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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适高产稳产大豆濉科 8号
张启祥 1　李　凯 2　纪永民 3　张存岭 3

（1 安徽省濉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濉溪 235100；2 江苏省南京农业大学，南京 210095； 
3 安徽省濉溪县科技开发中心，濉县 235100）

摘要：利用中豆 20× 平 99016 人工杂交、系谱法选育的濉科 8 号，聚合了国内外多个骨干亲本的优异性状基因，品质、抗

性与近 10 年通过皖审、国审的普通大豆相当。是一个高产、稳产性突出，适应性广的大豆新品种，通过双国审，适宜黄淮南片、

长江流域和安徽江淮淮北夏播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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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起源于中国，至今已有 5000 多年的种植

历史。是蛋白质、油脂及保健活性物质的重要来源。

在比较效益低、加工能力扩大和消费水平提高等因

素的影响下，中国大豆产量大幅下降、消费量激增的

矛盾突出 [1]。从 1995 年开始我国成为大豆进口国，

此后进口量节节攀升，对外依存度屡创新高，2016
年增至 86.7%。中国大豆种植区主要分布在 3 个区

域：东北区、黄淮海区、南方区。长江流域是我国食

用大豆主产区，黄淮海区是第二大主产区，近年来面

积稳定在 250 万 hm2 左右，约占全国的 35% ；总产

量维持在 500 万 t，约占全国的 30%。

大豆属喜温短日照作物，对光照和温度敏感。

我国大豆存在南北跨度大、生态条件复杂、品种适应

范围窄、病虫害较多、单产低、品质差等突出问题 [2]。

丰产、稳产及适应性分析是品种审定、引种的主要依

据 [3]。濉溪县科技开发中心选育的双国审大豆品种

濉科 8 号兼具广适、高产稳产、抗性强等特点，全面、

客观地评价其丰产、稳定及适应性，为推广应用和科

研部门研究利用提供依据。

1　亲本来源及品种选育
1.1　母本　中豆 20 聚集了国内外多个亲本的优

良性状，集高产稳产、抗性强、广适等优良特性于一

身，是黄淮海大豆育种的骨干亲本 [4-5]，2000 年前曾

是安徽省大豆品种区域试验的对照品种。其母本

中豆 19 系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以暂编

20×1138-2 为母本，南农 491-1×徐州 424 为父本

杂交选育而成的夏大豆新品种，具有喜肥耐涝、抗

旱、抗倒、抗裂荚、适应性广、早熟、高产稳产等优点，

1987-1989 年分别在安徽、河南、湖北省审定。其父

本豫豆 8 号是从郑 74046 品系与尖叶桥梁亲本自然

增产 3.9%。

4　栽培技术要点
4.1　适时播种，合理密植　河南省夏播，6 月 15 日

前播种。丰德存玉 11 株叶型紧凑，下部叶片平展，

上部叶片上冲，株高穗位适中，耐密抗倒性较好，适

宜播种密度 65000 株 /hm2。

4.2　加强田间管理　一般选用玉米专用增加含量

复合肥 600~750kg/hm2 作为底肥随种子一同施入土

壤。出苗前喷施玉米专用除草剂防治杂草，适时定

苗，遇旱及时浇水，大喇叭口期防治玉米螟。

4.3　适时收获　玉米籽粒乳线消失，尖端出现黑层

时为生理成熟期。在气候条件允许情况下适当晚收，

可以充分利用光热资源，保证籽粒充分灌浆，增加粒

重，提高籽粒品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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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株的杂种后代中系谱法育成的窄叶型大豆新品

种 [6]，具有高产、优质（双高）、抗病、抗倒、耐旱涝、成

熟早、适应性广等优良特性，高抗花叶病毒病，1988
年、1990 年分别通过河南省及国家审定，适宜黄淮

海地区种植。以中豆 20 为亲本，在江苏、安徽育成

审定有 6 个品种。

1.2　父本　平 99016（平豆 2 号）是平项山市农业

科学院从中豆 20 自然变异中定向选择育成的高产

稳产、高抗广适大豆品种，2007 年通过河南省审定

（豫审 2007002）。在河南省大豆区试中，产量连续 
2 年居参试品种第 1 位。平 99016 来自中豆 20，但
与中豆 20 在熟期、分枝数、长势、结荚性、荚形、粒

形、脐色等方面差异明显 [7]。以平 99016 为亲本，相

继育成 2 个国审品种。

1.3　选育方法和过程

1.3.1　优化杂交育种方式　优种质，异地配　选择

综合农艺性状优良或典型性状较突出的品种或品系

作为杂交亲本，按照亲本之间主要性状能够互补的

原则，进行跨省亲本配置。

大群体，适密度　多配多选，早期世代单粒点

播、稀植，晚期世代密植。

变换地，穿梭育　多点鉴定高代材料的丰

产性、抗逆性，在海南等地对杂交材料进行加代、 
选择。

强胁迫，严选择　自然偶遇或人为制造胁迫条

件，对可能给生产造成严重减产的不良性状实行一

票否决。田间目测评分结合室内考种选择优良株系、

品系。

1.3.2　选育过程　1994 年配制杂交组合中豆 20×
平 99016；1995 年去伪劣杂交种，获得 F1；1997-
2004 年（F3~F9）系 谱 法 定 向 选 择；2005-2007 年

（F10~F12）进行株系、品系鉴定；2008 年稳定出圃，

代号 SK2000-8。2008 年参加安徽省夏大豆预试，

2009-2010 年参加安徽省区域试验，2011 年参加安

徽省生产试验。2014-2016 年参加长江流域早中熟

组国家区试、生产试验。2016-2017 年和 2018 年参

加黄淮南片国家区试、生产试验。先后通过安徽省

和两个区域（黄淮南片、长江流域）国家审定，审定

编号分别为：皖豆 2012003 和国审豆 20180031、国
审豆 20190014，是 2010 年以来通过两个区域以上

国家审定的两个品种之一。

2　品种表现
2.1　生物学特性　濉科 8 号株型收敛，有限结荚。

卵圆叶，白花，灰毛。籽粒椭圆形，种皮黄色、微光，

脐浅褐色。生育期 101~106d，株高 48.6~77.3cm，

主茎 13.4~16.8 节，有效分枝 2.1~3.7 个，底荚高

11.0~17.2cm，单株结实荚数 40.4~55.1 个，单株粒

数 93.6~123.3 粒，单 株 粒 重 16.9~19.2g，百 粒 重

15.5~16.8g。从黄淮南片至长江流域，生育期缩短，

株高、底荚高降低，主茎节数减少，有效分枝增加，单

株实荚、粒数、粒重增加，百粒重升高。

2.2　品质及抗性　品质　蛋白脂肪含量是大豆

品质育种的重要指标 [8]。濉科 8 号在安徽江淮淮

北和长江流域、黄淮南片区域试验中，粗蛋白含量

40.22%~42.67%，低于对照，粗脂肪含量 19.13%~20.70%，

高于对照，属普通夏大豆。濉科 8 号粗脂肪含量比皖

审大豆、普通大豆和长江流域国审普通大豆分别高

0.12、0.45和0.36个百分点；粗蛋白含量比黄淮国审豆、

普通大豆高 0.94、0.85 个百分点；蛋脂合计比黄淮、长

江流域普通大豆高 0.65、0.23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

濉科 8 号与近 10 年皖审、国审同类型大豆品质相当。

抗性　近年来，由于全球变暖及气候异常，大豆

病害在全国各产区普遍发生，其中以花叶病、灰斑病

危害较为广泛，单产提高受阻。经南京农业大学国

家大豆改良中心防蚜网室内人工接种鉴定，濉科 8
号 SC3 病情指数 18%~44%，抗性表现为中感 - 中抗；

SC7 病情指数 5%~40%，表现为中感 - 抗；花叶病抗

性优于对照。病土盆栽法鉴定，濉科 8 号 SCN1 寄生

指数 135.3%~157.0%，SCN2 寄生指数 120.64%，表现

为高感，对孢囊线虫病抗性不如对照。

2010 年委托山西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鉴定，濉

科 8 号抗旱系数 0.8475，抗旱指数 0.716，属中高抗

旱品种（标准抗旱指数为 0.5584）；HRF 42.35%，对

光周期反应较敏感。王大刚等 [10] 试验研究表明：濉

科 8 号在防虫温网室中盆栽条件下，SC15 病情指数

为20%，抗病毒病15号生理小种。与近10年的皖审、

国审大豆相比，濉科 8 号抗性中等。

3　产量表现
濉科 8 号在安徽江淮淮北和长江流域、黄淮南

片参加区域试验、生产试验中，每 hm2 产量范围为

2576.1~3300.0kg，较对照增产 3.32%~20.72%，区试

较平均产量增产 3.23%~12.25%，多数年份产量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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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超过 3000kg/hm2。王路路等 [9] 试验研究表明：濉

科 2000-8（濉科 8 号）晚播减产幅度较小，适宜在

安徽淮北地区救灾补种。

4　丰产稳产及适应性分析
产量是农作物品种最重要的性状之一。这里

以 2010 年安徽省区试 A 组、2016 年长江流域区试

早中熟组和 2017 年黄淮南片区试 B 组产量数据为

主体，对濉科 8 号的丰产、稳产和适应性进行分析。

2010 年安徽省区试 A 组参试品种 11 个，7 点（蒙

城、阜阳、宿州、太和、明光、凤台、濉溪）汇总；2016
年长江流域区试早中熟组参试品种 14 个，8 点（合

肥、铜陵、襄阳、武汉、黄冈、永川、九江、常德）汇总；

2017 年黄淮南片区试 B 组参试品种 16 个，12 点（阜

阳、龙亢、宿州、商丘、周口、驻马店、灌云、淮安、徐

州、菏泽、济宁、临沂）汇总。

4.1　丰产性　离优度是指某品种在各试点比最

佳品种的减产值平均数，离优度较小，说明该品种

在各试点产量普遍较高。濉科 8 号在上述 3 区试

中，离优度分别为 0.153kg/12m2、0.389kg/12m2 和

0.371kg/12m2，相当于 127.3kg/hm2、324.1kg/hm2 和

309.0kg/hm2，不仅小于参试品种的平均值，也小于对

照种，说明濉科 8 号在各试点的产量普遍较高。

在 59 点次国家区域试验、生产试验中，濉科

8 号 33 点次产量超过 3000kg/hm2，占 55.9%。与

2012-2019 年皖审和 2010-2019 年同区域国审大豆

相比，濉科 8 号区试产量较对照增幅比皖审豆、普通

大豆和黄淮国审豆分别高 7.38、7.05、0.79 个百分

点，且是皖审豆中增幅最高的；生产试验比黄淮和长

江流域国审豆、普通大豆增幅高 0.63~2.81 个百分

点，这说明在近 10 年皖审、国审同类型大豆中，濉科 
8 号产量处中上等水平。

4.2　稳产性　标准差、变异系数反映一组数据的离

散程度，某品种区域试验产量标准差、变异系数小，

说明该品种在不同试点的产量差异小，即稳产性好。

高稳系数综合了丰产、稳产性两个因素，高稳系数

越大，表明品种的高产稳产性越好。濉科 8 号在上

述 3 区试中，标准差、变异系数同时低于参试品种平

均值，高稳系数不仅高于参试品种平均值，还高于对

照，说明濉科 8 号高产稳产性突出。

4.3　适应性　以参试品种在各试验点的平均产量

为因变量，各试点全部供试品种的平均产量（环境

指数）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回归系数的大小

来度量品种的适应性。上述 3 区试，除安徽省区试

2 品种外，参试品种的相关系数大于显著水平临界

值，回归系数可靠。濉科 8 号回归系数黄淮南片 <
安徽江淮淮北 <1< 长江流域，长江流域和安徽江淮

淮北略低于对照。说明濉科 8 号在黄淮南片和安徽

江淮淮北对环境反应迟钝，在不同环境条件下都能

获得相对好的收成；在长江流域具有平均适应性，优

于对照。

在 81 点次安徽江淮淮北、长江流域和黄淮南片

区域试验、生产试验中，濉科 8 号 61 点次较对照增产，

增产点率 78.3%~100.0%，平均 87.65% ；区试较平均产

量增产点率 58.3%~88.9%。品种审定公告显示：濉科

8 号适宜在山东南部、河南南部、江苏徐淮、安徽沿淮

淮北和长江流域的湖北中南部、重庆西部、湖南北部、

河南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部地区夏播种植，主体

纬度 29~35.5°N，横跨 102~120°E，应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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