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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凉 山州大豆 品种资源的搜集和大豆 类型及农艺性状的研究
,

结果表 明凉 山

州大豆 品种资源丰富
,

种类较多
。

品种类型多为晚熟至极晚熟
,

以直立型生长 习性和有限结英 习性

为主
,

植株高度中等
,

分枝较发达
,

籽粒多为椭圆型
、

黄色
、

中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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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原产于中国
,

经过几千年的驯化
,

在不同光

照
、

纬度
、

海拔高度
、

栽培制度的地区和人们不同要

求下
,

通过长期 自然和人工选择
,

形成了不同类型的

品种
。

凉 山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横断山区东北部
,

青

藏高原东南部
,

地理位置介于东经 100
“
15

`一 10 3 05 2
` ,

北纬 2 6
0

0 3
`一 2 9

0

2 7
’

之间
,

幅员面积6
.

4 2 3万 km Z。

境内

地势相对高度差 3 9 9 9m
,

全年 日照时数 1 800
一 2 6 0 0 h

,

太 阳 辐 射 量 1 1 0 一 13Ok e a lc/ m 3 ,

年降雨 量 7 95
.

5 -

1 130
.

9 m m
,

年平 均温度 10
.

1一 1.9 3℃
,

年无 霜期 25 d0

左右
,

复杂的地理
、

气候和栽培制度
,

造就了凉山丰

富的大豆品种资源
。

但 由于凉山大豆品种资源研究

起步晚
,

凉山大豆品种资源研究方面的报道极少
,

《中国大豆品种志》中也没有凉山大豆品种资源的记

录
。

为充分开发和利用凉山大豆种质资源
,

更好地指

导当地大豆生产及育种工作
,

我们对凉山州的大豆

品种资源进行了搜集
,

同时对大豆类型及农艺性状

进行了初步研究
。

8 3份大豆材料于 2 《X只年4月 2 0日集 中种植于西昌学

院实习农场
,

每个材料种 1小区
,

每小区 3行
,

行长3m
。

田间调查着重物候期和主要植株性状
,

包括开花期
、

成熟期
、

株高
、

结荚习性
、

叶色
、

叶形
、

叶大小
、

花色
、

茸毛色
、

荚熟色等项 目
,

室内考种鉴定种子特征
,

调

查种皮色
、

粒型
、

粒大小
、

种皮光泽
、

脐色等项 目
。

表 1 大豆品种资源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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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地

西 昌市

木里县

盐源县

德 昌县

会理县

会东县

宁南县

普格县

布拖县

份数 原产地

金阳县

昭觉县

喜德县

冕宁县

越西县

甘洛县

美姑县

雷波县

合 计

份数

大豆品种资源的搜集

采取派专人到各县市考察和向当地农业部门征

集等方式
,

截止 2 0以年4月
,

共搜集到大豆品种 83 份
,

均为凉山地方栽培品种
,

各县市搜集数量见表 1
。

2 大豆类型及农艺性状研究

2
.

1 研究方法

采取在 自然条件下种植观察鉴定
,

将搜集到的

.2 2 结果与分析

.2 2
.

1 生育期类型 83 份大豆材料全生育期 (播种

翌 日至成熟期的天数 )范围 10 8一 16 6d
,

全生育 天数

在 12 0 d以下的早熟品种 6份
,

占7
.

2%
,

12 1一 13Od的中

熟品种 18份
,

占2 1
.

7%
,

1 3 1一 14 O d的晚熟品种 2 7份
,

占3 .2 5%
,

14 1d以上的极晚熟品种 32 份
,

占38
.

6%
。

可

见凉山大豆品种多为晚熟和极晚熟品种
。

.2 .2 2 生长习性和结 芙习性 从大豆植株生长形态

来分
,

有直立型
、

半直立型
、

半蔓生型 3种
,

其 中直立

型品种 5 8份
,

占 6 .9 9% ;
半 直 立 型 品种 17 份

,

占

2.0 5%
,

半蔓生型品种 8份
,

占 .9 6%
,

材料 中未发现蔓

生型品种
。

从大豆结荚习性可分为有限性
、

亚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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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无限性3种类型
。

其中有限性结荚习性品种 57 份
,

占6 8
.

7%
,

亚有限性品种21 份
,

占2 .5 3%
,

无限性 品种

5份
,

占6%
。

因此
,

直立型和有限结荚习性类型是凉

山大豆品种的主要类型
〔

.2 .2 3 株高和分枝 测定 83 份大豆材料的株高
,

最

小值 18
.

7 e m
,

最大值 15 5
.

2 e m
,

平均 5 9
.

7 e m
。

4 0 e m 以下

的矮秆品种 16 份
,

占 1.9 3%
,

4 1一 6 c0 m的较矮秆品种

19份
,

占2 2
.

9%
,

6 1一 8 c0 m 的中秆品种 3 3份
,

占3 9
.

8%
,

8 1一 9 0 ( :m的较高秆品种 10 份
,

占1.2 0%
,

9 1 Cm 以上的

高秆品种5份
,

占.6 0%
。

测定 83 份材料的主茎有效分

枝数 (有2个节以上并有一节结荚的分枝 )
,

平均为

.4 8个
,

根据 大豆主茎分枝数的多少
,

将大豆的分枝

类型分为3类
:

分枝少类型 ( 2个分枝 以下 ) 8份
,

占

.9 6%
,

分枝中等类型 ( 2一 4个分枝 ) 34 份
,

占41
.

0%
,

分

枝多类型 ( 4个分枝以上 ) 41 份
,

占49 .4 %
。

.2 .2 4 株型 按分枝的角度大小分为开放
、

半开放
、

收敛 3种
,

材料中开放型品种 18 份
,

占21
.

7%
,

半开放

型品种 36份
,

占4 3 .4 %
,

收敛型品种29 份
,

占3 .4 9%
。

.2 .2 5 籽粒的颜色
、

形状及大小 粒色 材料 中籽

粒颜色为黄色 (包括白黄
、

淡黄
、

黄
、

浓黄
、

蜡黄 )的品

种 6 2份
,

占7.4 7% ;青色 (包括淡绿
、

绿
、

暗绿 )的品种

6份
,

占7 2 % ;褐色 (包括淡褐
、

褐
、

深褐 )的品种 3份
,

占3石% ; 黑色 (包括黑
、

乌黑 )的品种7份
,

占 .8 4% ; 双

色 (为多色相
,

分鞍挂
、

虎斑两类 ) 的品种5份
,

占

6
.

1%
。

粒型 粒型 以椭圆 型为 主
,

有品种 4 8份
,

占

57 .8 % ; 扁椭 圆型品种 22 份
,

占2 .6 5% ; 圆型品种 11

份
,

占 13
.

3% ; 肾型品种2份
,

占 .2 4%
。

粒重 材料中百粒重 12
.

19一 ! 8 9的中粒种 5 2份
,

占6 2
.

7%
,

百粒重 18
.

1一 2 4 9的大粒种 16份
,

占 19
.

3%
,

百粒重 6
.

1一 12 9的小粒种 12 份
,

占 14 .5 %
,

百粒 重

24
.

19以上特大粒种 3份
,

占3
.

6%
。

3 凉山州大豆品种资源评述

凉山州大豆品种资源分布于全州 17 个县 (市 )
,

主要集中在海拔 巧oo
一 lZ oo m之间区域

,

品种资源类

型主要以夏大豆为主
,

多为晚熟至极晚熟
,

一般短光

照性强或较强
,

以有限结荚 习性为主
,

多为黄大豆
,

有部分青大豆
、

褐大豆
、

黑大豆和双色豆
,

中粒
,

百粒

重 12 9一 1 89
,

粒型椭圆
,

脐褐色至黑色
,

籽粒光泽度较

差
,

褐斑或紫斑粒比率大
,

籽粒商品性较差
。

凉山大

豆生态类型与生态环境存在一定的规律
,

总的来说
,

自然条件优良
、

耕作栽培水平较好的河谷及平坝地

区多为直立
、

粗秆
、

大叶
、

黄粒
、

大粒品种类型
,

土地

较贫痔
、

干旱
、

高海拔的山区及二半山区 多为半直立

或半蔓生
、

小粒
、

小叶
、

茎细
、

分枝发达品种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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