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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大豆新品种庆豆１３的推广应用，本文对其选育过程、特征特性、产量表现及栽培技术进行了介

绍。大豆品种庆豆１３是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庆分院于２００３年以黑抗００２２４为母本、农大５１２９为父本，

经有性杂交系谱法选育而成，品系编号为庆农０７１１１５。该品种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参加黑龙江省区域试验，１０点

次全部增产，年均产量２５３６．５ｋｇ·ｈｍ
２，较对照品种嫩丰１８增产１０．７％；２０１２年参加生产试验，５点次全部

增产，平均产量２２４７．３ｋｇ·ｈｍ
２，较对照品种嫩丰１８增产１１．２％。２０１３年通过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

员会审定推广（黑审豆２０１３００７）。蛋白含量为４１．０６％，脂肪含量为２１．０９％，蛋脂总含量６２．１５％；抗

ＳＣＮ１号、３号、４号和１４号生理小种；该品种具有抗胞囊线虫病、高油、高产、稳产等特点。

关键词：大豆；庆豆１３；抗胞囊线虫；高产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３２０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农业科技创新工程（２０１７ＺＣ１７）；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ＣＡＲＳ００４ＣＥＳ０７）；黑龙江

省科技厅重点研发项目（ＧＡ１８Ｂ１０１）；黑龙江省百千万工程

科技重大专项（２０１９ＺＸ１６Ｂ０１）；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业

科技创新跨越工程”专项（ＨＮＫ２０１９ＣＸ０１）。

第一作者：于吉东（１９８２－），男，硕士，助理研究员，从事大豆

种质资源创新研究。Ｅｍａｉｌ：ｙｕｊｉｄｏｎｇ６６６＠１２６。

　　大豆胞囊线虫病是由大豆胞囊线虫（Ｓｏｙ

ｂｅａｎＣｙｓｔ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ＣＮ）侵染引起的，是危害

世界大豆生产的重要病害之一。ＳＣＮ大面积发

病，会造成大豆减产甚至绝收。在美国，因ＳＣＮ

造成的损失在２００４和２００５年分别达到３４８和

１９４万ｔ，２年的产量损失超越其他病害，占各种

植物病害引起总损失的２８％。我国大豆胞囊线

虫病主要分布在东北和黄淮海两个大豆主产区，

每年发生面积１５０万ｈｍ２以上，造成巨大的经济

损失［１４］。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发现，利用药剂、灌

溉、施肥、生物防治和轮作等措施对大豆胞囊线虫

病能够起到一定的防治作用，但都有一定的局限

性，例如生物防治在田间防效不稳定，而轮作对于

有限的土地显得不切实际。与上述防治方法相

比，种植抗性品种是防治ＳＣＮ最绿色环保、经济

有效的方法。抗病品种的选择压力必然会造成

ＳＣＮ致病性变异。Ｙｏｕｎｇ等
［５］报道抗病品种连

续种植１０年，田间生理小种类型因为抗病基因对

线虫群体的干预而发生遗传变异。田中艳等［６］连

续种植抗线 ２ 号大豆品种 １３ 年，使原来的

ＳＣＮ３号生理小种变异为４号和１４号生理小种。

于佰双等［７］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盆栽种植抗线虫１～

５号大豆品种，发现ＳＣＮ群体在这些品种上连续

繁殖１０代以后，３号生理小种变为６号小种；而

在灰皮支黑豆、Ｐｅｋｉｎｇ和哈尔滨小黑豆各自连续

繁殖１０代以后，３号生理小种分别变为１０号、

１４号及１５号小种。为有效防治黑龙江省大豆胞

囊线虫病，培育多抗性品种显得尤为重要［８９］。

黑龙江省的ＳＣＮ以３号生理小种为主，因

此，把选育抗３号生理小种兼抗其他小种、高产、

优质的大豆品种做为育种目标。黑龙江省农业科

学院大庆分院大豆研究室基于上述育种目标，选

育出庆豆１３，该品种抗 ＳＣＮ１号、３号、４号和

１４号生理小种，蛋脂双高，耐盐碱，节间短，结荚

密，高产稳产、广适性好，适宜黑龙江省第一和第

二积温带种植。本文简述了庆豆１３的选育过程、

基本特征和栽培技术要点，为其进一步推广应用

提供借鉴。

１　品种来源与选育过程

１．１　品种来源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庆分院以黑抗００２

２４为母本，农大５１２９为父本，经有性杂交，系谱

法选育，抗病基因来自Ｐｅｋｉｎｇ。

母本：黑抗０２２４来自黑龙江省西部地区育

种单位的抗线虫大豆品系，亚有限节荚习性，高抗

大豆胞囊线虫３号生理小种、丰产性好、耐瘠薄、

分枝性强，高大繁茂，但植株抗倒性一般。圆叶，

紫花，株高９１ｃｍ左右，脂肪含量２１．４３％，蛋白

质含量４０．４１％。

父本：农大５１２９来自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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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油高产大豆品系，亚有限结荚习性，长叶，紫花，

株高８５ｃｍ 左右，脂肪含量２３．２６％，蛋白质含

量３８．１４％。品质较好，节间短，荚密，三四粒

荚多，抗灰斑病，秆强抗倒伏，高产，稳产，适应

性广。

１．２　选育过程

２００３年以黑抗００２２４为母本，农大５１２９为

父本有性杂交，收获Ｆ０种子２４粒当年南繁加代，

收获Ｆ１２４株行并在２００４年所内试验地种植Ｆ２

群体，按熟期分组进行单株选择，收获１２６株。

２００５年Ｆ３所内田间病圃进行抗病鉴定、选择，对

农艺性状优良、田间抗性达到中抗以上的株系１３

株进行南繁加代（Ｆ４），２００６年所内病圃种植Ｆ５，

当年收获１０株，２００７年所内病圃对Ｆ６株系结合

抗病鉴定与田间综合评价结果进行决选，其中第

６株行抗病性和丰产性表现突出，结合室内考种，

决选品系编号为庆农０７１１１５，当年进行南繁单

株扩繁用于产量鉴定，２００８年在安达育种基地进

行产量鉴定，２００９年进行品种比较试验与异地鉴

定。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进行黑龙江省区域试验，２０１２

年进行生产试验。完成规定的试验程序，已审定

推广，命名为庆豆１３（黑审豆２０１３００７）。庆豆１３

的系谱树详见图１，系谱树部分资料源于《中国大

豆育成品种系谱与种质基础（１９２３２００５）》
［１０］。

由图１可知，庆豆１３融合了地方品种满仓

金、紫花４号、元宝金、克山四粒荚、黄宝珠、金元、

白眉、四粒黄、蓑衣领、佳木斯秃荚子、海南崖城黄

豆，组合了地方主栽品种丰收１２、合丰２５、抗线虫

４号、抗线虫５号、克交４４３０２０等品种和品系，聚

合了美国抗线虫种质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Ｂｅｄｆｏｒｄ和日本种

质十胜长叶，拓宽了中国抗线虫大豆品种的遗传

背景。

系谱树追溯分析，庆豆１３已知的抗病基因来

源于Ｐｅｋｉｎｇ，美国种质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抗３号生理小

种，Ｂｅｄｆｏｒｄ抗１号、３号和４号生理小种。在产

量综合性状方面，庆豆１３有大面积推广品种合丰

２５、丰收１２及抗线虫４号的优良基因，有蓑衣领、

黄宝珠、克山四粒荚、元宝金、金元、佳木斯突荚

子、白眉、海南崖城黄豆、东农４号等地方品种（品

系）以及国外血缘材料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Ｂｅｄｆｏｒｄ和十胜

长叶的优良基因。在选育过程中，始终坚持抗性

与产量的协调同步选择，亲本的抗性、丰产性及适

应性得到了良好的传递。庆豆１３抗ＳＣＮ１号、

３号、４号、１４号等多个大豆胞囊线虫生理小种，

高产、品质优良、广适性好，同时对大豆根结线虫

具有一定的抗性［１１］。抗性的进一步提高可能是由

于聚合了多个抗源的基因，由此导致抗性等位基因

拷贝数的增加，此外可能有除了狉犺犵１和犚犺犵４的

其他位点存在。

图１　庆豆１３系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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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特征特性
２．１　农艺性状

庆豆１３亚有限结荚习性，株高９０ｃｍ，圆叶，

紫花，灰色茸毛，以中上部结荚为主，有少量收敛

分枝，荚弯廉形，２、３粒荚较多，成熟时呈黑褐色。

种脐黑色，种皮黄色，籽粒椭圆形，有光泽，百粒重

１９ｇ。庆 豆 １３ 生 育 期 需 ≥１０ ℃ 活 动 积 温

２５５０℃，在适应区出苗至成熟生育日数１２３ｄ。

２．２　品质和抗性

经农业部谷物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

心（哈尔滨）检测，３年平均品质分析结果显示，蛋

白质（粗蛋白干基）含量４１．０６％，脂肪（粗脂肪干

基）含量２１．０９％，蛋脂总含量为６２．１５％，蛋白

质、脂肪含量稳定，且蛋脂双高，年际间变化不大。

经黑龙江省品种审定委员会指定鉴定单位黑

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豆所植保室接种鉴定大豆胞

囊线虫３号生理小种，平均单株胞囊数最高为

２．１个，３年连续鉴定平均单株胞囊数为１．８个，

抗大豆胞囊线虫３号生理小种且抗性稳定。经沈

阳农业大学线虫实验室鉴定，庆豆１３抗１号、

３号、４号和１４号生理小种，是推广品种中少见的

具有广谱性抗线虫且丰产的品种。

３　产量表现

３．１　比较试验

２００８年所内产量鉴定表现为１７７９．０ｋｇ·ｈｍ
２，

比对照嫩丰１４增产１７．１％；２００９年品种比较试

验，产量为２４２８．２ｋｇ·ｈｍ
２，比对照嫩丰１８增

产１５．４％。

３．２　区域试验

由表１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参加黑龙江省品

种试验的区域试验，２０１０年５点次平均产量为

２４６９．７ｋｇ·ｈｍ
２，其中大庆市种子管理处产量最

高，为３６７５．５ｋｇ·ｈｍ
２；２０１１年５点次平均产量

为２６０３．３ｋｇ·ｈｍ
２，其中黑龙江齐山种业有限公

司产量最高，为２７６９．４ｋｇ·ｈｍ
２；２年平均产量为

２５３６．５ｋｇ·ｈｍ
２，较对照品种嫩丰１８增产１０．７％。

３．３　生产试验

由表２可知，２０１２年黑龙江省内５点次试验

平均产量为２２４７．３ｋｇ·ｈｍ
２，较对照品种嫩丰１８

增产１１．２％，其中大庆市种子管理处产量最高，

为２９４１．５ｋｇ·ｈｍ
２。

表１　庆豆１３区域试验产量

年份 试验点 产量／（ｋｇ·ｈｍ２） 增产／％ 对照品种（ＣＫ）

２０１０ 安达大鹏种业 ２８１１．９ １５．５ 嫩丰１８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齐齐哈尔分院 ２２７０．７ ８．４ 嫩丰１８

杜蒙县种子管理站 １４６７．２ ９．６ 嫩丰１８

大庆市种子管理处 ３６７５．５ ７．６ 嫩丰１８

黑龙江齐山种业有限公司 ２１２３．１ １５．８ 嫩丰１８

平均 ２４６９．７ １１．４ 嫩丰１８

２０１１ 安达大鹏种业 ３０３２．８ １２．８ 嫩丰１８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齐齐哈尔分院 ２０６６．７ ７．４ 嫩丰１８

杜蒙县种子管理站 ２６５３．８ １０．７ 嫩丰１８

大庆市种子管理处 ２４９３．６ ４．７ 嫩丰１８

黑龙江齐山种业有限公司 ２７６９．４ １４．４ 嫩丰１８

平均 ２６０３．３ １０．０ 嫩丰１８

总平均 ２５３６．５ １０．７ 嫩丰１８

表２　庆豆１３生产试验产量

年份 试验点 产量／（ｋｇ·ｈｍ２） 增产／％ 对照品种（ＣＫ）

２０１２ 安达大鹏种业 １７２５．４ ８．８ 嫩丰１８

杜蒙县种子管理站 １６９８．７ １３．２ 嫩丰１８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齐齐哈尔分院 ２２０１．９ ７．８ 嫩丰１８

黑龙江齐山种业有限公司 ２６６８．８ ２２．０ 嫩丰１８

大庆市种子管理处 ２９４１．５ ４．３ 嫩丰１８

平均 ２２４７．３ １１．２ 嫩丰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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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３年试验结果，庆豆１３对不同年际间、

不同土壤类型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表现出高产、

稳产、适应性广的特点。

４　栽培要点
庆豆１３在适应区５月中上旬播种，选择肥力

中等以上的地块种植，栽培方式宜采用三垄栽培，

种肥尿素３０ｋｇ·ｈｍ
２，磷酸二铵１５０ｋｇ·ｈｍ

２，硫

酸钾５０ｋｇ·ｈｍ
２，种、肥隔离４～５ｃｍ。保苗

２２．５万～２５万株·ｈｍ
２。田间管理根据情况人工

除草或采用化学除草，合理铲趟，根据长势决定是

否进行化学控旺。及时防治大豆食心虫，完熟时

及时收获。注意防治大豆胞囊线虫以外的病虫

害，依据土壤营养情况增施肥料和微量元素，以补

充不足的营养元素。

５　适应区域
庆豆１３适宜在≥１０℃活动积温２５５０℃左

右的黑龙江省第一和第二积温带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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