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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高油大豆新品种濮豆 630 的选育

王　丹　李江涛　郭海悦　刘　婷　胡珍珍　于会勇　陈智勇
（河南省濮阳市农林科学院，濮阳 457000）

摘要：濮豆 630 是濮阳市农林科学院与山东华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以周 S21 为母本、濮豆 206 为父本进行杂交，经多

年田间观察选择，采用系谱法选育出的大豆新品种，2024 年 8 月通过河南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豫审

豆 20241018。该品种 2 年区域试验平均蛋白质（干基）含量 40.09%，粗脂肪（干基）含量 22.40%，达到《国家级大豆品种审定

标准（2023 年修订）》高油大豆品种要求。主要介绍了濮豆 630 的选育经过、特征特性及产量表现，并对其栽培技术要点进行

简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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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作为我国食用油脂和植物蛋白质的重要

来源，其蛋白质和脂肪含量分别占大豆籽粒的 40%

和 20% 左右 [1]，在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方面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黄淮海地区是我国大豆种植的第二

大区域，每年大豆种植面积稳定在 230 万 hm2 左右，

约占全国大豆种植面积的 30%[2-3]。该地区夏季光

热资源充沛，降雨集中在 7-8 月，而 8 月中下旬正值

大豆鼓粒中前期，彼时气温较高、温差较小、降水量

较为丰富，独特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大豆蛋白质含量

的提高。近年来，随着优良品种的推广和绿色高产

高效技术的应用，黄淮海地区大豆产量呈上升态势，

大豆单产水平显著提高。河南省是黄淮海夏大豆种

植面积较大的省份之一，种植面积和产量均位居前

列，大豆种植面积达 33.33 万 hm2 以上，主要分布在

周口、许昌、商丘、驻马店等地 [4]。截至 2024 年，河

南省共选育优良大豆品种 191 个，育种工作取得了

丰硕成果 [5]。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濮阳市农林科学院通

过开展大豆种质资源筛选应用、品种选育以及高产

栽培技术研究工作，成功培育出以濮豆 206、濮豆

6018 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优质大豆新品种。濮豆 630
是继濮豆 561 之后育成的又一高油大豆新品种，由

濮阳市农林科学院与山东华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共

同围绕优质、高产、稳产、多抗、早熟、广适的育种目

标，依据优 × 优亲本选配原理，以周 S21 为母本、

濮豆 206 为父本进行人工杂交，历经多年田间观察

筛选，采用系谱法选育而成。本文总结了该品种的

选育过程、特征特性、产量表现以及栽培技术要点，

旨在为该品种的推广应用提供参考，助推河南省大

豆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1　亲本来源及选育过程
1.1　亲本来源　母本为周 S21，系周豆 21 号 × 周

04044 的后代品系，具有高产、优质、抗病性好等特

点。父本濮豆 206（豫豆 21 号 × 郑 96012）是濮

阳市农林科学院自主选育品种，其高产、稳产、适应

性广，先后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和河南

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分别

为国审豆 2009018、豫审豆 2011003。
1.2　选育过程　濮豆 630 是濮阳市农林科学院与

基金项目： 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221100110300，241100110100）；濮
阳市重大科技攻关项目（23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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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共同以周 S21 为母本、

濮豆 206 为父本通过人工杂交，采用系谱法，经多

年田间观察选育出的高产、高油大豆新品种。2013
年配置周 S21× 濮豆 206 杂交组合，收获 F0 种子。

2014 年夏季在濮阳市农林科学院试验农场种植，去

伪存真收获 F1 种子；同年冬季在海南加代种植，将

F2 植株混合收获。2015 年夏季在濮阳市农林科学院

试验农场种植 F2 种子，优胜劣汰混收 F3 种子；同年

冬季在海南繁育加代，混收得到 F4 种子。2016 年在

濮阳市农林科学院试验农场种植 F4 种子，以单株产

量高、抗病抗倒性强、中熟为目标，单株收获 F5 种子。

2017 年在濮阳市农林科学院试验农场种植 F5 种子，

以群体稳定、高产为目标，单株收获 F6 种子。2018-

2019 年挑选籽粒一致的种子小区种植，进行品系鉴

定和品种比较试验，对产量（丰产性和稳定性）、农

艺性状和品质进行鉴定评价，品系 2013063 抗病抗

倒性强、田间表现优异，产量较对照增产达极显著水

平，定名为濮豆 630。2020 年参加河南省大豆比较

试验（高密组），2021-2022 年参加河南省大豆区域试

验（高密组），2023 年参加河南省大豆生产试验（高密

组）。2024 年 8 月通过河南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

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豫审豆 20241018。

2　品种特征特性
2.1　农艺性状　2021-2022 年参加河南省大豆区

域试验（高密组），濮豆 630 连续 2 年试验平均生育

期 109.94d，比对照郑豆 196 晚熟 0.62d。该品种株

型收敛，有限结荚习性。株高 95.17cm，底荚高度

22.48cm，主茎节数 16.63 节，有效分枝数 1.69 个，

单株有效荚数 49.47 粒，单株粒数 90.58 粒，百粒重

21.1g（表 1）。叶片卵圆形，花白色，荚灰色、茸毛灰

色。籽粒圆形，种皮黄色、微光，种脐浅褐色。成熟

时不裂荚，落叶性好。

表 1　河南省大豆区域试验（高密组）濮豆 630 主要农艺性状表现

年份
生育期

（d）
株高

（cm）

底荚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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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109.38 96.20 21.70 15.80 1.60 43.10   77.70 16.50 21.9

2022 110.50 94.13 23.26 17.45 1.78 55.84 103.46 20.03 20.3

平均 109.94 95.17 22.48 16.63 1.69 49.47   90.58 18.27 21.1

2.2　抗病性鉴定　经南京农业大学国家大豆改良

中心接种鉴定，2021 年濮豆 630 对大豆花叶病毒病

（SMV）流行株系 SC3（弱毒）的病情指数为 25%，

表现中抗，对 SC7（强毒）的病情指数为 25%，表现

中抗；2022 年对大豆花叶病毒病（SMV）流行株系

SC3（弱毒）的病情指数为 46%，表现中感，对 SC7
（强毒）的病情指数为 54%，表现感病；2 年综合该

品种对 SC3 的病情指数为 46%，表现中感，对 SC7
的病情指数为 54%，表现感病（表 2）。濮豆 630 在

2021 年接种试验中表现为中抗大豆花叶病毒病，

在 2022 年接种试验中表现为中感大豆花叶病毒病，

表明濮豆 630 对大豆花叶病毒病流行株系 SC3 和

SC7 具有一定的抗性。

2.3　品质性状　经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测试中心（郑州）检测，2 年区域试验濮豆 630 平

均蛋白质（干基）含量 40.09%，平均粗脂肪（干基）

含量 22.40%。其中，2021 年粗脂肪（干基）含量

为 22.54%，2022 年粗脂肪（干基）含量为 22.26% 

（表 3），达到《国家级大豆品种审定标准（2023 年

修订）》关于高油大豆品种粗脂肪 2 年平均含量

≥22.0%、单年≥21.0% 的要求。

表 2　濮豆 630 对大豆花叶病毒病流行株系 SC3、SC7 的抗

性鉴定表现

年份

SC3 SC7

病情指数

（%）
抗性

病情指数

（%）
抗性

2021 25 中抗 25 中抗

2022 46 中感 54 感病

综合 46 中感 54 感病

表 3　濮豆 630 主要品质指标

年份
蛋白质（干基）含量

（%）

粗脂肪（干基）含量

（%）

蛋脂总和

（%）

2021 41.62 22.54 64.16

2022 38.55 22.26 60.81

平均 40.09 22.40 6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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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量表现
2021-2022 年参加河南省大豆区域试验（高密

组）。2021 年濮豆 630 每 hm2 平均产量 3322.69kg，
比对照郑 196 增产 18.31%，居参试品系第 1 位，8 点

汇总，7 点增产；2022 年续试，平均产量 3873.60kg，

比对照郑 196 增产 15.35%，居参试品系第 1 位，

8 点汇总，8 点增产。2023 年参加河南省大豆生产

试验（高密组），平均产量 3593.10kg/hm2，比对照郑

196增产11.61%，居参试品种（系）第4位，6点汇总，

5 点增产（表 4）。

表 4　濮豆 630 在河南省大豆区域试验（2021-2022 年）和生产试验（2023 年）的产量表现 

试验地点
2021 年 2022 年

试验地点
2023 年

产量（kg/hm2） 比 CK±（%） 产量（kg/hm2） 比 CK±（%） 产量（kg/hm2） 比 CK±（%）

南阳 2580.15 4.03 2070.15   5.62 周口 3645.15 20.74

原阳 4180.20 27.83 - - 洛阳 3838.20 -11.73

新乡 - - 4786.95 17.20 三门峡 4259.85 17.70

开封 2340.15 -0.42 5310.30 15.18 焦作 3145.65 2.24

洛阳 3510.15 29.52 4500.30 19.68 新乡 3631.35 37.38

漯河 3770.25 26.09 3880.20 16.52 许昌 3037.95 16.37

濮阳 3370.20 13.47 3190.20 15.16 平均 3593.10 11.61

长葛 3610.20 28.93 3910.20 13.01

驻马店 3220.20 10.65 3340.20 15.57

平均 3322.69 18.31 3873.60 15.35

4　栽培技术要点
濮豆 630 适宜在河南省各地夏播种植，6 月上中

旬播种，播量为 60~75kg/hm2。出苗后要早间苗、早定

苗，中高等肥力田每 hm2 留苗 18 万~21 万株，中低产

田留苗 21 万~27 万株。苗期应注意控制杂草和培育

壮苗。分枝期依据肥力情况加强肥水管理，结合中耕

或浇水每 hm2 追施尿素 75~150kg、磷肥 300~375kg，
或追施大豆专用氮磷钾复合肥 300~375kg，中低产田

追加适量氮肥。花荚期注意旱浇涝排，以保花、增荚、

促高产，并及时了解病虫害发生情况，做好病虫害防

控，尤其注意防治点蜂缘蝽、飞虱等刺吸式害虫，同时

防止大豆症青的发生。

5　结语
1985-2020 年间河南省审定大豆品种的产量

随着审定年份的推进呈上升趋势，蛋白质含量和蛋

脂总和呈下降趋势，脂肪含量虽总体呈上升趋势，

但 2011-2020 年高油大豆品种占比较前 10 年降低

了 54.4%[6]。因此，育种者在以产量作为选择亲本

首要目标的同时，还要重视大豆品质的提高。濮豆

630 籽粒粗脂肪（干基）含量 2 年平均为 22.40%，达

到《国家级大豆品种审定标准（2023 年修订）》关于

高油大豆品种粗脂肪 2 年平均含量≥22.0%、单年

≥21.0% 的要求，可作为高油种质，为优质大豆新品

种选育提供重要支撑。同时，该品种具有较高的高

产潜力，株型收敛，成熟时不裂荚、落叶性好，籽粒商

品性好，适宜机械化收获，推广应用前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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