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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搭载分子育种大豆品种合农 89
张振宇　郭　泰　王志新　郑　伟　李灿东　郭美玲　郑天琪　吴秀红　王　成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佳木斯分院，佳木斯 154007）

摘要：采用分子设计育种方法，通过杂交育种和航天搭载处理聚合累加优良性状与基因，特别是早熟与高产基因，经过多

代选择与培育，选育出早熟大豆新品种合农 89。通过品种比较试验、黑龙江省品种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平均品质分析结果：

蛋白质含量 38.26% ；脂肪含量 20.98% ；抗病接种鉴定结果为中抗灰斑病。该品种子粒圆形，种皮黄色、有光泽，种脐黄色，百

粒重 17.7g 左右；植株具备每节荚数、三四粒荚与每荚粒数多的特性。在适宜区出苗至成熟生育日数 105d 左右，需≥ 10℃活

动积温 2050℃左右。该品种的育成是通过生物技术、航天搭载与常规育种的多元结合，在拓宽大豆育种途径的同时，也为常规

育种向作物分子育种转化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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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诱变育种是利用返回式卫星搭载作物种

子，经过太空的特殊环境诱发变异，然后返回地面种

植选育新品种的一种作物育种技术 [1]。分子育种是

现代农业发展应用推广最迅速的育种新技术，对作

物遗传改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3]。伴随着基因组

学和当代分子遗传学的理论研究和科技成果在现代

育种学中的广泛应用，催生出了分子设计育种。分

子设计育种是在分子水平上通过人工方法对 DNA
进行操作，采用定向转移内源基因或引入外源基因

来改良植物的遗传特性，从而创制出符合育种目标

的新性状。

大豆是重要的粮油兼用作物，同时也是人类优

质蛋白及畜牧业饲料蛋白的主要来源，在我国粮食

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 [4-5]。我国大豆生产当前处于

一个重要时期 [6-7]，国内大豆种植面积逐年下降，国

内生产总量占国内总消费量的比例越来越小。究其

原因，大豆的种植不但受到其他高产高效益粮食作

物的影响，而且还与国外廉价的转基因大豆的大量

进口有关。目前，我国大豆育种技术仍然以常规育

种为主，但大豆育种工作将处于从常规经验育种向

高科技育种逐步升级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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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健的要求。视情况每 667m2 用 20% 的氯氰菊酯

25mL 加硫酸锌 100g 兑水 50kg，于晴天下午喷施，

防治蚜虫、造桥虫等害虫。

开花期和成熟期　养根护叶，延缓植株衰老，

防倒伏，延长叶片功能期，提高粒重，防病虫。每

667m2 用硼砂 30~40mL 兑水 50kg 进行叶面喷肥。

8 月 20 日前后用菊酯类农药防治大豆食心虫。8 月

底用螺虫乙酯、吡蚜酮防治白飞虱，10d后巩固 1次。

3.5　及时收获　机械收获　待植株叶片全部脱落、

籽粒归圆时进行。在露水已干时剔除田间带青叶

的杂草及叶片没落净或成熟度不够的单株。为了

使收获的种子完整不裂，收获时机械转速以 300~ 
500r/min 为宜，割茬高度以不留底荚为宜。

人工收获　落叶达 90%，手摇植株有响铃声，

植株呈现本品种固有的特性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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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分子育种代表了大豆育种的发展方向，大

豆分子育种可对大豆从表型到分子等多个层次进行

遗传操作，有助于大幅度提高育种效率，最终实现

大豆品种的定向遗传改良 [8]。大豆新品种合农 89
是 2006 年航天搭载处理（黑交 13-140× 黑交 01-
1032）F3 材料，采用分子育种方法，通过杂交育种和

航天搭载处理聚合累加优良性状与基因，经过多代

选择与培育，选育出的早熟大豆新品种。

1　品种来源
该品种在亲本早熟、高产基因网络解析与分子

标记的基础上，进行航天搭载处理。航天搭载种子

于 2006 年 9 月 9 日搭载航天实践 8 号卫星升空，

卫星在近地点 187km、远地点 463km 的轨道共运行

355h，航程 900 多万 km，于 9 月 24 日返回；同年冬

季南繁种植 SP1。

2　品种选育经过
2006-2010 年在黑龙江省农科院佳木斯分院育

种基地完成品系决选，决选代号为合航 2010-181。
2011-2014 年进行品种产量鉴定及全省异地鉴定试

验，2015 年参加全省品种比较试验，2016-2017 年参

加全省品种区域试验，2018 年参加全省品种生产试

验，2019 年完成全部试验程序审定推广，审定编号：

黑审豆 20190030。

3　特征特性
该品种为亚有限结荚习性。株高 83cm，有分

枝，紫花、尖叶、灰色茸毛。单株结荚密，三四粒荚

多，顶荚丰富，荚成熟时呈褐色，弯镰形。子粒圆形，

种皮黄色，有光泽，种脐黄色，百粒重 17.7g。3 年

平均品质分析结果：蛋白质含量 38.26%，脂肪含量

20.98%，蛋脂总和 59.24%。3 年抗病接种鉴定结果：

中抗灰斑病。在适应区出苗至成熟生育日数 105d
左右，需≥ 10℃活动积温 2050℃左右。

4　产量表现
鉴定试验：2011-2014 年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

院佳木斯分院进行品种鉴定试验，每 hm2 平均产量

2874.6kg，较对照品种黑河 45 增产 12.1%。

区域试验：2016 年全省 7 点区域试验，每 hm2

平均产量 2016.5kg，较对照品种黑河 45 增产 9.4% ；

2017 年续试，平均产量 2637.2kg，较对照品种黑

河 45 增产 8.6% ；2 年 14 点区域试验，平均产量

2326.9kg，较对照品种黑河 45 增产 9.0%（表 1）。

表 1　合农 89 区域试验与生产试验产量结果

试验地点

区域试验 生产试验

2016 2017 2018

产量

（kg/hm2）

增产

（%）

产量

（kg/hm2）

增产

（%）

产量

（kg/hm2）

增产

（%）

二龙山农场农业中心 2489.7 11.6 3003.8 14.5 2772.2 12.1

尾山农场种子公司 2035.7 3.6 1974.4 -5.5 2512.2 5.1

黑河爱辉区种子站 2317.9 8.8 2504.5 15.5 2152.2 12.4

嫩江县远东种业 1692.3 12.8 2269.2 11.3 2659.0 8.8

引龙河农场试验站 2080.0 10.4 3054.6 8.4 2855.7 3.2

孙吴县种子管理站 1923.1 13.6 2576.9 8.1 2550.0 16.2

嫩北农场试验站 1576.9 5.1 3076.9 8.1 　 　

平均 2016.5 9.4 2637.2 8.6 2583.6 9.6

该品种区域与生试验各试验点对照品种均为黑河 45

生产试验：2018 年 6 点生产试验，每 hm2 平均

产量 2583.6kg，较对照品种黑河 45 增产 9.6%（表 1）。

5　栽培技术要点
该品种在适应区 5 月中上旬播种，建议播前要

对种子进行包衣处理。选择中等肥力地块种植，采

用垄三栽培方式，每 hm2 保苗 30 万 ~35 万株。在

一般栽培条件下，每 hm2 施磷酸二铵 150kg、尿素

25kg、钾肥 75kg。田间采用化学药剂除草或人工

除草，中耕 2~3 次，拔大草 1~2 次；生育期间追施叶

面肥 1~2 次，同时防治大豆食心虫；成熟后要及时

收获。

6　小结
随着大豆种质资源的逐步挖掘，利用传统育种

的方法进行大豆新品种选育的困难越来越多；同时，

传统育种易受不良基因连锁的影响，育种效率较低、

周期长，需要进行育种技术的升级改进。目前分子

标记辅助育种技术在国内外大豆育种实践中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 [9]。

对于大豆而言，虽然育种学家在过去的育种过

程中针对一些性状进行了改良，单产有了一定的提

高，但尚未形成突破性技术，而大豆分子育种技术为

我们开拓了新的育种思路。大豆航天育种目前正处

在探索阶段，随着对大豆航天后代分离规律的深入

探讨，可获得更多关于大豆航天育种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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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玉米品种天贵糯 932的展示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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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8-2019 年北京市通州区种子管理站进行了为期 2 年的鲜食玉米品种展示示范工作，最终选出由广西省南宁市

桂福园农业有限公司选育的品种天贵糯 932。对天贵糯 932 在通州区种子管理站基地的田间表现及果穗性状、田间抗逆表现、

产量性状表现 3 方面进行了总结，建议在通州区种植天贵糯 932 品种。

关键词：鲜食玉米；天贵糯 932；展示；示范

随着北京市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以及京津冀协

同发展，北京市通州区种植业结构的调整，都市休闲

型农业的发展，以及平原造林任务的落实，主要农作

物的播种种植面积急剧减少，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

让农民获得更多的收益，为此，特进行了为期 2 年的

鲜食玉米展示示范工作。综合各方面性状，最终选

出天贵糯 932 品种，建议在通州区进行种植。

1　品种介绍
天贵糯 932 是广西省南宁市桂福园农业有限公

司利用自选脆甜糯质双隐自交系 bw2 作母本，以自

选糯玉米自交系 13C9-32（Rw13C932）作父本杂交

选育而成的彩甜糯玉米单交种，品种审定编号：国审

玉 20180165。该品种在 2017 年第三届中国（武清）

北方鲜食玉米大会上，经专家组严格审定，获得甜加

糯玉米组亚军。

2　展示示范表现
2.1　田间表现及果穗性状　天贵糯 932 连续 2 年

在通州区种子管理站基地种植。2018 年 5 月 1 日

播种，前茬作物为胡萝卜，5 月 8 日出苗，生育期间

遇到 6 月份高温、7 月份连续下雨的特殊气候情况；

2019 年 3 月 29 日播种，前茬作物为胡萝卜，4 月 10
日出苗，生育期间遇到 6 月底 7 月初连续下雨的特

殊气候。虽然在抽雄吐丝期遇到高温多雨的天气，

但是该品种的授粉状态总体较好，从穗长、穗粗、穗

行数和行粒数等性状看，连续 2 年该品种表现都很

好（表 1）。2018-2019 年该品种整个生育期的田间

管理均按品种展示示范实施方案进行，防虫不防病，

尽量表现出该品种的特性。

2.2　田间抗逆性表现　天贵糯 932 在通州区种

子管理站基地连续 2 年的种植期间均未出现倒伏

现象，而且田间表现未见大斑病、小斑病、弯孢菌

叶斑病，也未见粗缩病、矮花叶病、青枯病。2018
年出现丝黑穗病和纹枯病，2019 年未见丝黑穗病

和纹枯病，究其原因可能与 2019 年播种期早有 
关 [1]。2018-2019 年均有虫害，因此在种植期间

要进行病虫害防治。2018-2019 年生育期间各进

行了 2 次治虫，第 1 次分别在 2018 年 5 月 15 日、

2019 年 5 月 20 日，用高氯氰菊酯治虫；第 2 次分别

在 2018 年 6 月 5 日、2019 年 6 月 7 日，用虱螨脲 
治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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