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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芽是我国古已有之的民间普遍食用的典
型蔬菜， 因其白嫩清爽、 芽体粗壮、 外形美观，
可溶性氨基酸、 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等营养丰富，
抗氧化保健功能强， 而深受人们的喜爱［1�］。 近年
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食品安全意识的逐步提
高， 豆芽菜的生产逐渐规模化、 标准化， 对豆芽
菜品质的研究也逐渐兴起［2�］， 其中豆类品种对于
豆芽菜的品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普通大豆相
比， 芽用大豆对大豆品种籽粒大小有特殊要求，
韩国学者认为芽用品种百粒质量变幅在 4～15�g，
以小粒为主［3��］。 小粒大豆作为大豆芽的专用品种，
具有蛋白质含量高、 籽粒小、 营养成分丰富等特
点［4�］， 目前我国已育成小粒大豆品种 20 多个， 这
些品种主要在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培育推广［4�］， 在
庆阳市暂无规模化推广种植， 市场上所见豆芽菜
原料豆基本上都是普通大豆， 豆芽菜品种多、 乱、
杂等现象较为明显， 市民难以吃上品质较优的豆
芽菜。 为此， 庆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对引进的 11
个小粒大豆品种进行了品比试验， 旨在通过试验
比较筛选出更适合庆阳市种植的芽豆品种。
1���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品种

供试小粒大豆品种共 11 个， 其中吉育 101、
吉育 102、 吉育 105、 吉育 107、 吉林小粒 3 号、
吉林小粒 7 号、 吉林小粒 8 号由吉林省农业科学
院大豆研究所提供， 通农 14 号由吉林省通化市农
业科学院提供， 东农 690 由东北农业大学大豆研

究所提供， 绥小粒 2 号由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绥
化分院提供， 褐小豆由庆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提
供， 龙小粒2号（CK）由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育
种研究所提供。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位于西峰区温泉乡米堡村的庆阳市农
业科学研究院温泉科研基地进行， 该试验地属于
半干旱大陆气候， 平均海拔 1�421�m， 年日照总时
2�400～2�600�h， 年降水量 400～600�mm。 供试土
壤为黑垆土， 肥力中等， 前茬小麦。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每品种为 1 小区， 3
次重复， 小区面积为 18�m2， 小区间距 0.4�m， 试
验田四周设 1�m 的保护行。 于 2014 年 5 月 12 日
按株行距 0.20�m×0.25�cm 进行人工双粒点播， 田
间栽培管理同常规种植。 试验期间对各品种分别
进行田间考察和室内考种， 田间调查记载各品种
的播种期、 出苗期、 开花期、 成熟期以及花色等，
准备收获时每品种选取小区中间行连续 20 株进行
室内考种， 收获时按各小区全部收获， 脱粒晒干
后称重计产［5～7�］。
1.4 数据处理

数据用 ＥXCEL�2007 进行初步整理， 并用
SPSS�16.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由表 1 可以看出， 参试的 12 个小粒大豆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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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育101 12/5 22/5 6/7 11/7 24/7 10/8 17/9 22/9 133
吉林小粒8号 12/5 23/5 16/7 21/7 5/8 24/8 26/9 2/10 143
吉林小粒7号 12/5 21/5 3/7 7/7 18/7 14/8 28/8 4/9 115
吉林小粒3号 12/5 23/5 3/7 6/7 17/7 8/8 27/8 6/9 117

吉育102 12/5 20/5 4/7 7/7 19/7 11/8 24/8 2/9 113
吉育107 12/5 23/5 9/7 12/7 17/7 6/8 25/8 1/9 112
通农14号 12/5 23/5 9/7 15/7 24/7 17/8 18/9 25/9 136
吉育105 12/5 23/5 2/7 7/7 15/7 3/8 25/8 4/9 115
东农690 12/5 23/5 30/6 4/7 14/7 5/9 20/8 27/8 107
绥小粒2号 12/5 21/5 1/7 7/7 12/7 5/8 23/8 29/8 109

龙小粒2号（CK） 12/5 22/5 3/7 6/7 14/7 5/8 24/8 29/8 109

褐小豆 12/5 21/5 16/7 24/7 22/8 5/9 15/10 19/10 160

品种
物候期（日/月） 生育期

（d）播种期 出苗期 始花期 盛花期 结荚期 鼓粒期 成熟期 收获期

在庆阳市种植均能完全成熟， 全生育期为 117～
160�d， 其中以褐小豆全生育期最长， 为 160�d， 较
对照品种龙小粒 2 号延长 51�d； 其余品种全生育
期除东农 690 较对照品种龙小粒 2 号缩短 2�d、 绥
小粒豆 2 号与对照相同外， 均较对照品种龙小粒 2
号延长 3～34�d。 由全生育期可看出， 东农 690、
龙小粒 2 号、 绥小粒 2 号为中早熟品种， 吉育
107、 吉育 102、 吉育 105、 吉林小粒 7 号、 吉林
小粒 3 号为中熟品种， 通农 14 号、 吉育 101 为中
晚熟品种， 吉林小粒 8 号、 褐小豆为晚熟品种。
2.2 主要性状

由各参试品种主要性状调查结果（表2）可知，
褐小豆、 吉育 101、 吉育 105、 通农 14 号、 东农
690、 绥小粒 2 号花色为紫色， 其余品种花色为白
色。 株高以吉林小粒 8 号最高， 达 55.63�cm， 较
对照品种龙小粒 2 号高 23.82�cm； 以吉育 105 最
低， 为 30.44�cm， 较对照品种龙小粒 2 号矮 1.37�
cm； 其余品种较对照品种龙小粒 2 号高 1.50～

23.63� cm。 主茎节数以吉林小粒 8 号最多， 为
15.38 个， 较对照品种龙小粒 2 号多 5.38 个； 龙小
粒 2 号（CK）最少， 为 10 个； 其余品种较对照品种
龙小粒 2 号多 0.75～4.88 个。 单株分枝数以褐小
豆最多， 有 3.25 个， 较对照品种龙小粒 2 号多
1.75 个； 绥小粒 2 号最少， 仅有 0.63 个， 较对照
品种龙小粒 2 号少 0.87 个； 其余品种较对照品种
龙小粒 2 号多 -0.50～1.63 个。 单株有效荚数也以
褐小豆最多， 达 79.88 个， 较对照品种龙小粒 2 号
多 44.25 个； 以绥小粒 2 号最少， 为 34.38 个， 较
对照品种龙小粒 2 号少 1.25 个； 其余品种较对照
品种龙小粒 2 号多 0.25～39.75 个。 株粒数以吉林
小粒 8 号最多， 达 162.25 粒， 较对照品种龙小粒
2 号多 85.87 粒； 以吉育 105 最少， 为 71.50 粒，
较对照品种龙小粒 2 号少 4.88 粒； 其余品种较对
照品种龙小粒 2 号多 0.87～70.66 粒。 荚粒数以吉
林小粒 8 号最多， 达 2.51 粒， 较对照品种龙小粒
2 号多 0.39 粒； 以褐小豆最少， 为 1.70 粒， 较对

表 1 参试小粒大豆品种的物候期及生育期

品种 花色 株高
（cm）

主茎节数
（个）

单株分枝数
（个）

有效荚数
（个/株）

株粒数
（粒）

荚粒数
（粒）

荚长
（cm）

荚宽
（cm）

籽粒
颜色

单株产量
（g）

百粒重
（g）

褐小豆 紫色 45.63 14.00 3.25 79.88 135.25 1.70 3.40 0.85 红褐 18.17 13.43
吉育101 紫色 46.95 11.75 2.00 75.38 147.04 1.99 4.17 0.77 黄色 14.47 9.84

吉林小粒8号 白色 55.63 15.38 2.00 65.50 162.25 2.51 4.09 0.78 黄色 12.92 7.96
吉林小粒7号 白色 37.56 13.00 2.63 54.38 92.13 1.76 3.59 0.67 黄色 7.44 8.32
吉林小粒3号 白色 41.06 14.75 2.38 46.75 86.00 1.82 3.81 0.75 黄色 7.81 7.10

吉育102 白色 42.75 10.75 1.50 42.00 78.17 1.86 3.65 0.73 绿色 6.67 8.54
吉育107 白色 33.31 12.00 2.38 42.88 92.63 2.13 3.79 0.77 黄色 8.37 9.05
通农14号 紫色 54.69 14.88 3.13 56.13 105.50 1.86 3.70 0.84 黄色 9.36 8.87
吉育105 紫色 30.44 11.00 1.00 35.88 71.50 2.08 3.45 0.79 黄色 6.92 9.67
东农690 紫色 41.88 11.00 1.50 36.75 77.25 2.09 3.99 0.75 黄色 5.86 7.58
绥小粒2号 紫色 55.44 13.63 0.63 34.38 84.75 2.48 4.15 0.78 黄色 9.99 11.78

龙小粒2号（CK） 白色 31.81 10.00 1.50 35.63 76.38 2.12 4.03 0.73 黄色 7.43 9.72

表 2 参试小粒大豆品种的主要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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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品种龙小粒 2 号少 0.42 粒； 其余品种较对照品
种龙小粒 2 号多 -0.36～0.36 粒。 单株产量以褐小
豆最高， 为 18.17g， 较对照品种龙小粒 2 号增加
10.74�g； 以东农 690 最低， 为 5.86�g， 较对照品种
龙小粒 2 号减少 1.57�g； 其余品种较对照品种龙小
粒 2 号增加 -0.76～7.04�g。 百粒重以褐小豆最高，
为 13.43�g， 较对照品种龙小粒 2 号增加 3.71�g； 以
吉林小粒 3 号最低， 为 7.10�g， 较对照品种龙小粒
2 号减少 2.62�g； 其余品种较对照品种龙小粒 2 号
增加 -2.14～2.06� g， 12 个参试品种百粒重在
7.10～13.43�g， 符合芽用品种百粒质量变幅范围。
籽粒颜色除褐小豆是红褐色、 吉育 102 是绿色以
外， 其余品种均是黄色。
2.3 产量

从表 3 可以看出， 12 个参试小粒大豆品种以
褐小豆折合产量最高， 为 2�466.67�kg/hm2， 较对照
品种龙小粒 2 号增产 93.89%； 吉林小粒 8 号次之，
为 2�161.11， 较对照品种龙小粒 2 号增产 69.87%；
吉育 101 居第三， 为 1�938.89， 较对照品种龙小粒
2 号增产 52.40%； 其余品种除吉林小粒 3 号、 吉
育 105、 吉育 107 较对照减产外， 均较对照增产，
增产幅度为 11.35%～48.47%。 对产量进行方差分
析的结果表明， 褐小豆与其余品种差异均达极显
著水平； 吉林小粒 8 号也与其余品种差异均达极
显著水平； 吉育 101 与吉林小粒 7 号差异不显著，
但与其余品种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绥小粒 2 号、
通农 14 号与吉育 102、 东农 690 差异不显著， 与
龙小粒2号（CK）、 吉林小粒 3 号、 吉育 105、 吉育
107 差异极显著； 东农 690 与龙小粒2号（CK）差异
显著， 与吉林小粒 3 号、 吉育 105、 吉育 107 差异

极显著。
2.4 抗逆性

田间观察结果表明， 参试 11 个小粒大豆品种
在当地生长正常， 能完全成熟， 田间均未发现病
虫害， 没有发现倒伏现象。
3���小结与讨论
1） 试验结果表明， 参试的 11 个小粒大豆品种在
庆阳市均能完全成熟， 经济性状较好， 未发生病
虫害， 抗逆性强， 与蔚荣海等研究一致［8�］。 且 11
个参试品种的百粒重符合芽用品种百粒质量变幅
范围， 其中以褐小豆折合产量最高， 为 2�466.67�
kg/hm2， 较对照品种龙小粒 2 号增产 93.89%； 其
次是吉林小粒 8 号、 吉育 101、 吉林小粒 7 号， 分
别较对照品种龙小粒 2 号增产 69.87、 52.40%、
48.47%。 这 4 个品种综合性状表现好、 抗逆性强、
产量较高， 适宜在庆阳市内进行推广种植。 吉育
102 虽然增产效果低， 为 28.38%， 但其籽粒为绿
色， 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可根据需求适当搭配种
植， 以丰富当地豆芽菜种类。
2） 本试验仅从丰产性、 抗病性、 抗倒伏性上筛选
出适合本地种植的小粒大豆品种， 但仍需在芽用
特性方面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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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小区平均

产量
（kg/18�m2）

折合产量
（kg/hm2）

比CK
增产
（%）

产量
位次

褐小豆 4.44 2�466.67�a�A 93.89 1
吉林小粒8号 3.89 2�161.11�b�B 69.87 2

吉育101 3.49 1�938.89�c�C 52.40 3
吉林小粒7号 3.40 1�888.89�c�C 48.47 4
吉育 102 2.94 1�633.33�d�D 28.38 5
绥小粒2号 2.76 1�533.33�de�DE 20.52 6
通农14号 2.75 1�527.78�de�DE 20.09 7
东农690 2.55 1�416.67�e�EF 11.35 8

吉林小粒3号 1.71 950.00�g�G -25.33 10
吉育105 1.53 850.00�gh�G -33.19 11
吉育107 1.40 777.78�h�G -38.86 12

龙小粒2号（CK） 2.29 1�272.22�f�F 9

表 3 参试小粒大豆品种的产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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