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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南部地区大豆种子质量影响因素分析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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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黄淮南部地区大豆种子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影响大豆种子发芽率的因素，提出了提高该地区大豆种子

质量的技术途径，建议从选育推广发芽率高的大豆品种、在气候条件适宜地区建设种子繁育基地、做好田间管理等方面提高大

豆种子质量，确保种子生产和用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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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流域是我国大豆第二大主产区，近年来

大豆种植面积在 130 万 ~200 万 hm2 间波动 [1]。黄

淮南部地区大豆蛋白质含量较高，是我国优质食用

大豆主产区。据分析，黄淮地区大豆蛋白质含量在

41% 以上，高于全国大豆 40% 和进口大豆 39% 的

蛋白质含量 [2]，差异化竞争优势明显。近年来，黄淮

各地大力发展高蛋白优质大豆生产，以期保证国内

豆制品加工业对优质高蛋白大豆的需求，保障我国

食用大豆基本供给和国家食物安全。

种子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目前，黄淮南

部地区大豆种子生产中存在较多问题，如荚部病虫

害严重，虫蚀、霉变率高；植株落叶性差，不便收获；

机械损伤率高，泥花脸比例高、破碎严重；成熟期降

水多，种子含水量高，耐储性差等，严重影响种子发

芽率和商品质量。此外，黄淮南部地区大豆种子生

产还处于凭经验操作的小规模阶段，尚未形成规模

种植、全程机械化生产的技术体系。在生产调研的

基础上，综合本团队 [3] 和前人的相关研究结果，系

统分析了黄淮南部地区大豆种子生产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明确了影响大豆种子发芽率的气象因素，探讨

了提高该地区大豆种子质量的技术途径，以期为保

障种子生产和用种安全，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经营

风险提供技术指导。

1　 黄淮南部地区大豆种子生产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
黄淮南部地区大豆生产主要集中在豫东南、皖

北、苏北和鲁西南地区，良种覆盖率达 90% 以上，种

子商品化率在 65% 左右，年需大豆种子 0.7 亿 kg 左

右 [4-5]。受生产规模、地域环境、对种子生产的重视

程度等因素影响，黄淮南部地区大豆种业发展不平

衡。河南、安徽、江苏 3 省大豆种子生产企业少、经

营规模小、种子质量差，大豆生产用种大多靠外省调

入。山东虽是黄淮南部 4 省中大豆种植面积较小

的省份，但种子生产优势明显，种子企业集聚现象突 
出 [6]。近年来，鲁西南地区尤其是济宁市大豆种子

繁育基地面积相对稳定，种子质量不断提高，支撑了

黄淮海大豆用种需求。但由于种子生产基地过于集

中，种子生产年际间容易大起大落，加大了生产经营

和市场风险。

2　影响大豆种子发芽率的因素
2.1　品种特性　大豆品种的生育期、丰产性、抗病

性、广适性和品质决定其种植区域和推广价值；百粒

重、分枝数、株高等植物学特性影响品种的种植模

式。研究表明，大豆种子发芽率为复杂的数量性状，

受许多微效基因控制。在同一生态区，生育期不同

的大豆品种种子发芽率也存在一定差异，原因之一

是鼓粒成熟阶段的环境条件不同 [7]。百粒重与大豆

种子的发芽率也有一定关系，特别是当成熟期遭遇

不利天气条件时，百粒重高、生育期长的品种种子发

芽率显著低于中小粒、生育期短的早熟品种 [8]。

2.2　气象条件　大豆生长发育期间特别是成熟收

获期的气象条件对大豆种子质量有十分显著的影

响。适宜的温度、降雨和光照有利于优质大豆籽粒

的形成。如生育后期天气干旱或阴雨连绵，雨水过

多或过少，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导致成熟期提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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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结实率低、空秕粒率升高、百粒重降低等现象

发生 [9-10]。对 2017-2018 年黄淮海南片国家大豆品

种区域试验 9 个试验点 26 个品种种子发芽率与气

象因子进行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大豆种子发芽率

与收获期的降雨量、降雨天数、平均温度呈极显著负

相关，与收获期日照时数呈极显著正相关 [3]。可见，

成熟收获期晴朗凉爽的天气是黄淮地区优质大豆种

子生产的有利气象条件。

2.3　栽培管理措施　种植密度对大豆产量构成和

种子质量有显著影响。密度过大时易发生倒伏，造

成大幅度减产和种子发芽率下降，严重影响种子质

量 [11]。播期是影响大豆生育期长短的重要因素，适

期播种有利于大豆种子活力的提高；间套作等种植

方式对大豆种子活力也有影响 [12]。以荚而不实、茎

叶持绿为主要特征的“症青”现象，是近年来影响黄

淮南部地区大豆种子质量的重要因素。大豆“症青”

现象主要由点蜂缘蝽等虫害引起，在大豆生产中要

做好害虫防治 [13-14]。

2.4　收获方式　在机械化收获条件下，大豆种子存

在破碎率高、“泥花脸”等突出问题。破损的种子难

以发芽，“泥花脸”则影响种子商品外观 [15]。造成上

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机械转速过高；

二是收获时种子过干或过湿；三是部分品种底荚低，

割台需调整至较低位置，使泥土进入割台，沾附到种

皮上；四是田间杂草过多，机械收获时杂草汁液污染

种子，使种子商品外观性变差；五是受品种纯度、天

气或病虫害影响，田间植株落黄不一致，收获时叶浆

污染种皮，严重影响商品外观。

2017-2019 年对黄淮南部地区大豆生产基地调

研时注意到，在大豆种子基地山东省嘉祥县，种植户

在大豆收割前统一割除杂株和落叶性差的植株，且

收割在种子含水量下降到安全水分之下时进行，保

证了大豆种子的商品外观、纯度和发芽率。而其他

一些地区大豆种子田管理水平与嘉祥存在较大差

距，一些种业公司繁育的种子连续 3 年不能达到商

品种子质量要求。

2.5　种子含水量　发芽率与种子的水分含量密切

相关。收获期水分含量过高的种子，不仅商品外观

差，而且易发霉、发芽率很快丧失，安全储藏期短 [16]。 
收获期水分含量过低时，种子易破碎，精选过程中损

耗大。研究表明，水分控制在国家标准内（水分含

量≤ 13.0%）的大豆种子，可安全储藏 1~3 年；水分

含量在 13.5%~15.0% 的大豆种子，可安全储藏 6~9
个月；水分超过 15.0% 的大豆种子，安全储藏期在 6
个月以内。水分含量越高，储藏时间越短 [17]。可见，

严格把控收获期和入库前大豆种子含水量是保障大

豆种子质量的重要环节。

3　提高黄淮南部地区大豆种子质量的措施
3.1　选育推广种子发芽率高的优良品种　优良品

种不仅高产，还要稳产、广适，熟期适中、落叶落黄

好，商品外观好。黄淮南部地区大豆育种优势突出，

品种类型丰富。选择合适的品种时，既要关注百粒

重大小、蛋白或脂肪含量高低等市场需求及丰产性、

生育期早晚、抗倒性、抗病性、广适性等经济性状，

也要重视与种子质量相关的性状。生育期偏晚、落

叶性不佳、抗病性差、百粒重过大，常会导致大豆种

子田落黄差和收获期种子损伤等现象，进而造成种

子发芽率和外观质量下降，严重时造成种子田报废。

建议大豆品种选育推广单位选育推广熟期适中、高

产广适、中小粒型、鼓粒较快、种子质量高的品种，满

足规模化和全程机械化生产的新要求。

3.2　在气候条件适宜地区建设种子繁育基地　鲁

西南、豫北和冀中南地区大豆成熟收获期秋高气爽，

是建设大豆种子生产基地的理想区域。近年来，山

东嘉祥及周边各县，河南新乡、焦作，河北石家庄及

黑龙港流域等地区，土地流转集中度高，农田基础设

施条件好，生产规模大，生产技术水平高，有利于建

设规模化种子生产基地。此外，也可在光温资源充

足、灌溉条件优良的西北旱区建立繁种基地。建议

种子企业根据自主经营品种特性，借鉴小麦、玉米繁

种模式经验，开展异地试种及示范工作，确定最佳繁

种地区并有备选地区和预案，避免因局部种子生产

遇到问题而影响种子经营，确保种子数量、质量和用

种安全 [3]。

3.3　加强全生育期田间管理　不同品种不同密度

试验结果表明，品种与密度有明显的交互作用。因

此，大豆种子繁育单位应开展品种播期、密度和田间

管理技术研究，总结形成不同品种种子田最佳生产

模式。同时，在大豆生长发育关键时期，针对黄淮海

地区大豆病虫害发生特点，及时控制病虫发生，做到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

大豆种子繁殖田在优化肥水管理措施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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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全生育期病虫害综合防治：（1）播前拌种，

用 22% 噻虫嗪·咯菌腈 20mL，或 26% 苯甲·吡虫

啉 20mL，拌种 5~6kg，可综合防治苗期病虫害，并

对中后期虫害的发生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18] ；（2）
在大豆 1~2 片复叶期，每 hm2 用 15% 精奎·氟磺

胺 1.2~1.8L，结合化学除草混施 5% 高氯·吡虫啉

450~600mL，或 25% 啶虫脒 225~300mL，兼防蚜虫、

飞虱、蓟马、点蜂缘蝽等刺吸性害虫；（3）在大豆花

荚期和鼓粒期，每 hm2 用 5% 甲维盐乳油 750mL，或
20% 氯虫苯甲酰胺 150mL，或 30% 虫螨腈 600mL
等杀虫剂，同时混合 4.3% 戊唑醇 150~300mL，或
30%苯甲丙环唑 300mL等杀菌剂，进行 2~3次作业，

综合防治中后期病虫害。2019 年应用本方案对河

南新乡、济源等地大豆种子繁育基地进行病虫害防

控，未发生“症青”现象，种子繁殖田大豆平均产量

达 3600kg/hm2 以上，发芽率符合种用要求。

3.4　严把收获质量关　 大 豆 种 子 含 水 量 在

13%~15% 时脱粒较适宜。水分含量过低时收获易

产生破瓣和落粒；水分含量过高时收获会对种子质

量和商品外观造成很大影响。大豆种子收获时要求

割茬不留底荚，不丢枝，田间损失率≤ 3%、破碎率

≤ 3%、泥花脸≤ 5%[19]。为降低破瓣率，收割机或脱

粒机转速不易过高。要根据大豆田间落黄、落叶程

度及水分含量调整转速，整体控制在 500~700r/min
之间；用小麦联合收割机收割大豆时，一定要把小麦

收割时的 400mm 直径主动轮更换为 200mm 直径，

根据大豆含水量、喂入量、破碎率、脱净率等情况，调

整滚筒转速 [20]。收割机使用硬割台时，收割高度要

保持在 10cm 以上；使用软割台时，收割高度控制在

10cm 以下。为提高种子质量，尽量使用软割台收获

大豆。

3.5　做好种子储藏加工　影响大豆种子储藏寿命

的主要因素是水分、温度、病虫害等 [21]。种子入库

前要把含水量严格控制在 13% 以下。成品种子仓

储期间，要采取防虫、防鼠、防霉变、防雨水渗透等各

种管理措施，防止库存种子质量下降。库存成品种

子要定期检测水分、纯度、发芽率、净度 4 项指标，不

合格的种子不出库。暴晒会导致大豆光泽度变差，

影响商品外观，因此，大豆种子入库前和出库后均不

宜进行长时间暴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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