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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高抗广适性绿豆品种中绿 5 号及其应用潜力
张金涛　王素华　魏晶晶　潘晓威　陈红霖　王丽侠　程须珍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中绿 5 号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选育的高产、高抗、优质、广适绿豆品种，对中绿 5 号的选育过程及特征

特性进行了回顾介绍，并根据近年来在各个生态区的产量表现，预测了中绿 5 号未来几年在全国范围内生产利用的潜力，以期

为绿豆育种研究者、基层推广部门及种植大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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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豆（Vigna radiata L.）是我国原产作物，也是

传统出口商品。因其具生育期短、耐旱耐瘠薄、固氮

养地等特性，既是当前农业种植结构调整、西部开发

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作物，也是

间作套种的良好前茬 [1]。随着气候变迁，自然灾害

频发，尤其是干旱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等绿豆主

产区频发，而绿豆最普遍最严重的病害——叶斑病

也有趋重迹象 [2]。因此，培育抗逆性、抗病性品种是

应对上述灾害的最经济有效的途径。中绿 5 号是中

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选育出来的国内首个

抗叶斑病的绿豆品种，并兼具耐旱、耐盐等耐逆境能

力 [3]。因此，该品种一经鉴定即在全国各生态区示

范推广，并于 2015 年获得了中华农业科技一等奖。

据不完全统计，2014-2016 年间中绿 5 号在全国累

计推广超过 200 万 hm2，全国覆盖率超过一半，继中

绿 1 号、中绿 2 号后第 3 次实现全国绿豆品种更新

换代。本文回顾了中绿 5 号的选育过程及国家食用

豆产业技术体系牵头组织的全国不同生态区的示范

情况，并预测了该品种的发展趋势，以期为绿豆育种

者、基层推广部门和种植大户等提供参考。

1　选育过程
中绿 5 号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以 VC1973A 为母本、VC2768A 为父本杂交育成的

常规种。其母本 VC1973A，即中绿 1 号，是中国农

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原中国农业科学院品种

资源研究所）于 1983 年从亚蔬中心亚洲区域中心

（AVRDC）引进的直立早熟新品系，父本 VC2768A
是从亚蔬中心亚洲区域中心引进的直立中早熟绿

豆。该品种从 F2 开始采用集团法按组合混合选育，

2000 年参加北京市生产试验，2001-2002 年参加全

国绿豆区域试验，2003 年参加全国绿豆品种生产试

验，于 2005 年通过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组织

的专家鉴定（鉴定号：国品鉴杂 2004005）后，逐渐在

华北、西北、东北甚至全国各生态区展示示范。

2　品种特征特性
中绿 5 号在北京及周边类似生态条件下表现早

熟，夏播生育期 70d 左右。直立抗倒伏，株高 60cm
左右，幼茎绿色。主茎分枝 3 个左右，单株结荚约

25 个，多者可达 40 个以上。结荚集中成熟一致不

炸荚，利于机械化收获。成熟荚黑色，荚长约 10cm，

每荚 10~13 粒种子。籽粒碧绿有光泽，籽粒饱满，

商品性好，百粒重 6.5g 左右。2002 年经农业部作物

品种资源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检测，中绿 5 号

种子含蛋白质 23.1%~25.1%，淀粉 50.5%~51.9%。

3　抗性表现
原中国农科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作物资源

抗病虫鉴定及检验研究室对中绿 5 号的鉴定表明，

该品种对尾孢菌叶斑病表现中抗，这也是在对 2000
多份材料的鉴定中唯一发现对叶斑病有抗性的品

种。2011 年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华北华中病

虫害防控岗位在抗叶斑病绿豆种质资源田间接种鉴

定中，认为中绿 5 号属于高抗叶斑病品种。2016-
2017 年间在新疆奇台、喀什及广西南宁等大面积生

产中，中绿 5 号均比其他品种表现出明显的叶斑病

抗性。此外，中绿 5 号在大田生产中对白粉病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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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一定的抗性。

除抗病性外，中绿 5 号也具有极强的抗旱性。

2011 年在新疆对 19 个新品种的抗旱性鉴定中，中

绿 5 号的抗旱性最强；其中 2012 年在奇台老奇台镇

示范 1hm2，在干旱和灌水不充分的条件下，每 667m2

平均产量可达 140.0kg ；在泽普县复播大田示范

0.87hm2，平均产量达 103.0kg。此外，2012 年在喀什

等地区、2011-2015 年在南宁及 2018-2019 年度在

大同、张家口阳原县的大面积示范中，中绿 5 号均表

现出超强的抗旱性。2019 年在新疆对 303 份资源

除出苗水外生育期内不灌水的情况下，中绿 5 号的

抗旱性也稳居首位。

4　产量表现
中绿 5 号在 1997-1999 年新品系产量比较

及生产适应性试验中，每 667m2 折合产量分别为

142.8kg、162.0kg、106.2kg，分别比对照中绿 1 号

增产 28.5%、21.4%、14.2%。在 2000 年的北京市

生产适应性试验中平均产量为 171.0kg/667m2，比中

绿 1 号增产 11.7%，居参试品种首位。2001-2002
年参加国家绿豆区域试验，在 20 个试点中有 11 个

试点比对照增产（表 1），9 个试点稍有减产。2003
年中绿 5 号在山西、新疆、辽宁、云南等地生产试验，

均比对照冀绿 2 号增产 3.7%~17.6% 不等。

表 1　2001-2002 年中绿 5 号绿豆品系国家区试产量表现

试点
中绿 5 号产量

（kg/667m2）

冀绿 2 号产量

（kg/667m2）

增产率

（%）

黑龙江哈尔滨 42.1 36.5 15.4

吉林白城 78.9 67.8 16.3

辽宁沈阳 116.2 89.8 29.3

内蒙翁牛特旗 71.6 68.2 5.1

北京房山 148.5 141.5 4.9

陕西榆林 104.9 86.4 21.4

山西大同 114.5 83.4 37.2

新疆石河子 154.9 128.2 20.9

江苏泰兴 132.6 127.7 3.9

湖南长沙 94.3 91.7 2.8

云南丽江 83.3 72.0 15.6

平均 103.8 90.3 15.0

数据来源于 2001-2002 年国家区试

2016-2017 年度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新品

种联合鉴定将中绿 5 号列为对照品种，其中在南京、

哈尔滨、南阳、南宁等地均排前 5 名，尤其在河南南

阳 2016 年在绿豆生育期间连降暴雨的情况下，仍有

104.7kg/667m2 的收入。

2013-2015 年间，多地以中绿 5 号为主，开展了

绿豆高产创建活动，效果非常可观。其中 2013 年

重庆综合试验站种植中绿 5 号 2hm2，每 667m2 产量

达 167.4kg ；乌鲁木齐综合实验站在奇台试验基地

示范 2000m2，平均产量 241.7kg。2013 年安徽明光

的中绿 5 号百亩高产创建示范中，每 667m2 产量达

242.7kg，创历史最高纪录。2014 年病虫害综合防控

研究室南方病虫害防控岗位在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

竹镇完成中绿 5 号高产创建示范，每 667m2 产量达

212.7kg。2015 年继续开展 1000m2 的示范，每 667m2

平均产量为 198.0kg ；同年，在南阳市社旗县太和乡

开展的中绿 5 号及病虫草害综合防控技术高产创建 
1.06hm2，平均产量为 172.6kg。

除了单作的高产典型外，中绿 5 号在间作套种

中也表现出较强的优势，可显著提高生产效益。其

中南宁试验站在宁明县、大新县、天等县等甘蔗 - 绿

豆不同间作模式，均可额外增收 50~90kg/667m2 的

绿豆，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益。表 2 列举了 2013 年以

来，中绿 5 号在全国各地间作套种的产量情况，可供

广大种植户参考。

5　发展潜力
绿豆医食两用，是膳食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

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市场需求量也逐渐扩

大，迫切需要高产高抗优质的品种。近 20 年来，我

国绿豆育种研究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据不完全统

计，截至 2009 年，基于杂交选育的绿豆新品种有 36
个 [4]。近 10 年来，又陆续选育出中绿 [5]、冀绿 [6]、苏

绿 [7]、晋绿 [8]、白绿 [9]、吉绿 [10]、嫩绿 [11] 等适宜不同

生态区的绿豆新品种，配套栽培管理技术水平也逐

步轻简化和步入正轨。虽然绿豆属短日作物，光温

反应比较敏感，中绿 5 号作为国内首个抗叶斑病品

种，在各地的展示示范中均有不俗表现，显示了其广

泛的生态适应性，尤其在新疆、安徽、河南、广西等省

区的历年示范或生产中均有非常明显的产量优势，

高产创建更是一度刷新了传统上绿豆为低产作物这

一观念。虽然在东北、华东各省的产量优势并不明

显，但从往年的展示示范来看，一旦叶斑病趋重或发

生干旱、高温等极端气候，中绿 5 号的抗逆境优势就

凸显出来，尤其在西北如新疆、大同等干旱地区，其

极强的抗旱能力，已成为这些主产区的主栽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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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3-2019 年间中绿 5 号在不同地区的间作套种产量

年份 省 / 市 / 县 间作作物 产量（kg/667m2） 年份 省 / 市 / 县 间作作物 产量（kg/667m2）

2013 广西南宁 甘蔗（双行） 102.7 2015 广西南宁武鸣 木薯（单行） 64.4

2013 安徽合肥 桃（幼龄） 122.5 2015 广西南宁武鸣 木薯（双行） 95.2

2014 山西临汾 玉米 41.4 2015 广西北海合浦 火龙果 70.5

2014 山东胶南 松树苗 34.2 2015 安徽合肥 玉米 63.6

2014 广西崇左宁明 甘蔗（双行） 71.6 2015 山东青岛 玉米 43.7

2014 广西崇左大新 甘蔗（双行） 91.3 2016 广西崇左大新 甘蔗（单行） 59.8

2014 广西崇左大新 甘蔗（单行） 72.0 2016 广西崇左扶绥 甘蔗（单行） 68.3

2014 广西崇左天等 甘蔗（单行） 75.4 2016 广西南宁武鸣 甘蔗（单行） 83.2

2014 广西崇左天等 甘蔗（双行） 80.0 2016 广西南宁武鸣 甘蔗（双行） 94.5

2014 广西玉林陆川 火龙果 59.2 2016 广西南宁武鸣 木薯（单行） 101.9

2014 广西玉林陆川 山葡萄 80.6 2016 广西南宁武鸣 木薯（双行） 98.2

2014 广西南宁 甘蔗（单行） 64.3 2016 广西北海合浦 火龙果 73.5

2014 安徽合肥 玉米 59.1 2017 广西北海合浦 木薯 65.3

2014 山东青岛 玉米 72.4 2017 广西南宁 野生葡萄 55.0

2015 河南南阳唐河 玉米 23.1 2017 广西崇左大新 玉米 84.0~95.0

2015 广西南宁 甘蔗（单行） 60.0 2017 广西河池都安 玉米   80.0~105.0

2015 广西南宁武鸣 甘蔗（单行） 86.5 2018 江苏泗阳 桃树 125.0

2015 广西南宁武鸣 甘蔗（双行） 119.6 2019 广西崇左大新县 甘蔗（单行） 50.0

数据来源于“十二五”“十三五”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年终述职报告

作者预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绿 5 号还将是

大部分主产区的主栽品种，随着栽培技术的变革及

配方施肥等精细化管理水平的提高，其产量优势也

将得到进一步发挥。原因在于：（1）中绿 5 号高抗

叶斑病。叶斑病虽多在生育后期发生，对产量影响

不大，但明显影响绿豆的商品品质。据国家食用豆

产业技术体系的调研发现，近年来叶斑病有趋重趋

势，在抗病品种缺乏的情况下，中绿 5 号还是首选。

（2）中绿 5 号的抗旱性极强。无论是春旱还是夏季

干旱，发生越来越频繁，而中绿 5 号是应对干旱的最

佳选择。（3）中绿 5 号直立抗倒性好，适宜机械化。

因为随着劳动力短缺和机械化收获水平的提升，越

来越多的绿豆产区实现了机械化收获。（4）中绿 5
号还具有耐盐碱 [3]、低镉积累 [12] 等优势，以适应不

同生态环境的生产。（5）绿豆在华北、南方等主产

区的生产方式多为间作套种，而不论是与禾本科的

间作还是与幼林果树的套种等，中绿 5 号均有很好

的增收效果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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