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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地区鲜食大豆引种试验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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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筛选出适宜铜仁地区种植的鲜食大豆专用品种，从主产区引进了 20 个鲜食大豆专用品种，以中黄 76 为对照品

种（CK），进行引种试验比较。结果表明：大粒王 6 号、高秆青 1 号、兰宝石、鲜豆 5 号、鲜豆 3 号鲜荚产量为 924~1274kg/667m2，

比中黄 76（CK）增产 10%~51%，鲜粒产量 557~619kg/667m2，生育期 86~91d，百粒鲜重 60~76g，株高 67~97cm，可实现每 667m2

产值 3000 元左右，适宜在铜仁低海拔地区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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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种植业结构的调整，人们饮食结构的

改变，对大豆食用的多样性需求也不断增加，鲜食大

豆作为一项新的产业正在不断壮大。在鲜食大豆发

展中，一些高产、生态适应性好的大豆新品种不断被

选育出来，并在农业生产中得到推广应用，取得了较

好的成效。从总体来看，铜仁地区鲜食大豆产业处

于刚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规模化的态势，品种主要

来源于农民自留种，但单产低、抗虫抗病性差、商品

外观不好、口感不佳、效益低下；而引进的鲜食大豆

不仅产量低，而且很多品种不适宜本地种植，因此铜

仁地区迫切需要豆荚大、口感好、适应性强、产量高

的鲜食大豆专用品种。贵州省铜仁科学院国家作物

品种区域试验站于 2017-2018 年开展鲜食大豆引

种试验、示范及高产栽培技术研究，以期为铜仁地区

引进和推广鲜食大豆品种提供科学依据，推动鲜食

大豆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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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重逐渐降低，而籽粒、茎秆的含水量逐渐增加；产

值、利润和投资效率逐渐降低。这与安文静等 [11]、

张小燕等 [12] 的研究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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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时间、地点　试验时间从 2017 年底开始

引种，2018 年 3 月 30 日播种，6 月下旬收获，试验地

点在贵州省铜仁市坝黄镇，109°11′E，27°43′N，海

拔 272m。

1.2　试验品种　从辽宁省开原市引入 20 种鲜食大

豆品种 [1]，分别为大粒王 6 号、高秆青 1 号、兰宝石、

鲜豆 5 号、鲜豆 3 号、大粒王 8 号、绿英王、双福 6 号、

双福 7 号、双福 95、鲜豆 6 号、双福 2 号、双福 3 号、

高秆青 3 号、双福 5 号、双福 1 号、双福 4 号、双福

10 号、双福 9 号、双福 8 号。种子由开原市权成种

业有限公司提供，对照品种中黄 76（CK）由中国农

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提供。

1.3 　试验设计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3 次重复， 
8 行区，小区面积 12.8m2（4.0m×3.2m），重复间走

道 0.5m，四周设保护行。大豆净作，行距 0.4m，株距

0.1m，单株留苗，密度为 1.67 万株 /667m2。每小区 8
行，每行 40 株，小区总株数 320 株。

1.4　田间管理　大豆播种前进行除草，用除草剂

“豆地王”防止杂草再生；施菜籽饼 150kg/667m2 作

底肥；3 月 25 日用 2.7% 高效氯氟氰菊酯 500 倍液

喷雾防治地老虎，5 月 4 日用 2.7% 高效氯氟氰菊脂

+ 啶虫脒 1000 倍液喷雾防治地上害虫。

1.5　调查项目及方法　生育期间调查鲜食大豆播

种期、出苗期、始花期、采收期。大豆在鼓粒末期，

籽粒饱满而尚未老熟，荚色、籽粒色翠绿时采收青

荚。青荚采收期连续取 10 株考种，测量叶型、叶

色、花色、结荚习性、株型、株高、百粒鲜重等农艺

性状。测产时去掉边行，小区实收面积 9.12m2，实

收 228 株，将 3 个小区产量取平均值为小区鲜荚

产量；每个小区鲜荚称重后，立即剥取鲜粒，称重

得到小区鲜粒产量，再折算出每 667m2 的鲜荚、鲜

粒产量 [2] ；出仁率（%）= 鲜粒产量 / 鲜荚产量 × 
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鲜食大豆生育期　由表 1 可知，参试品种

出苗期 9~14d，品种间出苗期品种最长相差 5d，其
中鲜豆 3 号和双福 95 出苗最早，播种后 9d 出苗， 

表 1　不同鲜食大豆生育期

品种
出苗期

（月 / 日）

始花期

（月 / 日）

采收期

（月 / 日）

生育期

（d）

大粒王 6 号 4/12 5/12 6/28 90

高秆青 1 号 4/12 5/12 6/27 89

兰宝石 4/11 5/14 6/29 91

鲜豆 5 号 4/11 5/13 6/24 86

鲜豆 3 号 4/8 5/6 6/25 87

中黄 76（CK） 4/11 5/14 7/5 97

大粒王 8 号 4/11 5/10 6/27 89

绿英王 4/11 5/16 6/27 89

双福 6 号 4/9 5/8 6/23 85

双福 7 号 4/11 5/16 6/22 84

双福 95 4/8 5/7 6/21 83

鲜豆 6 号 4/12 5/17 6/26 88

双福 2 号 4/10 5/13 6/23 85

双福 3 号 4/9 5/9 6/23 85

高秆青 3 号 4/13 5/14 6/26 88

双福 5 号 4/9 5/7 6/22 84

双福 1 号 4/12 5/15 6/22 84

双福 4 号 4/10 5/11 6/21 83

双福 10 号 4/9 5/10 6/21 83

双福 9 号 4/9 5/11 6/21 83

双福 8 号 4/10 5/12 6/20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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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秆青 3 号出苗最迟，播种后 14d 出苗；参试品种

出苗后 28~35d 开花，品种间始花期最长相差 7d，其
中鲜豆 3 号始花期最早，鲜豆 6 号始花期最晚；参试

品种开花后 37~52d 到达采收期；引进的 20 个品种

中，生育期 82~91d，品种间生育期最长相差 9d，其
中双福 8 号生育期最短，为 82d，比中黄 76（CK）短

15d ；兰宝石生育期最长，为 91d，比中黄 76（CK）

短 6d。
2.2　不同鲜食大豆农艺性状表现　由表 2 可知，参

试品种叶型都是椭圆形，叶色均为绿色；绿英王、双

福 1 号等 7 个品种花色为白色，大粒王 6 号、高秆

青 1 号等 14 个品种花色为紫色；在结荚习性方面，

大粒王 6 号、高秆青 1 号等 11 个品种为有限结荚习

性，兰宝石、鲜豆 3 号等 10 个品种为亚有限结荚习

性；高秆青 1 号、兰宝石等 8 个品种株型半开张，大

粒王 6 号、鲜豆 5 号等 13 个品种株型收敛；株高在

42~62cm 之间的有 11 个品种，占引进品种的 55%，

67~97cm 的有 8 个品种，占比 40%，双福 3 号株高最

矮，为 42cm，绿英王和中黄 76（CK）株高最高，为

102cm ；在引进的 20 个品种当中，百粒鲜重最低的

是大粒王 8 号，为 56g，最高的是高秆青 3 号（92g）。
2.3　不同鲜食大豆产量性状表现　从表 3 可以看

出，每 667m2 大粒王 6 号、高秆青 1 号、兰宝石、鲜豆

5 号、鲜豆 3 号鲜荚产量为 924~1274kg，比中黄 76
（CK）增产 10%~51%，鲜粒产量 557~619kg ；大粒王

6 号鲜荚产量居第 1 位，为 1274kg，比中黄 76（CK）

增产 51%，出仁率 47%，鲜粒产量 593kg ；高秆青 1
号鲜荚产量居第 2 位，为 1073kg，比中黄 76（CK）

增产 27%，出仁率 58%，鲜粒产量 619kg，每 667m2 产

量以鲜粒产量计算居第 1 位；兰宝石鲜荚产量与高

秆青 1 号并列第 2 位，为 1073kg，比中黄 76（CK）

增产 27%，出仁率 54%，鲜粒产量 581kg ；鲜豆 5 号

鲜荚产量居第 3 位，为 956kg，比中黄 76（CK）增

产 13%，出仁率 59%，鲜粒产量 561kg ；鲜豆 3 号鲜

荚产量居第 4 位，为 924kg，比中黄 76（CK）增产

10%，出仁率 60%，鲜粒产量 557kg。

表 2　不同鲜食大豆农艺性状表现

品种 叶型 叶色 花色 结荚习性 株型 株高（cm） 百粒鲜重（g）

大粒王 6 号 椭圆形 绿 紫 有限 收敛 67 68

高秆青 1 号 椭圆形 绿 紫 有限 半开张 97 71

兰宝石 椭圆形 绿 紫 亚有限 半开张 77 60

鲜豆 5 号 椭圆形 绿 紫 有限 收敛 92 72

鲜豆 3 号 椭圆形 绿 紫 亚有限 半开张 87 76

中黄 76（CK） 椭圆形 绿 紫 亚有限 半开张 102 36

大粒王 8 号 椭圆形 绿 紫 有限 收敛 62 56

绿英王 椭圆形 绿 白 有限 收敛 102 85

双福 6 号 椭圆形 绿 紫 有限 收敛 57 70

双福 7 号 椭圆形 绿 白 有限 收敛 57 74

双福 95 椭圆形 绿 白 亚有限 收敛 57 75

鲜豆 6 号 椭圆形 绿 紫 亚有限 收敛 87 75

双福 2 号 椭圆形 绿 紫 亚有限 收敛 47 81

双福 3 号 椭圆形 绿 白 有限 收敛 42 80

高秆青 3 号 椭圆形 绿 紫 亚有限 收敛 92 92

双福 5 号 椭圆形 绿 白 有限 半开张 70 71

双福 1 号 椭圆形 绿 白 有限 收敛 60 79

双福 4 号 椭圆形 绿 白 亚有限 半开张 60 83

双福 10 号 椭圆形 绿 紫 有限 收敛 60 78

双福 9 号 椭圆形 绿 紫 亚有限 半开张 55 73

双福 8 号 椭圆形 绿 紫 亚有限 半开张 50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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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鲜食大豆产量性状表现

品种
小区鲜荚产量（kg） 鲜荚产量

（kg/667m2）

比 CK±

（%）
出仁率（%）

鲜粒产量

（kg/667m2）Ⅰ Ⅱ Ⅲ 平均

大粒王 6 号 17.59 17.37 17.33 17.43 1274 51 47 593
高秆青 1 号 14.79 14.73 14.52 14.68 1073 27 58 619
兰宝石 14.57 15.01 14.46 14.68 1073 27 54 581
鲜豆 5 号 13.21 13.22 12.81 13.08 956 13 59 561
鲜豆 3 号 12.43 12.78 12.71 12.64 924 10 60 557
中黄 76（CK） 11.61 11.64 11.34 11.53 843 0 44 373
大粒王 8 号 10.92 10.83 11.31 11.02 806 -4 51 412
绿英王 9.92 9.48 10.03 9.81 717 -15 53 378
双福 6 号 8.93 9.18 9.01 9.04 661 -22 43 283
双福 7 号 8.81 9.10 9.06 8.99 657 -22 55 359
双福 95 8.66 9.06 8.59 8.77 641 -24 59 378
鲜豆 6 号 8.92 8.38 8.77 8.69 635 -25 58 370
双福 2 号 8.31 8.08 8.27 8.22 601 -29 53 316
双福 3 号 8.16 8.13 7.89 8.06 589 -30 52 304
高秆青 3 号 7.55 7.37 7.31 7.41 542 -36 58 314
双福 5 号 5.95 5.95 6.19 6.03 441 -48 62 275
双福 1 号 5.91 6.09 6.03 6.01 439 -48 49 217
双福 4 号 6.01 6.10 5.86 5.99 438 -48 45 195
双福 10 号 4.69 4.36 4.57 4.54 332 -61 55 183
双福 9 号 3.69 3.26 3.58 3.51 257 -70 58 149
双福 8 号 2.13 2.06 1.96 2.05 150 -82 58 88

3　结论与讨论
本次引种试验的 20 个鲜食大豆品种中只有 5

个品种比对照增产，占比 25%。大豆的生态适应性

狭窄，一般情况同纬度或纬度相近地区引种容易成

功，通过引种试验可以筛选适合当地高产的鲜食大

豆良种。通过试验比较，大粒王 6 号、高秆青 1 号、

兰宝石、鲜豆 5 号、鲜豆 3 号每 667m2 鲜荚产量为

924~1274kg 比中黄 76（CK）增产 10%~51%，鲜粒

产量 557~619kg，生育期 86~91d，百粒鲜重 60~76g，
株高 67~97cm，高产品种的株高在试验品种中表现

适中或相对偏高，百粒鲜重适中，鲜食大豆种植的经

济效益按 2018 年铜仁市场批发价鲜荚 3 元 /kg、鲜
粒 6 元 /kg 计算，可实现产值 3000 元 /667m2 左右，

同普通大豆相比具有更高的经济附加值，可以在铜

仁地区进行推广。

菜用大豆作为一种保健食品，品质的好坏决定

其商品性，鲜食大豆生育期过长，口感品质较差 [3]，

菜用大豆鲜食期可维持一周左右，在最佳的时期采

摘鲜荚有利于获得较高的蔗糖和单糖的含量，提高

菜用大豆的食用品质，李彦生 [4] 研究发现施用氮

素有利于提高菜用大豆鲜食期籽粒中蔗糖含量，但

过多的氮素反而不利于蔗糖的积累，纯氮施用量为

75kg/hm2 时菜用大豆籽粒中可溶性糖比未施氮肥

的提高 17.7%，提高产量 10.7%。鲜食大豆要取得

良好的经济效益，首先必须选择适合当地的优良品

种，同时还要求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注意掌握适时播

种、合理密植、配方施肥、及时防治病虫害、及时采收

等配套生产技术。本次试验通过引种试验引进良

种，采用油菜籽榨油后的菜籽饼作底肥，大豆长势

较好，鲜食大豆商品外观较好。因此可以通过良种

配套菜饼底肥，实现品种推广筛选与商品粮的双效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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