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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保持土壤湿润以利于出苗，苗高5cm前搭山药架。

4.3　田间管理　播前施用有机肥 1000kg/667m2，生

长期间视苗情追施复合肥 3~4 次，根茎膨大期增施

钾肥。及时清除杂草，雨季注意排水，防止土壤板结

影响根茎生长，或因湿度过大造成病害的发生。在

生长期间根据苗情进行水肥管理，肥料以水溶性肥

料为宜，适量使用生物菌肥。生长过旺要适当控秧，

生长细弱要增施肥料以促苗势。

4.4　病虫害防治　播种前要对种子进行充分晾晒，

用多粘芽孢杆菌或多菌灵浸种可提高抗病性。用绿

僵菌、白僵菌、木霉菌、枯草芽孢杆菌等防治蓟马或

土传病害等，或用杀虫灯诱杀鳞翅目害虫和地老虎。

4.5　收获　该品种于 10 月下旬地上茎叶干枯后至

土壤冻结前进行收获，可采用人工或机械方法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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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抗病大豆品种锦育豆 41 的选育

孟祥昕
（辽宁省锦州市农业科学院，锦州 121017）

摘要：锦育豆 41 是锦州市农业科学院以铁 02007-3 为母本、F-1 为父本进行有性杂交，通过系谱法选育而成的高产、抗病

大豆品种。2019-2020 年区域试验每 667m2 平均产量分别为 217.1kg 和 226.4kg，较对照铁豆 53 号分别增产 12.5% 和 10.1%；

2021 年生产试验，平均产量达到 241.1kg，较对照铁豆 53 号增产 13.3%。该品种高抗大豆花叶病毒病，抗涝、抗倒伏性强，于

2022 年 8 月通过辽宁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辽审豆 20220012，适宜在辽宁省晚熟大豆生态类型区种植推

广。对锦育豆 41 的选育过程、特征特性、产量表现、栽培制种技术要点进行介绍，以期为该品种的推广种植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高产；抗病；大豆；锦育豆 41；选育

Breeding of Soybean Cultivar Jinyudou 41 with High Yield and Disease Resistance
MENG Xiangxin

（Jinzhou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Jinzhou 121017，Liaoning）

大豆是我国主要粮食与油料作物，种植广泛，

用途多样，在保障粮食安全和多元消费需求中占有

重要地位 [1]。长久以来，大豆及其副产品一直是人

们摄取蛋白质和脂肪的重要渠道。伴随人民生活

品质的提升和畜牧业的发展，我国对大豆的需求量

急剧增加，大豆已成为我国目前供需失衡较为突出

的农产品 [2]。据海关总署统计，2023 年我国大豆进

口量为 9941 万 t，较 2022 年增长 11.4%，占全部粮

食进口量六成以上 [3]。因此，不断探索创新培育高

产、优质的大豆新品种，实现产量显著增长，成为推

动大豆产业稳步前行，缓解我国大豆供需矛盾的有

效途径 [4]。辽宁省地处东北春大豆区南部，四季分

明，日照丰富，有利于大豆生长发育，是我国东北优

质大豆重要产区。锦育豆 41 是锦州市农业科学院

采用系谱法选育而成的高产、抗病大豆品种，2022 
年通过辽宁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辽审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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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012）。全面介绍锦育豆 41 的特征特性、产量

表现及栽培制种技术要点，旨在为农业工作者提供

科学种植依据，推动农业发展。

1　亲本来源及选育过程 
1.1　母本　母本铁 02007-3 为亚有限结荚习性大

豆品种，椭圆叶，紫花，灰毛，熟荚淡褐色；平均株高

102.6cm，株型收敛，主茎节数21.6节，分枝数1.7个，

单株荚数 56.8 荚，籽粒椭圆形，种皮黄色，黄脐，百

粒重 19.7g，生育期 134d；粗蛋白含量 37.58%，粗脂

肪含量 23.22%。该品种产量稳定，适合密植，植株

不炸荚，抗逆性强，抗旱、耐涝，抗大豆花叶病毒病。

1.2　父本　父本 F-1 由锦豆 37 和 H05-001 经过

有性杂交选育而成，花紫色，茸毛灰色，叶片椭圆形，

株型收敛，有限结荚习性，平均株高 97.8cm，分枝数

2.1 个，主茎节数 20.5 节，单株荚数 52.6 荚，籽粒种

皮与种脐均为黄色，椭圆粒、微光，百粒重 20.3g，生
育期 135d。该品系丰产性、稳产性较好，粒型整齐

一致，商品性状好；较抗旱、耐涝，田间未发生霜霉

病、大豆花叶病毒病；茎秆粗壮有力，根系较发达，有

较强的抗倒伏能力。

1.3　选育过程　锦育豆 41 选育系谱见图 1。2010
年由锦州市农业科学院以外引品种铁 02007-3 为母

本、高产品系 F-1 为父本配制杂交组合；2011 年 F1

播种于杂交圃，去伪后全区混收；2012 年 F2 经分离、

变异，27 号株系表现株型紧凑、籽粒饱满，入选后编

号 为 10-27-1、10-27-2、10-27-5、10-27-9、10-27-
10 等 10 个株系，将这些株系播种，行长 2m，通过株

系和株间比较淘汰伪杂株，经考种后留下 5 株；2013
年 将 F3 编 号 为 10-27-1-2、10-27-1-3、10-27-5-
1、10-27-5-2、10-27-5-3 的 5 个株系全部播种，进

行田间优选单株，经室内籽粒考种，最终入选 6 株作

为延续育种的试验材料；2014 年将 6 个株系定行播

种，均表现株型整齐一致、无分离现象、稳定性好，遂

全部入选，并简化编号为锦 10-27；2015 年 F5 进入

产量鉴定圃；2016-2017 年参加锦州市农业科学院

品种比较试验，并进行原原种扩繁；2018 年参加辽

宁省大豆多点产量比较试验；2019-2020 年参加辽宁

省大豆区域试验；2021 年参加辽宁省大豆生产试验；

2022年8月通过辽宁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审定编号：辽审豆 20220012，定名为锦育豆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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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锦育豆 41 选育系谱图

2　品种特征特性 
2.1　农艺性状　锦育豆 41 为常规大豆品种，亚有

限结荚习性，花紫色，叶片椭圆形，茸毛灰色；株型

收敛，不裂荚，落叶；辽宁省全生育期 134d。株高

105.2cm，主茎节数 22.0 节，结荚高度 13.2cm，单

株有效荚数 70.2 荚，单株粒重 27.9g，百粒重 20.5g 
（表 1）。种皮黄色，脐黄色，籽粒圆形、微光。

2.2　品质性状　2019 年经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沈阳）检测，锦育豆 41 籽粒粗蛋

白含量 43.05%，粗脂肪含量 19.96%；2020 年经品质

测定，籽粒粗蛋白含量 41.65%，粗脂肪含量 19.94%；

2 年平均粗蛋白含量 42.35%，粗脂肪含量 19.95%。

2.3　抗病性鉴定　2019-2020 年经辽宁省农业科学

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接种鉴定，锦育豆 41 对大豆花叶

病毒病 1 号株系和 3 号株系均表现为高抗，病情指

数均为 0。

3　产量表现
3.1　品种比较试验　2016-2017 年参加锦州市农业

科学院品种比较试验。2016 年锦育豆 41 每 667m2 平

均产量为 236.9kg，比对照丹豆 11 号增产 20.8%；2017
年平均产量为 245.3kg，比对照丹豆 11 号增产 19.7%。

3.2　产量比较试验　2018 年参加辽宁省大豆多

表 1　锦育豆 41 主要农艺性状表现

年份
生育期

（d）
株高

（cm）

结荚高度

（cm）
主茎节数 分枝数 单株有效荚数 单株粒数

百粒重

（g）

2019 134 111.6 13.2 22.9 2.3 71.5 141.1 20.9

2020 134   98.9 13.2 21.1 3.2 68.9 141.1 20.1

平均 134 105.2 13.2 22.0 2.7 70.2 141.1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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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产量比较试验，锦育豆 41 每 667m2 平均产量为

204.0kg，比对照品种铁豆 53 号增产 16.2%，5 个试

验点增产幅度在 2.7%~43.7% 之间。

3.3　区域试验　2019-2020 年参加辽宁省大豆区

域试验，2019 年锦育豆 41 每 667m2 平均产量为

217.1kg，比对照品种铁豆 53 号增产 12.5%，6 个试

点的增产幅度为 -3.3%~20.2%；2020 年平均产量

达到 226.4kg，比对照品种铁豆 53 号增产 10.1%，

6 个试点的增产幅度为 1.6%~16.9%；2 年平均产量为

221.8kg，比对照品种铁豆 53 号平均增产 11.3%（表 2）。
3.4　生产试验　2021 年参加辽宁省大豆生产试验，

锦育豆 41 折合每 667m2 平均产量为 241.1kg，比对

照铁豆 53 号增产 13.3%，5 个试点均增产，增产幅

度在 0.4%~21.4% 之间（表 3）。

表 2　2019-2020 年锦育豆 41 区域试验产量表现

试验地点
2019 年 2020 年

产量（kg/667m2） 较对照 ±（%） 产量（kg/667m2） 较对照 ±（%）

瓦房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39.3 -3.3 250.3 1.6

庄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189.3 19.5 179.1 14.1

岫岩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196.8 7.8 198.4 4.7

辽宁省丹东农业科学院 228.8 10.9 235.1 8.6

锦州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224.4 19.6 239.3 16.9

葫芦岛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224.1 20.2 256.2 14.8

平均 217.1 12.5 226.4 10.1

表 3　锦育豆 41 生产试验产量表现

试验地点
小区产量 I
（kg）

小区产量Ⅱ

（kg）
平均小区产量

（kg）
实收面积

（m2）

折合产量 
（kg/667m2）

较对照 ±

（%）

瓦房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41.15 37.46 39.31 105.6 248.2 0.4

岫岩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30.80 33.60 32.20 100.0 214.7 13.0

辽宁省丹东农业科学院 38.02 37.21 37.62 108.0 232.2 10.4

锦州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33.62 30.91 32.27 88.0 244.4 21.4

葫芦岛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45.23 49.61 47.42 118.8 266.1 21.2

平均 37.76 37.76 37.76 104.1 241.1 13.3

4　栽培技术要点
4.1　选地与整地　选择土壤肥力高、地势平坦、透

气性好的地块，避免重茬、连茬导致土壤中微量元素

和氮、磷、钾含量减少，造成大豆减产、品质降低、病

虫害加重，土壤通气性不佳，使得根系生长困难 [5]。

最好与玉米、马铃薯等作物进行轮作。

4.2　播种　首先要去除病粒、秕粒、杂粒、未成熟粒

和虫食粒等，选择均匀、有光泽的完整豆粒作为种

子，保证种子发芽率高于 98%、含水量在 13% 以下。

通过适当晒种的方式能够有效打破种子的休眠状

态，使发芽率得到提升 [6]。在土壤深度 5~10cm、土壤

含水量 20%、土壤温度持续稳定在 10℃以上时即可

播种，一般以 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为播种最佳时期。

4.3　田间管理　

4.3.1　出苗期　出苗后发现缺苗断垄现象要尽快补

种，没有种子时可以移栽幼苗 [7]。对于密度过大的豆

苗要进行间苗、定苗，以提高大豆单产。间苗后立即

进行中耕除草。苗期虫害以地下害虫和蚜虫为主，每

667m2 可用 40.7%毒死蜱乳油 80~100mL 喷施幼苗根

部或用 5%吡虫啉乳油 2000~3000 倍液进行防治。

4.3.2　花荚期　花荚期要精准把控水肥供给，促进

开花结荚。大豆开花后在高水肥地块极易形成“徒

长型”减产，可通过喷施多效唑防止植株徒长。应

增加土壤肥力较低地块的有机肥施用量，特别是氮

肥和磷肥，每 hm2 施用过磷酸钙 225~300kg、尿素

（下转第 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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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每 667m2 平均产量为 149.7kg，比常规种植增

产 13.3%，绿豆市场价格在 10 元 /kg 左右。与此同

时，播种、中耕、病虫草害防控、收获等主要生产环节

进行机械化作业，能够显著增强生产效率，每 667m2

节约生产成本在 400 元以上。

4　应用前景
绿豆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的研究集成与应用，

增产增收、节本增效显著，能够促进绿豆产业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并增加农民收入。绿豆机械化是农业

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改进，未来

绿豆机械化将更加普及和完善，为绿豆产业的发展

注入更强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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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kg。在土壤比较肥沃、基肥充足、大豆生长健壮的

地块不必追肥，以免造成徒长及倒伏。花荚期常见

的虫害有大豆食心虫、草地螟等，可用 5% 高效氯氰

菊酯乳油 2500 倍液喷雾进行化学防治。

4.3.3　鼓粒期　鼓粒期可用浓度为 0.3%~0.5% 的

磷酸二氢钾水溶液叶面喷施为大豆补充养分，同

时需保证充足的水分，土壤含水量以 70%~80% 为

宜，遇干旱灌溉“鼓粒水”有助于大豆增产和改善

品质。该阶段主要虫害为大豆食心虫，一般以田

间成虫羽化高峰期（8 月中旬）为最佳防治时期，

此时可将敌敌畏乳剂 100g 稀释 10 倍后浸泡 100
个长度为 5~6cm 的玉米棒，以达到对成虫的熏杀 
效果。

4.4　收获　适时收获极为关键。收获时间过早或

过晚均会对大豆产量与品质造成不利影响。通常

以叶片大量脱落、茎秆转黄、手摇植株豆荚有明显

响声时为适宜收获期 [8]。收割应选择早晨露水尚

未干涸时进行，收割后轻缓放倒，防止籽粒掉落或

混杂。经过晾晒，待含水量达到 14%~15% 后筛选 
入库。

5　制种技术要点
用原原种繁制原种，原种则用来繁制良种。在

整个制种流程中要防止因补种而发生的人为混杂情

况，在苗期、花期以及成熟期仔细甄别并拔除茎色、

花色、毛色等特征与标准植株有差异的杂株。种子

成熟后及时进行收获、脱粒、精选和贮藏，严格把控

种子的纯度、净度，保证出芽率。采用单打、单收的

方式可防止机械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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