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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耐逆抗病大豆新品种山宁 33 的选育

马玉芬　黄新阳　王修帅　周　静　赵　云　杨　旭　周延争　赵恩海　李继存　李素真
（山东省济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济宁 272031）

摘要：山宁 33 是济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于 2013 年以菏豆 12 号为母本、菏豆 20 为父本通过有性杂交，采用系谱法选育

的高产、耐盐、抗大豆花叶病毒病大豆新品种。2021-2022 年参加山东省夏大豆区域试验，2 年每 hm2 平均产量 3449.3kg，较

对照菏豆 12 号增产 6.5%；2023 年参加山东省夏大豆生产试验，平均产量 3717.0kg，较对照齐黄 34 增产 10.2%。该品种籽

粒蛋白含量 42.5%，脂肪含量 19.7%。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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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017，适宜在

山东省夏播种植。介绍了山宁 33 的选育经过、品种特征特性、产量表现及配套栽培技术要点，以期为该品种应用推广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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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国对大豆的需求急剧增加，大豆供需矛盾日益突

出 [1]。目前，我国大豆生产受耕地总量及生态环境

的制约，种植面积挖潜能力有限，大豆单产远低于美

国、巴西等发达国家 [2]，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

培育出具有突破性的高产稳产大豆新品种应用于大

豆生产是提高国产大豆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3-4]。针

对目前我国大豆生产存在优质品种缺乏、产量水平

较低的现状，济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充分利用现有

优良品种，并广泛引进国内外优异大豆种质资源，通

过有性杂交系谱选择，选育出了高产、抗病、耐逆夏

大豆新品种山宁 33，该品种于 2024 年 7 月通过山

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并命名，审定编号：

鲁审豆 20240017。

1　亲本来源及选育过程
1.1　亲本来源及特点

1.1.1　母本　菏豆 12 号是菏泽市农业科学院选育

的高产、优质、抗病夏大豆品种。生育期 100~105d，
为中熟品种。有限结荚习性，卵圆叶片，白花，灰毛，

熟荚黄褐色，不裂荚。蛋白含量 45.94%，脂肪含量

19.03%。抗大豆花叶病毒病、根腐病、霉霜病，抗倒

伏。该品种具有丰产稳产性好、适应能力强、田间长

相好、籽粒商品性好等特点，推广后深受广大种植户

欢迎，连续多年作为山东省大豆品种试验对照品种。

1.1.2　父本　菏豆 20 是菏泽市农业科学院选育的

高产大豆品种。生育期 103d，紫花，棕毛，圆形叶片，

有限结荚习性，株高 75cm，主茎节数 14.8 节，有效

分枝数 1.9 个，单株有效荚数 42.2 荚，单株粒数 106
粒，百粒重 25g 左右，籽粒椭圆形，种皮黄色，种脐褐

色。蛋白含量 38.7%，脂肪含量 17.8%。抗 SC3 花

叶病毒。该品种已通过山东省审定，并分别在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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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安徽进行了引种备案。

1.2　选育过程　山宁 33 系谱图如图 1 所示。2012
年以菏豆 12 号为母本、菏豆 20 为父本进行有性杂

交，成熟后获得F0种子18粒；2013年去除伪杂交种，

混收脱粒；2014-2015 年综合田间丰产性、抗病性、

抗倒性、生育期等性状，优选单株；2016 年筛选出

10 个稳定优良的株系参加 2017 年济宁市农业科学

研究院大豆适应性观察试验，综合丰产性、抗病性、

熟期等农艺性状表现，优选出优良大豆新品系山宁

33；2018-2020 年参加济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大豆

品种鉴定比较试验；2021-2022 年参加山东省夏大

豆区域试验；2023 年参加山东省夏大豆生产试验；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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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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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山宁 33 系谱图

2　品种特征特性
2.1　主要农艺性状　山宁 33 为有限结荚习性，平

均株高 74.1cm，有效分枝数 2.4 个，主茎节数 15.3
节；圆叶，紫花，灰毛，落叶，不裂荚；单株有效荚数

37.2 荚，单株粒数 87.8 粒，平均生育期 108.6d，生育

期比对照菏豆 12 号晚 1.0d；籽粒椭圆形，种皮黄色、

无光泽，种脐深褐色，百粒重 27.5g（表 1）。
2.2　品质分析　2021 年经农业农村部谷物品质监

督检验测试中心检测，该品种籽粒蛋白含量平均为

42.5%，脂肪含量平均为 19.7%。

2.3　抗病耐逆性鉴定　2007 年经国家大豆改良中

心（南京）人工接种鉴定，该品种抗大豆花叶病毒流

行株系 SC3（病情指数 4%）、SC7（病情指数 5%）。

2019 年经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抗旱

性鉴定，该品种标准抗旱指数为 0.5967，抗旱级别

为 2 级，属于中高抗旱品种；同年经中国农业科学

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耐盐性鉴定，该品种盐害指数为

0.43%，属于高耐盐品种（表 2）。

3　产量表现
2021-2022 年参加山东省夏大豆区域试验，

2021 年山宁 33 每 hm2 平均产量为 3339.0kg，比对

照菏豆 12 号增产 8.1%，增产点率为 90%；2022 年

平均产量为 3559.5kg，比对照菏豆 12 号增产 4.9%，

增产点率 90%；2 年区域试验平均产量为 3449.3kg，
比对照菏豆 12 号增产 6.5%。2023 年参加山东省

夏大豆生产试验，平均产量为 3717.0kg/hm2，比对照

齐黄 34 增产 10.2%，增产点率 100%，位居所有参试

品种第 1 位（表 3）。

表 1　山宁 33 主要农艺性状表现

年份
生育期

（d）
株高

（cm）

底荚高

（cm）
主茎节数 有效分枝数 单株有效荚数 单株粒数

单株粒重

（g）
百粒重

（g）

2020 108.4 76.0 17.4 15.8 2.5 37.8 86.8 22.3 27.5

2021 108.8 72.1 18.8 14.8 2.3 36.5 88.8 22.9 27.4

平均 108.6 74.1 18.1 15.3 2.4 37.2 87.8 22.6 27.5

表 2　山宁 33 抗病耐逆性鉴定表现

品种

抗花叶病毒鉴定
抗旱性评价 耐盐性评价

SC3 SC7

病情指数

（%）
结论

病情指数

（%）
结论

标准抗旱

指数

抗旱

级别

盐害指数

（%）
结论

山宁 33 4 抗病 5 抗病 0.5967 2 0.43 高耐

表 3　2021-2023 年山宁 33 参加试验产量表现

年份（试验） 平均产量（kg/hm2） 较 CK±（%） 增产点率（%）

2021（区域试验） 3339.0   8.1   90

2022（区域试验） 3559.5   4.9   90

2023（生产试验） 3717.0 10.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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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栽培技术要点
4.1　优选良种，包衣增抗　精选种子，挑出残粒、杂

粒、霉粒等，保证种子净度在 97% 以上、纯度在 98%

以上、发芽率在 95% 以上，从而实现出苗率达到

98% 以上 [5]。为促进种子生根和幼苗健康生长，预

防苗期病虫害的发生，播种前应采用 25% 噻虫·咯·

霜灵悬浮种衣剂（噻虫嗪 22.2%、咯菌腈 1.1%、精甲

霜灵 1.7%）或 6% 咯菌腈·精甲霜·噻呋种子处理悬

浮剂（咯菌腈 1%、精甲霜灵 2%、噻呋酰胺 3%）对种

子进行包衣处理 [6]。

4.2　适时播种，合理密植　山宁 33 适宜于黄淮海

地区夏播种植，适播期在 6 月中下旬。如果前茬麦

田秸秆量较大，应将部分秸秆打捆离田，防止播种

时造成机械堵塞。建议选择免耕覆秸精量播种机

播种 [7]，同时完成精量播种、侧深施肥、封闭除草、

秸秆覆盖等作业，实现精播匀植，种植密度确保在 
18.0 万~22.5 万株 /hm2。

4.3　运筹肥水，管护促长　要做到合理灌溉，平衡

施肥。主推密植滴灌水肥精准调控技术，浇好“三

水”、施好“三肥”（即保障出苗期、开花结荚期和鼓

粒期的水分供应；确保地肥、鼓粒初期追肥和鼓粒中

后期喷施叶面肥），实现壮秆、保荚、增粒重。

4.4　精准两控，科技壮株　采用“一喷多促”、精准

防治、绿色防治等技术，实现控旺、促壮、防病虫，解

决大豆密植易倒伏、旺长等问题。

4.5　适时收获，机收减损　在大豆叶片基本脱落干

净、摇动植株时有响铃声、籽粒含水量低于 18% 时，

选用大豆专用收获机进行收获，收获时优化机械参

数，控制机收损失率，确保颗粒归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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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率，确保正常收获。

5　亲本保存及杂交种生产
5.1　亲本保存　原种需人工套袋授粉，选择标准穗

隔离 1 年繁殖，在低温库长期保存，防止种性退化。

选好繁殖基地，确保隔离区 500m 以内未种植其他

玉米材料，以防外来花粉侵染。

5.2　杂交种生产　母本和父本的比例为 6∶1，第 1
期父本播种 3d 后，同期播种第 2 期父本和母本。拔

节期除杂 2~3 次，及时去除父本雄穗。如遇自然灾

害使母本先抽丝、父本未散粉，可及时对父本喷施

生物调节剂，加速父本雄穗散粉；若父本先散粉、母

本未抽丝，可提前多带几片叶进行人工去雄，或者

人工剪雌穗苞叶，加快雌穗吐丝。雄穗散粉后 15d
及时砍除父本，以增加通风透光性。生育末期及时

剥皮晾晒，有条件的可适当提前收获并进行烘干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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