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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异交率短翼瓣型蚕豆材料的发掘及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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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蚕豆属常异花授粉作物，平均异交率 30% 左右，高异交率导致其在推广应用中品种一致性、稳定性降低。受媒介及

气候因素影响，由传统种质中选育得到的低异交率品种稳定性差。选育具有特殊花器结构的蚕豆品种，减少虫媒觅食授粉，可

降低自然异交率，使品种一致性、稳定性得以稳定保持。本研究从云南地方资源中发掘自然变异短翼瓣型蚕豆材料 1 份，命名

为 81-37。短翼瓣型花器可避免虫媒与花器接触，即短翼瓣花器结构不利于虫媒驻足采蜜，大幅减少虫媒为介质的异交现象，

实现自花授粉，使异交率由 30% 左右降低至 5% 以内。以短翼瓣型蚕豆材料、普通型蚕豆材料为亲本进行杂交或回交，从子

代中选育具有短翼瓣型花器结构的高产优质蚕豆品种进行推广应用，使品种熟期、花色、种皮种脐颜色、子叶颜色、株高、荚形

及营养品质得以稳定保持，提高农产品质量，稳固产量；使品种抗逆性、适用性得以稳定保持，增加原种使用年限，推进产业发

展。为蚕豆种质资源保存、品种选育及良种繁育提供优良材料及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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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road bean（Vicia faba L.）often exhibits an average outcrossing rate of about 30%.This 
phenomenon greatly led to the decline of uniformity and stability of broad bean cultivars.Due to the consequences 
caused by the climate and pollination factors，breeding for lower outcrossing rate using normal germplasm was 
un-able to be well maintained.However，identification of cultivars with special flower structures，which could 
reduce honey forage behaviour of insect medium，is considered to be a better strategy.In this study，a natural 
mutation of broad bean showing short wing petal was obtained from Yunnan province and named 81-37.This 
character exhibited potential to impede the insects on gathering nectar，thus resulting in reduction on insect-
induced outcrossing.The outcrossing rate of short wing petal type decreased from 30% to 5% compared to 
the common types of broad bean.By using this mutant for crossing and back-crossing with common types of 
broad bean，the offsprings with the characters of short wing petal were selected for further cultivar breeding 
and production.This helped to keep the stability of stress resistance，adaption，growing period，flower color，
seed coat and hilum color，cotyledon color，plant height，pod shape，seed nutrition，and maintained the high 
yield and better quality of broad bean cultivars，which prolonged the durable years of cultivars，benefit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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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broad bean.Thus，this work provided a special germplasm being valuable in breeding 
for broad bean varieties.

Key words：low outcrossing rate；short wing petal；broad bean；discovery；utilization

特点为：翼瓣长度约为普通花器的 1/2，与龙骨瓣长

度相当，无色斑，花冠仅为普通花器的 3/4；开花时，

翼瓣仅微微张开。 经初步研究发现，其短翼瓣特性

不利于虫媒觅食传粉，蜜蜂等虫媒在取食过程中，无

法在短小的翼瓣上停留，进而减少以虫媒为介质的

异交发生，提高自花授粉几率。本研究将短翼瓣型

蚕豆材料应用于育种工作中，旨在为蚕豆低异交率

品种选育提供材料基础。

1　蚕豆异交率的研究进展

蚕豆属常异花授粉作物，异交结实率一般为

20%~30%，最高可达 85.7%，其异交率受多种因素

的影响，常因品种、气候条件、地理位置、传媒昆虫

和栽培田块不同而异［1，7-8］，有研究分别测定蚕豆异

交 率 为 34%、4% 和 7%、64%、60%、40%、9%［9-11］。

Hu 等［12］测定蚕豆平均异交率为 30.8%。Suso 等［13］

测定蚕豆异交率为 44%~73%，并发现花序大且小花

数量少的品种异交率较高，异交率与花序大小关联

度最大。Metz 等［14-15］测定 108 份蚕豆材料的异交

率在 1%~55% 之间，蚕豆自身花粉的异交率占整体

异交率的 2%~70%，母本基因型对花粉受体（雌蕊）

的影响较大。Suso 等［16-17］研究表明，多花序且小花

少的材料异交率较高。

我国蚕豆异交率研究较少。龚畿道等［10］测得

蚕豆平均自然异交率为 36.56%，年度间因气候条件

差异，异交率差异明显。赵群等［18］测得春蚕豆异交

率为 18.3%~47%。有研究表明，植株下部和上部结

荚位的异交率要高于中部。浙江省、四川省农业科

学院和江苏省沿江地区、甘肃省临夏州农业科学研

究所共同进行的异交率研究表明：各省普遍存在蚕

豆自然异交现象，且同一地区不同品种间、不同地

区间异交率明显不同；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研究结果

表明：随父母本间种植距离的增加，异交率减少［18］。

赵群等［4，18］研究表明：春蚕豆异交率高于秋蚕豆；

多品种近距离种植，异交率高；蚕豆异交率年度间

有差异。马镜娣等［19］以花色、种脐颜色、种皮颜色

为指示标记测定蚕豆异交率，结果表明：以花色、种

脐颜色为指示标记测定异交率结果较为可靠。杨生

华［20］研究表明：不同品种、不同标记性状测定出的

异交率不同；蜂类是蚕豆传粉的主要媒介，且有就

蚕豆（Vicia faba L.），英文名为 Horse bean，Broad 
bean，Faba Bean 或 Fava bean，春播一年生或秋播越

年生草本植物，又名佛豆、胡豆、罗汉豆、川豆、倭豆

等。属豆科（Fabaceae），蝶形花亚科（Faboideae），
蚕豆族（Fabeae），是巢菜属（Vicia L.）中唯一的栽

培种，也是隔离最好的一个种。目前，与属内其他各

个种间尚无成功杂交的实例［1-3］。

蚕豆的花器较大，花冠参差不齐，其柱头的成熟

又往往早于花药的开裂，且伸长速度较花丝快。开

花时，具有豆花香味、花冠鲜艳等特点，有助于蜜蜂

的觅食授粉，导致异交的发生［2，4］。蚕豆是常异花

授粉作物（常异花授粉作物异交率为 4%~50%［5］），

平均异交率 30% 左右［1］，其异花授粉率常因品种、

气候条件、地理位置、传媒昆虫和栽培田块等不同而

异［2］。较高异交率对品种一致性影响较大，连续种

植过程中，易出现稳定性差、优良性状丧失、产品质

量不一等问题，使农产品商品性下降，影响生产的稳

固性［6］。优良种质是产业发展的根本，蚕豆异交的

发生，给种质资源保纯、品种改良、良种繁育、推广及

应用带来一定阻碍。

 国内外降低蚕豆异交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

粉媒介的隔离、种植区域的隔离及传统低异交率材

料的选育等方面。传粉媒介的隔离是通过诱捕虫

媒、种植屏障、陷阱植物或使用纱网等方法，减少其

在不同品种间的觅食授粉活动。此方法操作较为复

杂、增加种植成本，且部分方法难以确保稳定的隔离

效果，实际生产中，难以大面积推广应用。种植区域

的隔离则是通过区域化单一品种种植的方法，保证

不同种植区之间相距 1 km 以上，减少不同品种种植

区间异交率的发生。大面积种植时，特别是农户自

行种植时，难以保障有效隔离距离，品种混杂较多。

同时，因外界因素对蚕豆异交率影响较大，传统方法

选育得到的低异交率品系常随气候、地理条件等因

素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稳定性较差。从根本上避免

传粉媒介与蚕豆花器的接触，是降低蚕豆自然异交

率并稳定保持低异交率的有效途径。

迄今为止，通过栽培隔离和传统低异交率品系

选育方法降低蚕豆异交率的研究较为普遍，未见对

短翼瓣型蚕豆材料的发现及研究报道。本研究从云

南地方资源中，发掘自然变异短翼瓣型蚕豆材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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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取粉的习惯。杨武云等［6］测定云南省 4 份普通

花器结构蚕豆品系的异交率均低于 5%。

2　蚕豆异交媒介及异交率影响因素的
研究进展

Pierre 等［21］研究发现，法国蚕豆种植区有欧洲

雄峰（Bombus terrestris）及蜜蜂（Apis mellifera L.）
活动，但因气候原因，数量较少；西班牙则以长须蜂

（E.numida Lep.）为主。Suso 等［22］研究表明，当昆

虫数量较少时，异交率与取食行为呈显著正相关；

当昆虫数量充足时，异交率主要取决于品种自身特

性。Bishop 等［23］研究表明，高温胁迫下，部分由昆

虫介导的蚕豆异花授粉率显著提高。Carré 等［24］

研究表明，蜜蜂（Apis mellifera）及大黄蜂（Bombus 
spp.）均可介导蚕豆发生异交现象。

江苏省沿江地区农科所通过调查，发现田间

可能与花粉传播有关的昆虫媒介包括蜜蜂、蝴

蝶、蓟马、蜻蜓、蚊、蝇和蚜虫［18］。马镜娣等［19］认

为除蜜蜂外，蚊、蝇、蝴蝶和蜻蜓等不是蚕豆传粉

昆虫。

昆虫采蜜行为是异花授粉的主要途径，通常情

况下，蜂类采蜜行为分为 2 类：于花萼背面处刺孔

采蜜；于小花正面，即旗瓣 - 翼瓣中间处采蜜。相关

研究表明，仅后者为有效异花授粉途径［11］。

国内外研究表明，地理因素、种植田块大小、田

块位置、种植季节、种植密度、花序位置、品种基因型

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蚕豆异交率的发生；对小花

位置、胚珠位置的研究均未发现其对蚕豆异交率的

影响［6，9，11，20，25］。

3　蚕豆异交率的影响及传统降低异交
率的方法

蚕豆异交率较高，影响科研及产业发展，主要方

面有：（1）自然异交率高，使得育种材料容易混杂，

增加育种工作难度；（2）资源扩繁及保存利用难度

大；（3）影响品种保纯，给良种繁育及生产工作带来

较大影响。

蚕豆异交的发生对育种、繁种保存和高产栽培

产生重要影响，科研及生产中通常以隔离方法降低

或避免异交发生［2］：（1）以纱网将材料进行隔离，避

免其与其他材料及传粉昆虫媒介接触；（2）采用“陷

阱”或“屏障”作物隔离，即将油菜等花朵艳丽芳香

的作物，种植在蚕豆株行或小区周围，调节播种期使

二者花期相遇，引诱蜜蜂到油菜花朵上采蜜，减少

蚕豆株间传粉频率，或将高大茂密的作物种植于蚕

豆株行或小区之间，形成天然屏障阻止蜜蜂在株行

间或小区间飞行传粉；（3）诱捕蜂类，以减少传粉媒

介；（4）单一品种隔离种植，种植区 1 km 内禁止其

他蚕豆品种种植。

4　蚕豆短翼瓣型花器结构特点

4.1　蚕豆普通型花器结构特点

蚕豆花为腋生，属两性花，花由花萼、花冠、雄

蕊、雌蕊组成。

花冠为蝶形花，不整齐，有旗瓣 1 片、翼瓣 2 片

和龙骨瓣 2 片。旗瓣 1 片在上方，形体最大，在花未

开放前紧紧包围其余 4 片花瓣。翼瓣 2 片，附于龙

骨瓣两旁。龙骨瓣 2 片，在翼瓣内，未开花时两片龙

骨瓣紧密合拢，形似小船。雄蕊 10 个，9 个在基部

联合呈管状，将雌蕊包围，另一个独立生长，称为二

体雄蕊；雌蕊 1 个，隐藏在雄蕊里，花柱稍向上弯曲，

顶端背部有一丛白色髯毛［18］。

普通花器中，翼瓣较龙骨瓣长，开花时，旗瓣

完全打开近乎平展，翼瓣半打开，两翼瓣呈夹角态

（图 1a）。
4.2　蚕豆短翼瓣型花器结构特点

与普通花器相比，短翼瓣型蚕豆材料翼瓣特别

短小［26］。整个花冠仅为普通花的 3/4，翼瓣长度为

普通翼瓣的 1/2 左右，无色斑。开花时，翼瓣微微张

开，且与龙骨瓣长度相当（图 1b）。蜜蜂等虫媒在取

食过程中，无法在短小的翼瓣上停留，减少了以虫媒

为介质的异交发生，提高了自花授粉几率。 

a：普通蚕豆；b：短翼瓣型蚕豆 
a：Common type of broad bean，b：Short wing petal type of broad bean

图 1　蚕豆的花结构
Fig.1　Flower structure of broad b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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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短翼瓣型蚕豆材料的发掘及应用

5.1　短翼瓣型蚕豆材料的发掘

5.1.1 资源收集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于 1979 年在

云南省昆明、玉溪、楚雄、曲靖、昭通、大理、丽江、迪

庆、怒江、保山、临沧、普洱、红河、德宏地区，及江苏、

广东等地收集到地方蚕豆资源 121 份。本研究所

用材料见表 1，其中云南省地方资源 105 份，新西兰

资源 1 份，江苏省地方资源 5 份，广东省地方资源 7
份，其他 3 份。

表 1　蚕豆资源分布信息表
Table 1　Distributed information of germplasm of broad 

bean（Vicia faba L.）

地点

Site
份数

Quantity
来源

Origin
占比（%）

Proportion

中国昆明 28 晋宁　宜良　寻甸 23.1

中国玉溪 8 华宁　新平　元江 6.6

中国楚雄 3 南华　元谋 2.5

中国曲靖 2 陆良 1.7

中国昭通 5 永善　镇雄 4.1

中国大理 16 漾濞　祥云　云龙　宾川

弥渡　洱源

13.2

中国丽江 6 永胜　宁蒗 5.0

中国迪庆 2 维西 1.7

中国怒江 1 泸水 0.8

中国保山 9 腾冲　施甸　芒市 7.4

中国临沧 12 凤庆　云县　永德　镇康

双江　耿马　沧源

9.9

中国普洱 4 墨江　景东 3.3

中国红河 8 弥勒　金平　绿春　开远市 6.6

中国德宏 1 陇川 0.8

中国广东 7 5.8

中国江苏 5 4.1

新西兰 1 0.8

其他 3 2.5

5.1.2 资源评价筛选　1980 年 10 月 12 日，将 121
份材料种植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昆明市龙头街试验

基地，小区随机排列，无重复。每份材料种植 1 行，

按行距 33.3 cm、株距 13 cm 播种。通过田间评价鉴

定，总结 121 份资源形态特征如下。

（1）分枝直立材料 18 份，分枝半直立材料 82 份，

分枝匍匐材料 21 份；（2）株高范围 45~114.3 cm，

差异显著，株高 100 cm 以上资源 6 份，株高 60~ 
99 cm 资源 89 份，株高低于 60 cm 资源 26 份；（3）
白花资源 71 份：于临沧地方资源沧源蚕豆（资源编

号：K0013）中发现自然变异型蚕豆单株 1 株，单株

号 81-37，为短翼瓣，翼瓣长度仅为普通翼瓣的 1/2，
且与龙骨瓣长度相当；混花色（白花、纯白花、紫

花）资源 32 份；紫花资源 17 份；纯白花资源 1 份，

为丽江青皮（资源编号：K0025）；（4）小粒（百粒重

≤ 70 g）种 18 份，大粒（百粒重≥ 120 g）种 6 份，

中粒（百粒重 70~120 g）种 97 份；（5）干荚荚果长

4.9~8.5 cm，以 5~7 cm 为主，长 7 cm 以上资源 13
份；（6）荚宽 1.1~1.9 cm，小粒种荚宽 1.1~1.5 cm，中

粒种 1.4~1.8 cm，大粒种 1.7~1.9 cm；（7）有软荚和

硬荚，荚果成熟后，软质荚荚壳皱缩不开裂，硬质荚

荚壳光滑易裂荚；（8）白色籽粒 79 份，绿色 12 份，

红色 1 份，混色（白、绿、红）资源 29 份；（9）黄色子

叶资源 117 份，绿色子叶资源 4 份。

5.1.3 短翼瓣型蚕豆材料的纯化　1980 年在资源

圃中，从地方资源沧源蚕豆中发现自然变异短翼瓣

型蚕豆材料 1 株，单株选号为 81-37。经多年评价

试验，因其具有特有特性，于 1983 年入资源库保存。

具体评价情况因受气候、管理等因素影响，不同年份

间材料表现有所差异。

1981 年参加选种圃试验，共计 69 份试验材料。

81-37 表现为白花，绿茎，株高 82.28 cm，百粒重 98.9 g，
粒色白，脐色白，折合产量 3480.0 kg/hm2，小区产量

位列第 7 位，较对照（昆明白皮豆）增产 46.8%，田

间表现一致，籽粒整齐，入下一年度品种（系）预备

试验。

1982 年参加品种（系）预备试验，共计 22 份试

验材料。81-37 表现为白花，绿茎，株高 81.45 cm，百

粒重 94.0 g，粒色白，脐色白，折合产量 2299.5 kg/hm2，

小区产量位列第 15 位，较对照（昆明白皮豆）减产

32.7%，田间表现一致，籽粒整齐。产量表现不稳定，

因其为特殊材料，重复入品种（系）预备试验观察。

1983 年参加品种（系）预备试验，共计 26 份试

验材料。81-37 表现为白花，绿茎，株高 111.9 cm，百粒

重 105.7 g，粒色白，脐色白，折合产量 4930.5 kg/hm2，

小区产量位列第 22 位，较对照（昆明白皮豆）减产

20.48%，田间表现一致，籽粒整齐。因连续 2 年表

现减产，淘汰出品种选育体系。入资源库保存，保存

编号：K0692。
5.1.4 短翼瓣型蚕豆材料异交率初探　在品种选育

工作中，对短翼瓣型蚕豆材料的后代品系开展多年

田间观察及数据收集工作。以普通材料和 81-37 为

亲本进行杂交，经多年系统选育，育成群体性状纯合

的短翼瓣型蚕豆品种云豆 470（表 2）。



1338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20 卷

自 F3 开始，云豆 470 的花色、花器类型、粒色、

脐色及子叶颜色性状始终保持一致，无性状分离。

其高世代纯合材料在多年区域试验及生产中，无植

株、花色、籽粒混杂现象发生，群体稳定保持高纯合

度。经田间调查及考种，其他短翼瓣型蚕豆材料与

云豆 470 表现相似，如云豆绿心 1、云豆绿心 2。同

时，经过多年田间观察，未发现蜜蜂在短翼瓣型蚕豆

材料上的采蜜行为。初步研究表明，短翼瓣型蚕豆

材料具有低异交率的特性，其发生原理及遗传机制

有待进一步研究。

5.2　短翼瓣型蚕豆材料的应用

5.2.1 育种亲本材料及选育　以本地优良蚕豆材料

为母本，短翼瓣型蚕豆材料为父本，人工杂交授粉，

并进行后代系统选育。F0~F1 混种混收。F2 发生性

状分离后，将具有 81-37 花器的材料不断进行混种

混收，其余材料淘汰。采取此方法直至花器不发生

性状分离，形成具有稳定花器结构的集团材料。在

集团材料中选取具有高产、优质、抗病等优良性状的

单株进入后续试验。

5.2.2 育成品种　云豆绿心 1、云豆绿心 2 是通过

人工授粉，成功导入短翼瓣型性状的品种，其经系统

选育，群体性状纯合整齐。

云豆绿心 1 以 81-37 为父本，以具有普通花

器的 K0088 系为母本。于 1994 年进行杂交授粉，

1998 年获得具短翼瓣型花器的优异单株 98-112。
云豆绿心 2 以 81-37 为父本，以具有普通花器的

H0223（中国作物种质信息网编号，http：//www.
cgris.net）为母本。于 1993 年进行杂交授粉，1998
年从其杂交后代中筛选出具父本花器型的优越单株

98-133。通过 10 余年选育，经选种圃、株系、预备、

品比等试验评价，群体性状纯合整齐，品种一致性、

稳定性好，异交率均低于 5%，依次命名为云豆绿心

1、云豆绿心 2，并于 2012 年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

权”证书。

云豆绿心 1 属中熟型品种，全生育期 190 d 左

右，中矮秆株型，株高 74.3 cm，其子叶绿色，单株分

枝 3.5，单株荚数 11.3，粒型厚，子粒均匀度好，属小

粒型高蛋白品种，百粒重 76 g，粗蛋白含量 27.4%、

淀粉含量 47.80%。干籽粒产量 2220~3150 kg/hm2。

因其具有子叶绿、籽粒小、均匀度好及高蛋白等特

点，可在云南省及西南周边相似气候条件地区推广

种植，产品用于加工“透心绿”炒豆或用于速冻罐头

制品加工出口。

云豆绿心 2 属中熟型品种，全生育期 190 d 左

右，中矮秆株型，株高 90.0 cm，子叶绿色，单株分枝

4.1，单株荚数 10.3，荚长 7.0 cm，荚宽 1.99 cm。大

粒型，干籽粒百粒重 127.4 g，种皮白色、种脐白色。

干籽粒粗蛋白质含量 25.4％、淀粉含量 43.71％。干

表 2　云豆 470 选育过程
Table 2　Selection process of Yundou 470

年份（年）

Year
亲本组合

Parents
试验类型

Type of trial
选种情况

Selection
世代

Generation

花色及花器类型

Type and color of 
flower

粒色

Seed coat 
color

脐色

Hilum color

子叶色

Cotyledon
color

8462 白 - 普通花器 白 黑 淡黄

K0013（81-37） 白 - 短翼瓣型花器 白 白 淡黄

1991-1992 8462/K0013（81-37） 杂交试验 0

1992-1993 8462/K0013（81-37） 大田选种圃

试验

1 白 - 普通花器 白 黑 淡黄

1993-1994 8462/K0013（81-37） 大田选种圃

试验

选择优异短翼

瓣单株 94-470
2 白 - 普通花器、短翼

瓣型花器

白 白、淡棕 淡黄

1994-1995 8462/K0013（81-37） 株行试验 集团材料 3 白 - 短翼瓣型花器 白 白 淡黄

1995-1996 8462/K0013（81-37） 株系试验 集团材料 4 白 - 短翼瓣型花器 白 白 淡黄

1996-1997 8462/K0013（81-37） 预备试验 集团材料 5 白 - 短翼瓣型花器 白 白 淡黄

1997-1998 8462/K0013（81-37） 预备试验 集团材料 6 白 - 短翼瓣型花器 白 白 淡黄

1998-1999 8462/K0013（81-37） 品比试验 集团材料 7 白 - 短翼瓣型花器 白 白 淡黄

1999-2000 8462/K0013（81-37） 品比试验 集团材料 8 白 - 短翼瓣型花器 白 白 淡黄

2000-2001 8462/K0013（81-37） 品比试验 集团材料 9 白 - 短翼瓣型花器 白 白 淡黄

2001-2002 8462/K0013（81-37） 品比试验 集团材料 10 白 - 短翼瓣型花器 白 白 淡黄

2003-2006 8462/K0013（81-37） 省区试 白 - 短翼瓣型花器 白 白 淡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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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粒产量 3000~3750 kg/hm2。因其具有子叶绿、大

籽粒、中熟等特点，可在云南省及西南周边相似气候

条件地区推广种植，以鲜籽粒生产为主。

6　讨论

蚕豆是常异花授粉作物，平均异交率在 30% 左

右。发生异交的作物群体具有较高的杂合性和异质

性，非常容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失去原有的遗传

完整性和相似性［27］，从而导致群体缺乏一致性和稳

定性［5］。同自花授粉作物相比，常异花授粉作物容

易发生混杂现象，造成后代材料背景基因流失和污

染，阻碍资源保存利用、育种、应用基础研究及产业

的发展。

蜂类是公认的介导蚕豆异交发生的虫媒之一。

早 在 1983 年，Hebbleth 在《Faba Bean》一 书 中 提

到，蜜蜂在蚕豆上的采蜜行为主要分为 2 类：第一

类是在花冠背面刺孔采蜜，这一采蜜行为不能介导

异花授粉；第二类为正面采蜜行为，是有效的异花

授粉途径［11］。根据我们多年来在云南的田间观察

及鉴定分析，蜂类的正面采蜜行为，主要是以翼瓣为

支撑点，短翼瓣型蚕豆材料的翼瓣较普通花器的翼

瓣短小，与龙骨瓣长度相当，不能为蜂类采蜜提供驻

足点，进而减少了以蜂类为媒介的异交现象。目前，

国内外对蚕豆异交发生媒介及异交率影响因素的

研究较为普遍［6，9，11，20-25］，降低异交率的研究则主要

集中在传统低异交率品种的选育方面［6］。因受多

种环境因素影响，传统低异交率品种的异交率并不

稳定。短翼瓣型蚕豆是云南省特有的种质资源，其

具有低异交率的特性，且可稳定保持低异交率。自

1991 年开始，我们以短翼瓣型蚕豆为亲本成功选育

蚕豆品种（系）10 余个，以云豆 470、云豆绿心 1、云
豆绿心 2（均获植物新品种权）为代表的短翼瓣新

品种开始投入生产。经多年田间鉴定，其株型、花器

类型、花色、粒色、脐色及子叶颜色性状均保持一致，

群体稳定、保持高纯合度。将短翼瓣型蚕豆种质广

泛应用到品种选育、基础研究等领域，将在一定程度

上推动我国蚕豆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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