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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豆品种郑绿 16 号的选育及机械化生产技术
王春义　朱灿灿　秦　娜　宋迎辉　代书桃　陈宇翔　李君霞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郑州 450002）

摘要：郑绿 16 号绿豆新品种是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于 2009 年以豫绿 5 号作母本、C1601 作父本有性杂交，

从杂交后代中历经 5 年的系统选育而成。该品种高产、优质，抗旱性、抗倒伏性、抗病性较好，且具有较好的稳产性和适应性。

根据郑绿 16 号的品种特征特性，对其配套机械化生产技术要点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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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豆是我国主要食用豆类作物之一，已有 2000
多年的种植历史，主要产区在黄河、淮河流域及东

北地区 [1-3]。绿豆的根系可固氮并改良土壤，它抗旱

耐瘠、生育期短，是旱地抗灾减灾、培肥地力不可替

代的作物 [4-6]。由于绿豆自身的生长特性，其传统种

植都是依靠人工进行“种、管、收”，属劳动密集型作

物，从而限制了绿豆大面积、规模化生产。选育高产、

广适、适应机械化生产的绿豆新品种，研究其配套

机械化生产技术，对促进绿豆产业化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1　亲本来源及选育过程
母本豫绿 5 号系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

究所从博爱砦和变异株中选育而成，原品系代号郑

90-1（豫审证字 20026 号）。早熟品种，夏播生育

期 57d。植株直立，有限结荚习性，株型紧凑。结荚

集中，粒大、饱满，粒色碧绿美观，光泽鲜亮。

父本为国家食用豆类品种资源 C1601，品种名

称楼上楼里蓝籽，为农家品种，由河南省农业科学

院粮食作物研究所从太康县收集并保存。株型半蔓

生，有限结荚，生育期 66d，荚黑色，籽粒青蓝色，有

光泽。

2009 年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以

豫绿 5 号为母本、C1601 为父本有性杂交，以高产、

广适、适应机械化收获为育种目标，从杂交后代中历

经 5 年系统选育出郑绿 16 号。其株型直立紧凑，荚

果与地面有一定的高度，结荚集中，主茎粗壮，抗倒

伏，满足机械化种植要求。2015-2016 年参加河南

省绿豆区域试验；2017 年参加河南绿豆新品种鉴定

试验；2019 年通过河南省鉴定，鉴定编号：豫品鉴

2019001。

2　特征特性
2.1　农艺性状　生育期 61d，株型直立，茎粗抗倒

伏。株高 59.1cm，主茎节数 8.5 个，主茎分枝数 2.6
个，花黄色。单株荚数 24.7 个，荚长 9.3cm，荚粒数

9.5 粒，荚型直筒型、成熟荚皮黑色。结荚成熟非常

集中，适宜机械化收获，一次收获产量可达 70% 以

上，抗倒性、抗旱性强，抗根腐病，中抗叶斑病。该品

种适应性广，稳产、丰产性好，适合在河南、江西、江

苏、山东、河北、陕西等地种植。

2.2　籽粒品质　籽粒圆柱型、明绿豆，百粒重

5.92g。据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郑

州）检测，籽粒干基含蛋白质 28.5%，脂肪 0.7%，粗

淀粉 54.03%，粗纤维 4.20%。

3　产量表现
3.1　区域试验　郑 绿 16 号 于 2015-2016 年 参

加河南省绿豆区域试验，2015 年每 hm2 平均产量

1711.5kg，较对照豫绿 4 号增产 5.84%，居第 5 位；

2016 年平均产量 1666.5kg，较对照增产 15.93%，居

第 2 位；2 年平均产量 1689kg，较对照增产 10.89%，

比试验平均值增产 5.54%，75% 的试点增产，居所有

参试品种第 2 位。

3.2　鉴定试验　该品种于 2017 年参加河南省绿豆

新品种鉴定试验，每 hm2 平均产量 1767kg，比对照

豫绿 4 号增产 8.14%，居第 2 位。在河南省农业科

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安阳市农科院和郸城县农科

所 3 个试点表现都比较好，产量均高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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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机械化生产技术
4.1　播前准备　应选择肥力较好、保水保肥、排灌

良好、适合机械化操作地块种植，应避免选用过碱

性（pH 值≥ 8）土壤和低洼易涝的地块，应与小麦等

禾谷类作物轮作。适宜与甘薯、马铃薯、棉花、烟草、

玉米等作物间作套种或接茬间隙种植 [7]。在播种前

7d 内精选种子，选留饱满大粒种子备播。选择晴好

天气，将种子铺成 5~6cm 厚，要勤翻动，使之晒匀，

晒种 2~3d。
4.2　机械播种　该品种适播期长，从 4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均可播种。春播在无霜期后种植，夏播 6
月下旬之前为宜。根据土壤条件，选择适宜播种

机型号，可用豆类专用播种机精量贴茬直播，一次

性完成开沟、排种、覆土、镇压等一系列作业，均匀

地将豆种播入土壤。保证种肥隔离 5~7cm，调整播

种口和行间距，行距 40~60cm，穴距 30~35cm，每穴

4~5 粒，深度 3~5cm。根据粒型大小每 hm2 播种量

15~30kg，留苗密度不少于 22.50 万株。施肥原则是

农家肥为主，无机肥为辅。若地力差时，小麦收获

后及时随播种施种肥，每 hm2 施三元复合肥（N、P、
K=15∶15∶15）150~225kg。对播种时墒情较差、坷

垃较多和砂性土壤地块，播后应及时镇压，减少土壤

空隙和水分蒸发。播种后出苗前，使用小型喷药机

每 hm2 喷施 33% 二甲·戊乐灵乳油 2625mL 进行土

壤封闭处理。由于田间小麦秸秆较多，用水量可适

当增加。

4.3　田间管理　查苗定苗　应在出苗后第 1 片复

叶展开前进行查苗补种，对于缺苗断垄严重的地方

要及时点水补种或毁种。第 1 片复叶展开后间苗，

第 2 片复叶展开后定苗。按既定密度要求，去除弱、

病、小苗及杂草，留大苗、壮苗。

杂草防治　中耕除草不仅能消灭杂草，还可破

除土壤板结、疏松土壤、减少蒸发、提高地温、促进根

瘤活动和绿豆增产。可用小型中耕机在封垄前进行

中耕，深度 5~7cm，结合中耕进行培土和除草。使用

除草剂精喹禾灵（杀针叶杂草）和苯达松（杀阔叶杂

草）防治杂草，要选择杂草 70％萌发以后，到 5 叶期

之前进行喷施效果比较好。

水肥管理　苗期至分枝期土壤含水量低于65%
时，及时灌水；当开花期、结荚期天气干旱，土壤墒情

差，土壤含水量低于 75% 时，可在开花期灌水 1 次，

结荚期再灌水 1 次。一般田块苗期不宜追施氮素化

肥；明显缺肥或水浸田块应根据苗情追施少量速效

氮肥或复合肥。分枝期每 hm2 应追施尿素 75kg ；花

荚期叶面喷施 0.2% 磷酸二氢钾或磷酸二氢钾和尿

素的混合液 300~450kg。
4.4　病虫害防治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优先采用

农业防治，合理使用化学防治。麦收后清除田间根

茬、落叶、四周杂草和农作物病残体，及时拔除田间

病株，将拔除的病株拿离绿豆地深埋或烧毁。

绿豆主要病害有根腐病、叶斑病、白粉病等。播

种前用 75% 百菌清、50% 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按

种子0.3%的比例拌种防治根腐病。在现蕾和盛花期，

或发病初期选用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800倍液，

或 75% 百菌清 500~600 倍液喷雾防治叶斑病，7~10d
喷 1 次，连续防治 2~3 次。在发病初期选用 25% 三

唑酮可湿性粉剂 1500 倍液喷雾防治白粉病。

主要虫害有豆野螟、蚜虫等。绿豆机械化栽

培应主要防治豆野螟（抹花虫）为害，可在现蕾期

和盛花期每 hm2 用 20% 氯虫苯甲酰胺 150g，兑水

450kg 喷施。蚜虫的防治可用 2.5% 氰戊菊酯乳油

2000~3000 倍液，或 50% 马拉硫磷 1000 倍液喷雾。

4.5　机械收获与贮藏　可选用改进的联合收割机

进行收获。在全田豆荚有 80% 以上荚果变黑时，用

敌草快、草甘膦或乙烯利杀青，待豆叶全部落尽、籽

粒含水量 15% 左右时及时机械收获。因为机械收

获的绿豆干湿度差异较大，且杂质较多，有破粒和碎

粒，收获后应选择通风阴凉处及时晾晒，清选后贮藏

于冷凉干燥处，防止霉变和豆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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