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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大豆新品种在崆峒区旱地引种试验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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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引进的 9个大豆新品种在平凉市崆峒区旱塬地进行比较试验，结果表明，在全膜覆土穴播栽培条
件下，冀豆 17、汾豆 78综合经济性状优良，增产幅度大，其中以冀豆 17折合产量最高，为 3 904.04 kg/hm2，较
对照品种晋豆 19增产 48.08%；汾豆 78折合产量为 3 601.01 kg/hm2，较对照品种晋豆 19增产 36.59%。适宜在平
凉市崆峒区旱塬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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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平凉市崆峒区大豆种植面积逐年增

加，截至 2014 年，崆峒区大豆种植面积达 82.0

hm2 左右，平均产量为 2 328.0 kg/hm2。但由于引

种无序，品种呈现多、乱、杂现象，产量水平也

良莠不齐。为了丰富品种，加快品种更新换代，

平凉市崆峒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于 2014年对引进

的 9个大豆新品种进行了比较试验，以期筛选出

适宜当地种植的大豆新品种。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大豆品种中黄 39、中黄 42、中黄 24由中

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提供，冀豆 17、晋豆

23、汾豆 78、晋豆 19（CK）由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提

供，小康大豆 1号由甘肃省金粒种业有限公司提

供，中黄 41由山东祥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庆豆 105号由华池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提供。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在平凉市崆峒区草峰镇夏寨村，当地

海拔 1 600 m，年均降水量 482 mm，年均日照时

数 2 424.8 h，年平均气温 8.6℃，无霜期 150 d［ 1］。

试验地为旱塬地，土壤为覆盖黑垆土，地势平坦，

土壤肥力中等偏上，均匀一致，前茬玉米。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每品种为 1

小区，3 次重复。小区面积 19.8 m2（3.3 m×6.0

m）。全膜覆土穴播种植［ 2 - 6］。4月 30日按行距 40

cm、株距 25 cm 在垄上人工开穴播种，每穴播 2

粒，播种深度 3～4 cm。留苗密度 22.5万株 / hm2。

大豆播种到收获期间降水 398.7 mm，比常年降水偏

少 121.42 mm。其余田间管理同当地大田。大豆生

长期间田间观察物候期和生育期，10月 18日收获

时按小区随机取样 10株考种，并按小区单收计产。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由表 1可以看出，参试各品种出苗期与对照

品种晋豆 19一致，均为 5月 10日。开花期以中

黄 42、汾豆 78、庆豆 105 号、小康大豆 1 号最

早，较对照品种晋豆 19提前 10 d；冀豆 17、晋豆

23次之，较对照提前 6 d；其余品种与对照一致。

成熟期以冀豆 17、晋豆 23最早，较对照早熟 9 d；

汾豆 78、庆豆 105号、小康大豆 1号次之，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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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物候期（日/月） 生育期

（d）播种期 出苗期开花期成熟期收获期
中黄39 30/4 10/5 5/7 6/10 18/10 149
中黄41 30/4 10/5 5/7 6/10 18/10 149
中黄42 30/4 10/5 25/6 6/10 18/10 149
冀豆17 30/4 10/5 29/6 28/9 18/10 141
晋豆23 30/4 10/5 29/6 28/9 18/10 141
汾豆78 30/4 10/5 25/6 30/9 18/10 143
庆豆105号 30/4 10/5 25/6 30/9 18/10 143
小康大豆1号 30/4 10/5 25/6 30/9 18/10 143
晋豆19（CK） 30/4 10/5 5/7 7/10 18/10 150
中黄24 30/4 10/5 5/7 8/10 18/10 151

表 1 参试大豆品种的物候期和生育期

品种 小区平均产量
（kg/19.8 m2）

折合产量
（kg/hm2）

较CK增产
（%）

产量
位次

中黄39 2.63 1 328.28 eE -49.62 10
中黄41 3.79 1 914.14 dC -27.39 7
中黄42 2.69 1 358.58 eDE -48.47 9
冀豆17 7.73 3 904.04 aA 48.08 1
晋豆23 5.47 2 762.63 bcB 4.79 4
汾豆78 7.13 3 601.01 aA 36.59 2
庆豆105号 5.24 2 646.46 cB 0.38 5
小康大豆1号 5.85 2 954.54 bB 12.07 3
晋豆19（CK） 5.22 2 636.36 cB 6
中黄24 3.35 1 691.92 dCD -35.82 8

照早熟 7 d；中黄 39、中黄 41、中黄 42较对照早

熟 1 d；中黄 24较对照晚熟 1 d。生育期除中黄 24

较对照延长 1 d外，其余品种均较对照缩短，其中

以冀豆 17、晋豆 23最短，较对照缩短 9 d；汾豆

78、庆豆 105号、小康大豆 1号次之，较对照缩短

7 d；中黄 39、中黄 41、中黄 42较对照缩短 1 d。

2.2 主要经济性状

从表 2可以看出，参试品种的株高均高于对

照品种晋豆 19，其中以中黄 42最高，为 75.3 cm，

较对照高 16.5 cm；中黄 41次之，为 73.5 cm，较

对照高 14.7 cm；汾豆 78 居第 3，为 70.6 cm，较

对照高 11.8 cm；其余品种较对照高 3.6～10.5 cm。

结荚高度以中黄 42最高，为 12.5 cm，较对照高

6.3 cm；中黄 41次之，为 11.3 cm，较对照高 5.1

cm；中黄 39居第 3，为 10.2 cm，较对照 9高 4.0

cm；冀豆 17 最低，为 4.8 cm，较对照低 1.4 cm；

其余品种较对照高 -0.6～3.0 cm。主茎节数以晋豆

23最多，为 16.0节，较对照多 4.0节；冀豆 17次

之，为 13.0节，较对照多 1.0节；庆豆 105号最

少，为 8.2节，较对照少 3.8节；其余品种较对照

少 0～1.7节。单株有效分枝数以中黄 39、冀豆 17

最多，均为 4个，均较对照多 2 个；除中黄 24、

汾豆 78、小康大豆 1号较对照少 1个外，其余品

种与对照相同。单株有效荚数以冀豆 17最多，为

73.5个，较对照多 39.9个；中黄 42最少，为 28.0

个，较对照少 5.6个；其余品种较对照多 -3.4～

30.4个。单株粒数以冀豆 17 最多，为 128.0 粒，

较对照多 33.4粒；中黄 42最少，为 38.6粒，较

对照少 56.0粒；其余品种较对照少 0.2～53.0粒。

单株粒重以冀豆 17号最重，为 26.0 g，较对照增

加 8.4 g；中黄 39最轻，为 9.0 g，较对照减少 8.8

g；其余品种较对照增加 -8.6～6.4 g。参试各品种

的百粒重均较对照增加，其中以中黄 41最重，为

27.1 g，较对照增加 8.3 g；中黄 24 次之，为

26.7g，较对照增加 7.9 g；其余品种较对照增加

0.1～5.7 g。

2.3 产量

从表 3可以看出，参试品种的折合产量以冀

豆 17最高，为 3 904.04 kg/hm2，较对照品种晋豆

19 增产 48.08%；汾豆 78 次之，为 3 601.01

kg/hm2，较对照增产 36.59%；小康大豆 1 号居第

3，为 2 954.54 kg/hm2，较对照增产 12.07%；晋豆

23、庆豆 105 号分别较对照增产 4.79%、0.38%；

其余品种均较对照减产，减产幅度为 27.39%～

49.62%。对产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各品种间

品种 株高
（cm）

结荚高度
（cm）

主茎节数
（节）

单株有效分枝数
（个）

单株有效荚数
（个）

单株粒数
（粒）

单株粒重
（g）

百粒重
（g）

中黄39 69.3 10.2 10.3 4 30.4 43.8 8.8 19.8
中黄41 73.5 11.3 12.0 3 30.2 41.6 12.4 27.1
中黄42 75.3 12.5 12.0 3 28.0 38.6 9.0 23.7
冀豆17 62.4 4.8 13.0 4 73.5 128.0 26.0 23.5
晋豆23 74.1 5.6 16.0 3 51.8 92.8 18.4 18.9
汾豆78 70.6 9.2 12.0 2 46.0 94.4 24.0 24.5
庆豆105号 66.7 8.3 8.2 3 64.0 93.2 17.8 18.9
小康大豆1号 62.8 8.4 11.0 2 37.6 83.6 19.9 22.6
晋豆19（CK） 58.8 6.2 12.0 3 33.6 94.6 17.6 18.8
中黄24 65.8 7.8 11.0 2 32.1 42.1 11.2 26.7

表 2 参试大豆品种的主要经济性状

表 3 大豆品种的产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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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达到显著水平（F=116.588 0>F0.05=19.38），区组

间差异不显著。进一步应用 LSD法进行多重比较的

结果表明，冀豆 17与汾豆 78差异不显著，与其余

品种差异达极显著水平；小康大豆 1号与晋豆 23

差异不显著，与庆豆 105号、晋豆19（CK）差异显

著，与其余品种差异极显著；庆豆 105号与晋豆 19

（CK）差异不显著，与其余品种差异极显著；中黄

41与中黄 24差异不显著，与中黄 42、中黄 39差

异极显著；中黄 24与中黄 42差异显著，与中黄 39

差异极显著；中黄 42与中黄 39差异不显著。

3 小结

在平凉市崆峒区旱塬地对引进的 9个大豆新

品种进行比较试验，结果表明，在全膜覆土穴播

栽培条件下，冀豆 17、汾豆 78综合经济性状优

良，增产幅度大。其中冀豆 17折合产量最高，为

3 904.04 kg/hm2，较对照品种晋豆 19增产 48.08%；

汾豆 78折合产量为 3 601.01 kg/hm2，较对照品种

晋豆 19增产 36.59%。这 2个品种适宜在平凉市崆

峒区旱塬地推广。晋豆 23、小康大豆 1号、庆豆

105号田间表现生长整齐，综合性状好，且表现出

一定的增产潜力，增产幅度为 0.38%～12.07%，

适宜在崆峒区旱塬地种植。中黄 41、中黄 24、中

黄 42、中黄 39可以作为搭配品种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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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崇信县旱塬地进行了 3种生物有机肥对冬小麦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施用不同生物有机肥均能明
显提高冬小麦产量，有效改善冬小麦的株高、穗长、成穗数、穗粒数、千粒重等主要经济性状，其中以苏地有机—
无机肥 600 kg/hm2处理的综合性状最优，折合产量最高，为 7 180.00 kg/hm2，较对照不施生物有机肥增产 14.64%；
施蚨丰生物有机肥 600 kg/hm2处理和施嘉施宝腐殖酸有机肥 600 kg/hm2处理的综合性状优良，分别较对照不施生物
有机肥增产 12.93%、12.61%。综合权衡认为，3种生物有机肥均可在陇东旱塬地冬小麦生产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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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信县位于甘肃省平凉市东南部，属陇东黄

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海拔 1 085.4～1 728.0 m，总

土地面积 849.02 km2。冬小麦是崇信县主要粮食作

物之一，年播种面积 0.73万 hm2 ［ 1］。近年来，随

着新品种、新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应用，崇信县冬

小麦种植面积也逐年扩大。微生物有机肥料中的

微生物能定殖在作物根际土壤中，在生长繁殖过

程中能分泌出多种抗生素与植物生长激素，不但

能抑制植物病原微生物的活动，起到防治植物病

害的作用，而且能刺激作物生长，使根系发达，

促进叶绿素、蛋白质和核酸的合成，提高作物的

抗逆性和产量［ 2］，并能迅速提高土壤有机质和微

生物的数量，增强土壤酶的活性，促进土壤难溶

性矿物质养分的释放，进一步提高土壤养分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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