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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优质黑绿豆品种中绿 17 号的选育
王　洁　王素华　程须珍　王丽侠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为获得优良的黑绿豆品种，以直立抗倒、粒大广适的早熟优良品种中绿 1 号为母本，以河南省商丘地方品种河南黑

绿豆为父本，进行杂交并对其后代进行多代选择，选育出直立早熟、结荚集中、大粒等农艺性状和商品性均较好的黑绿豆品种

中绿 17 号。该品种适宜在北京及周边生态环境类似的区域种植。 

关键词：黑绿豆；中绿 17 号；保健；稀有类型；选育

 绿豆是我国传统出口创汇商品，总产和出口量

均居世界前列 [1]。绿豆除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矿质

元素等营养物质外，还含有牡荆素、异牡荆素等功能

因子，是备受推崇的医食两用作物 [2-4]。与其他豆科

作物一样，绿豆能够通过固氮改良土壤理化性质，且

生育期短、适播期较长，能够较好地适应干旱瘠薄的

环境，经常被用来与大宗作物间种、套种，在农业种

植结构调整中具有重要意义 [5-7]。 
近几十年来，我国陆续选育出一批适宜不同生

态区种植的新品种 [8]，显著提高了绿豆种植效益。

然而，随着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病虫害的日趋严重

及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发展，绿豆育种目标也随之变

换。我国早有“逢黑必补”一说，黑色食品与其浅色

同类相比，膳食纤维、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微量

元素及维生素等成分含量更加丰富 [9]，黑绿豆与传

统浅色绿豆相比保健功能更加突出，且因品种稀有

更显珍贵。为此，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通过优良基因的累加和互补效应等，选育出优质、高

产、多抗黑绿豆品种中绿 17 号，并通过北京市种子

管理站组织的专家鉴定（京品鉴杂 2014027）。该品

种 2017 年底成功转让给河北省馆陶县月青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进行大面积推广应用。

1　亲本来源及选育过程
1.1　母本　中绿 1 号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

研究所从亚蔬中心引进的 VC1973A 中系选而成的

第 1 个绿豆优良品种。该品种较早熟，植株直立抗

倒伏，子粒较大，种皮绿色，适应性广，较抗叶斑病，

1990 年通过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国审

杂 GS04004-1990）。
1.2　父本　河南黑绿豆是河南省商丘地方品种，该

品种中晚熟，蔓生，子粒中等大小，种皮黑色，适应

性、抗病性较差。

1.3　选育经过　2003 年配置杂交组合，2004 年种

植杂交种子，并做真假杂种鉴定，2005-2006 年陆续

种植杂交后代，并选择优良单株收获，分别在温室

和大田加代繁殖。2007 年升入鉴定圃试验，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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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进行品系比较试验，其中 2008 年行号为

0802 的品系表现出良好的综合农艺性状，早熟、植

株直立、粒大、种皮黑色，品质优良，高产，抗性较好。

2010-2011 年进行产量比较试验，2012-2013 年进

行适应性鉴定和试验示范。2014 年通过北京市种

子管理站组织的专家鉴定。

2　品种特征特性
中绿 17 号早熟，夏播生育期 70d 左右。植株直

立，株高约 60cm，幼茎绿色。主茎分枝 3~4 个，单株

结荚 35 个左右。结荚集中成熟一直不炸荚，适于机

械化收获。成熟荚黑色，荚长约 10cm，每荚 11 粒种

子。种皮深黑色有光泽，子粒饱满，商品性好，百粒

重 7.5g 左右。2014 年 12 月经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检验：粗蛋白质含量 24.57%（蛋白质

换算系数 5.7），粗淀粉含量 54.03%。品种适应性鉴

定结果表现适应性广。田间种植鉴定结果表现抗根

腐病、白粉病、叶斑病，抗旱、耐涝、耐瘠薄，综合抗逆

性好。

3　产量表现
3.1　品系、产量比较试验　2008-2009 年在中国农

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试验基地进行品系比较

试验，2008 年每 667m2 产量为 125.9kg，较对照品

种中绿 1 号增产 12.8% ；2009 年产量为 131.4kg，
较对照品种中绿 1 号增产 13.9% ；2 年平均产量为

128.65kg，平均增产 13.35%。2010-2011 年在中国

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试验基地进行品种比较

试验，2010 年产量为 123.4kg，较对照品种中绿 1 号

增产 12.9% ；2011 年产量为 131.9kg，较对照品种中

绿 1 号增产 11.7% ；2 年平均产量为 127.65kg，平均

增产 12.3%。

2012-2013 年在北京市进行品种适应性和产量

比较试验，2012 年每 667m2 产量为 118.9kg，较对照

品种中绿 1 号增产 15.9% ；2013 年产量为 122.4kg，
较对照品种中绿 1 号增产 10.5% ；2 年平均产量为

120.65kg，平均增产 13.1%。

3.2　品种鉴定试验　2014 年参加北京市绿豆品种

鉴定试验，参试品种 4 个，以中绿 1 号为对照，随机

排列不设重复，每个品系小区面积 30m2，行长 5m，

行距 0.5m，密度约 1 万株 /667m2。在 3 个试点（北

京市房山区种子管理站、昌平区种子管理站、中国

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试验基地）进行品种比

较试验，中绿 17 号每 667m2 平均产量为 113.6kg，
较对照中绿 1 号增产 9.8%。其中，在房山种子站每

667m2 产量为 111.5kg，较对照中绿 1 号增产 8.7% ；

昌平种子站产量为 107.2kg，较对照中绿 1 号增产

10.6%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试验基地

产量为 122.1kg，较对照中绿 1 号增产 10.2%。

3.3　品种生产试验　2014 年在北京市房山区种子

管理站进行生产试验，参试品种 4 个，以中绿 1 号为

对照，麦收后夏播，随机排列不设重复，每个品种种

植面积 230m2，行距 0.5m，密度约 1 万株 /667m2。中

绿 17 号每 667m2 产量为 115.6kg，较对照中绿 1 号

增产 10.5%。2016-2017 年河北省馆陶县中绿 17
号春播原种繁殖每 667m2 产量为 155.6kg，大面积生

产平均产量达 213.0kg，较地方品种增产 19.7%。

4　栽培技术要点
适期播种，忌重茬。适于密植，一般密度 1 万 

株 /667m2 左右。及时间苗、定苗，中耕除草，开花前

适当培土防倒伏。适时喷药，防止蚜虫、红蜘蛛、豆荚

螟等害虫为害。夏播地块，如播种前未施基肥，应结

合整地每 667m2 施 N、P、K 复合肥 15~20kg，或在

分枝期追施尿素 5kg。如花期遇旱，应适当灌水。及

时收获，提倡分批采收，并结合打药进行叶面喷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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