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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有性杂交和激光辐射相结合的方法
培育大豆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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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对大豆孢囊线虫 2 号生理小种免疫的品种资源“黑豆 2”与高产“黄沙大豆”进行有

性杂交 ,再对表现良好的杂交后代进行激光辐射处理 ,经过多年的稳定和筛选 ,并经多年多点

品系比较试验 ,选育出高产、优质、抗病大豆新品系德豆 99216。该品系 2003 年参加了山东省

大豆区域试验 ,产量居第 1 位 (273910kgΠhm
2 ) ,比对照鲁豆 11 号增产 8105 % ;蛋白质含量、脂肪

含量均达国家优质大豆品质标准 ;高抗大豆孢囊线虫 2 号生理小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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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Heidou 2”which immune to the race 2 of Soybean Cyst Nematode ( SCN) crossbreeded with

“Huangsha soybean”which has high yield characteristic. We obtained some better cultivars of soybean. Then , we

used laser irradiation to these cultivars and selected a variety with high yield , good quality , resistance to the race 2

of SCN , called“Dedou 99216”which in black seed coat . In the year 2001 to 2003 , we joined the variety

comparision and regional test of Shandong province. Its yield hit 273910kgΠhm
2

, crude protein and crude oil content

had reached the governmental standard of good quality soybean , and it had high resistance to the race 2 of SCN. It

is suitable for planting in Huanghuaihai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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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是我国继水稻、小麦和玉米后的第四大作物 ,大豆产量在 20 世纪 90 年代达到 1500 万吨 ,大豆

粉占世界蛋白质消费量的 60 % ,大豆油占世界总植物油产品的 20 %～30 %。影响大豆生产的主要问题

是 :春季干旱、产量低、品质差及各种病虫害 ,其中豆荚螟、孢囊线虫和杂草在某些地区也造成严重危

害[1～4 ] 。本研究的目的是培育高产、高蛋白质、高脂肪含量 ,且抗孢囊线虫的大豆新品种。

1 　材料与方法

研究材料为对大豆孢囊线虫 2 号生理小种免疫的“黑豆 2 号”和高产的“黄沙大豆”。

1995 年用“黑豆 2 号”与“黄沙大豆”进行杂交 ,获得部分杂交种子 ( F129501) 。1996 年种植后获得

一些性状表现好的优良单株 ( F229501) 。1997 年播种前 ,对 F229501 的萌动种子进行了不同时间的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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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处理 ,这些种子称为 M129501。He2Ne 激光辐射处理的输出功率为 2mW ,波长为 63218nm ,处理时间

分别为 5、715、10 和 15min。

M1 代于 1997 年种在德州市农科所试验农场。1998 年和 1999 年 6 月份继续在该试验农场种植 M2 、

M3 ,并选择适宜夏播的大豆新品系。2000 年我们对表现较好的 5 个变异品系 (其中包括德豆 99 - 16) 晋

升为品系比较试验 ,并在 2001 —2003 年进行了多点品系比较试验。同时 ,2003 年德豆 99 - 16 参加了山

东省大豆区域试验。2002 —2003 年 ,我们采用美国 Golden 等提出的一套鉴别方法 ,鉴定出我区为大豆

孢囊线虫 2 号生理小种病发区[5 ] 。2003 年鉴定了德豆 99 - 16 对该病的抗性。

2 　结果与分析

211 　激光辐射处理对新品系筛选的影响

从表 1 可以看出 ,激光处理 715min 的种子成株数和成株率最高 ,处理 10min 的种子成株数和成株率

次之。激光处理的种子在当年种植表现出不同的形状特征 ,如株高有高的、矮的 ;叶型有圆叶的、披针形

的、还有上部叶子披针形下部叶子卵圆形的等。

212 　新品系德豆 99 - 16 高产性分析
表 1 　He2Ne 激光辐射处理对大豆杂交种子的影响

Table 1 　The effects of He2Ne laser irradiation

on growth of soybean hybrid seed

处理时间
treatment

time (min)

粒数
No. of
grains

成株数
succeed
plants

成株率
succeed plants

rate ( %)

5 50 30 60

715 50 40 80

10 50 36 72

15 50 28 56

表 2 　山东省夏大豆区域试验结果( 2003 年)

Table 2 　Results of soybean yield in regional test of

Shandong Province (2003)

品种
varieties

产量 yield

(kgΠhm2)

比对照增产
increase

rate ( %)

位次
order

CK(鲁豆 11)

Ludou 11
2535 10

德豆 99 - 16
Dedou 99 - 16

2739 8105 1

2003 年德豆 99 - 16 参加了山东省大豆区域试验 ,结果见表 2 ,德豆 99 - 16 产量表现突出。综合当

年区试的临沂、菏泽、滨州、济宁、潍坊、德州、青岛、烟台、聊城 9 个点的试验结果 ,德豆 99 - 16 产量达

273910 kgΠhm
2

,比对照鲁豆 11 号增产 8105 % ,差异达显著统计水平 ,居参试 14 个品种的第 1 位。同年通

过德州市科技局组织的同行专家测产验收 ,在本单位试验农场的 1137 hm
2 高产示范田该品系平均产量

为 346410kgΠhm
2 。

213 　新品系德豆 99 - 16 优质性分析

2002 年新品系德豆 99 - 16 的种子在农业部谷物品种品质测定中心 (北京)测定 ,其结果为蛋白质含

量 4219 % ,脂肪含量 2117 % ; 2003 年的测定结果为蛋白质含量 39111 % ,脂肪含量 22128 %。二年的测定

结果均表明该品系达到了国家优质大豆品质标准。

214 　德豆 99 - 16 对大豆孢囊线虫 2 号生理小种抗性鉴定

2003 年对该品系的大豆孢囊线虫 2 号生理小种的抗性进行了鉴定 ,结果见表 3。从表 3 可以看出 ,

该品种对大豆孢囊线虫 2 号生理小种表现出高抗的特性 ,可以在轻度大豆孢囊线虫 2 号生理小种病发

区推广应用[6～9 ] 。

表 3 　德豆 99 - 16 对大豆孢囊线虫 2 号生理小种的抗性鉴定

Table 3 　Dedou 99 - 16 resistance verification to physiological race 2 of SCN
品种

varieties
孢囊数 (株)

number of SCN (per plant)
抗性

resistance

德豆 99 - 16 Dedou99 - 16 216 高抗 high resistance

鲁豆 4 Ludou4 (CK) 1816 感病 susceptible to disease

68 核　农　学　报 19 卷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3 　新品系德豆 99 - 16 综合评价

种植试验表明德豆 99 - 16 具有如下特征 :适宜的生长期、优质、抗病性好 ;株型好 ,上部叶小 ,减轻

遮阴 ,整株光合作用强 ,有 2～4 个收敛分枝、有限结荚习性、上部豆荚较多 ;株高 95～105cm、秆硬、节间

短、无空节 ;干物质含量高 ,收获指数超过 515 ; 节间豆荚多、籽粒大 ,百粒重达 2118g ; 抗病虫性强 ,高抗

大豆孢囊线虫 2 号生理小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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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我们正将侯选标记 OPK217550转化为 SCAR (sequence characterized amplified region) 标记 ,以不育

系与其恢复系杂交所获得的 F2 分离群体为材料 ,根据 F2 单株的育性分群 ,利用混合群体分离法 (Bulked

segregation analysis ,BSA)对 F2 分离群体中不同单株进行 SCAR 或 RAPD 分析 ,以验证本研究所获得的与

辣椒细胞质雄性不育基因可能相连锁的侯选标记 OPK217550和 OPK217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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