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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播期下中熟大豆品种异地比较试验
朱海荣

（辽宁省铁岭市农业科学院，铁岭 112616）

摘要：2018 年对辽宁省 15 个大豆品种进行异地比较试验，通过产量、农艺性状、抗病性比较，结果表明：铁 10042-4、辽

12026-7、辽 07Q027-4-1、辽 12036-13、铁 10028-14、锦 10-05、辽 1023-2 等 7 个品种，比对照品种铁丰 33 号增产 8.0% 以上，

农艺性状稳定、抗病性优于对照品种，各方面表现优良，建议参加辽宁省中熟组区域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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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中熟大豆品种异地比较试验是辽宁省

大豆区域试验、生产试验中熟组的预备筛选，通过产

量、农艺性状、抗病性比较，决定异地比较试验品种

的去留。辽宁省地方品种中熟期为 130~135d，在试

验过程中，选择稳产、高产、熟期稳定 [1-2]，并且在辽

宁省种植面积大的大豆品种铁丰 33 号作为对照。

考察指标在主要质量、数量性状稳定的基础上，要求

抗倒性、抗病性不低于对照品种，但紫斑、褐斑粒率

单项应≤ 5.0%，正常年份倒伏程度≤ 3 级，在熟期

上较对照品种迟熟≤ 4d，产量上比对照品种平均增

产≥ 8.0%，才可参加下一年辽宁省大豆区域试验中

熟组初试。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点　5 个承试点，分别为铁岭市农业科

学院大豆所（铁岭）、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作物所（沈

阳）、锦州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油料所（锦州）、辽宁省

经济作物研究所（辽阳）、辽宁省沙地治理与利用研

究所（阜新）。5 个承试点试验数据全部参加汇总，

前茬均为玉米。

1.2　参试品系　参试品种 15 个，沈农 11-201、沈农

11-372 参试单位是沈阳农业大学农学院；辽 12026-7、 
辽 12036-13、辽 12053-13、辽 07Q027-4-1、 
辽 1023-2 参试单位是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作物所；

宏秋 12 参试单位是开原市宏丰种子有限公司；锦

10-05 参试单位是锦州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油料所；

福兴豆 18 参试单位是辽宁建华种业有限公司；铁

09054-8、铁 09127-2、铁 09134-16、铁 10028-14、
铁 10042-4 参试单位是铁岭市农业科学院大豆所。

对照品种为铁丰 33 号，由铁岭市农业科学院大豆所 
提供。

1.3　试验设计　采用随机区组法，3 次重复，实行 5
行区，行长 5m，各地点行距分配在 0.55~0.60m 之间，

穴距分配在 0.20~0.23m 之间，参试品种 3~4 粒下种，

出苗后每穴留苗 2 株，小区播种面积在 13.8~15.0m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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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干旱，等雨播种、灌溉播种造成各地播种期大多

偏晚，其中，铁岭在 5 月 2 日播种，沈阳在 5 月 9 日

播种，辽阳在 4 月 24 日最早播种，阜新在 5 月 6 日

播种，锦州在 5 月 18 日最晚播种。收获时，去掉小

区两边行及两端各 0.5m 后，在收获行连续取样 10
株供考种，剩余植株实收实打；加入考种样重量后计

算小区产量，进行统计分析，按实收面积折算公顷 
产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产量分析　15 个参试品种 5 点次产量平均

值见表 1，与对照品种铁丰 33 号 5 点次平均产量

3040.5 kg/hm2 相 比，铁 10042-4、铁 09134-16、辽

12026-7、辽 07Q027-4-1、辽 12036-13、铁 10028-14 
等 6 个品种均增产 15.0% 以上，属于高产大豆，市场

开发潜力大；锦 10-05、铁 09127-2、辽 1023-2 等 3
个品种增产 8.0% 以上，属于常规增产大豆，稳产性

好；辽 12053-13、福兴豆 18 比对照品种增产但低于

8.0%，不符合市场需求，种植面积上不去；铁 09054-8、 
沈农 11-372、沈农 11-201、宏秋 12 比对照品种减

产，不利于在市场推广。结果表明：铁 10042-4、 
铁 09134-16、 辽 12026-7、 辽 07Q027-4-1、 
辽 12036-13、铁 10028-14、锦 10-05、铁 09127-2、
辽 1023-2 增产率超过 8%，产量突出。

表 1　异地比较试验产量结果

品种名称 产量（kg/hm2） 增产率（%） 位次

铁 10042-4 3880.5 27.6 1

铁 09134-16 3612.0 18.8 2

辽 12026-7 3582.0 17.8 3

辽 07Q027-4-1 3564.0 17.2 4

辽 12036-13 3556.5 17.0 5

铁 10028-14 3508.5 15.4 6

锦 10-05 3490.5 14.8 7

铁 09127-2 3423.0 12.6 8

辽 1023-2 3333.0 9.6 9

辽 12053-13 3240.0 6.6 10

福兴豆 18 3162.0 4.0 11

铁 09054-8 3009.0 -1.0 12

沈农 11-372 2985.0 -1.8 13

沈农 11-201 2887.5 -5.0 14

宏秋 12 2845.5 -6.4 15

铁丰 33 号（CK） 3040.5 0 -

2.2　田间调查　15 个品种田间调查显示（表 2）：
生育期在 132~139d 之间，其中，沈农 11-201、辽

12026-7、辽 12036-13、辽 12053-13、辽 07Q027-4-1、 
辽 1023-2、锦 10-05、铁 09054-8、铁 10028-14、铁
10042-4 均较对照品种迟熟≤ 4d ；沈农 11-201、沈
农 11-372、辽 12026-7、宏秋 12 为白花，其余同对照

一致，为紫花；沈农 11-201、沈农 11-372、锦 10-05
棕毛，其余同对照一致，为灰毛；沈农 11-372 为披

针叶，其余品种同对照均为椭圆叶；辽 12026-7、 
铁 09054-8、铁 10042-4 为有限结荚习性，其余同对

照为亚有限结荚习性；15 个品种田间抗病性好，均

抗倒伏。

2.3　室内考种　对 15 个品种室内考种结果见表 3，
同对照相比较，辽 12026-7、铁 09054-8、铁 10028-
14 株高较矮；沈农 11-201、沈农 11-372、辽 12026-
7、福兴豆 18、铁 09127-2 分枝数少；沈农 11-201、
辽 12026-7、铁 09054-8、铁 10028-14 主茎节数少；

所有品种单株荚数均多于对照；福兴豆 18 完整粒率

最低。宏秋 12、福兴豆 18 褐斑粒率大于 5%，其余

品种抗虫、抗病、成熟较好；宏秋 12、铁 09054-8、铁
10042-4、辽 12026-7 百粒重均大于对照。沈农 11-
372、辽 12036-13、辽 1023-2 为黑脐，铁 09134-16
褐脐，其余全为黄脐。

3　结论与讨论
综合以上试验结果，参试品种辽 12053-13、铁

09054-8、沈农 11-201 增产率低于 8%，未达标，结

束试验；铁 09127-2、铁 09134-16 生育期长，但产

量高，建议保留或调至晚熟区试试验。福兴豆 18、
宏秋 12 在增产率、抗病性和生育期上均未达标，结

束试验；沈农 11-372 在增产率、生育期上未达标，

结束试验；铁 10042-4、辽 12026-7、辽 07Q027-4-
1、辽 12036-13、铁 10028-14、锦 10-05、辽 1023-2
各方面表现优良，建议参加辽宁省中熟组区域 
试验。

每个品种来之不易，从品种杂交选育开始，

需要 6~7 年才能形成稳定株系，到品种审定需要

10~13 年，在将来，育种专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

心血。应在产量、品质、抗性和适应性等方面综合考

虑 [4]，以决定各品种的去留，这对所有育种单位和育

种专家来说是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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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异地比较品种田间调查

品系名称 生育期（d） 花色 茸毛色 叶形 结荚习性 病毒病（级） 霜霉病（级） 倒伏程度（级）

沈农 11-201 133 白 棕 椭圆 亚有限 0 0 0

沈农 11-372 137 白 棕 披针 亚有限 0 0 1

辽 12026-7 135 白 灰 椭圆 有限 0 1 0

辽 12036-13 135 紫 灰 椭圆 亚有限 1 0 1

辽 12053-13 134 紫 灰 椭圆 亚有限 1 0 0

辽 07Q027-4-1 135 紫 灰 椭圆 亚有限 0 0 0

辽 1023-2 133 紫 灰 椭圆 亚有限 1 0 0

宏秋 12 136 白 灰 椭圆 亚有限 1 0 1

锦 10-05 133 紫 棕 椭圆 亚有限 1 0 0

福兴豆 18 137 紫 灰 椭圆 亚有限 1 0 0

铁 09054-8 133 紫 灰 椭圆 有限 1 0 0

铁 09127-2 139 紫 灰 椭圆 亚有限 0 0 0

铁 09134-16 138 紫 灰 椭圆 亚有限 1 0 0

铁 10028-14 134 紫 灰 椭圆 亚有限 0 0 0

铁 10042-4 132 紫 灰 椭圆 有限 0 0 0

铁丰 33 号（CK） 131 紫 灰 椭圆 亚有限 1 0 0

表 3　异地比较品种室内考种结果

品系名称
株高

（cm）

分枝

数

主茎

节数

单株

荚数

完整

粒率

（%）

虫食

粒率

（%）

褐斑

粒率

（%）

紫斑

粒率

（%）

霜霉

粒率

（%）

未熟

粒率

（%）

其他

粒率

（%）

脐

色

百粒

重

（g）

沈农 11-201 81.9 1.2 14.9 54.4 93.4 0.5 1.6 0.5 0.1 0.9 3.0 黄 19.5 

沈农 11-372 106.4 1.6 21.9 59.3 96.1 0.5 1.1 0 0 0.6 1.7 黑 17.7 

辽 12026-7 78.5 1.4 17.6 51.4 97.1 0.3 0 0.4 0 0.4 1.8 黄 19.7 

辽 12036-13 100.7 3.1 22.9 67.6 98.1 0.3 0 0 0 1.0 0.6 黑 16.9 

辽 12053-13 93.1 2.1 20.7 58.9 97.0 0.5 0 0.3 0 0.6 1.6 黄 17.7 

辽 07Q027-4-1 103.3 2.2 21.8 55.0 97.2 0.3 0.3 0.1 0 1.0 1.1 黄 18.6 

辽 1023-2 101.7 2.4 22.3 81.9 97.3 0.4 0.3 0.4 0.2 0.6 0.8 黑 17.6 

宏秋 12 93.1 2.2 18.5 52.6 90.7 0.4 6.0 0.1 0 0.5 2.3 黄 28.7 

锦 10-05 89.6 1.8 20.6 76.5 98.1 0.4 0.3 0.1 0 0.3 0.8 黄 18.1 

福兴豆 18 105.3 1.2 22.1 55.3 86.7 0.4 11.1 0 0 0.5 1.3 黄 19.5 

铁 09054-8 62.6 2.6 13.4 55.2 96.7 0.3 0.7 0.2 0 0.4 1.7 黄 24.7 

铁 09127-2 110.4 1.3 22.9 64.4 97.6 0.3 0.1 0.4 0 0.7 0.9 黄 18.5 

铁 09134-16 88.5 2.6 21.5 54.2 97.6 0.3 0 0.4 0 0.4 1.3 褐 17.6 

铁 10028-14 63.6 3.1 14.7 60.9 96.7 0.8 0.4 0 0.1 0.7 1.3 黄 19.2 

铁 10042-4 83.0 2.1 19.1 69.7 96.3 0.2 0.1 0.4 0 0.3 2.7 黄 20.9 

铁丰 33 号（CK） 79.7 1.6 17.9 48.8 96.0 0.3 0.7 0.2 0 0.8 2.0 黄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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