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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大豆新品种华豆 19的选育及栽培技术
马秀娟

（山东省郯城县种子公司，郯城 276100）

摘要：华豆 19 是郯城县种子公司自主选育的大豆新品种，该品种具有高产稳产、抗倒伏、适宜区域广、综合性状优异等突

出特点，2018 年通过山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鲁审豆 20180001。对该品种的选育过程、主要特征特性及

栽培技术要点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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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调整，大豆

的市场需求以及种植面积都将大幅度提高 [1]。由

于我国产能和耕地面积受限，大豆的进口量依然居

高。2017 年我国进口大豆 9554 万 t，较 2016 年增

加 1000 万 t，我国豆类总产量才 1916.9 万 t，这还是

在提高了 65.2 万 hm2 豆类种植面积的基础上才有

的产量 [2]。要改变这一现状，在加大种植面积的同

时，必须提高大豆单产水平。华豆 19 是郯城县种子

公司 2007 年以中黄 13 为母本、黑河 36 为父本自主

选育的大豆新品种，2018 年 5 月通过山东省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鲁审豆 20180001。
该品种的审定填补了郯城县大豆育种空白，可在全

省适宜地区作为夏大豆品种种植利用。

1　育种目标
郯城县属暖温带季风区，具有优越的自然气候条

件，境内水资源丰富、四季分明、雨热同季，非常适宜

大豆的生长。目前郯城县无当家大豆栽培品种，影响

了大豆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最有效、最理想的途径是

必须根据郯城县自然气候条件的特点，以自育为主，

引种为辅，以发展高产食用大豆为主，以增加农民收

入和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以提高单产为主攻方向，

利用有性杂交、杂种优势和分子生物学等技术，发掘

优异种质资源，聚合有利性状基因 [3]，尽快培育出高

产优质的大豆新品种，推进大豆优良品种的产业化进

程，促进郯城县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企业增效。

当前郯城县大豆育种面临突出问题，一是缺乏

优异种质资源。国内的大豆转基因种植并未放开

限制，种植的大豆品种多为传统品种，我们能利用

的品种资源很少，这是制约郯城县大豆品种创新的

重要原因。二是根据国情，我国大豆育种的目标主

要是食用型大豆，因此，不但需要高品质品种，还要

符合人们的饮食习惯。三是我国大豆单产低，总产

严重不足。选育大豆超高产和高产品种是当务之

急，目前急需产量超过 250kg/667m2 以上的高产品 
种 [4]。四是育繁推体系脱节，种子产业化水平低。

通过新品种的推广，研发配套的高产栽培、轻简化栽

培、测土配方施肥、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控和农机设备

等技术；通过种植制度的优化调整，促进区域化种

植、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解决郯城县无当家大

豆栽培品种，农户购种盲目的乱象。

2　选育过程
2007 年以丰产性好、抗病性强、本地生产上大

力推广的中黄 13 为母本、引进的种质资源黑河 36
为父本进行有性杂交，同年冬季在海南加代，将（F1）

单荚播种，去除伪杂交种后单株收获（F2），2008 年

夏季在郯城本地种植株行，成熟时按株行摘荚混收

（F3），2008 年冬季至 2010 年冬季在郯城和海南两地

连续加代（F4~F8），按系谱法进行单株选择，于 2011
年（F9）形成稳定品系。2012-2013 年进行试验田大

豆品系比较试验；2014 年扩种，2015-2016 年参加

山东省大豆区域试验；2017 年参加生产试验；2018
年通过山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定名为

华豆 19（图 1）。
3　品种特征特性
3.1　农艺性状　该品种属普通型夏大豆品种。生

育期 104d，熟期适中，白花、长叶，茸毛灰色，有限结

荚习性，株高 69.6cm，直立，株型收敛，有效分枝数

1.3 个，主茎节数 13.8 节，结荚高度 14.6cm，单株有

效荚数 43.4 个，无效荚数 2.3 个，单株粒数 104.7 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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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品种系谱图

单株粒重 21.65g，百粒重 21.4g，椭圆粒、黄脐，种皮

黄色微光泽，抗倒伏，落叶性好，不裂荚。

3.2　抗性　2015 年经国家大豆改良中心接种大豆

花叶病毒（SMV）株系鉴定，SC3（弱毒株系）为感病，

SC7（强毒株系）为高感。2017 年国家大豆改良中心

SCN 抗性鉴定结果为中感；花叶病毒（SMV）抗性鉴

定，SC3（弱毒株系）为中感，SC7（强毒株系）为抗病。

3.3　品质　2015 年经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

试中心测定：籽粒粗蛋白质含量 42.98%，粗脂肪含

量 19.75%。2017 年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测定：籽粒粗蛋白质（干基）含量 44.37%，粗脂

肪（干基）含量 19.19%。

4　产量表现
2015 年参加山东省区域试验，每 667m2 平均产

量 276.0kg，比对照菏豆 12 增产 5.8%，增产点次率

88.9%，居参试品种第 7 位；2016 年续试，平均产量

225.64kg，比对照菏豆 12 增产 16.13%，居参试品种

第 1 位。2017 年参加山东省生产试验，每 667m2 平

均产量 209.4kg，比对照菏豆 12 增产 5.6%，居参试

品种第 4 位。2018 年在郯城县马头镇南园村赵文

争 0.67hm2 大豆地进行示范推广，实收 2512kg，每
667m2 产量达 251.12kg。

5　栽培技术要点
5.1　播期及密度　麦收后夏直播，播种时间一

般在 6 月 15-25 日之间，种植密度为 1.3 万 ~1.5 万 
株 /667m2。行株距比例 50cm×10cm 为宜。土壤肥

力不高的可以稍微加大播量，改行距为 45cm。

5.2　整地及施肥　前茬收获后灭茬旋耕，秸秆还

田，要求地面平整，无明暗坷垃。根据土壤肥力来调

节施肥量，一般情况下，整地时每 667m2 一次性施磷

酸二铵 10kg、尿素 1.5~2kg、氯化钾 3.5kg，土壤瘠薄

时需加施有机肥 50kg。
5.3　田间管理　根据土壤墒情进行机播或人工点

播，干墒播种，播后进行喷灌，可以保证苗全苗壮，没

有喷灌设备时可以人工喷灌，但喷后 3d 内要再喷 1
次，水量不要太大，出苗效果更佳。避免土壤湿度过

大时进行播种，防止土壤过粘影响种子出土，播后轻

微镇压，墒情好的地块可以进行除草剂封闭；如果需

要喷灌，建议使用苗后除草剂，注意前期锄草，后期

及时拔大草。在出苗及鼓粒期需要充足的水分，应

及时灌溉。整个生育期注意防治病虫害，加强生育

前期中耕管理。田间设排水沟，便于排水。

5.4　病虫草害防治　在整个生育期，根据病虫害发

生程度及时进行喷药防治。除草一般使用苗后除草

剂，每 667m2 用豆乐、精喹禾灵、灭草松兑水 30kg 喷

施效果较好。在苗期、结荚期、鼓粒期几个关键时期

要注意调查病虫害，虫龄较大时每 667m2 用甲维盐

15g+ 康宽 15mL 兑水 30kg 或者用茚虫威 24mL+ 藜

芦碱 100g 喷施防治。

6　保持品种特性的种子生产技术要点
播种时注意清理播种机械，防止混杂；大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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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间分别在苗期、开花期和成熟期 3 个关键时期

进行田间去杂；淘汰变异株和长相差的植株，收获、

脱粒和储藏时注意单收、单脱、单放，以防机械混杂。

加强田间管理，提高制种质量。其他栽培管理同一

般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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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向日葵杂交种 TL2219 的选育及栽培技术
潘艳花 1　曹立国 2　马　铭 2　薛治军 2　陈　娟 1　王建强 1　马永明 1

（1 甘肃省酒泉市种子管理站，酒泉 735000；2 酒泉市凯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甘肃酒泉 735000）

摘要：食用向日葵品种 TL2219 是由酒泉市凯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和酒泉市种子管理站以美国引进的种质资源选育而

成的中晚熟丰产品种，2016 年通过甘肃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非主要农作物认定，认定编号：甘认葵 2016030。TL2219 生育期

117d ；株高 154.5cm，茎粗 2.94cm，叶片数 29.0 片；盘径 20.9cm，百粒重 15.4g，花盘倾斜度 5 级，结实率 86.7%，出仁率 49.8%，单株

粒重 98.1g。2016-2018 年在甘肃、内蒙古和新疆 3 个地区累积推广面积 1.97 万 hm2，每 667m2 平均产量 311kg。该品种具有高抗

褐斑病、霜霉病，抗倒伏，适应性广，丰产性好等特性，获得了广大农户和商家的认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关键词：食用向日葵；TL 2219；杂交种；选育；品种栽培

向日葵具有适应和改良盐碱地的特性，近几年

已经成为我国干旱瘠薄土地和盐碱土地地区农民增

收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 [1-3]。同时，食用向日葵籽实

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E、糖分、不饱和脂肪

酸等人体生长发育必须的营养元素，有降低血压和

血脂的作用，已作为重要的休闲和健康食品被广大

人民接受 [4]。食用向日葵种植面积逐年增长，占全

国向日葵种植面积的 70% 以上 [5]。甘肃省作为主

要的向日葵主产区之一，近年全省种植面积已经达

到 5.5 万 hm2[6]。

目前，我国引进杂交向日葵品种较多，但部分

品种抗病性和适应性参差不齐，食用向日葵商品性

也跟不上社会的需求。为此，酒泉市凯地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和酒泉市种子管理站引进和收集种质

资源，通过测交组配、回交转育、自交等方法，选育

出优质、丰产、稳产和适应性好的食用向日葵新品

种 TL2219（原代号 TS3367）。该品种 2016 年 2 月

通过甘肃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甘认葵

2016030），经过 3 年累计示范推广，获得了广大农

户和商家的认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TL2219 为中晚熟食葵杂交种，在甘肃省有效积

温 2500℃以上区域都能成熟，凡 LD5009 可栽培区

域均能栽培，也适宜河西灌区春播栽培。甘肃省海

拔 1800m 以下山塬、旱地，年降雨量在 450mm 以上

或有补灌条件的地区也可栽培。

1　亲本来源及品种选育
父本是 2007 年引进美国产量水平较高的杂交

种 US1，从 F1 进行选株套袋自交，F2 开始选择分枝

型，综合性状优良的单株套袋自交，选育稳定的自交

系群，编号为 KD-67；母本是 2010 年引进美国半成

品育种材料 US2，在开花期选择优良不育单株与自

主选育的稳定自交系进行组合配置，后代继续选择

不育株、可育株进行成对套袋授粉，经过 5 代连续选

育而成的稳定不育系、保持系，编号分别为 TN39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