排

列。即：1．黑龙江省，2．吉林省，3．辽宁省，4．内蒙古自治区，5．宁夏回族自治区，6．甘肃省，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青海省，9．北京市，10．天津市，11．河北省，12．山西省，13．山东省，14．

河南省，15：陕西省，16．安徽省，17．江苏省，18．上海市，19．浙江省，20．江西省，21．福建省，

． 22．台湾省，23．湖北省，24．四川省，25．湖南省，26．贵州省，27．广东省，28．海南省，29．广西

壮族自治区，30．云南省，31．西藏自治区。

在甲个省(市、自治区)内，原则上先排选育品种，然后农家(地方)品种。选育品种可按全

省(市、自治区)统一编号顺序排列；或按育成单位地理位置排列，排完一个单位再接着排另

一个单位。南方多作大豆区可根据栽培季节，按春大豆、夏大豆、秋大豆分列排列。农家品种

可根据种皮颜色，黄、青(绿)、黑、褐、双色依次排列。

育成品种，可能在不同省(市、自治区)推广种植，为了便于统一编排起见，则放在育成单

位所在省(市、自治区)内。 ，

三、品种名称凡用数字编号者，其数字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在10号以内的数字后赘

“号”字，如跃进5号，豫豆2号，宁镇1号等；在10号以上者不赘“号”字，如合丰25、吉林

20，中豆19，湘春豆11等。名称相同的品种，则分别在括孤内注明地名(省或县名)。

四、本书所用县或县以上地名，均以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测绘出版

社出版)为标准。已变更的地名，在地名前冠“原”字。

五、品种的选育单位用当时机构名称，如该机构现已变更，名前冠“原”字。为叙述方便，

本书中出现的机构一律用简称，如农业科学院简称为农科院；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简称为地

区农科所f农业科学试验场(站)简称为农试场(站)等。

六、品种的描述，分品种来源，特征，特性，分布和产量，栽培要点五个方面。

品种特征、特性资料，是由其选育单位或执笔单位进行田间种植，并作必要的调查、记载

整理的。如抗病性，凡经接种鉴定的，均写出具体结果；未经鉴定，即根据田问调查结果写明

其抗病性。至于籽粒化学品质性状，本书只写出蛋白质和脂肪含量，其他化学成分由于研究

较少，一般就不写。

七、本书照片均为黑白片，照片数为入志品种的I／3左右。

八、根据品种研究工作的进展，对1985年版《中国大豆品种志》中的大豆品种性状分级

，

．

·1·



标准及述语说明，进行了修订和补充，以供读者参考。

九、书中附录部分，除附有品种名笔画及品种特点索引表外，还有国外品种原名对照表，

以便查找利用。

十、本书的度量衡单位，均按国家规定使用，长度用米(m)、厘米(cm)I百粒重用克(g)·

海拔高度用米(m)f面积用亩；产量用公斤(k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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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品种性状分级标准及术语说明

一、本书所叙述的品种特征特性，一般是以原产地或附近地区所表现的结果为准。在原

产地资料不全时，则以分省(市、自治区)集中种植的观察调查资料加以说明。在性状表现程

度方面按分级归类的规定叙述，有时结合一般印象加以衡量比较。 ·

二、大豆品种可按当地播种时期分为春大豆、夏大豆、秋大豆、冬大豆四个类型。
．

1．春大豆型指春季播种的大豆品种． ．

2．夏大豆型指夏季播种的大豆品种．

3．秋大豆型指秋季播种的大豆品种。

4．冬大豆型指冬季播种的大豆品种．

三、生长习性指大豆植株生长发育的状况，可分为四类。

1．直立型植株生长健壮，主茎直立向上。 ．

．

2．半直立型植株生长较健壮，主茎上部稍细，略呈波状弯曲。

3．半蔓生型植株生长较软弱，茎、枝细长，出现轻度爬蔓和缠绕。

4．蔓生型植株生长较弱，茎、枝细长爬蔓，呈强度缠绕，匍匐地面。 ·

四、株高在田间调查时，从地面到主茎顶端生长点的长度。在成熟期测定，以厘米

(era)表示．分离、较高、中等、较矮、矮五级。91cm以上者为高，81-'-．90cm者为较高，61～

80cm者为中等，41．'-．60cm者为较矮，40cm以下者为矮。

五、茎粗细一般以目测比较之，实际测量时，以主茎第五节间的粗度为标准，以毫米

(ram)为单位。分粗壮、较粗、中等、较细、细弱五级。 。

六、主茎节数从子叶节算起，至主茎顶端的实际节数。

七、分枝数指主茎上的有效分枝数(有2个节以上并有一节着荚的分枝)，分枝上的分

、枝不计算在内．分多、中等、少三类。4．1个分枝以上者为分枝多，2．1～4个分枝者为分枝中

等，2个分枝以下者为分枝少。
’

八、株型指植株生长的形态，于成熟期观察。分收敛、开张、半开张三类。

1．株型收敛u是指下部分枝与主茎角度小，上下均紧凑。

2．株型开张分枝角度大，上下均松散．
一

3．株型半开张介于上述两者之间．

．九、底荚高指从植株子叶节至最低豆荚着生处的长度。以厘米(cm)为单位，分高、中

等、低三级．底荚高15cm以上者为高，底荚高lO一-．15cm者为中等，底荚高lOcm以下者为

低． ，

十、叶大小开花盛期以后用目测比较，以植株中上部第8"---10节复叶中间小叶的大小

为标准．分大、较大、中等、较小、小五类．或以长×宽表示。
‘

。十一、叶形予开花盛期以后，观察植株中上部第8,---10节复叶中间小叶的形状。分圆 ▲
小 荔



形、卵圆形、椭圆形、披针形四类。

十二、叶色于开花盛期以后，观察植株中上部叶片的颜色。分淡绿、绿、浓绿色三类。

．十三、花色指花瓣的颜色。分白色、紫色两类。 ，

十四、茸毛色于成熟时调查，分灰色、棕色两类。

十五、结荚习性指植株开花结荚状况，分无限，有限、亚有限三种。

1．无限开花结荚顺序由下而上，花序短，结荚分散，主茎顶端一般结1～2个荚。

2．有限开花结荚顺序由中上部而下，花序长，结荚密集，主茎顶端结荚成簇。

3．亚有限开花结荚顺序由下而上，花序中等，结荚状况介于无限与有限之间，主茎顶

端一般结3----4个荚。

十六、一株荚数植株实际结荚数(不计算秕荚)，每小区调查10株以平均数表示。

十七、荚大小 按豆荚的长度分大、中等、小三种。荚长5cm以上者为大荚，荚长3～

。 5cm为中等荚，荚长3cm以下者为小荚。

十八、荚形分直葫芦形、弯镰形、扁平形三种。

+九、荚熟色指豆荚成熟后的颜色。分灰褐、淡褐、褐、深褐、黑五种颜色。

‘二十、粒形指籽实的形状。分圆形、椭圆形、扁椭圆形、长椭圆形、肾脏形五种形状。

二十一、种皮色分黄、青、黑、褐、双色五种，每一种又细分如下：

· 1．黄大豆分白黄、淡黄、黄、浓黄、蜡黄五类。

2．青大豆分淡绿、绿、暗绿三类。

3．黑大豆分黑、乌黑两类。

4．褐大豆分茶、淡褐、褐、深褐、紫红五类。

5．双色豆大体分鞍挂、虎斑两类，需根据实际颜色具体描述。

二十二、子叶色分黄、绿两种。

二十三、种皮光泽分强光、微光、无光三类。 ．，

二十四、脐色分浅黄、黄、淡褐、褐、深褐、蓝、黑七类。 ．，

二十五、粒大小根据籽实百粒重分特大、大、中大、中、中小、小、极小七级。

1．特大粒百粒重309以上。、 ·

2．大粒 百粒重25一-．29．99。

3．中大粒百粒重20,--．,24．99。+
’’

4．中粒 百粒重15--．．19．99。+

5．中小粒百粒重10"-'14．99。 ．’

6．小粒 百粒重5--．,9．99。 、

7．极小粒百粒重在59以下。

二十六、物候期

1．播种期播种当天的日期。以月、日表示。

2．出苗期幼苗予叶出土达50％以上的日期。

3．开花期开花的株数达50％的日期。

4．结荚期幼荚形成长达2cm以上的植株达50％以上的日期。

5．鼓粒期 豆荚放扁，籽粒较明显凸起的植株达50％以上的日期。

6．成熟期全株有95％的荚变为成熟颜色，摇动时开始有响声的植株达50％以上的日

期。 ·
’

·

·2·



二十七、生育期类型根据生育期长短，并按栽培季节。划分若干不同生育期组。

1．北方春大豆区生育日数从出苗期翌日至成熟期的天数。分极早熟、早熟、中早熟、中

熟、中晚熟、晚熟、极晚熟七类．

(1)极早熟种生育日数100天以下I

(2)早熟种生育日数101---110夭I

(3)中早熟种生育日数111一-,120天I
’

(4)中熟种生育日数121"130天l

(5)中晚熟种生育日数131～140天I

(6)晚熟种生育日数141,'．-,150天‘ ^、 ，

· (7)极晚熟种生育日数151．天以上． ．

．

2．黄淮海夏大豆区生育期从播种翌日至成熟期的天数．分极早熟、早熟、中熟、晚熟、’ 一

极晚熟五类。本区内如有春播或春、夏兼用品种需要加以说明。

(1)极早熟种生育期90天以下I 、

’

(2)早熟种生育期91"-'100天l

(3)中熟种生育期10l～110天1 ．·

·’

(4)晚熟种．生育期111---,120天l

(5)极晚熟种生育期121天以上。

3．南方多作大豆区按栽培季节可分为春、夏、秋大豆．， 、

春大豆分极早熟、早熟、中熟、晚熟、极晚熟五类。

(1)极早熟种生育期90天以下， 、

(2)早熟种生育期91"-'100天I

(3)中熟种生育期101．---,110天； _·

(4)晚熟种生育期111,'-,120天l

： (5)极晚熟种生育期121天以上．

夏大豆分早熟、中熟、晚熟、极晚熟四类。 ． ，

(1)早熟种生育期120天以下I

(2)中熟种生育期121～130天I ·

(3)晚熟种生育期131""140天I

(4)极晚熟种生育期141天以上．

二+八、耐肥性在土地肥沃或施肥多的条件下，根据植株生长的繁茂性，叶色，抗倒伏

4程度和产量等观察比较．分强、中、弱三级。 ，

’

=十九、耐湿性在降雨和土壤水分多的条件下，根据植株生长的状况和叶片枯黄情况

等反应比较之。分强、中、弱三级．． 、

三十、耐涝性在水涝情况下，根据植株生育变化及产量等反应比较之。分强、中、弱三

级：
·

． 。

三+一、抗旱性在天气干旱和土壤干旱条件下，根据植株生长状况和叶片萎蔫程度进

行目测，分为三级． 、

。

1级：为强抗旱，叶片无萎蔫，与正常叶片一样，或顶部1-'-'2节稍有萎蔫现象． ．

2级。为中抗旱，中上部叶片稍萎蔫，叶片不翻白．

3级；为不抗旱，全株叶片萎蔫、下坠。复叶有翻白现象，下部叶片黄化脱落。。 、

一， ．3．．7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或者采用综合评定法，即选择与抗旱性相关密切的籽粒产量、成荚数、生育期、株高、叶

片萎蔫度、分枝数和百粒重七个性状，用计算方法求得抗旱隶属值划分抗旱性等级如下：

抗旱隶属值 一

1级：强抗>Io．7I

2级：抗>Io．6<0．7I

3级：中抗≥0．4<0．6；

4级：弱抗>10．3<0．4；

5级：不抗<0．3．

三十二、耐盐性根据田间目测计分五级。

1级。植株生长正常，叶片绿，只有少数植株下部叶片轻微受害，无死亡株。

2级：植株生长基本正常，有30％以下植株下部叶片出现褐斑或轻微卷缩，无死亡株。

3级：植株生长受抑制，大部分植株叶片出现褐斑或卷缩，有50％以下的死亡株。

4级；大部分植株基本生长停止，叶片变褐、卷缩，只有上部I"-'2片绿叶，死亡株在80％

以下。 一

5级：植株停止生长，80％以上植株枯死或只有心叶存活。

三+三、倒伏性除记载倒伏时期、面积和原因外，成熟后期根据植株倒伏程度分四级。

l级：不倒伏，全部植株直立，无倾斜。 ．

2级：倒伏轻，植株倾斜不超过15。。

3级：倒伏重，大部植株倾斜倒伏，但倾斜不超过45。。
‘

4级：倒伏严重，植株倒伏超过45。．

三十四、耐阴性在问混作条件下，根据植株生育表现分强、中、弱三级。

1．耐阴性强植株生育正常，无徒长表现。

2．耐阴性弱 植株生育失常，有徒长甚至蔓生状态。

3．耐阴性中等介于上述二者之间。

三十五、裂荚性成熟时目测，可分三级。

1级；不裂荚。

2级：易裂荚，手触即有部分裂荚。

3级：裂荚，成熟时荚几乎全部自然开裂。

、三+六、抗病性一般采用田问人工接种或诱发接种方法，鉴定大豆品种的抗病性。

1．大豆花叶病毒病(SMV)二片真叶时采用人工摩擦接种，在开花期至结荚期发病最

重时，调查各株发病级别，计算病情指数，最后划分抗性等级。

病情指数为划分抗性等级的依据，其计算公式如下；

病情指数一磊譬簇鏊甓警鬟燃×t。。
分级标准：大豆品种对花叶病毒的抗病性，一般分五级s

0级(免疫)：叶片无症状或其他感病标志，无褐斑粒，病情指数为0。 、

1级(抗)即轻花叶：叶片有轻微明显斑驳，植株生长正常，褐斑粒率l～5％，病情指数在

lO％以下。

2级(中抗)重花叶：叶片斑驳明显，有轻微皱缩花叶或有褐脉，植株生长无明显异常，褐

斑粒率6"-'25％，病情指数II～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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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级(中感)皱缩花叶：叶片有泡状隆起，叶缘卷缩，植株稍矮化，褐斑粒率zs～so oA，病

情指数26．-一40％。

4级(感)畸形花叶：叶片皱缩畸形呈鸡爪状，全株僵缩矮化，结少量无毛畸形荚，褐斑粒

率51％以上，病情指数41％以上。 ·

2．大豆灰斑病在大豆开花期选傍晚或阴天用喷雾法接种，每隔7～10天接种一次，共

接2"-'3次。接种一个月后，结荚期调查叶部发病级别，一般分六级：

0级(免疫)；全区植株叶片上无病斑．

1级(高抗)。全区植株仅有少数植株叶片发病，病斑在2mm以下，病斑面积占叶片面积

1％以下，病情指数在20％以下． ，

2级(抗)；多数植株少数叶片发病，病斑数量少，占叶片面积1～5％，病情指数21～

40％。
、

3级(中抗)：植株大部发病，病斑占叶面积6,---20％，叶片不枯死，病情指数41"60％。

4级(感)：植株叶片普遍发病，病斑较多，占叶面积21一-500A，部分叶片因病枯死，病情

指数达61"---80％。一 ．

，

5级(高感)：植株普遍发病，叶片布满病斑，占叶片面积51％以上，多数叶片因病提早枯．

死，病情指数高达80％以上．．

3．大豆霜霉病播种时在鉴定圃播种霜霉病粒诱发系统发病株作为感染行，诱发接种

鉴定成株抗病性。大豆开花期至结荚期，于发病盛期调查植株叶片发病最重级别评价抗病．

性。一般分六级；

o级(免疫)：叶片上无病斑或其它感染标志．

1级(高抗)：叶片上有少数局限型病斑，小点状，直径lmm以下。病斑约占叶面积1％以

下，病情指数20％以下。

2级(抗)：叶片上散生不规则形退绿病斑，直径2ram左右，病斑约占叶面积1～5％，病

情指数21"-'40％。
、

3级(中抗)：病斑扩展，直径3"---4ram，病斑约占叶面积6,---,20 oA。病情指数41,---,60 oA。

4级(感)：扩展型病斑，直径4ram以上，病斑约占叶面积2l～50％。病情指数61～ 、

80％。 一

，
一

5级(高感)：扩展型病斑，病斑占叶面积的51％以上。病情指数80％以上。

4．细菌性斑点病开花初期开始(约7月上旬)选小雨后傍晚进行人工接种1"2次，鉴

定成株抗病性。于7月中、下旬和8月中、下旬分别调查叶部发病最重级别评价记录品种抗

病性。一般分六级：

0级(免疫)：叶片无病斑或其它感染标志。

1级(高抗)：叶片散生少量局限型褐色斑点，直径1ram左右，病斑约占叶面积l％以下。

病情指数20％以下．

2级(抗)：病斑散生呈不规则形，不扩展，直径2ram左右，偶有融连，但不形成大块病

斑，叶片不枯死，约占叶面积1--,．5％．病情指数21"-'40％。

3级(中抗)：病斑不规则扩展，有小片坏死斑块，直径5ram以下，约占叶面积6,--,20 oA。

病情指数41～60 oA．

4级(感)：病斑扩展、蔓延，大块、融连，叶片萎黄坏死，占叶片面积2／1,---50％。病情指数

61,---8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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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级(高感)：病斑扩展，大块连片，占叶片面积5l％以上。病情指数80％以上。

5．大豆锈病根据我国南方各地发病情况，分别设立秋播或冬播抗病鉴定圃。调查时间

在上部叶片发现病斑时，一般在开花至结荚期调查植株中部叶片发病情况，一般分五级：

．0级；无病斑。

1级：孢子堆稀少呈黑褐(抗病型斑)占叶面积1／4以下，肿色正常。

2级。孢子堆少而分散呈红褐色(感病型斑)，占叶面积1／3以下，叶色正常或在病斑周

围有黄色环斑。

3级：孢子堆较多，占叶面积1／2以上，叶色变黄。

4级：孢子堆密布，叶有枯萎或已有病叶脱落。

6．大豆孢囊线虫病 根据情况可采用田间病圃和病土盆栽鉴定。一般于显囊盛期调查

每株根系上的孢囊数目，以平均数代表该品种(系)根系上的孢囊数目。

分级标准可以采用根系孢囊数目分级和孢囊指数分级方法。

(1)按根系孢囊数量多少分级：

大豆品种抗孢囊线虫分级标准

级别 抗 性 根系孢囊数量 植株表现

0 免疫 0 正常

1 抗病 O．1～3．0 正常

2 中感 3．1～10．0 基本正常或部分矮黄

3 感病 lO．1～30．O 矮黄结实少

4 高感 30．1以上 不结实枯死

(2)以品种根系的孢囊指数分级·

孢囊指数=震雾等餐裔譬篙苹鬻襞鬟×-oo 、

分为抗、惫二级，抗病者孢囊指数<10％，孢囊指数≥10％为感病。
一

．
--+-七、抗虫性

1．大豆食-6-虫采用田间自然被害鉴定和人工接虫鉴定方法，记载品种(系)成熟期，成

熟后调查虫食率。以当地已知抗、感品种为标准品种，以当年标准品种的平均虫食率为依据，

参照成熟期分五级鉴定品种的抗虫程度。凡过于早熟及过于晚熟品种表现高抗的，列为“避
、

虫”，不予分级，可放在区域(异地)试验中进行鉴定。一般规定，重发生年虫食率在10％以下

为抗虫；一般年份，在5％以下为抗虫． ．

卵荚率=翥錾譬霎蠡×1。。(不少于300个荚)
： 幼虫入荚死亡率=看癸糕×1。。(不少于300个荚)

．虫食粒率一翥燃×100(不少于10。o粒) 7

·6·



大豆品种抗食心虫分级标准

虫食粒率范围(％)
级别 抗 虫

中发生年 轻发生年

l 高抗 0～5
’

O～2

2、 抗
’’

S．1～8 2．1～4

3。 中 间 8．1～10 ·4．1～6

4 感 -． 10．1—’，15 6．1～10

5 高感
、

．>15．1 >lO．1

2．大豆蚜采用田间自然被害鉴定和人工接虫鉴定方法，于大豆蚜发生盛期，调查记载

植株数及每株受蚜虫危害严重程度，计算被害指数。 -，

被害指数一亨z薹篙鬈胃驾喜釜翥暑呈蔷胖×·。。
大豆品种扰蚜分级标准

。级剔 抗 性
’“

被害指数分布情况及植株表现

1 高抗 全株无蚜

2 抗 株上有零星蚜虫

3 低抗 心叶及嫩茎有较多些蚜虫，但未卷叶

4 感 心叶及嫩茎布满蚜虫，心叶卷曲

5 高感 全株蚜量极多，较多叶片卷曲。植株矮小

3．豆荚螟采用田间自然被害鉴定和人工接虫鉴定方法，记载品种(系)成熟期，成熟后

调查虫食率。 ．

、’

，

大豆品种抗豆荚螟性，一般分五级，见下表。

大豆品种抗蜞性分‘级标准

被害荚率(％)
级别 抗 ．性

重发生年 轻发生年。

l’ 高抗 <5 <l

2 抗 5．1～15 1．1,--,5

3 中 间‘ 16．1～20 5．1～10

4 感 20．1～30 10．1—15

5 高感 >30 >15

4．豆秆黑潜蝇大豆品种抗蝇性，以花期自然虫源诱发，荚期剥查为适宜时机．在幼苗

期遭受蝇害较重地区，于大豆生育VI期进行调查．

大豆品种抗豆秆黑潜蝇的抗性，一般分五级，具体标准如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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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花荚期抗蝇性分级标准 大豆生育VI期抗蝇性分级标准

所属级别的含虫量
级别

(头／平均单株主茎)

1高抗 <1．0

2中抗 1．1～1．9

3低抗 一 1．9l～3．0

4中感 3．1～4．5

5高感 >4．5

所属级别的含虫量

级别 (头／平均单株主茎)

轻发生年 重发生年

1高抗 0 <0．1

2中抗 0"--一0．1 O．1～0．2

3低抗 0．1l～0．2 O．2l～0．3

4中感 O．2l～O．3 0．3l～0．4

5高感 >O．3 >0．4

5．豆根蛇潜蝇采用田间抗虫鉴定和人工接虫鉴定，一般于6月中旬调查(田问调查

30株，人工接虫调查20株苗)被害株数，计算被害株率。被害株标准，凡豆苗根部能查到幼

虫及蛹，或无幼虫及蛹，但有被害状均为被害植株。

根据被害株率把抗虫性分为五级：
’

大豆抗豆根蛇潜蝇性分级标准

抗 级 豆根被害株率(％)

1级 无被害

2级 l～20

3级 21,--．．40

4级 41～60

5级 >60

● 、

三十八、产量以每亩公斤(kg)为单位，根据实际产量分高、较高、中等、较低、低五级。

兰十九、籽粒外观品质 根据籽粒色泽、整齐度、饱满度、病斑粒、虫食粒、完全粒的多

少，以及种皮有无皱缩、裂皮等性状综．合评定，分优、良、中等、较差、差五级。

四十、籽粒化学品质籽粒蛋白质、脂肪含量等化学品质，根据实际化验分析结果记载，

最好是二年连续测定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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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豆品种(1978—1992)概论·
／

、t

‘

， (一) j

大豆原产于我国，栽培历史悠久，分布遍及全国各地，是我国仅次子水稻、小麦和玉米的

． 主要作物之一．大豆营养价值很高，籽粒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还含有丰

富的矿物质和维生素。大豆蛋白质中含有人体和动物不能合成的八种必需氨基酸，有完全蛋

白的美称。大豆油又是主要食用植物油，食用大豆油有利于人们延年益寿，可以防止由于经

常食用动物油脂所易产生的高血压、动脉硬化等心血管病症。大豆又是发展家畜、家禽和鱼

的重要蛋白质饲料来源，也是工业原料和出口贸易的重要物资。此外，大豆在轮作换茬、培肥

地力等方面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 7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大豆生产有一定的恢复与发展。1949年，全国大豆种

植面积为12 478万亩，亩产41kg，总产510万t．50年代年平均种植面积16 914万亩，亩产

54．6kg，总产923万t，比1949年面积增加35．6％，单产增加33．2％，总产增加81％。60年代

，年平均种植面积14 000万亩，亩产53．5kg，总产728万t，比50年代面积减少19．6％，单产降

低2％，总产减少21．2％。70年代大豆面积下降到11 000万亩，亩产69．3kg，总产762．sY／t，

虽然面积比60年代减少3 000万亩，但由于单产提高15．8kg，所以总产仍增加了34．5万t：

． ， 进入80年代，大豆面积稍有回升，年平均总面积为11873万亩，亩产提高到85．9kg，总产达

到1 020万t，与70年代相比，面积增加873万亩，单产提高16．6kg，总产增力1257．5万t。与

1949年相比，虽然大豆面积减少605万亩，由于单产提高109．5％，所以总产增加一倍。而且

自80年代以来，全国出口大豆也逐年增多，如1981年出口大豆14万t，1986年出口大豆

、110万t，1987年出口大豆170万t，居世界的第四位。在提高大豆单产的过程中，选育和推广

优良新品种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一

‘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豆育种研究工作逐渐开展起来，全国大豆育种研究出现了欣欣向

荣，朝气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六五”以来，大豆育种列为国家科技攻关项目，进一步推动了大

豆育种工作。自1978年以来，全国各地先后选育出大豆新品种370多个，东北三省和黄淮大

豆主要产区又经历了二、三次品种更换。近十多年陆续选育的许多良种相继得到大面积推

广．年推广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的，有跃进5号和合丰25；年推广面积达四、五百万亩的，有

吉林20、诱变30、鲁豆4号和豫豆2号等；年推广面积达二、三百万亩的，有黑河5号、7号、

合丰30、长农4号、开育8号和鲁豆2号等；年推广面积达一、二百万亩的，有黑河4号、绥农

4号、8号、嫩丰9号、吉林18、21、长农2号、开育9号、10号、铁丰24、辽豆3号、丹豆5号、

冀豆4号、豫豆6号和中豆19等；年推广面积达50万亩以上的，有九丰1号、3号、合丰2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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