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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明确吉林省不同年代育成大豆品种产量及品质性状的变化趋势，对吉林省 1923-2015 年期

间育成的 368 个大豆品种进行了农艺性状和品质性状的演变分析。结果表明：吉林省 92 年来育成的大豆品

种随着年代推移育成数量逐渐增加，2000 年以后育成品种达 238 个。在品种改良过程中，产量、百粒重、

油分含量呈增加趋势，增幅分别为每年 0.92%、0.07%和 0.03%；蛋白质含量、油份蛋白总量及生育期呈下

降趋势，降幅分别为每年 0.04%、0.05%和 0.02%。品种区域试验的平均产量由 1923 年的 1743.1 kg/hm2 增

至 2015 年的 2951.7 kg/hm2，其中油份含量≧22%的有 69 个，蛋白质含量≧44%的有 23 个，特用型品种

37 个。通过对这些品种的主要农艺性状和品质性状进行比较，分析其演变趋势，解析品种更替的原因，为

今后新品种选育提供参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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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pinpoint the change trend of yield and quality of soybean varieties 

released during different stages, the evolution of agronomic and quality traits of 368 soybean 

cultivars released during 1923-2015in Jilin Province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the 

number of soybean cultivars released during 92 years gradually increased as time went on, the 

number of soybean cultivars released since 2000 has been up to 238. In the process of breeding 

improvement, yield, 100-seed weight and oil content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by 0.92%, 0.07% 

and 0.92% per yearrespectively; protein content, total content of protein and oil, and growth 

period are on the declineby 0.04%, 0.05% and 0.04% per year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yield of 

variety regional test increased from 1743.1 kg/hm2 in the early 1923 to 2951.7 kg/hm2 in 2015, of 

which, oil content of 69 cultivars ≧22%, protein content of 23 cultivars ≧ 44%,37 special type 

cultivars. Learning the breeding experiences of these cultivars, analyzing their agronomic traits 

would provide us good references and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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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产量和品质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品种改良[1]。大豆品种通过遗传改良可增强倒伏性，

提高耐逆性和抗病性，增加光合利用率并促进营养元素的吸收，从而提高品种的产量和品质。

产量的增长来自于遗传改良和栽培技术水平的提高, 其中遗传改良是主导因素[2]。近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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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遗传改良对大豆产量贡献较大，并且使大豆产量不断提高。世界大豆

品种产量随着育成年代推进呈显著增加的趋势。Vodeng 等对加拿大 58 年内(1934 年-1992

年)推广的不同熟期组大豆品种进行遗传改良分析指出，1976 年以前产量以 0.5%的速度增

长，而 1976 年以后，以每年 0.7%的速度增长。在美国的中北部 1902 年至 1977 年，大豆因

遗传改良而使产量每年以 10-21kg/hm2 的速度递增，产量增加的 79%是由于基因改良的结果
[3]。Karmakar 等研究发现，从 1969 年至 1993 年，印度大豆的产量平均每年增加 22 kg/hm2[4]。

Boerma 对在 1942-1973 年间推广的 18 个不同熟期组的美国南部品种进行对比发现，产量每

年以 0.7%(13.7kg/hm2)的速度增长[5]。我国近百年的大豆育种同样使大豆产量及相关性状得

到很大的改进。赵团结得出从 1923 年以来我国大豆品种的产量以平均每年 1.5-2.0%的速度

增长，产量增长的主导因素是遗传改良[6]。崔章林等对中国 1923-1995 育成的 651 个大豆品

种的性状演变特点进行分析，表明新品种在抗倒伏性、丰产性等方面得到不断改善[7]。 

从大豆品种志中可以发现，吉林省育种工作已开展了 80 余年。选育出一大批适于不同

生态区域推广种植的各类大豆新品种，推动了吉林省的大豆生产。本文通过分析吉林省 75

年来育成品种数量及已审(认)定的大豆品种产量和品质的变化趋势，探讨在区域试验中产量

潜力较高和蛋白质、脂肪含量优异的品种，以期为大豆优良品种的选育和改良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923～2004年数据来自张子金主编《中国大豆品种志》，胡明祥主编《吉林省农作物品

种志(1963～1986)》，胡明祥、田佩占主编《中国大豆品种志(1978～1992)》，邱丽娟、王

曙明主编《中国大豆品种志(1993～2004)》[8-11]。2005～2015年资料来自品种选育报告。产

量、百粒重、生育期及各品质性状等均来自以上品种志和选育报告，对于品种志和选育报告

中缺失数据，均不做统计。共统计大豆品种368个。 

1.2 数据分析 

将育成品种数据分为1949年以前、1950-1959、1960-1969、1970-1979、1980-1989、

1990-1999、2000-2009、2010-2015等8个阶段。采用DPS7.05对试验数据进行分析，使用

Excel2003作图。分析1923-2015年大豆品种各主要性状的变化趋势，以性状表现为因变量，

年份为自变量，以逐步回归的方法求出每个性状的直线回归方程，用回归图表示其变化趋势。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年代育成品种数量变化 

吉林省不同年代育成品种的数量变化见表 1，吉林省 92 年来共育成 368 个品种，20 世

纪 70 年代前育成品种较少，由于 60 年代杂交选育手段迅速应用，因此 70 年代育成品种速

度逐步加快，在 21 世纪初、发展迅猛，育成品种达 150 个。随年代推移育成品种数目不断

增加。这些品种中油份含量≧22%的有 69 份，蛋白质含量≧44%的有 22 份。 

表 1. 吉林省不同年代大豆育成品种的基本特征 

育成年代 

（年） 

品种数 

(个) 

油份含量 

(%) 

蛋白含量 

(%) 

蛋白油份总和 

(%) 

产量 

(kg/ hm2) 

百粒重 

(g) 

生育日数

（d） 

1949 以前 5 21.36±1.03 40.34±1.18 62.7±1.13 1881.0±163.66 18.0±3.39 124±3 

1950-1959 9 20.77±0.97 41.46±1.86 60.89±1.35 1871.7±321.58 20.2±3.27 125±6 

1960-1969 8 21.06±1.12 40.90±1.06 61.79±2.01 1876.3±157.58 18.3±2.31 126±4 

1970-1979 32 20.75±1.48 40.17±2.59 61.05±2.87 2343.1±241.1 18.8±1.6 123±6 

1980-1989 26 20.21±0.75 41.37±1.53 61.58±1.41 2298.2±326.8 19.8±3.0 121±6 



1990-1999 50 19.93±1.42 41.71±1.99 61.64±1.57 2462.3±278.4 20.1±2.3 124±6 

2000-2009 150 20.68±1.41 40.09±3.40 60.77±2.94 2825.4±395.1 19.8±3.7 125±9 

2010-2015 88 21.01±1.59 38.61±2.33 59.62±1.53 2888.8±472.9 18.3±4.4 123±6 

2.2 不同年代育成品种产量变化 

高产一直是国内外育种的主攻方向，今后也是育种的重要内容[12]。对不同年代育成品

种的产量表现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大豆产量在各个阶段一直处于增加趋势（图1），随

育成年代的推进产量显著增加。根据回归方程计算，通过品种的遗传改良，产量从1923年的

1743.1 kg/ hm2增至2015年的2951.7 kg/hm2，增加了69.34%，平均每年增加16.11kg/ hm2，产

量的遗传进度为0.92%，体现了育种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其中，吉农34生产试验产量最高为

3678.80 kg/ hm2，这表明吉林省大豆育种可以选育出具有高产量潜力水平的品种。 

 

图 1. 不同年代育成品种产量的变化 

2.3 不同年代育成品种百粒重的变化 

百粒重是大豆产量构成的要素之一[13]，由图2可以看出大豆品种百粒重基本没有变化，

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平均值19.2g左右。百粒重与育成年代呈正相关但不显著（图2）。

根据回归方程计算，92年来百粒重增加了5.07%，平均每年增加0.07%。吉黑四号百粒重最

大为31.4g，最小的是吉科豆10为7.9g。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上出现百粒重差别较

大的特用型大豆，比如芽豆、毛豆、纳豆等等。所以，现在百粒重呈现不同的差异性，因此

百粒重没有随着产量增加而显著增长。 

 

图 2. 不同年代育成品种百粒重的变化 



2.4 不同年代育成品种蛋白质和油份含量的变化 

大豆子粒中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和脂肪, 其含量的高低是大豆品质优劣的主要标志, 决

定大豆产量和品质的关键因素[14]。对368个品种的蛋白质含量和油份含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表明，蛋白质含量与审定年份呈负相关但不显著（图3）；脂肪含量随育成年代的推进增加

但不明显，与品种审定年份呈正相关但亦不显著（图4）。根据回归方程计算，92年来蛋白

质含量降低了2.88%，平均每年降低0.04%；脂肪含量增加了2.26%。对2者之和进行分析结

果表明，蛋白质和脂肪含量总和与育成年代呈显著负相关（图5），通过回归方程计算，总

和含量降低了3.17%，平均每年降低0.05%。从40年代起，大豆品质的变化是蛋白质含量在

90年代以前一直在缓慢增加，到90年代后有下降的趋势，脂肪含量在60年代到90年代是逐渐

增加的，到90年代有少许下降，蛋白质脂肪含量的总和在90年代前变化不是很大，在90年代

后略呈下降趋势。 

 

图 3. 不同年代育成品种蛋白质含量的变化 

 

图 4. 不同年代育成品种份含量的变化 

 



 
图 5. 不同年代育成品种油份与蛋白质含量总和的变化 

2.5 不同年代育成品种生育日数的变化 

生育日数的增加，能延长作物光合作用时间，有利于作物产量的提高和品质的改善，对

品种选育及科学引种具有重要意义[15]。对生育日数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生育日数与育

成年代呈负相关但不显著（图6）。根据回归方程计算结果得出，大豆品种的生育日数呈缓

慢缩短的趋势，从1940年代的125天减值至2015年的123天，减少了1.6%，60年代育成品种

的平均生育日数最长（126d），80年代最短（121d）。 

 

 

图 6. 不同年代育成品种生育日数的变化 

2.6 不同年代育成品种各性状的相关性 

不同年代育成品种各性状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表2），产量与油份含量、百粒重、生

育日数均呈极显著正相关，而与蛋白质含量和蛋白油份之和呈极显著负相关。这表明百粒重

是影响产量构成的重要因子之一；随着生育日数的延长产量一般增加，即早熟品种产量较晚

熟品种产量要低，适当延长大豆生育日数有利于大豆产量和品质的提高[15]；育种目标针对

提高蛋白含量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产量下降，而育种目标针对选育高油品种时可能同时得到

产量较高的品种。蛋白质含量与油份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即高油品种一般蛋白较低；而高

蛋白品种一般油份较低。蛋白油份之和与蛋白质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而与油份含量相关不

显著，表明总和含量主要受蛋白含量影响。生育日数与百粒重呈极显著正相关，说明晚熟品

种相对早熟品种百粒重也偏高。油分含量与百粒重呈极显著正相关，说明大粒种子的含油量

较高。总体来看，在遗传改良过程中，产量、百粒重和油份含量呈上升趋势，蛋白质含量、

蛋白油份含量总和、生育日数呈下降趋势。 

 



表 2 不同年代育成品种各性状的相关系数 

  油份含量 蛋白质含量 油份蛋白之和 产量 生育日数 

蛋白质 -0.49**     

油份蛋白之和 0.06 0.87**    

产量 0.18** -0.23** -0.15**   

生育日数 0.02 -0.1 -0.09 0.33**  

百粒重 0.16** 0.02 0.12* 0.28** 0.3** 

3讨论与结论 

吉林省 1923-2015 年间共育成 368 个大豆栽培品种，通过对这些大豆品种的产量性状和

品质性状的分析发现，随着年代推移丰产性不断提高，并且向优质、专用、特用型品种多元

化方向发展。在大豆品种产量的提升过程中，固然是遗传改良和栽培条件改善的共同结果，

但一般遗传改良是主导因素[16]。与此同时优异的亲本材料也为选育优良品种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大豆育种的实质是连续地从不同的祖先亲本中积累目标性状的增效基因，而淘汰减效

基因[17]。在亲本来源上，不断利用最新育成的优质高产多抗广适新品种（品系），拓宽了大

豆遗传基础；重视特异种质资源的利用，挖掘优异基因，创制育种中间材料。 

大豆品种演替过程中农艺性状的变化趋势，既反映了人们在一定育种目标下运用育种技

术实现的客观效果，也预示着育种发展方向
[18]

。吉林省近 15 年来育成并审定推广 50 余个

高油大豆品种（表 3），为吉林省高油大豆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在目前进口大豆

占绝对优势的新形势下，国产大豆将主要用于食用或食品加工。因此，大豆育种目标需做较

大调整。同时要选择抗性好的品系，增强品种的适应性，也能达到延长推广年限的目的。在

试验中适当增加试验小区的面积，能突显品种优势，适当多点交叉多重复选育品种，能有效

增强品种的适应性，从而缩短育种年限。 

表 3 吉林省不同年代育成优质大豆品种情况 

 年代 高油品种数量（≧22%） 高蛋白品种数量（≧44%） 

1949 以前 2 0 

1950-1959 0 0 

1960-1969 2 0 

1970-1979 9 0 

1980-1989 0 1 

1990-1999 4 6 

2000-2009 30 14 

2010-2015 22 1 

近年来，农业大数据已带来了农业科学研究革新的新起点。研究大豆在遗传改良过程中

产量及农艺性状的变化，应注意选用的品种具备一定的代表性，而且是在该区域推广的品种，

保证一定品种的数量[19]。本文选用的材料为品种志中记载品种，通过对这些信息丰富的大

数据材料进行分析和整合，可更好的探求其潜在的价值与关联，大大增加优良性状的辨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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