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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从 20世纪 90年

代开始，我国的大豆产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大豆

的自给率逐渐下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

而其中比较大的因素是大豆单产的下降［ 1 - 3］，因

此，选育高产、稳产的大豆新品种成为农业科研

工作者迫切的任务。区域试验是农作物育种工作

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农作物新品种只有参加区

域试验才能使育种者对选育的品系或组合有一个

总体的认识。同时，区域试验也是种子管理机构

进行品种审定的主要依据［ 4 - 5］。2013年甘肃省大

豆新品种（系）区域试验白银试验点通过对全省各

育种单位引育成的新品种（系）丰产性、稳产性、适

应性、抗逆性、品质性状及其它重要品种特性进

行鉴定，以期筛选出适合白银地区种植的高产、

优质、成熟期适中的新品种（系），为大豆新品种

（系）的审定和推广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参试大豆新品种（系）分别为：陇豆2号（CK）、

8010-24、S8148、承 9835、3213、张 98-7、国安

3号、陇黄 1号、陇黄 2号、汾豆 93号。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白银市靖远县乌兰镇河靖坪村白银

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试验场。土壤为灌溉灰钙土，

试验地块 3 a内未种植过大豆，地势平坦，土壤肥

力中等，前茬作物小麦。试验按照 2013年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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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区域试验方案进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每

品种为 1个小区，3次重复，6行区，行长 6.0 m，

行距 0.5 m，小区面积 18 m2（3 m×6 m）。四周设 4

行保护行。采用人工穴播，穴距 0.11 m，每穴播

种 2～3粒，定苗 18万株 /hm2。田间观察记载物

候期、农艺性状。收获时选择有代表性单株 10株

考种［ 1 - 2］。按小区单收计产。田间管理略高于大田

水平。

2 结果与分析

2.1 物候期及生物学性状

从表 1可以看出，参试品种（系）的生育期为

123～137 d，其中张 98-7、承 9835、 S8148 和

3213比对照品种陇豆 2号晚熟，分别晚熟 1、2、

6、 8 d；汾豆 93 号与对照品种生育期相同；

8010-24、国安 3号、陇黄 1号和陇黄 2号比对照

品种早熟，分别早熟 2、2、5、6 d。参试品种（系）

的叶形除 8010-24和张 98-7为披针形外，其余均

为卵圆形。花色除 8010-24、张 98-7、国安 3号和

陇黄 2号为紫色外，其余均为白色。结荚习性除

承 9835和 3213为亚有限外，其余均为有限。株

型承 9835为开张，3213、汾豆 93号和陇豆 2 号

（CK）为半开张，其余均为收敛。田间观察表明，参

试品种（系）均不裂荚，成熟期落叶性好。倒伏性汾

豆 93号为 2级，3213和陇豆 2号（CK）为 1级，其

余品种（系）均抗倒伏。花叶病毒病的发病程度

S8148、陇黄 2号和陇豆2号（CK）为 1级，其余品

种（系）均为 0级。

2.2 农艺性状

从表 2 可以看出，参试品种（系）的株高为

68.5～91.5 cm，均高于对照品种陇豆 2 号。底荚

高度承 9835、国安 3号、陇黄 2号和汾豆 93号较

对照陇豆 2号高，其余品种（系）均较对照低。主

茎节数承 9835、国安 3号和陇黄 1号较对照陇豆

2号低，其余品种（系）均较对照高。有效分枝数承

9835、3213和汾豆 93号较对照陇豆 2号高，其余

均较对照陇豆 2号低。单株有效荚数除国安 3号

品种（系) 播种期
（日/月）

出苗期
（日/月）

开花期
（日/月）

成熟期
（日/月）

收获期
（日/月）

生育
日数
（d）

叶形 花色
茸
毛
色

结荚
习性 株型

裂
荚
性

落
叶
性

倒伏性
（级）

花叶病毒
病程度
（级）

8010-24 2/5 19/5 22/7 23/9 28/9 127 披针 紫 灰 有限 收敛 不裂 落 0 0

S8148 2/5 19/5 24/7 1/10 7/10 135 卵圆 白 棕 无限 收敛 不裂 落 0 1

承9835 2/5 19/5 24/7 27/9 28/9 131 卵圆 白 灰 亚有限 开张 不裂 落 0 0

3213 2/5 19/5 28/7 3/10 7/10 137 卵圆 白 灰 亚有限 半开张 不裂 落 1 0

张98-7 2/5 19/5 19/7 26/9 28/9 130 披针 紫 灰 有限 收敛 不裂 落 0 0

国安3号 2/5 19/5 25/7 23/9 28/9 127 卵圆 紫 灰 有限 收敛 不裂 落 0 0

陇黄1号 2/5 19/5 21/7 20/9 28/9 124 卵圆 白 灰 有限 收敛 不裂 落 0 0

陇黄2号 2/5 19/5 25/7 19/9 28/9 123 卵圆 紫 灰 有限 收敛 不裂 落 0 1

汾豆93号 2/5 19/5 26/7 25/9 28/9 129 卵圆 白 棕 有限 半开张 不裂 落 2 0

陇豆2号（CK） 2/5 19/5 22/7 25/9 28/9 129 卵圆 白 灰 有限 半开张 不裂 落 1 1

表1 参试大豆品种（系）物候期及生物学性状

品种（系） 株高
（cm）

底荚
高度
（cm）

主茎
节数
（个）

有效
分枝
（个）

单株荚数 单株
粒数
（粒）

单株
粒重
（g）

百粒
重
（g）

紫斑
粒率
（%）

褐斑
粒率
（%）

虫食
粒率
（%）

种皮色 脐色 粒形 籽粒
光泽有效 无效

8010-24 73.5 9.8 15.0 1.4 32.0 0.2 65.4 16.0 24.4 0.0 0.0 0.0 黄色 黑色 圆形 强光

S8148 72.4 12.1 13.8 1.1 25.2 0.9 57.6 10.4 18.7 1.5 1.0 0.5 黄色 黑色 圆形 无光

承9835 78.5 18.7 11.3 3.7 31.1 1.5 70.2 20.5 28.4 0.0 0.0 0.0 黄色 浅褐色 圆形 微光

3213 73.3 12.0 14.3 2.4 32.4 2.8 64.0 16.8 26.2 0.0 0.0 0.0 黑色 浅黄色 圆形 微光

张98-7 68.5 9.6 12.2 0.5 25.9 0.7 57.4 16.2 28.0 0.0 1.5 0.0 浅黄色 褐色 圆形 微光

国安3号 81.7 14.1 11.2 0.9 22.4 0.6 46.4 10.3 21.7 0.0 0.0 0.0 黄色 黄色 圆形 微光

陇黄1号 72.3 12.3 11.4 1.1 29.3 0.3 70.4 14.7 21.1 0.0 0.0 1.5 黄色 浅褐色 椭圆形 强光

陇黄2号 74.7 13.8 12.2 0.8 21.9 0.3 57.9 12.6 22.1 1.0 0.0 0.0 黄色 褐色 圆形 无光

汾豆93号 91.5 18.6 12.9 2.7 37.8 0.8 73.3 20.2 27.1 0.0 0.0 0.5 黄色 黑色 圆形 强光

陇豆2号（CK） 68.0 12.5 12.0 1.6 24.8 0.9 60.0 16.3 21.7 3.5 8.0 0.5 黄色 褐色 圆形 无光

表2 参试大豆品种（系）的农艺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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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系） 小区平均产量
（kg/18 m2）

折合产量
（kg/hm2）

增产率
（%） 位次

8010-24 4.30 2 388.89 a A 16.53 1
S8148 3.55 1 972.22 d D -3.79 10
承9835 4.22 2 344.44 ab A 14.36 3
3213 4.27 2 372.22 ab A 15.72 2
张98-7 4.22 2 344.44 ab A 14.36 4
国安3号 4.08 2 266.67 ab AB 10.57 6
陇黄1号 3.80 2 111.11 cd BCD 2.98 8
陇黄2号 4.00 2 222.22 bc ABC 8.40 7
汾豆93号 4.18 2 322.22 ab A 13.28 5
陇豆2号（CK） 3.69 2 050.00 d CD 9

表3 参试大豆品种（系）的产量

和陇黄 2号较对照陇豆 2号低，其余均较对照陇

豆 2号高。单株无效结荚数承 9835和 3213较对

照陇豆 2号高，S8148与对照陇豆 2号相同，其余

品种（系）均较对照陇豆 2号低。单株粒数 S8148、

张 98-7、国安 3号和陇黄 2号较对照陇豆 2号低，

其余品种（系）均较对照陇豆 2号高。单株粒重承

9835和汾豆 93号较对照陇豆 2号高，其余品种

（系）均较对照陇豆 2号低。百粒重除 S8148和陇

黄 1号较对照陇豆 2号低，国安 3号与对照陇豆 2

号相同，其余品种（系）均较对照陇豆 2号高。紫

斑粒率和褐斑粒率各参试品种（系）均较对照陇豆 2

号低。虫食粒率陇黄 1 号较对照陇豆 2 号高，

S8148和汾豆 93号与对照陇豆 2号相同，其余均

较对照陇豆 2 号低。种皮除张 98-7 为浅黄色、

3213为黑色外，其余品种（系）均为黄色。脐色

8010-24、S8148、汾豆 93号为黑色，张 98-7、陇

黄 2号和陇豆2号（CK）为褐色，承 9835、3213和

陇黄 1号为浅褐色，国安 3号为黄色。粒形除陇

黄 1 号为椭圆形外，其余品种（系）均为圆形。

8010-24、陇黄 1 号和汾豆 93 号的籽粒有光泽，

为强光，承 9835、3213、张 98-7、国安 3号籽粒

有光泽，为微光，其余品种（系）的籽粒均无光泽。

2.3 产量

从表 3可以看出，参试品种（系）较对照陇豆 2

号增产的有 8 个，增产幅度 2.98%～16.53%，其

中，以 8010-24折合平均产量最高，为 2 388.89

kg/hm2，较对照增产 16.53%；其次是 3213，折合

平均产量 2 372.22 kg/hm2，较对照增产 15.72%；

承 9835居第 3位，折合平均产量 2 344.44 kg/hm2，

较对照增产 14.36%；张 98-7折合平均产量 2 344.44

kg/hm2，较对照增产 14.36%；汾豆 93号折合平均

产量 2 322.22 kg/hm2，较对照增产 13.28%；国安 3

号折合平均产量 2 266.67 kg/hm2，较对照增产

10.57%；陇黄 2号折合平均产量 2 222.22 kg/hm2，

较对照增产 8.40%；S8148 较对照陇豆 2 号减产

3.79%。对产量结果进行方差分析表明，8010-24

与 3213、承 9835、张 98-7、汾豆 93 号、国安 3

号差异不显著，与陇黄 2号差异显著，与陇黄 1

号、S8148、对照差异达极显著水平；3213、承

9835、张 98-7、汾豆 93号、国安 3号之间差异不

显著，与陇黄 1号、S8148、对照的差异达极显著

水平，陇黄 1号、S8148、对照之间差异不显著。

3 小结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2013年甘肃省大豆区域试验

白银试验点参试的大豆品种（系）中，有8个品种（系）

较对照品种陇豆 2号增产，其中，陇黄 1号增产

不显著，陇黄 2号增产达到显著水平，8010-24、

3213、承 9835、张 98-7、汾豆 93 号和国安 3 号

增产达到极显著水平。以 8010-24折合平均产量

最高，为 2 388.89 kg/hm2，较对照增产 16.53%；

其次是 3213，折合平均产量 2 372.22 kg/hm2，较

对照增产 15.72%；承 9835居第 3位，折合平均产

量 2 344.44 kg/hm2，较对照增产 14.36%；张 98-7

折合平均产量 2 344.44 kg/hm2，较对照增产

14.36%；汾豆 93号折合平均产量 2 322.22 kg/hm2，

较对照增产 13.28%；国安 3 号折合平均产量

2 266.67 kg/hm2，较对照增产 10.57%；陇黄 2号折

合平均产量 2 222.22 kg/hm2，较对照增产 8.40%。

以上7个品种（系）的产量要素结构好，抗倒伏、抗

病、综合性状优良，建议进入下年区域试验或生

产试验，进一步鉴定其丰产性和稳定性，再进行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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