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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南方大豆 １５０份核心种质的 １５个主要农艺及产量性状进行表型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底荚高度、株
高、有效分枝数的变异系数均在 ３０％以上，单株粒数、单株荚数、百粒重、单株粒重、单位面积产量的变异系数均在
２０％以上；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前 ５个主成分对变异的累计贡献率达 ８８．４３２％，而其数量性状的差异主要是由生
育期结构性状引起的；不同性状的多样性指数不同，同一性状在不同生态区种群中的多样性也不同；经聚类分析，

南方大豆核心种质 ７个生态区域种群可划分为 ３组；随着纬度的升高，不同来源地大豆种质平均单位面积产量呈
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筛选到大豆优异种质 １２份，并提出了其在生产和育种上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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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世界上大豆资源收集保存数量最多的
国家，仅原产我国的栽培大豆和一年生野生大豆就

有３００００余份。我国虽然具有丰富的大豆资源，但
如何高效发掘其优异基因并进行利用是亟需解决

的问题。核心种质（ｃｏ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１２］的提出为解
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我国大豆品种资源

的核心种质构建及研究始于 １９９８年，经过近 １０ａ
的努力，已成功地实现了大豆核心种质从构建理论

向应用研究、从表型多样性评价向基因多样性鉴定

的转变
［３４］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我国对大豆新品种

的需求，应该加速大豆资源评价并促进其利用，因

此，南方大豆核心种质的构建和研究，也就成为我

国大豆核心种质构建和理论、应用研究的重要组成

部分。我国南方自然地理、气候资源及轮作复种制

度复杂多样，形成了 ８０００余份丰富多样的大豆地
方品种资源。在长期的栽培驯化过程中，这些地方

品种资源演化并形成了丰富的遗传变异和优异种

质。许多学者对南方大豆种质资源进行了表型描

述或基因多样性分析评价。如盖钧镒等
［５］
研究了

我国南方大豆地方品种群体特点、发掘其中的特异

种质并分析其遗传基础；费贵华等
［６］
分析了华南 ４

省区大豆地方品种群体的遗传特点；王丽侠等
［７］
报

道了长江春大豆核心种质构建及分析情况；周蓉
［８］

等对湖北省大豆种质资源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分析。

大豆育种家们围绕高产、优质、多抗、广适应的育种

目标，从中选育出一批适应南方地区栽培种植大豆

新品种
［９１０］
。然而，大豆资源在新品种培育中的利

用率仅为１％左右，导致大豆育成品种的遗传基础
趋于狭窄

［１１］
。在前人“大豆核心种质构建”研究的

基础上，以我国南方大豆核心种质为研究材料，重

点分析其主要农艺及产量性状表型的遗传变异、遗

传多样性以及产量与地理的关系，为南方大豆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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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评价和利用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我国“大豆核心种质”群体中的南方大豆核心

种质 １５０份。其中，来自广东的有 １８份、广西 １２
份、云南５份、贵州７份、四川２２份、湖南７份、湖北
３１份、浙江 ４份、江苏 ２２份、福建 １１份及江西 １１
份。另外，以９份陕西大豆及４份日本大豆为对照。
１６３份大豆品种均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
所提供。

１．２　试验方法
试验于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在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作

物研究所试验农场进行。各品种按生育期排序，３
次重复，５行区，行长 ２ｍ，行距 ４０ｃｍ，株距 １５ｃｍ。
分别于 ２００８年 ７月 ３０日及 ２００９年 ７月 ２３日播
种。在大豆生育期间，分别调查各品种的出苗至开

花天数（Ｘ１）、出苗至结荚天数（Ｘ２）、出苗至鼓粒天
数（Ｘ３）、出苗至成熟天数（Ｘ４）；各品种成熟时取中
间行１０个连续单株考种，测定其平均株高（Ｘ５）、有
效分枝数（Ｘ６）、主茎节数（Ｘ７）、茎粗（Ｘ８）、底荚高
度（Ｘ９）、单株荚数（Ｘ１０）、单株粒数（Ｘ１１）、每荚粒
数（Ｘ１２）、百粒重（Ｘ１３）、单株粒重（Ｘ１４）；各品种
小区收获计产并折合单位面积产量（Ｘ１５）。各个性
状的调查测定标准参考文献［１２］。
１．３　数据分析

数据经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整理后，应用 ＳＰＳＳＶ１３．０计
算性状平均表现及变异系数，并进行主成分分析；

根据盖钧镒等
［１３］
提出的“中国大豆品种生态区域划

分的意见和依据”，将 １５０份南方大豆核心种质进
行品种生态区域归属，大概分为 ６类，依次为：江浙
（江苏与浙江）、鄂（湖北）、川（四川）、云贵（云南与

贵州）、湘赣闽（湖南、江西与福建）、粤桂（广东与广

西），其中，陕西与日本大豆作对照（陕日），然后对

１５个性状采用级段分类成 ５个类型，计算每个类型
所在品种生态区域及总群体中所占的百分率，采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估算性状多样性（Ｈ′＝－∑
ｓ

ｉ＝１
ＰｉｌｎＰｉ，其

中 ｓ指种群中的类型数，ｉ指某一种群中的第 ｉ个类
型，Ｐｉ指第 ｉ个类型在种群中所占的百分率）［１４］；利
用 ＤＰＳＶ７．０５对性状多样性指数进行标准化后，采
用欧氏距离、类平均法（ＵＰＧＭＡ）对南方大豆核心
种质按品种生态区域进行聚类分析，以阐述它们之

间的生态相似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性状的平均表现及变异系数分析
１５０份南方大豆核心种质的 １５个主要农艺及

产量性状存在丰富的遗传变异（表 １）。其中，变异
系数最大的性状为底荚高度，平均值为 ３．２ｃｍ，变
异系数高达６０．１％，变幅为 ０．２～８．０ｃｍ。其次为
单株粒数，变异系数为 ３６．６％，平均值为 ８４．４粒，
变幅为３９．４～２４１．３粒。变异系数最小的性状是出
苗至成熟天数，平均值为８８ｄ，变异系数为 １１．９％，
变幅为６９～１１６ｄ。

各性状的变异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底荚高度

＞单株粒数 ＞株高 ＞单株荚数 ＞有效分枝数 ＞百
粒重 ＞单株粒重 ＞单位面积产量 ＞主茎节数 ＞出
苗至开花天数 ＞出苗至结荚天数 ＞出苗至鼓粒天
数 ＞茎粗 ＞每荚粒数 ＞出苗至成熟天数。可见，南
方大豆核心种质的底荚高度、株高、有效分枝数这 ３
个主要农艺性状变异丰富，变异系数均在 ３０％以
上；单株粒数、单株荚数、百粒重、单株粒重、单位面

积产量这５个产量及相关性状的遗传变异中等，变
异系数均在 ２０％以上；每荚粒数、茎粗及出苗至成
熟天数等农艺及生育性状的遗传变异均较小。

表 １　南方大豆核心种质主要农艺及产量性状的平均表现及变异系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ＣＶｏｆｍａｉｎ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ｆｏｒｓｏｙｂｅａｎｃｏ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性状编号

Ｔｒａｉｔｃｏｄｅ
最大值

Ｍａｘ
最小值

Ｍｉｎ
平均值

Ｍｅａｎ
极差

Ｒａｎｇｅ
标准差

ＳｔｄＤｅｖ
变异系数

ＣＶ／％
Ｘ１ ４７．０ ２５．０ ３４．０ ２２．０ ４．７１ １３．９０
Ｘ２ ６１．０ ３３．０ ４３．０ ２８．０ ５．８８ １３．６５
Ｘ３ ８１．０ ３８．０ ５２．０ ４３．０ ６．７６ １３．０７
Ｘ４ １１６．０ ６９．０ ８８．０ ４７．０ １０．４４ １１．９０
Ｘ５ ９７．９ １８．１ ４６．２ ７９．８ １６．１４ ３４．９１
Ｘ６ ５．４ １．０ ２．７ ４．３ ０．８２ ３０．１３
Ｘ７ ２０．３ ８．４ １３．０ １１．９ ２．２２ １７．０４
Ｘ８ ６．３ ３．０ ４．８ ３．４ ０．６２ １３．０５
Ｘ９ ８．０ ０．２ ３．２ ７．８ １．９２ ６０．１０
Ｘ１０ １０７．５ １９．８ ４８．５ ８７．７ １６．０１ ３２．９９
Ｘ１１ ２４１．３ ３９．４ ８４．４ ２０２．０ ３０．８７ ３６．６０
Ｘ１２ ２．７ １．１ １．７ １．５ ０．２３ １３．０５
Ｘ１３ ２９．０ ６．０ １５．６ ２３．０ ４．３１ ２７．５９
Ｘ１４ ２０．４ ５．３ １１．７ １５．０ ３．０８ ２６．３３
Ｘ１５ ２７５８．５ ８２６．５ １６２３．０ １９３２．０ ２４．５５ ２２．６９

　　Ｘ１，出苗至开花天数；Ｘ２，出苗至结荚天数；Ｘ３，出苗至鼓粒天数；Ｘ４，出苗至成熟天数；Ｘ５，株高；Ｘ６，有效分枝数；Ｘ７，主茎节数；Ｘ８，茎粗；
Ｘ９，底荚高度；Ｘ１０，单株荚数；Ｘ１１，单株粒数；Ｘ１２，每荚粒数；Ｘ１３，百粒重；Ｘ１４，单株粒重；Ｘ１５，单位面积产量；下同。

Ｘ１，ｄ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ｄａｔｅｔｏ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Ｘ２，ｄ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ｔｏｐｏｄｄｉｎｇ；Ｘ３，ｄ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ｔｏｓｅｅｄｆｉｌｌｉｎｇ；Ｘ４，ｄ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ｅｍｅｒ
ｇｅｎｃｅｔｏ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Ｘ５，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Ｘ６，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ｂｒａｎ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Ｘ７，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ｎｏｄｅｓｏｎｍａｉｎｓｔｅｍ；Ｘ８，ｓｔｅｍ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Ｘ９，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ｌｏｗｅｓｔｐｏｄ；
Ｘ１０，ｐｏｄｎｕｍｂｅｒｐｅｒｐｌａｎｔ；Ｘ１１，ｓｅｅｄｎｕｍｂｅｒｐｅｒｐｌａｎｔ；Ｘ１２，ｓｅｅｄｎｕｍｂｅｒｐｅｒｐｏｄ；Ｘ１３，１００ｓｅｅｄｗｅｉｇｈｔ；Ｘ１４，ｓｅｅｄｗｅｉｇｈｔｐｅｒｐｌａｎｔ；Ｘ１５，ｙｉｅｌｄｐｅｒ
ｕｎｉｔａｒｅａ．Ｓａｍｅａｓ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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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主成分分析
对南方大豆核心种质的 １５个主要农艺及产量

性状的表型平均值进行了主成分分析（ＰＣＡ），以明
确各个性状对南方大豆核心种质数量性状差异的

影响程度。结果表明（表 ２、３），在 １５个主成分当
中，第 １～５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达 ８８．４３％，因
此它们反映了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其中第 １
主成分占４９．５５５％，对它作用较大的性状包括出苗
至结荚天数（０．１１７）、出苗至鼓粒天数（０．１１７）、出
苗至开花天数（０．１１５）、单株荚数（０．１１１）、株高
（０１１０）、主茎节数（０．１０９）和出苗至成熟天数
（０１０９）；第２主成分占 １７．３６％，对它作用较大的
性状依次为百粒重（０．３４０）、底荚高度（０．２４８）、单
位面积产量（０．２０７）、单株粒重（０．１９５）和茎粗
（０１７４）；第３主成分占９．１５％，对它作用较大的性
状分别是每荚粒数（０．６０６）、单株粒数（０．２９３）、单
位面积产量（０．２７７）和出苗至成熟天数（－０．２３５）；
第４主成分占 ６．８１７％，对它作用较大的性状分别
是每荚粒数（０．４５８）、出苗至结荚天数（０．３６２）、出
苗至开花天数（０．３５１）和主茎节数（－０．３９８）；第 ５
主成分占 ６．８１７％，对它作用较大的性状分别是底
荚高度（０．８３５）、出苗至成熟天数（－０．３４７）、百粒
重（－０３４０）和单位面积产量（－０．２８６）。根据南
方大豆核心种质前 ３个主成分所做的三维空间构
象，１５个性状被分成了 ４大类型。其中，出苗至结
荚天数、出苗至鼓粒天数、出苗至开花天数及出苗

至成熟天数４个性状为第１类，为生育期结构性状；
株高、有效分枝数、主茎节数、茎粗、单株荚数为第 ２
类，为主要农艺性状；单株粒数、百粒重、单株粒重、

单位面积产量、底荚高度为第 ３类，为产量及相关
性状；每荚粒数为第４类（图１）。

　　可见，南方大豆核心种质数量性状的差异，首
先是由生育期结构性状引起的（出苗至结荚天数、

出苗至鼓粒天数、出苗至开花天数及出苗至成熟天

数）；其次是底荚高度、株高、主茎节数、等主要农艺

性状；最后是单株荚数、每荚粒数、百粒重、单位面

积产量等产量及其相关性状。

表 ２　南方大豆核心种质特征向量和贡献率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ｆｏｒｓｏｙｂｅａｎｃｏ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成分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特征值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

方差变异

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累计贡

献率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１ ７．４３３ ４９．５５５ ４９．５５５

２ ２．６０４ １７．３６０ ６６．９１４

３ １．３７３ ９．１５０ ７６．０６４

４ １．０２３ ６．８１７ ８２．８８２

５ ０．８３３ ５．５５１ ８８．４３２

６ ０．４５６ ３．０３７ ９１．４６９

７ ０．４０９ ２．７２４ ９４．１９３

８ ０．２６９ １．７９５ ９５．９８８

９ ０．２２０ １．４６９ ９７．４５８

１０ ０．１２６ ０．８３７ ９８．２９５

１１ ０．０８５ ０．５６４ ９８．８５９

１２ ０．０７５ ０．４９９ ９９．３５８

１３ ０．０５４ ０．３６１ ９９．７１９

１４ ０．０２４ ０．１６２ ９９．８８１

１５ ０．０１８ ０．１１９ １００．０００

表 ３　１５个性状对前 ５个主成分的负荷值
Ｔａｂｌｅ３　Ｓｃｏｒｅ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ｆｉｖｅｆｏｒｗａｒ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ｌｏａｄｉｎｇｂｙｆｉｆｔｅｅ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性状编号

Ｔｒａｉｔｃｏｄｅ

主成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Ｘ１ ０．１１５ －０．０７０ －０．１１５ ０．３５１ ０．０７２

Ｘ２ ０．１１７ －０．０５２ －０．１７９ ０．３６２ ０．０１３

Ｘ３ ０．１１７ －０．０５９ －０．１５９ ０．３２７ －０．０７２

Ｘ４ ０．１０９ ０．０１６ －０．２３５ ０．１２１ －０．３４７

Ｘ５ ０．１１０ ０．０９７ －０．０１８ －０．２８９ ０．１７１

Ｘ６ ０．０９５ －０．１４１ ０．０６２ －０．１８０ ０．０５７

Ｘ７ ０．１０９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８ －０．３９８ ０．２０３

Ｘ８ ０．０９８ ０．１７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８９ ０．１３６

Ｘ９ ０．０１５ ０．２４８ ０．００９ ０．１７３ ０．８３５

Ｘ１０ ０．１１１ －０．１５３ ０．０７３ －０．２３０ ０．０４５

Ｘ１１ ０．１０２ －０．１６７ ０．２９３ －０．０５５ ０．０３０

Ｘ１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５ ０．６０６ ０．４５８ ０．０２０

Ｘ１３ －０．０１９ ０．３４０ －０．１０２ ０．０８７ －０．３４０

Ｘ１４ ０．０９６ ０．１９５ ０．２２６ －０．０９０ －０．２８２

Ｘ１５ ０．０８１ ０．２０７ ０．２７７ －０．０９２ －０．２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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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数字编号为性状编号，同表１。

Ｎｕｍｂｅｒｍｅａｎ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ｃｏｄｅ，ｔｈｅｙａｒｅｓａｍｅａｓＴａｂｌｅ１．

图 １　根据南方大豆核心种质前 ３个主成分

得分所做的三维空间构象

Ｆｉｇ．１　Ｔｒ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ｌｏｔｏｆＰＣＡ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

ｃｏ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２．３　性状的多样性指数
不同性状的多样性指数不同（表 ４）。其中，底

荚高度的多样性最高，多样性指数达 １．４８４，其次是
单株粒重（１．４６６），再次是茎粗（１．３９８），最低的是
单株粒数（１．０５３）。同一性状在不同生态区种群中
的多样性不同。以底荚高度为例，性状的多样性指

数由高到低依次为：湘赣闽 ＞鄂 ＞川 ＞江浙 ＞粤桂
＞云贵 ＞陕日；其中，来自湘赣闽生态区的种质的
多样性最高（１．５４），而陕日生态区的种质的多样性
最差（０．８９８）。可见，南方大豆核心种质的 １５个主
要农艺及产量性状的多样性较为丰富。

２．４　品种生态区域的聚类分析
根据 １５个主要农艺及产量性状的多样性指

数，对南方大豆核心种质生态区域种群进行聚类分

析，结果如图２所示。在距离系数 ４．７８处，可将大
豆核心种质７个不同生态区域种群划分为３组，分

表 ４　１５个主要农艺及产量性状在性状及地理上的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ｏｆｍａ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性状编号

Ｔｒａｉｔｃｏｄｅ

江浙

ＪｉａｎｇＺｈｅ

鄂

Ｅｒ

川

Ｃｈｕａｎ

云贵

ＹｕｎＧｕｉ

湘赣闽

ＸｉａｎｇＧａｎＭｉｎ

粤桂

ＹｕｅＧｕｉ

陕日

ＳｈａｎＪａｐａｎ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Ｘ１ ０．７３３ ０．９３３ １．３１３ １．１２７ １．２５３ １．３７０ ０．８５９ １．２８０

Ｘ２ ０．７３３ ０．８７４ １．３６７ １．２３７ １．４２３ １．３２０ ０．８９８ １．３１３

Ｘ３ ０．６６６ ０．６２７ １．１１１ ０．９６０ １．１７１ １．２１３ ０．７９０ １．１１４

Ｘ４ ０．９２９ ０．９１８ １．５０４ １．１１９ １．４２６ ０．９８８ ０．９３７ １．３０８

Ｘ５ １．１６２ １．０３４ １．２７３ ０．８２４ １．２７０ １．３５５ ０．６６６ １．３３４

Ｘ６ １．２０９ １．２５９ １．４０１ ０．９１８ １．３４８ １．３２５ ０．９２５ １．３４２

Ｘ７ １．１７０ ０．９３３ １．０３８ １．１４４ １．１７７ １．２６６ ０．８５９ １．２９３

Ｘ８ １．２４４ １．０１８ １．２８６ １．０２８ １．２５８ １．４１１ １．２６６ １．３９８

Ｘ９ １．３０３ １．４３０ １．３９８ １．１９９ １．５４０ １．２９４ ０．８９８ １．４８４

Ｘ１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９５ １．２８６ １．０１１ １．１４６ １．１７８ ０．９８４ １．２４９

Ｘ１１ ０．９０８ ０．９２３ １．２４１ ０．８８８ １．００８ ０．９９１ ０．８９８ １．０５３

Ｘ１２ ０．８２３ １．０８１ ０．９６７ １．０７５ １．２８１ １．１０６ ０．６８７ １．１４３

Ｘ１３ １．１１９ １．０９４ ０．７９２ ０．８２４ １．３０７ ０．８４０ １．２０５ １．１７７

Ｘ１４ １．５３８ １．１７９ １．３２２ １．２８６ １．４３９ １．３８５ ０．８９８ １．４６６

Ｘ１５ １．２５１ １．１２２ ０．９７９ １．１９９ １．３９３ １．２１４ ０．８５９ １．３２３

平均

Ｍｅａｎ
１．０５９ １．０４１ １．２１９ １．０５６ １．２９６ １．２１７ ０．９０９ １．２８５

别为：陕日生态区域种群；江浙、鄂和云贵生态区域

种群；湘赣闽、粤桂和川生态区域种群。陕日生态

区域的大豆核心种质为对照组以代表北方大豆，具

有北方大豆的品种特性，在江西南昌地区秋播表现

早熟，植株矮小，产量低，在聚类时因其与其它生态

区域核心种质的遗传距离较远，单独聚成一组。江

浙、鄂生态区域的大豆核心种质含有长江流域中下

游的大豆品种的种性，在江西南昌秋播生育期正

常，植株中等高度，产量中等；而云贵生态区域的核

心种质，在江西南昌秋播也有这种表现，因此，这 ３
个生态区域的核心种质聚成一组。湘赣闽及粤桂

生态区域，是南方大豆的多作耕种区域，包含有春、

夏和秋大豆类型，而四川盆地也有春、夏大豆类型，

因此，这３个生态区域的大豆种质聚成一组。从聚
类分析结果看，南方大豆核心种质的品种特性与其

生态区域适应性是吻合的。

２．５　产量与地理纬度的关系
根据南方大豆核心种质的地理来源分类，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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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南方大豆核心种质生态区域种群的遗传聚类图

Ｆｉｇ．２　Ｄｅｎｄ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ｃｏ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ＧＸ：Ｇｕａｎｇｘｉ；ＧＤ：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ＦＪ：Ｆｕｊｉａｎ；ＧＺ：Ｇｕｉｚｈｏｕ；ＨＮ：Ｈａｉｎａｎ；

ＪＸ：Ｊｉａｎｇｘｉ；ＺＪ：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ＨＢ：Ｈｕｂｅｉ；ＳＣ：Ｓｉｃｈｕａｎ；ＪＳ：Ｊｉａｎｇｓｕ；ＳＸ：

Ｓｈａａｎｘｉ；ＪＰ：Ｊａｐａｎ．

图 ３　南方大豆核心种质平均单位

面积产量与地理纬度的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ｍｅａｎｙｉｅｌｄ

ｏｆｕｎｉｔａｒｅａｆｏｒｓｏｙｂｅａｎｃｏ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以探讨大豆种质单位面积产量

与地理纬度的关系，结果见图 ３。随着纬度由南向
北升高，不同来源的大豆种质平均单位面积产量，

先由低逐渐增加到最高后又逐渐下降。其中，来源

于江西、湖南和浙江的大豆种质平均单位面积产量

较高，而其它来源地的大豆种质较低。江西及其周

边省份（如湖南、浙江和湖北）大豆种质，其单位面

积产量在江西南昌的平均表现比其它来源地的大

豆种质高。这进一步反映了南方大豆核心种质的

产量表现，在地区间的分布是不平衡的。

２．６　鉴定筛选出的大豆优异种质
从１６３份大豆核心种质中鉴定筛选出 １２份大

豆优异种质（表５）。其中，高产大豆７份，分别为粗
豆、瑞金青皮豆、赣豆 ５号、沙心豆、新余大粒青、早
熟毛蓬青及桂夏１号，平均单位面积产量均在 ２４００
ｋｇ·ｈｍ－２

以上，这些大豆品种可作为高产大豆新品

种选育的骨干亲本；锦秋、新余大粒青及沙县青豆 ３
份大豆品种的百粒重分别为 ３５．１、２９．０、２８．０ｇ，是
大粒大豆新品种选育的优异材料；长沙泥豆、沙县

乌豆及矮生泥豆①３份大豆品种的单株荚数分别为
１０７．５、１０３．７、９５．３个，单株粒数分别为 ２４１．３、
１３９．７、２４０．８粒，荚多粒多，种子百粒重较小，可作
豆芽菜特色大豆品种应用，在育种上也是增加大豆

单株荚数的优异材料。

表 ５　１２份大豆优异种质

Ｔａｂｌｅ５　Ｔｗｅｌｖｅｓｏｙｂｅａ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ｔｈａｔｈａｖｉｎｇ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品种名称

Ｎａｍｅｏｆｖａｒｉｅｔｙ

来源

Ｏｒｉｇｉｎ

Ｘ４ Ｘ５ Ｘ１０ Ｘ１１ Ｘ１２ Ｘ１３ Ｘ１４ Ｘ１５ 综合表现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粗豆 Ｚｕｄｏｕ 浙江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９７ ７６．０ ５３．４ ７９．４ １．４８ ２６．６ ２０．４ １８３．９ 高产、抗 ＳＭＶ

瑞金青皮豆 Ｒｕｉｊｉｎｑｉｎｇｐｉｄｏｕ 江西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１０２ ７２．７ ５５．１ ９６．８ １．７８ ２１．８ １９．９ １７５．７ 高产、抗 ＳＭＶ

赣豆５号 ＧａｎｄｏｕＮｏ．５ 江西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９６ ６０．６ ４２．４ ７８．８ １．６９ ２４．５ １９．３ １７４．９ 高产、抗 ＳＭＶ

沙心豆 Ｓｈａｘｉｎｄｏｕ 江西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１０２ ７３．２ ５９．７ ８９．６ １．６５ ２１．４ １９．１ １６９．４ 高产

新余大粒青 Ｘｉｎｙｕｄａｌｉｑｉｎｇ 江西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１０２ ５６．０ ３９．２ ６２．５ １．６１ ２９．０ １８．３ １６９．１ 高产、粒大

早熟毛蓬青 Ｚａｏｓｈｕｍａｏｐｅｎｇｑｉｎｇ 浙江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８９ ５６．１ ４４．４ ８１．３ １．８１ ２２．４ １７．７ １６８．８ 高产、早熟

桂夏１号 ＧｕｉｘｉａＮｏ．１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９９ ５６．５ ５５．６ １０６．４ １．９２ １８．１ １７．６ １６３．０ 高产

锦秋 Ｑｉｎｑｉｕ 日本 Ｊａｐｅｎ ８６ ２３．５ １６．６ ２７．０ １．６３ ３５．１ ９．６ ６９．９ 粒大

沙县青豆 Ｓｈａｘｉａｎｑｉｎｇｄｏｕ 福建 Ｆｕｊｉａｎ １０４ ７３．４ ４０．７ ６６．０ １．６１ ２８．０ １６．７ １４１．４ 粒大

长沙泥豆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ｎｉｄｏｕ 湖南 Ｈｕｎａｎ １０８ ６２．４ １０７．５ ２４１．３ ２．０６ ７．０ １５．６ １２４．８ 荚多、粒多

沙县乌豆 Ｓｈａｘｉａｎｗｕｄｏｕ 福建 Ｆｕｊｉａｎ １１６ ８６．９ １０３．７ １３９．７ １．３８ １３．２ １５．１ １１６．７ 荚多、粒多

矮生泥豆① Ａｉｓｈｅｎｇｎｉｄｏｕ① 湖南 Ｈｕｎａｎ １０５ ６４．０ ９５．３ ２４０．８ ２．５８ ６．０ １３．１ １０３．６ 荚多、粒多

３　讨论

我国大豆品种资源多样性的评价，主要是从表

型多样性及基因多样性评价 ２个方面进行，而表型
多样性评价是基因多样性评价的基础和重要补

充
［３４，７，１５］

。性状的表型频率方差、遗传多样性指数、

表型方差、变异系数等检测指标是评价核心种质表

型多样性的有效参数
［１６１７］

。盖钧镒
［５］
、费贵华

［６］
等

研究我国南方及华南 ４省区大豆地方群体时，发现
南方大豆的百粒重、产量变幅较大，遗传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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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３０％以上，株高、主茎节数、每株荚数的变异系数
在２０％以上，而每荚粒数的遗传参数很小，产量水
平低。该研究通过对南方大豆核心种质性状表型

平均值、变异系数、多样性指数分析，发现南方大豆

核心种质表型多样性十分丰富。其中，底荚高度、

株高、有效分枝数的变异系数均在 ３０％以上，单株
粒数、单株荚数、百粒重、单株粒重、单位面积产量

的变异系数均在 ２０％以上，每荚粒数少、变异度也
小，产量低且地区间不平衡。南方大豆核心种质这

一结果与盖钧镒、费贵华等研究我国南方及华南地

区大豆地方品种群体所取得结果十分相似。可见，

１５０份南方大豆核心种质的遗传资源能够代表我国
南方大豆品种资源的大部分遗传信息。

主成分分析表明，生育性状是引起南方大豆核

心种质性状多样性变异的主要因素，最终反映在主

要农艺及产量性状上的差异。聚类分析结果表明，

南方大豆核心种质的品种特性与其生态区域适应

性十分吻合；南方大豆核心种质的平均产量，随着

纬度的升高先逐渐升高后又逐渐下降，这一关系有

利于指导大豆品种资源的引种与利用。南方大豆

高产育种过程中，应充分挖掘该地区的大豆高产资

源，通过引进外来优异基因资源，以改良当地高产

品种的抗病虫性及抗倒伏、耐旱性等抗逆性。从南

方大豆核心种质中筛选出的 １２份优异种质资源为
选育适合南方地区种植的大豆高产优良新品种提

供了优异的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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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６．（ＱｉｕＬＪ，ＣｈａｎｇＲＺ．Ｄｅｓｃｒ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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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ｐｌａｎｔ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１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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