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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多元统计方法，分析了黄淮海地区 ７３份夏大豆农艺性状与产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影响夏大豆

产量的主要农艺性状因品种结荚习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亚有限型大豆品种中，每荚粒数、单株荚数、株高和单

株粒重对产量的直接作用较大；在有限型大豆品种中，单株粒数、生育期、茎粗和株高对产量的直接作用较大。在

品种选育上，对于亚有限大豆品种，应优先选择单株粒重较高的单株，尤其是注重多荚和多粒性状的选择；对于有

限型大豆品种，应选择生育期与单株粒重间平衡较好的单株，能充分发挥高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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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豆产量是受多基因控制的数量性状，由多因
素相互作用而决定，且遗传力较低，直接选择效果

较差，如果通过遗传力高且与产量关系密切的其它

农艺性状进行间接选择则容易见效。前人应用多

元统计分别从生态区域
［１－２］

、播种类型
［３－４］

和结荚

习性
［５－６］

等多角度研究了大豆农艺性状和产量之间

的关系，但限于试验群体、环境条件和研究方法的

不同，分析结果多有差异。

黄淮海地区是我国主要的夏大豆主产区，产量

占全国大豆总产量的 ３０％左右，明确影响夏大豆产
量的农艺性状的主次关系，对选育高产品种有重要

意义。虽然前人对黄淮海部分地区如北京
［１］
、山

东
［３］
和河南

［５］
等的夏大豆产量与农艺性状的关系

进行了研究，目前关于黄淮海地区夏大豆农艺性状

与产量关系的报道较少。

该文拟通过对产量与相关农艺性状之间的回

归、相关和通径分析，比较黄淮海地区不同结荚习

性的大豆的产量构成差异，分析主要农艺性状对产

量的影响，旨在为大豆新品种的选育和改良提供理

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选择黄淮海地区的 ７３个大豆常规栽培品种为

供试材料，其中亚有限型结荚习性的大豆品种 ４５
份，有限型结荚习性的大豆品种２８份。

１．２试验设计
试验于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分别设在山东省农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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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试验地进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３行小区，行距
５０ｃｍ，行长３ｍ，３次重复。生长期间进行田间观察
记载，成熟后每小区取 １０株进行考种，测定项目有
生育期（Ｘ１）、株高（Ｘ２）、有效分枝数（Ｘ３）、主茎节
数（Ｘ４）、茎粗（Ｘ５）、底荚高度（Ｘ６）、单株荚数（Ｘ７）、
单株粒数（Ｘ８）、每荚粒数（Ｘ９）、单株粒重（Ｘ１０）、百
粒重（Ｘ１１）等，小区计产并折合成公顷产量（Ｙ）。数
据取２ａ的平均值。采用 ＤＰＳ３．０２进行数据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主要农艺性状与产量的回归分析
通过回归分析得出黄淮海地区夏大豆主要农

艺性状与产量的回归方程，回归系数如表 １所示。
结果表明，不同结荚习性大豆的农艺性状对产量的

影响不一致。在亚有限型大豆中，单株粒重和茎粗

与产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而在有限型大

豆中，生育期、茎粗和每荚粒数与产量间存在显著

的线性关系。此外，２种不同结荚习性的大豆，在生
育期、有效分枝数、底荚高度、单株荚数、单株粒数

和每荚粒数等性状的回归系数符号相反，表明这些

性状对不同结荚习性大豆产量的作用是不同的。

表 １　黄淮海地区夏大豆主要农艺性状与产量的回归系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ｊｏｒ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ｉｔｓ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ｗｉｎｇｓｏｙｂｅａｎｉｎ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ｒｉｖｅｒｒｅｇｉｏｎ

性状

Ｔｒａｉｔｓ

结荚习性 Ｓｔｅｍ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亚有限型

Ｓｅｍｉ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有限型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ｂ（常量） ２．８８７９ ４６．４１９１

Ｘ１ １．００３３ ３．６１１９

Ｘ２ ０．９９４９ ０．７９７０

Ｘ３ １１．２３０３ ６．３４９１

Ｘ４ ５．４５７４ ２．６１５３

Ｘ５ ２１．９４６６ ９８．４９８８

Ｘ６ １．６７９２ ０．６２２４

Ｘ７ １．７０６３ ６．６７７５

Ｘ８ ０．６０６６ ２．９８９２

Ｘ９ ７９．１２５４ １２６．８６８３

Ｘ１０ ３．９２７５ １．３７４２

Ｘ１１ ０．８７５６ １．４１９３

决定系数（Ｒ２） ０．６６２１ ０．７１０８

　　“”５％显著水平，“”１％显著水平

“”ｍｅａｎ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５％ ｌｅｖｅｌ，“”ｍｅａｎ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１％

ｌｅｖｅｌ

２．２　主要农艺性状与产量的简单相关和偏相关分析
通过相关分析得到主要农艺性状与产量的简单

相关和偏相关系数（表２）。在亚有限型大豆中，单株
粒重与产量呈极显著相关，茎粗与产量呈显著相关，

而其余性状对产量的作用较小。株高和单株粒重对

亚有限型大豆产量的偏相关系数达到显著水平，这表

明株高和单株粒重对产量的间接作用较大。

在有限型大豆中，生育期和茎粗与产量呈极显

著正相关，单株粒重和百粒重与产量呈显著相关。

而生育期对有限型大豆产量的偏相关系数也达到

极显著水平，这表明生育期对产量的间接作用同样

也较大。

表 ２　黄淮海地区夏大豆主要农艺性状

与产量的简单相关与偏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ｉｍｐｌ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ｊｏｒ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ｉｔｓ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ｏｆｓｕｍｍｅｒ

ｓｏｗｉｎｇｓｏｙｂｅａｎｉｎ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ｒｉｖｅｒｒｅｇｉｏｎ

性状

Ｔｒａｉｔｓ

亚有限型大豆

Ｓｅｍｉ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ｓｏｙｂｅａｎ

简单相关系数

Ｓｉｍｐｌ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偏相关系数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有限型大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ｓｏｙｂｅａｎ

简单相关系数

Ｓｉｍｐｌ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偏相关系数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Ｘ１ ０．０９５３ －０．１２５８ ０．６６９８ ０．６３９６

Ｘ２ ０．２５０６ ０．４２５１ ０．２６６２ ０．３８２０

Ｘ３ ０．００１２ ０．２４６８ ０．２８７７ －０．１８５０

Ｘ４ ０．１１１３ ０．２５５３ ０．２８２６ －０．２０７８

Ｘ５ ０．２９３１ ０．０５４２ ０．５３７６ ０．３４３７

Ｘ６ ０．１５７７ ０．２７９４ ０．２５１９ －０．１４１９

Ｘ７ ０．２０９０ ０．０６３７ ０．０５３２ －０．３９８３

Ｘ８ ０．２９０３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２３０ ０．３６８３

Ｘ９ ０．１５３３ ０．１６５７ －０．０８１０ －０．４２３３

Ｘ１０ ０．５４５２ ０．５２２７ ０．４０３６ ０．０９９９

Ｘ１１ ０．１６４５ ０．０７１５ ０．３７３６ ０．１３６６

　　“”５％显著水平，“”１％显著水平

“”ｍｅａｎ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５％ ｌｅｖｅｌ，“”ｍｅａｎ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１％

ｌｅｖｅｌ

２．３　主要农艺性状与产量的通径分析
通过对各主要农艺性状与产量的通径分析（表

３）发现，在亚有限型大豆中，每荚粒数、单株荚数、
株高和单株粒重对产量的通径系数较大，表明这 ４
个性状对产量的影响力较高。主茎节数和单株粒

数对产量的通径系数为负，表明它们对产量的负效

应比较明显。在有限型大豆中，单株粒数、生育期、

茎粗和株高对产量的通径系数较大，而单株荚数和

每荚粒数对产量的通径系数均为负，表明这 ２个性
状对产量有负作用。通过对不同结荚习性的大豆

的通径系数分析，各主要农艺性状对产量的影响不

同。在亚有限型大豆中，有效分枝数、单株粒数和

每荚粒数与其他性状通径系数的符号不一致，同时

在有限型大豆中，有效分枝数、主茎节数和每荚粒

数与其它性状通径系数的符号也不一致，均表明这

些性状对产量的作用大小和作用方向均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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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黄淮海地区夏大豆主要农艺性状与产量的通径分析

Ｔａｂｌｅ３　Ｐａ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ｉｔｓ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ｗｉｎｇｓｏｙｂｅａｎｉｎ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ｒｉｖｅｒｒｅｇｉｏｎ

结荚习性

Ｓｔｅｍ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各农艺性状与产量间通径系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ｖｅｒｙ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ｉｔｓ

直接作用

Ｄｉｒ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

通过 Ｘ１

ＢｙＸ１

通过 Ｘ２

ＢｙＸ２

通过 Ｘ３

ＢｙＸ３

通过 Ｘ４

ＢｙＸ４

通过 Ｘ５

ＢｙＸ５

通过 Ｘ６

ＢｙＸ６

通过 Ｘ７

ＢｙＸ７

通过 Ｘ８

ＢｙＸ８

通过 Ｘ９

ＢｙＸ９

通过 Ｘ１０

ＢｙＸ１０

通过 Ｘ１１

ＢｙＸ１１

亚有限型

Ｓｅｍｉ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Ｘ１ －０．１３９７ ０．１６０７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８０４ ０．０２１４ ０．１６５６ ０．０４０５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１４３ －０．００５７

Ｘ２ ０．４１６４ －０．０５３９ －０．０７２４ －０．２０４５ ０．０３１６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８９３ －０．０６１６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６４６ ０．０１０４

Ｘ３ ０．２８９８ ０．００５３－０．１０４０ ０．０３２６－０．０１５１ －０．０２２７ ０．２３７４ －０．０９４５ －０．２４５９ －０．０３８６ －０．０４３１

Ｘ４ －０．２９５４ －０．０３７５ ０．２８８２ －０．０３２１ ０．０３１４ ０．０３７６ ０．１５７８ －０．１０３７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６８１ ０．００１７

Ｘ５ ０．０６０５ －０．０４９５ ０．２１７６ －０．０７２２ －０．１５３２ ０．０６１５ ０．１２５３ －０．０７８８ －０．００８７ ０．１５８１ ０．０３２８

Ｘ６ ０．２９２７ －０．０７９１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２２５ －０．０３７６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４３３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７４６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１１２

Ｘ７ ０．４８４７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７７３ ０．１４１９ －０．０９６１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２６１ －０．２６９１ －０．２６６１ ０．１４９８ －０．０４３６

Ｘ８ －０．２９５９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８６７ ０．０９２５ －０．１０３５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０８９ ０．４４０８ －０．０６９３ ０．１７７８ －０．０５３２

Ｘ９ ０．５０９８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１６２ －０．１３９８ ０．００２６－０．０００９ －０．０４２９ －０．２５３２ ０．０４０６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０１９

Ｘ１０ ０．４１９２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６４１ －０．０２６７ －０．０４７９ ０．０２２８ ０．００４５ ０．１７３３ －０．１２５５ ０．０２０６ ０．０３６１

Ｘ１１ ０．１０６６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４０７ －０．１１７２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１８６ ０．０３０７ －０．１９８１ ０．１４７６ －０．００８９ ０．１４１８

有限型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Ｘ１ ０．６２５２ ０．０７２１ －０．０５１２ －０．０５６２ ０．１３８８ －０．０４１５ －０．３２２６ ０．４４４２ －０．２２３３ ０．０６３４ ０．０２１２

Ｘ２ ０．３２２４ ０．１３９９ －０．０３５１ －０．１１１２ ０．１３４２ －０．０２０６ －０．９３９９ ０．９９７８ －０．２１９６ ０．０４７９ －０．０４９６

Ｘ３ －０．１３７９ ０．２３２１ ０．０８２２ －０．０４０７ ０．１５７２ ０．００４４ －１．１６４８ １．０３１７ ０．０５７９ ０．０８２９ －０．０１７２

Ｘ４ －０．１７６４ ０．１９９２ ０．２０３２ －０．０３１８ ０．１５２９ －０．０１４７ －０．７３０８ ０．９２６３ －０．３０７９ ０．０７２４ －０．００９７

Ｘ５ ０．３２５１ ０．２６７２ ０．１３３２ －０．０６６７ －０．０８３３ －０．０２５７ －１．２０４９ ０．９４０１ ０．１２３６ ０．１０８６ ０．０２０５

Ｘ６ －０．０９９７ ０．２６０３ ０．０６６７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８３８ ０．２５５６－０．２５５６ －０．０２５６－０．０１７１ ０．００３５

Ｘ７ －２．３１０７ ０．０８７３ ０．１３１１ －０．０６９５ －０．０５５８ ０．１６９５ ０．０１０６ ２．０３０６ ０．０２９８ ０．１１４２ －０．０８４２

Ｘ８ ２．２０２４ ０．１２６１ ０．１４６１ －０．０６４６ －０．０７４２ ０．１３８７ ０．０１１６ －２．１３０５ －０．３３８６ ０．１０５９ －０．０９９８

Ｘ９ －０．９８７７ ０．１４１２ ０．０７１７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５５１－０．０４０７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６９６ ０．７５５２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４５５

Ｘ１０ ０．１６９２ ０．２３２７ ０．０９１３ －０．０６７５ －０．０７５５ ０．２０８６ ０．０１０１ －１．５５９７ １．３７８３ －０．０２８５ ０．０４４８

Ｘ１１ ０．１８７７ ０．０７０５ －０．０８５２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３５５ －０．００１８ １．０３６８－１．１７１６ ０．２３９５ ０．０４０４

　　亚有限型和有限型夏大豆的剩余通径系数分别为０．４３３５和０．３３７８。

Ｒｅｍａｉｎｄｅｒｐａｔｈ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ｉｎｓｅｍｉ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ａｎ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ｗｉｎｇｓｏｙｂｅａｎａｒｅ０．４３３５ａｎｄ０．３３７８，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３　讨论

研究发现，影响夏大豆产量的主要农艺性状因

品种结荚习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亚有限型品

种中，单株粒重与产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且

间接作用最大，而通径分析显示，每荚粒数和单株

荚数对产量的通径系数较大。事实上，单株粒重由

每荚粒数、单株荚数和百粒重三者构成。可见，对

于亚有限型品种来说，单株粒重的增加是通过单株

荚数和每荚粒数的增加来实现的，而百粒重并不是

影响单株产量的主要因素。韩秉进等
［７－８］

认为，提

高大豆产量主要应该增加荚数，而百粒重效应较

小。Ｎｏｎｏｋａｗａ等［９］
也认为单株荚数与单株产量的

相关性最高。而在有限型品种中，单株粒重和百粒

重与产量显著相关，且单株粒数对产量的通径系数

最大，可见对于有限型品种来说，单株粒重的增加

主要是通过单株粒数的增加来实现的，而百粒重对

于单株产量有重要的贡献。这与王秋玲等
［５］
通过

灰色关联度分析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前人研究

也发现，单株粒数与产量存在正相关
［１０－１３］

。

大豆株高是大豆育种中选择的重要性状之一。

研究发现，株高对产量的直接影响在所有农艺性状

中并不是主要的，但对产量的间接作用最大。静广

利
［１４］
发现，株高对产量的影响是通过生育期、分枝

数等其他农艺性状而对产量的间接效应来实现的。

张富厚
［３］
对河南夏大豆研究认为，株高对产量影响

较大，但不是最大。童燕
［１５］
和张君等

［２］
的研究结果

均表明株高对单株产量的影响较小。但也有相反

的结论，张海泉
［１６］
利用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偏相关分析、通径分析等方法，对 １０个大豆品

种的２３个性状进行统计分析表明，株高与产量关

系最密切。大豆株高是否有一个合理的区间，即太

高或太低对产量无益，抑或是不同结荚习性的大豆

需要不同株高以获得高产，这些方面仍需要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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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陈学珍等
［１７－１８］

发现，单株荚数与 Ｒ１期极显著

正相关，单株粒数与 Ｒ７显著正相关，全生育期与百

粒重极显著正相关。王淑荣
［１９］
认为生育期对产量

影响最大，郝瑞莲
［２０］
认为生育期对产量影响较大。

表明生育期对产量形成非常重要。不仅如此，而生

育期与农艺性状之间关系又非常密切
［２１］
。结果表

明，在无限型大豆品种中，生育期对产量极显著正

相关，而同时间接作用也最大。通径分析进一步表

明生育期可能是通过其它农艺性状尤其是单株粒

数来起作用的。而在亚有限品种中，生育期对产量

影响不大。因此，对于黄淮海地区有限型大豆来

说，协调好生育期与其它农艺性状之间的平衡可能

对品种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发现，在亚有限和无限型大豆品种中，产

量分别与茎粗呈显著和极显著正相关。国内其它

研究均未发现类似结论。李殿祥
［２２］
认为，茎秆粗壮

对于抗倒伏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在黄淮海地区，亚

有限和有限型品种占当前常规栽培品种的 ９０％以

上，茎粗与产量的显著关系表明黄淮海地区大豆的

抗倒伏性可能对产量有重要的影响。

总之，大豆产量的形成是多个性状互动的过

程。通过研究发现，以亚有限和有限型为主的黄淮

海地区夏大豆在进行单株选择时，应根据其不同的

结荚习性而有所侧重。对于亚有限大豆品种，应优

先选择单株粒重较高的单株，尤其是注重每株荚数

和每荚粒数多的性状的选择。对于有限型大豆品

种，应选择生育期与单株粒重间平衡较好的单株，

能充分发挥产量潜力。２个类型的单株选择上还应

注意茎粗与株高之间的比值，既保证抗倒伏性，又

维持一定的株高。

通过多元回归和通径分析明确了各农艺性状

间及对产量的影响主次关系，为育种提供一定的理

论依据。该试验仅考虑了包括生育期在内的大豆

农艺性状对产量的影响。事实上，还应该分别考虑

全生育期中 Ｒ１和 Ｒ７对产量的影响；豆荚性状仍然

需要深入细化；另外，剩余通径系数仍然较高，这表

明还有其它影响产量的性状没有考虑进来，且外部

气候条件、土壤、群体、试验环境的不同等都可能造

成产量主导因素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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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ｈｕｉ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６，３４

（１９）：４８４２４８４３．）

［４］　刘金刚，孙恩玉，曹永强，等．大豆主要生育性状与产量间的

关系分析［Ｊ］．杂粮作物，２００５，２５（２）：８１８３．（ＬｉｕＪＧ，ＳｕｎＥ

Ｙ，ＣａｏＹＱ，ｅｔ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Ｊ］．ＲａｉｎＦｅｄＣｒｏｐ，２００５，２５（２）：８１８３．）

［５］　王秋玲，郭凌云，刘艳，等．夏大豆单株产量与主要农艺性状

的灰色关联度分析［Ｊ］．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０２，３０（１）：２６２７．

（ＷａｎｇＱＬ，ＧｕｏＬＹ，ＬｉｕＹ，ｅｔａｌ．Ｇｒｅ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ｙｂｅａ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ｙｉｅｌｄｐｅｒｐｌａｎｔ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ｎｈｕｉ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２，３０（１）：２６２７．）

［６］　温学发，王海英，张惠君，等．不同结荚习性大豆品种综合生

产力的分析评价［Ｊ］．沈阳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５，３６（２）：１４３

１４７．（ＷｅｎＸＦ，ＷａｎｇＨＹ，ＺｈａｎｇＨＪ，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ｈａｂｉ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ｇｒａ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５，３６（２）：１４３１４７．）

［７］　韩秉进，潘相文，金剑，等．大豆农艺及产量性状的主成分分

析［Ｊ］．大豆科学，２００８，２７（１）：６７７３．（ＨａｎｇＢＪ，ＰａｎＸＷ，

ＪｉｎＪ，ｅｔ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ｙｉｅｌ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ｒａｉｔｓｉｎｓｏｙｂｅａｎ［Ｊ］．Ｓｏｙｂｅ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２７（１）：６７

７３．）

［８］　韩秉进，潘相文，金剑，等．大豆植株性状相关性与产量回归

分析［Ｊ］．中国生态农业学报，２００８，１６（６）：１４２９１４３３．（Ｈａｎｇ

ＢＪ，ＰａｎＸＷ，ＪｉｎＪ，ｅｔａｌ．ＨａｎＢＪ，ＰａｎＸＷ，ＪｉｎＪ，ｅｔａｌ．Ｃ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ｉｔ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０８，１６（６）：１４２９１４３３．）

［９］　ＮｏｎｏｋａｗａＫ，ＫｏｋｕｂｕｎＭ，ＮａｋａｊｉｍａＴ，ｅｔａｌ．Ｒｏｌｅｓｏｆａｕｘｉｎａｎｄ

ｃｙｔｏｋｉｎｉｎｉｎｓｏｙｂｅａｎｐｏｄｓｅｔｔｉｎｇ［Ｊ］．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７，１０（２）：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１０］　卢广远，郝瑞莲，韩英，等．夏大豆高产品种产量与有关性状

的通径分析［Ｊ］．大豆通报，１９９９（６）：９１０．（ＬｕＧＹ，ＨａｏＲ

Ｌ，ＨａｎＹ，ｅｔａｌ．Ｐａ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ｙｂｅａ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ｙｉｅｌｄ

ｏｆｈｉｇｈｙｉｅｌｄ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ｒａｉｔｓ［Ｊ］．Ｓｏｙｂｅａｎ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１９９９（６）：９１０．）

［１１］　许海涛，许波，王友华．夏大豆产量与主要农艺性状相关性

分析研究［Ｊ］．种子，２００６（１２）：８０８１．（ＸｕＨＴ，ＸｕＢ，Ｗａｎｇ



２期 汪宝卿等：黄淮海地区夏大豆农艺性状与产量的多元回归和通径分析 ２５９　　

ＹＨ．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ｙｂｅａ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

ｍａｉｎ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ｉｔｓ［Ｊ］．Ｓｅｅｄ，２００６（１２）：８０８１．）

［１２］　姜永平，张辉明，刘水东，等．不同类型大豆主要农艺性状与

小区产量的多元回归与通径分析［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０８，

２４（１２）：２１１２１４．（ＪｉａｎｇＹＰ，ＺｈａｎｇＨＭ，ＬｉｕＳＤ，ｅｔａｌ．Ｃ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ｊｏｒ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ｐｅｒ

ｐｌｏｔ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ｙｂｅａｎ［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８，２４（１２）：２１１２１４．）

［１３］　刘辉．黄淮平原夏大豆品种的主要数量性状对产量稳定性的

影响［Ｊ］．华北农学报，２００１，１６（３）：３１３４．（ＬｉｕＨ．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ｍａｉ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ｙｂｅａ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

ｐｌａｉｎｏｎｙｉｅｌ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Ａｃｔ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Ｂｏｒｅａｌｉ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１，１６（３）：３１３４．）

［１４］　静广利．株高与小区产量及其它农艺性状的相关及通径分析

［Ｊ］．农业与技术，２００６，２６（３）：６７６８．（ＪｉｎｇＧ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ｐａ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ｙｉｅｌｄｐｅｒｐｌｏｔ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ａｇｒｏ

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ｉｔｓ［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２６（３）：６７

６８．）

［１５］　童燕．大豆主要性状的灰色关联度分析［Ｄ］．郑州：河南农业

大学，２００７．（ＴｏｎｇＹ．Ｇｒｅ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ａｊｏｒ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ｓｉｎｓｏｙｂｅａｎ（Ｇｌｙｃｉｎｅｍａｘ（Ｌ．）Ｍｅｒｒ．）［Ｄ］．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Ｈｅｎ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ｕ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７．）

［１６］　张海泉．大豆不同品种（系）性状与产量关系的研究［Ｊ］．沈

阳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０，３１（３）：１６２１６５．（ＺｈａｎｇＨＱ．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ｙｂｅａ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０，３１

（３）：１６２１６５．）

［１７］　陈学珍，谢皓，李欣，等．夏播大豆生育期结构对农艺性状的

影响［Ｊ］．华北农学报，２００４，１９（３）：２６３０．（ＣｈｅｎＸＺ，Ｘｉｅ

Ｈ，ＬｉＸ，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ｂｙｔｈ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ｔｅｒ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ｙｂｅａｎ［Ｊ］．Ａｃｔ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Ｂｏｒｅａｌ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４，１９（３）：２６３０．）

［１８］　陈学珍，谢皓，李欣，等．夏播大豆生育期结构与农艺性状的

相关性研究［Ｊ］．分子植物育种，２００４，２（２）：２４７２５２．（Ｃｈｅｎ

ＸＺ，ＸｉｅＨ，ＬｉＸ，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ｉｔｓ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ｗｉｎｇｓｏｙｂｅａｎ［Ｊ］．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Ｐｌａｎｔ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２００４，２（２）：２４７２５２．）

［１９］　王淑荣．灰色关联分析在大豆育种数量性状选择上的应用

［Ｊ］．黑龙江农业科学，２０００（３）：１５１７．（ＷａｎｇＳＲ．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ｅｙ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ｉｎｑｕａｎｔａｔｉｖｅ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ｓｉｎｓｏｙｂｅａｎ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Ｊ］．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０（３）：１５１７．）

［２０］　郝瑞莲．夏大豆主要农艺性状的灰色关联度分析［Ｊ］．大豆

通报，２００２（２）：１１１２．（ＨａｏＲＬ．Ｇｒｅ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ｍａｊｏｒ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ｉｔｓ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ｗｉｎｇｓｏｙｂｅａｎ［Ｊ］．Ｓｏｙｂｅａｎ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２（２）：１１１２．）

［２１］　解艳华．大豆生育期与相关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分析［Ｊ］．牡丹

江师范学院院报，２００７（２）：５７５８．（ＸｉｅＹＨ．Ｇｒｅ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ｗｔｈ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ａｌ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ｕｄａｎｊｉａ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７（２）：５７５８．）

［２２］　李殿祥．大豆主要性状灰色关联度分析［Ｊ］．农业与技术，

２００６，２６（４）：５３５５．（ＬｉＤＸ．Ｇｒｅ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ｏｙ

ｂｅａｎｍａｊｏ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２６

（４）：５３５５．


）

关于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的联合声明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与此同时，学术界也频频出现一稿多投、抄袭剽窃、重复发

表、伪造实验数据、虚假注释、不实参考文献等学术不端行为。

尽管媒体曾多次揭露报道违背学术道德、无视学术规范的不端行为，学术管理部门也相继出台了各种条

例，但各种形形色色的学术不端行为依然存在。

为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维护正常的学术生态，促进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出版中

心下属的三个编辑部《大豆科学》、《北方园艺》、《黑龙江农业科学》，共同发表如下声明：

一、从本声明公布之日起，凡向以上三个编辑部投稿的文章如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者：一稿多投、抄袭

剽窃、重复发表、伪造数据、虚假注释、不实参考文献，一经发现，立即撤稿（包括已通过终审的文章）。

二、三刊将相互通报行为不端者的有关情况，并在各自刊物上对其曝光，揭露其欺骗行径，清除其不良影

响。

三、凡被发现有任何一种学术不端行为者，三刊将在５年之内拒发其任何文章。

三刊发表的声明旨在抵制学术不端行为，促进学术事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发表声明单位：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编辑出版中心

２０１０年０１月０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