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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发掘上海地方毛豆资源中潜在优异性状，丰富菜用大豆种质资源，本研究对来自上海崇明岛屿的 ９ 份地方毛豆品

种资源的主要农艺性状进行了鉴定，结果表明：９ 份资源的主要农艺性状差异明显。 根据各品种的感光性反应，可将 ９ 份资源

分成春播生态型和夏播生态型 ２ 种，其中，六月拔、早绿皮、骨粒青和乌大青为春播生态型，其余品种为夏播生态型。 依据各品

种的鲜豆粒品质，则将早绿皮、乌大青和黄牛踏扁等归为菜用型大豆优异种质，这些品种具有大荚（荚长大于 ６． ０ ｃｍ，荚宽大

于 １． ５ ｃｍ）、大粒（干子粒百粒重大于 ４０ ｇ）、茸毛灰白、荚色浅绿和鲜豆粒品质好等优点，而骨粒青的子叶碧绿、子叶大，可作

为青豆苗资源开发。 ９ 份资源的干子粒粗蛋白含量均大于 ４２％ ，其中六月拔和细八月白的含量高达 ４５％ 以上，是优异高蛋白

大豆种质。 ９ 份资源中未发现抗大豆花叶病毒病 Ｓｃ⁃３ 和 Ｓｃ⁃７ 株系的种质，也未发现抗大豆锈病的资源，有待进一步改良提高

其抗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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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豆起源于我国，其品种类型的分化丰富多

样［１⁃３］，而大豆的地方品种资源是开展大豆育种研

究和种质创新的重要亲本材料［４］，及时发掘和利用

自然选择保存下来的地方大豆品种资源是育种实践

和理论研究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５］。
根据大豆食用方式又可分为粒用大豆和菜用大

豆［１］，菜用大豆（Ｇｌｙｃｉｎｅ ｍａｘ Ｍｅｒｒ． ）俗称毛豆，是我

国长江中下游及沿海一带居民喜食的传统特色蔬

菜［６］，因其营养丰富、风味鲜美，且供应期长，近年

来已发展成为国际市场青睐的速冻加工特色农产

品。 毛豆在上海的栽培历史悠久，最早的上海地方

志———《上海县志》 （１５０４）中就有记载。 上海的毛

豆地方品种之多，是我国其他城市所不及，据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中期的调查资料，当时上海市的毛豆品种

有早红皮、早红芒、五月拔、六月拔、七月拔、八月拔、
丝瓜青、黄瓜青、五月乌、早大青、慢大青、牛踏扁等

３０ 多个地方品种，其名称多以豆粒色泽及采收期命

名［７］。 随着上海城市的迅速扩展，这些品种因缺乏

及时的收集保存，大多已灭绝，而在上海的崇明岛

屿，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阻隔和自然生态环境，驯
化、变异和自然选择保存了一批具有不同农艺性状

的毛豆地方品种资源。 本研究对收集于上海崇明岛

屿的 ９ 份典型毛豆地方品种资源的主要农艺性状进

行了鉴定，旨在发掘其潜在的优异基因，为菜用大豆

种质的创新及新品种选育和开发利用提供亲本

材料。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供试材料

供试品种为上海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科技人

员从上海市崇明岛内收集，并经过多年提纯复壮获

得的 ９ 份农艺性状不同的毛豆地方品种资源。
１． ２　 试验设计

２００９ 年始，在上海市农业科学院良种繁育试验

场将收集的 ９ 份地方毛豆品种资源分别进行了春播

（３ 月上旬小拱棚覆盖栽培）和夏播（６ 月下旬露地

直播栽培）试验。 大田试验设计均采用随机排列

法，３ 次重复。 采用双粒穴播，出苗后保留 １ 株的方

式种植，行距 ０． ４５ ｍ，株距 ０． ４ ｍ，行长 ３ ｍ，每小区

种植 ４ 行，小区面积 ４． ５ ｍ２（３． ０ ｍ ×１． ５ ｍ）。 大田

管理略高于本地生产水平。 在整个生长发育期，按
照国家大豆品种资源 ＤＵＳ 测试的调查方法和检测

标准，测定了各品种的下胚轴色、茸毛色、花色、株
型、生长开花习性、鲜荚商品性、子粒特征及生育期

特性等，并在鲜荚采收期，参照韩立德等［８］ 的方法，
对各品种资源的鲜荚和鲜豆粒等进行了感官品质的

评价。 性状调查时每小区抽取中间 ２ 行，各调查 １０
株，３ 次重复。
１． ３　 干子粒主要营养成分测定

于干子粒采收期，调查各品种的干子粒特征，同
时测定各品种干子粒中粗脂肪和粗蛋白的含量。 粗

蛋白含量测定采用 ＧＢ ２９０５—８２ 半微量凯氏定氮

法；粗脂肪含量测定采用 ＧＢ ２９０２—８２ 索氏提取法，
以占干物质重量的百分率表示。
１． ４　 抗病性鉴定

委托南京农业大学大豆研究所对 ９ 份品种资源

进行了大豆花叶病毒病的抗性鉴定。 接种鉴定参照

智海剑等［９］的方法，在防虫网室内人工接种大豆花

叶病毒 ＳＣ⁃３ 和 ＳＣ⁃７ 株系，调查各品种的症状反应、
发病率和病级，在此基础上计算各品种的病情指数。
抗性分级采用 ６ 级分级标准，０ 级（高抗）：无可见系

统症状，病情指数为 ０；１ 级（抗病）：病情指数在

２０％以下；２ 级（中抗）：病情指数在 ２１％ ～ ３５％ 之

间；３ 级（中感）：病情指数在 ３６％ ～ ５０％ 之间；４ 级

（感病）：病情指数在 ５１％ ～ ７０％之间；５ 级（高感）：
病情指数大于 ７０％ 。

同时，委托中国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对各品

种资源进行了大豆锈病的抗性鉴定，接种鉴定方法

参照单志慧等［１０］，将低温保存的夏孢子接种到健康

植株上，在恒温室 ２４℃下培养待用。 接种时采集恒

温室培养的新鲜夏孢子，配制成 ３ × １０９ ／ ｍＬ 左右的

孢子悬浮液，加吐温 ８０ 搅拌后喷在离体叶片上，每
品种重复 ３ 次，后置 ２４℃下保湿培养，第 ７ 天和第

１４ 天调查。 采用谈宇俊等［１１］ 制定的抗病反应型标

准进行评价。

２　 结果与分析

参照邱丽娟等［１２］ 大豆种质资源的调查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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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标准，对 ９ 份上海毛豆地方品种进行了生物学

特性、植物学特征、鲜荚商品性及子粒特征等的调查

分析，结果见表 １ ～ ５。
２． １　 ９ 份品种的生物学特性分析

根据表 １ 中 ９ 份品种生物学特性调查结果，首
先将 ９ 份资源分成春大豆和夏大豆 ２ 个生态型，其
中，六月拔、早绿皮、骨粒青和乌大青为春播生态型

品种，其余品种为夏播生态型。 在株型方面，六月

拔、骨粒青、乌大青和青牛踏扁表现为半开张，小安

黄、粗八月白、细八月白和黄牛踏扁表现为开张，仅
早绿皮表现为收敛。 粗八月白、细八月白和青牛踏

扁的生长习性为半直立，其他品种均为直立生长习

性。 在结荚习性上，青牛踏扁为无限，六月拔、早绿

皮和乌大青为有限，其他品种均为亚有限。 ９ 份资

源的开花期都大于 ４０ ｄ，为延迟开花。 其中六月拔

的开花期最早，为 ４２ ｄ，其生育期也最短，为 １０２ ｄ，
属于中早熟类型。 青牛踏扁的开花期最晚，达５３ ｄ，
其干子粒成熟期也最晚，达 １２９ ｄ，属于晚熟类型，其
他品种的生育期在 １１０ ～ １２０ ｄ 之间，属于中晚熟类

型。 所有品种均表现不炸荚，小安黄和细八月白的

种皮不易开裂，其他品种均表现中度开裂。

表 １　 ９ 份地方品种的主要生物学特性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ｉｎｅ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

地方品种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
生态型

Ｅｃｏｔｙｐｅ
株型

Ｐｌａｎｔ ｔｙｐｅ
生长习性

Ｇｒｏｗｔｈ ｈａｂｉｔ
开花期（ｄ）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结荚习性

Ｐｏｄｄ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
生育期（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种皮开裂程度

Ｓｈｅｌｌ ｃｒａｃｋ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

六月拔 春播 半开张 直立 ４２ 有限 １０２ 中度

早绿皮 春播 收敛 直立 ４５ 有限 １１０ 中度

骨粒青 春播 半开张 直立 ４７ 亚有限 １２０ 中度

小安黄 夏播 开张 半直立 ４５ 亚有限 １１５ 不开裂

粗八月白 夏播 开张 半直立 ４５ 亚有限 １１７ 中度

细八月白 夏播 开张 半直立 ４５ 亚有限 １１８ 不开裂

乌大青 春播 半开张 直立 ４９ 有限 １１５ 中度

黄牛踏扁 夏播 开张 半直立 ５０ 亚有限 １１７ 中度

青牛踏扁 夏播 半开张 半直立 ５３ 无限 １２９ 中度

２． ２　 ９ 份品种的主要植物学特征分析

根据表 ２ 的调查结果，９ 份资源中仅黄牛踏扁

的下胚轴为绿色，花瓣为白色，其他品种的下胚轴均

为紫色，花瓣也均为紫色。 骨粒青和青牛踏扁的子

叶为绿色，其他品种的子叶均为黄色。 各品种的株

高幅度在 ３７． ７ ～ １２１． ３ ｃｍ 之间，其中六月拔、粗八

月白和乌大青的株高小于 ６０ ｃｍ，属于中矮，小安黄、
骨粒青、细八月白和黄牛踏扁的株高在 ６０ ～８０ ｃｍ 之

间，属于中等，早绿皮的株高在 ８０ ～ １００ ｃｍ 之间，属
于中高，而青牛踏扁的株高大于 １００ ｃｍ，属于高。
观察各品种的茸毛密度，六月拔为密，乌大青和骨粒

青为稀少，其余品种均为中等；各品种的分枝数在

２． ０ ～ ５． ０ 之间，其中小安黄和细八月白的分枝数较

少，为 ２． ６ 个，其余品种均在 ４ 个以上，属分枝较多

类型；各品种的主茎节数在 ７． ８ ～ １３． ８ 节之间，其
中，六月拔最少，为 ７． ８ 节，青牛踏扁最多，为 １３． ８
节；各品种的底荚结荚高度在 ８． ４ ～ １８． ８ ｃｍ 之间，

其中，细八月白和青牛踏扁的底荚结荚高度大于

１５ ｃｍ，其余品种都小于 １５ ｃｍ。 早绿皮、小安黄和

黄牛踏扁的老熟荚果为草黄色，其余品种均为褐色。
２． ３　 ９ 份品种的鲜荚商品性状分析

根据表 ３ 的调查结果，首先可将各品种的鲜荚

形状分成微弯镰和直形 ２ 种，其中乌大青、黄牛踏扁

和青牛踏扁为直形，其余品种均为微弯镰形。 ９ 份

品种的茸毛色泽则分成棕色和灰白色 ２ 种，粗八月

白、青牛踏扁、六月拔和骨粒青等的茸毛为棕色，其
余品种均为白色。 ９ 份资源的单株荚数在 ４７． ２ ～
７３． ５ 个之间，其中早绿皮、乌大青、黄牛踏扁和青牛

踏扁的单株荚数均在 ６０ 个以上，属于多荚高产品

种，其余品种的单株荚数在 ４７． ２ ～ ５５． ８ 个之间，属
于中多荚品种。 而根据各品种的荚型和鲜豆粒大

小，又可将 ９ 份资源分为 ３ 类，其中，早绿皮、乌大

青、黄牛踏扁和青牛踏扁等属于特大荚型品种（荚
长大于６． ５ ｃｍ，荚宽大于 １． ５ ｃｍ），六月拔、小安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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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粗八月白等属于中大荚型品种，而骨粒青和细八

月白则属于中小荚型品种。 蒸煮品尝各品种的鲜豆

粒质地，其中，早绿皮和乌大青的鲜豆粒为口感酥

脆，品质中上，黄牛踏扁和青牛踏扁的鲜豆粒口感

柔、糯，品质上佳，其他品种的鲜豆粒则表现口感硬、
涩，品质差，不适合作为菜用。

表 ２　 ９ 份地方品种的主要植物学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ｔａｎ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ｉｎｅ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

地方品种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
下胚轴色

Ｈｙｐｏｃｏｔｙｌ ｃｏｌｏｕｒ

子叶色

Ｃｏｔｙｌｅｄｏｎ
ｃｏｌｏｕｒ

花瓣色

Ｆｌｏｗｅｒ
ｃｏｌｏｕｒ

株高（ｃｍ）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主茎节数

Ｎｏ． ｏｆ ｎｏｄｅｓ
ｏｎ ｍａｉｎ ｓｔｅｍ

茸毛密度

Ｆｕｚｚ ｄｅｎｓｉｔｙ

分枝数

Ｎｏ． 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

结荚高度（ｃｍ）
Ｓｅｔ ｐｏｄ ｈｅｉｇｈｔ

老荚果色

Ｒｉｐｅｎ ｐｏｄ
ｃｏｌｏｕｒ

六月拔 紫 黄色 紫色 ３７． ７ ７． ８ 密 ４． ６ ８． ４ 褐色

早绿皮 淡紫 黄色 紫色 ８３． ５ １２． １ 中等 ４． ４ １０． ４ 草黄

骨粒青 紫 绿色 紫色 ７９． ６ １２． ６ 稀 ５． ４ １３． ４ 深褐

小安黄 紫 黄色 淡紫 ７７． ６ １１． ３ 中等 ２． ６ １４． １ 草黄

粗八月白 深紫 黄色 紫色 ５１． ４ ８． ８ 中等 ４． ６ １１． ０ 褐色

细八月白 深紫 黄色 紫色 ７０． ５ １１． ８ 中等 ２． ６ １８． ８ 褐色

乌大青 淡紫 黄色 紫色 ４８． ２ ９． ８ 稀 ４． ７ １１． ５ 褐色

黄牛踏扁 绿 黄色 白色 ６６． ７ １０． ２ 中等 ５． ６ １２． ２ 草黄

青牛踏扁 深紫 绿色 紫色 １２１． ３ １３． ８ 中等 ６． ８ １５． ３ 深褐

表 ３　 ９ 份地方品种的鲜荚商品性状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ｆｒｅｓｈ ｐｏｄ ｆｏｒ ｎｉｎｅ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

地方品种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
荚形

Ｐｏｄ ｔｙｐｅ
荚色

Ｐｏｄ ｃｏｌｏｕｒ

茸毛色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ｃｅ
ｃｏｌｏｕｒ

单株荚数

Ｐｏｄ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单株荚重（ｇ）
Ｐｏ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标准荚长（ｃ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ｏｄ ｌｅｎｇｔｈ

标准荚宽（ｃ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ｏｄ ｗｉｄｔｈ

百粒鲜重（ｇ）
Ｆｒｅｓ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 １００⁃ｇｒａｉｎ

鲜粒质地

Ｆｒｅｓｈ ｇｒａｉｎ
ｔａｓｔｅ

六月拔 微弯镰 深绿 棕色 ５５． ８ １０３． ８ ６． １６ １． ４１ ８０． ９ 硬、涩

早绿皮 微弯镰 浅绿 白色 ７３． ５ １５４． ７ ６． ５８ １． ５３ ９２． １ 酥脆

骨粒青 微弯镰 深绿 棕色 ４９． ５ ８９． ５ ５． ７５ １． ３４ ７３． ５ 硬、涩

小安黄 微弯镰 深绿 白色 ４８． ９ ８６． ７ ６． １２ １． ３５ ６７． ５ 硬、涩

粗八月白 微弯镰 深绿 棕色 ４７． ２ ９３． ７ ６． ４３ １． ５５ ７５． ６ 硬、涩

细八月白 微弯镰 深绿 白色 ５３． ７ ７２． ３ ５． ６３ １． １９ ５３． ２ 硬、涩

乌大青 直形 浅绿 白色 ６５． ３ １４３． ９ ７． ２１ １． ５９ ９３． ６ 酥脆

黄牛踏扁 直形 浅绿 白色 ６１． ７ １２２． １ ６． ６９ １． ５３ ８９． ５ 柔、糯

青牛踏扁 直形 深绿 棕色 ７０． ５ １４２． ２ ６． ９１ １． ５２ ８８． ７ 柔、糯

２． ４　 ９ 份品种的干子粒特征特性分析

由表 ４ 可见，９ 份品种的干子粒特征特性差异

明显，各品种的种皮色可分成灰、黄、绿 ３ 大色系，种
脐色可分成浅褐、深褐和黑色 ３ 种，干子粒形状则分

成圆、微扁圆、椭圆和扁肾形 ４ 种，其中早绿皮为圆

粒形，六月拔、小安黄、骨粒青和乌大青为微扁圆，粗
八月白和细八月白为椭圆形，而黄牛踏扁和青牛踏

扁则为扁肾形。 各品种的干子粒百粒重差异较大，

仅细八月白的干子粒百粒重小于 ３０ ｇ，为 ２７． ２ ｇ，其
余品种均大于 ３０ ｇ，其中，早绿皮、乌大青、黄牛踏扁

和青牛踏扁的干子粒百粒重分别达到 ４９． ６ ｇ、
４４． ３ ｇ、４５． ２ ｇ 和 ４３． ７ ｇ，属于特大粒型品种资源。
９ 份品种的粗蛋白含量均达 ４２％以上，其中，六月拔

和细八月白的粗蛋白含量高达 ４５％以上，属于高蛋

白优质大豆种质。 ９ 份品种的粗脂肪含量则都小于

２１％ ，属于粗脂肪含量中低水平的大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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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９ 份地方品种的干子粒特征特性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ｉｐｅｎ⁃ｓｅｅｄ ｆｏｒ ｎｉｎｅ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

地方品种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
种皮色

Ｓｈｅｌｌ ｃｏｌｏｕｒ
种脐色

Ｈｉｌｕｍ ｃｏｌｏｕｒ
粒形

Ｓｅｅｄ ｓｈａｐｅ
百粒重（ｇ）

１００⁃ｓｅ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
粗脂肪含量（％ ）
Ｃｒｕｄｅ ｆａ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粗蛋白含量（％ ）
Ｃｒｕｄ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六月拔 浅黄 黑 微扁圆 ３８． ４ １９． ９６ ４５． ３

早绿皮 浅绿 浅褐 圆 ４９． ６ ２０． ６０ ４３． ４

骨粒青 深绿 黑 微扁圆 ４２． ７ ２０． ４３ ４４． ７

小安黄 黄色 褐 微扁圆 ３７． ３ １９． ９１ ４２． ３

粗八月白 黄色 深褐 椭圆 ４３． ５ １８． ８ ４３． ７

细八月白 黄色 深褐 椭圆 ２７． ２ １９． ６７ ４５． ６

乌大青 灰绿 深褐 微扁圆 ４４． ３ １９． ９５ ４４． ５

黄牛踏扁 黄色 浅褐 扁肾 ４５． ２ １９． ８６ ４４． ８

青牛踏扁 绿 深褐 扁肾 ４３． ７ １９． ４３ ４３． １

２． ５　 ９ 份品种的抗病性分析

由表 ５ 的鉴定结果可见，９ 份品种对大豆花叶

病毒病株系 Ｓｃ⁃３ 和 Ｓｃ⁃７ 的抗性表现出一定的差

异，其中早绿皮和乌大青对 Ｓｃ⁃３ 和 Ｓｃ⁃７ 株系均表

现感病，六月拔、骨粒青、小安黄、粗八月白、细八月

白和黄牛踏扁对 ２ 个株系均表现中感，而青牛踏扁

则对 Ｓｃ⁃３ 表现中感，对 Ｓｃ⁃７ 表现感病。 ９ 份品种对

大豆锈病混合株系的抗性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六
月拔、早绿皮、小安黄、骨粒青和黄牛踏扁等表现中

感，粗八月白、细八月白、乌大青和青牛踏扁等则表

现感病。 ９ 份品种中没有发现抗大豆花叶病毒病和

大豆锈病的品种。

表 ５　 ９ 份地方品种对大豆花叶病毒病和大豆锈病的抗性表现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ｎｅ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ｍｏｓａｉｃ ｖｉｒｕｓ ａｎｄ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ｒｕｓｔ

地方品种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

大豆花叶病毒病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ｍｏｓａｉｃ ｖｉｒｕｓ

Ｓｃ３ Ｓｃ７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抗性分级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ａｔｉｎｇ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抗性分级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ａｔｉｎｇ

大豆锈病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ｒｕｓｔ

病斑类型

Ｌｅｓｉｏｎ ｔｙｐｅ
抗性分级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ａｔｉｎｇ

六月拔 ４６ 中感 ４６ 中感 局限型 中感

早绿皮 ６０ 感 ５８ 感 局限型 中感

骨粒青 ４６ 中感 ４８ 中感 局限型 中感

小安黄 ４８ 中感 ４８ 中感 局限型 中感

粗八月白 ４４ 中感 ５０ 中感 扩散型 感

细八月白 ５０ 中感 ４８ 中感 扩散型 感

乌大青 ５７ 感 ５８ 感 扩散型 感

黄牛踏扁 ４８ 中感 ４８ 中感 局限型 中感

青牛踏扁 ４３ 中感 ６３ 感 扩散型 感

３　 讨论

大豆地方品种是大豆种质创新和新品种选育的

重要亲本来源［４⁃５］。 上海崇明岛屿地处长江口，属
亚热带季风气候，其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干冷少雨，
且垦植期较短，土壤原生盐渍化较重，在此独特的气

候土壤条件下，自然选择保存下来一批优异毛豆品

种。 本研究参照盖钧镒等［１３］的研究结果，将 ９ 份大

豆品种划分为成春播和夏播 ２ 个生态型，六月拔、早
绿皮、骨粒青和乌大青等为春播生态型，其余 ５ 个品

种为夏播生态型。 在结荚习性上，六月拔、早绿皮和

乌大青为有限结荚，其余品种均为亚有限或无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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荚习性。 根据此划分结果可以看出，崇明地区自然

选择保存下来的大豆地方品种主要为夏播生态型的

亚有限及无限生长习性品种，这种特性可有效弥补

植株开花结荚期因高温、暴雨或干旱等异常天气引

起的落花落荚损失，使种质得以保存，也为这些种质

潜在优异性状的发掘利用提供了基础数据。
研究表明，大豆品种的区域适应性主要受光温

条件影响，在光温影响因子中，光周期起主导作

用［１４］，但不同品种间的感光性存在着较大差异，一
般来说，春播型早熟品种受光周期的影响较小，而晚

熟品种则相反［１５⁃１６］。 本研究中春播型的早绿皮和

六月拔对光周期反应较钝感，在春播栽培条件下均

表现开花较早（开花期小于 ４５ ｄ），其株高、节数、分
枝数和结荚性等主要农艺性状的变化较小，具有广

适特性［１７］，有待进一步研究，用于创制具有广泛栽

培适应性的菜用大豆新种质或新品种。
菜用大豆是以鲜荚（粒）形式上市销售或加工。

因此，青荚（粒）外观形态显得十分重要。 根据国际

市场对菜用大豆产品的需求标准［１８］，参照亚洲蔬菜

研究与发展中心发布的有关菜用大豆种质资源选择

的标准［１９］，可将本研究的 ９ 份品种分成小粒型、中
粒型和特大粒型 ３ 种，仅细八月白的干子百粒重小

于 ３０ ｇ，不符合菜用大豆资源标准，其余 ８ 份资源的

干子百粒重都大于 ３０ ｇ，其中，早绿皮、乌大青、黄牛

踏扁和青牛踏扁等的干子百粒重分别达到 ４９． ６ ｇ、
４４． ３ ｇ、４５． ２ ｇ 和 ４３． ７ ｇ，属于特大粒型优异资源。
同时，早绿皮、乌大青和黄牛踏扁还具有鲜荚色泽浅

绿、茸毛白色、荚型大（荚长大于 ６． ５ ｃｍ，荚宽大于

１． ５ ｃｍ）、鲜豆粒易烧煮、口感柔糯微甜、品质好等

菜用型大豆必备的优点，是开展春播型菜用大豆新

品种选育的优异亲本。
高产一直是菜用大豆育种的重要目标之一，也

是品种能否占有市场的关键因素。 王素等［２０］ 和袁

凤杰等［２１］的研究均认为，单株荚数和单个荚重对产

量具有最重要的决定作用。 本研究中的早绿皮、乌
大青、黄牛踏扁和青牛踏扁的单株结荚数都大于 ６０
个，其中早绿皮的单株结荚数高达 ７３． ５ 个，属于具

有高产潜力的优异毛豆品种。 高蛋白则是大豆品质

改良的重要指标［２］，本研究发现，９ 份大豆资源的粗

蛋白含量均大于 ４２％ ，其中，六月拔和细八月白的

粗蛋白含量高达 ４５％以上，是高蛋白优质大豆品种

资源。 而骨粒青的种皮及子叶均为绿色，且表现大

荚大粒及子粒中蛋白质含量较高、外观品质好等优

点，可作为优质特色粒用大豆品种资源开发利用。
９ 份大豆资源中未发现抗大豆花叶病毒病和大

豆锈病的资源，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所接种的大豆花

叶病毒 Ｓｃ⁃３ 和 Ｓｃ⁃７ 株系在崇明地区并非流行优势

株系或在当地不存在，由于没有对应病毒株系的选

择压力，相应的抗病基因容易丢失，导致品种抗病性

的丧失。 因此，有待引进具有质量抗性的基因或抗

源，进一步通过有性杂交和回交等手段将抗性基因

导入上海地方优良大豆品种中，以期拓宽上海地方

大豆种质的遗传基础［２］，创造具抗病、优质、丰产等

不同优异农艺性状的大豆新种质和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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