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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蛋白高产抗病大豆新品种皖豆 39 的选育及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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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皖豆 39 是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以国审高产品种合豆 3 号为母本,高蛋白品种冀豆 12 为父本,经有

性杂交选育而成的大豆新品种。 2016—2017 年参加国家黄淮海南片大豆区域试验,平均产量 2 820. 38 kg·hm - 2,较对

照中黄 13 平均增产 3. 88% 。2018 年参加国家黄淮海南片大豆品种生产试验,平均产量 2 836. 50 kg·hm - 2,较对照中

黄 13 增产 4. 76% 。 经测试,皖豆 39 蛋白含量为 45. 81% ,脂肪含量为 18. 56% ,对 SC3 和 SC7 株系均表现抗病。 2019
年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国审豆 20190017。 其主要特点是优质、高产、抗病耐逆性强,适宜

在山东西南部、河南中南部、江苏和安徽省淮河以北等地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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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ndou 39 is a new soybean variety bred by the Crop Institute of Anhu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through
sexual hybridization with national approval variety Hedou No. 3 as female parent and high protein variety Jidou 12 as male
parent. From 2016 to 2017, Wandou 39 participated in the national southern Huang-Huai-Hai soybean variety trial regional
test, with an average yield of 2 820. 38 kg·ha-1, increased by 3. 88% compared with Zhonghuang 13 (CK). In 2018, it
participated in the national southern Huang-Huai-Hai soybean variety trial production test, with an average yield of
2 836. 50 kg·ha - 1, 4. 76%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K. The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tein content of Wandou 39 was
45. 81% and fat content was 18. 56% . And it was resistant to both SC3 and SC7 strains. In 2019, it was approved by the
National Crop Variety Approval Committee with the approval number of 20190017. Its main characteristics are high quality,
high yield and strong stress resistance. It is suitable for being planted in areas including southwestern Shandong, central and
southern Henan, the north of Huaihe river in Jiangsu and Anhui.
Keywords: soybean; Wandou 39; high protein; high yield; breeding; cultivation

　 　 黄淮南部地区是我国黄淮海区域种植面积最

大的大豆产区[1],常年种植大豆面积 200 万 hm2左

右,同时也是我国高蛋白大豆的适宜生态区,是国

人食用大豆的主要来源地[2]。 王大刚等[3] 统计分

析发现,2008—2018 年黄淮海南部国审大豆品种仅

有 1 个是高蛋白品种(蛋白含量≥45. 00% ),2 个蛋

脂双高(蛋脂含量≥63. 00% ),难以满足黄淮南部

地区市场对高蛋白优质大豆的需求。 此外,黄淮南

部地区近年来降雨等气候异常现象明显增多,大
豆生长期间易出现徒长倒伏及旱涝灾害的情

况[4-5] ,同时部分由病毒病导致的大豆“症青”现
象也给大豆产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6-7]。 因此, 提高

品种的抗逆性,选育高产优质抗逆大豆新品种对保

障该地区的大豆生产至关重要。
国审高蛋白高产抗病大豆新品种皖豆 39 是安

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历经 10 余年选育而成,
2019 年通过国家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
国审 豆 20190017 )。 人 工 接 种 大 豆 花 叶 病 毒

(Soybean Mosaic Virus,SMV)株系 SC3 和 SC7 试验

均表现抗病,蛋白质含量高达 45. 81% ,是高蛋白高

产抗病品种。 本文主要阐述该品种亲本选配的思

路和选育过程及相关栽培技术,以期为黄淮南部地

区选育更多的高产优质抗病品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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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亲本特性及选育过程

1. 1　 亲本特性

后代品系的优异表现主要来源于亲本的优良

性状,皖豆 39 的母本是合豆 3 号(图 1),该品种

2003 年参加国家黄淮海南片大豆试验并通过国家

审定,在生产试验中比对照中豆 20 增产 10. 23% ,
居参试品系第一位,增产极显著,抗倒伏、对 SMV 表

现抗病[8]。 在安徽太和、五河和阜南等地对合豆 3
号进行示范推广测产表明,合豆 3 号产量最高可达

4 725. 00 kg·hm - 2,具有高产稳产特点[8]。 父本冀

豆 12 是传统育种技术应用突破与创新的成果,该
品种打破了大豆蛋白质与产量的负相关性,蛋白质

含量 46. 48% ,产量最高达 4 905. 00 kg·hm - 2,对病

毒病、霜霉病、干旱和涝渍等生物非生物逆境胁迫

的综合抗性表现优异[9] 。 皖豆 39 的高蛋白高产抗

病特性是对其父母本优良性状的继承和整合,也进

一步表明亲本的互补可以实现大豆产量、品质和抗

性 3 个性状的融合,从而选育出一个全新的优异

品种。

图 1　 皖豆 39 选育系谱

Fig. 1　 Genetic pedigree of Wandou 39

1. 2　 选育过程

2008 年夏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蒙

城综合试验站配制杂交组合蒙 08-76(合豆 3 号 ×
冀豆 12)F0;2009 年夏种植 F1,结合父母本的表型,
田间去杂后于当年冬季在海南三亚南滨农场加代

繁殖 F2;2010 年夏种植 F3并淘汰部分田间表现较差

的单株;2011 年种植 F4,通过田间表型鉴定和实验

室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方法优选 F4 代高产高蛋白

的优异单株。
2012 年夏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皖北创新科技

园龙亢农场种植 F5并形成品系,命名为皖豆 39。 于

2013—2015 年开展布点及田间品系比较试验、实验

室品质测定试验和温网室抗 SMV 接种鉴定试验;田

间多年多点比较试验优选各个试点均增产,无明显

病虫害,且产量和综合农艺性状优良的优异品系。
温网室接种 SMV 株系 SC3 和 SC7,感病对照品种为

南农 1138-2,主要考察接种操作和环境条件是否能

使感病品系充分发病[10-11]。 对于表现中感及以下

的品系直接淘汰,表现中抗及以上的品系进行二次

接种鉴定,对两次结果的抗性均在中抗以上水平的

进行保留。
将田间产量试验、品质测定和抗性鉴定结果进

行汇总,精选优异品系,于 2016—2017 年参加国家

黄淮海南片大豆区域试验,2018 年参加国家黄淮海

南片大豆生产试验;2019 年完成国家品种试验程序

并通过审定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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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特征特性

皖豆 39 为黄淮海夏大豆品种,株型收敛,有限

结荚习性。 株高 82. 6 cm,主茎 16. 6 节,有效分枝

1. 7 个,底荚高度 17. 5 cm,单株有效荚数 39. 1 个,
单株粒数 76. 1 粒,平均单株粒重 17. 4 g,大籽粒,百
粒重 24. 1 g。 卵圆形叶片、紫花、灰毛,籽粒椭圆形,
种皮黄色、无光泽,种脐褐色。 夏播生育期平均

102 d,比对照中黄 13 晚熟 7 d。 经南京农业大学国

家大豆改良中心接种鉴定,对 SMV 流行株系 SC3 和

SC7 表现抗病。

3　 产量表现

3. 1　 区域试验

2016 年参加国家黄淮海南片大豆区域试验,最
高点增产幅度达到 10. 16% ,12 个试点平均产量

2 824. 65 kg·hm - 2,比对照中黄 13 增产 0. 24% 。
2017 年参加区域试验,10 个参试点增产,其中安徽

龙亢、江苏灌云、山东菏泽和济宁等 4 个试点增产均

超过 10. 00%,最高增产幅度达到 13. 79%;全部 11 个

试点平均产量 2 816. 10 kg·hm -2,比对照中黄 13 增产

7. 24%(表 1)。 两年平均产量为2 820. 38 kg·hm -2,比
对照中黄 13 平均增产 3. 88% 。

表 1　 2017 年皖豆 39 区域试验产量结果

Table 1　 Yield result of regional test in 2017

试验地点

Test location

皖豆 39

Wandou 39 / (kg·hm - 2)

对照

CK / (kg·hm - 2)

增产率

Yield increase rate / %

安徽龙亢 Longkang Anhui 2749. 95 2416. 69 13. 79

山东菏泽 Heze Shandong 3111. 15 2755. 67 12. 90

江苏灌云 Guanyun Jiangsu 3319. 50 2941. 78 12. 84

山东济宁 Jining Shandong 3241. 65 2933. 35 10. 51

江苏淮安 Huaian Jiangsu 2772. 30 2619. 58 5. 83

江苏徐州 Xuzhou Jiangsu 2844. 45 2688. 77 5. 79

安徽阜阳 Fuyang Anhui 2430. 60 2299. 96 5. 68

山东临沂 Linyi Shandong 3038. 85 2881. 79 5. 45

安徽宿州 Suzhou Anhui 2386. 05 2263. 80 5. 40

河南驻马店 Zhumadian Henan 2822. 25 2713. 96 3. 99

河南周口 Zhoukou Henan 2260. 50 2371. 98 - 4. 70

平均 Average 2816. 10 2625. 98 7. 24

3. 2　 生产试验

2018 年参加国家黄淮海南片大豆品种生产试

验,在 6 个试点中,皖豆 39 全部增产,其中山东济宁

试点产量最高,为 3 583. 50 kg·hm - 2,平均产量达到

2 836. 50 kg·hm - 2,较对照中黄 13 增产 4. 76%
(表 2)。

表 2　 皖豆 39 生产试验产量结果

Table 2　 Yield result of production test

试验地点

Test location

皖豆 39

Wandou 39 / (kg·hm - 2)

对照

CK / (kg·hm - 2)

增产率

Yield increase rate / %

安徽龙亢 Longkang Anhui 2710. 50 2444. 31 10. 89

安徽宿州 Suzhou Anhui 2643. 00 2593. 46 1. 91

河南驻马店 Zhumadian Henan 2992. 50 2967. 87 0. 83

江苏徐州 Xuzhou Jiangsu 2638. 50 2522. 95 4. 58

山东菏泽 Heze Shandong 2448. 00 2405. 90 1. 75

山东济宁 Jining Shandong 3583. 50 3308. 25 8. 32

平均 Average 2836. 50 2707. 62 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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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品质性状

经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测定,皖
豆 39 籽粒粗蛋白(干基)含量为 45. 81% ,粗脂肪(干
基)含量为 18. 56% ,蛋脂总量 64. 37% ,属于高蛋白

大豆品种。

5　 适应区域

皖豆 39 适应区域较广,可在山东西南部(如菏

泽、济宁、临沂等)、河南中南部(如驻马店、周口、商
丘等)、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区(如徐州、淮
阴、宿州、亳州、阜阳等)夏播种植。

6　 栽培技术要点

6. 1　 适时播种

皖豆 39 属于中晚熟高蛋白品种,适宜播种期为

6 月上中旬,不宜过早或过晚,播种前可利用种衣剂

进行拌种,要足墒播种,保证一播全苗。 5 月底—6 月

初小麦收获后及时灭茬整地,一般可选用旋耕、施
肥、播种、镇压一体机。
6. 2　 合理密植

适当密植可提高大豆产量,但要注意防止倒伏。
一般中等肥力田块播种行距 35 cm,株距 12 cm,深度

3 cm,密度为 25 万 ~ 28 万株·hm - 2,高肥力田块种植

密度为 22 万 ~ 25 万株·hm - 2,低肥力田块种植密度

为 28 万 ~ 32 万株·hm - 2。
6. 3　 水肥管理

中低肥力田块播种前施足底肥,以农家肥、有机

肥为主,辅以氮磷钾复合肥。 农家肥、有机肥 25 ~
30 t·hm - 2,氮磷钾复合肥 300 ~ 350 kg·hm - 2。 花荚

期根据实时情况,结合病虫害防控,适当追施 1 ~ 2 次

叶面肥,并进行合理化控。
生长季节加强田间管理,7 月下旬—8 月上旬花

荚期如遇涝害,及时进行排水。 8 月中下旬大豆鼓粒

期,如遇干旱无雨,应及时浇水,促进鼓粒进而保证

粒重。
6. 4　 病虫害防控

皖豆 39 对病害及涝渍等生物和非生物逆境协迫

综合抗性优良,苗期重点防治菜青虫、蚜虫,用 10%吡虫

啉可湿性粉剂150 ~300 g·hm -2,兑水400 ~600 kg·hm -2

喷雾;花荚期防治大豆卷叶螟、斜纹夜蛾和蚜虫等,
可用 1% 阿维菌素乳油 2 000 ~ 3 000 倍液、20% 快

杀灵 400 倍液等药剂;对点蜂蝝蝽、粉虱等可能造成

大豆“症青”及传播病毒的刺吸性虫害防控,宜采用

大面积统防统治,防止“症青”产生;鼓粒期防治豆

荚螟和大豆食心虫,可用 20% 氰戊菊酯乳油 300 ~
500 mL·hm - 2喷雾。

6. 5　 及时收获

当植株叶片全部脱落,豆荚脱水干燥,摇晃植株

有明显响声时,根据天气状况及时收获,确保丰产

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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