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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国家级农业科研机构，担负着解决我国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经济建
设中基础性、方向性、全局性、关键性重大科技问题的重任，研究内容涵盖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
的各个领域。
大豆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油料作物和饲料作物，一直是我院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
1957年9月1目，当中国农业科学院刚刚成立的时候，就在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设立大豆课题，开展品
种资源、栽培、育种等方面的研究。
后来，还曾在吉林省九站设立大豆研究所。
&ldquo;文革&rdquo;期间，油料作物研究所等单位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坚持大豆研究。
&ldquo;文革&rdquo;结束后，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恢复了大豆研究室，同时在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油料作物研究所、土壤肥料研究所及其他相关研究所全面开展了大豆科研工作，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学
科布局、人才梯队和研究平台。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院大豆研究队伍逐步壮大，科研经费明显增加，研究条件不断改善，科研成果层
出不穷，在大豆科研的诸多领域发挥着带头作用。
　　在过去的50多年里，我院科技人员克服重重困难，顽强拼搏，在大豆科研的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
的成绩，为我国大豆生产的发展和大豆科技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突出贡献。
其中，我院专家改进的中国大豆品种栽培区域划分方案和生育期组划分方案，为大豆引种、育种和栽
培提供了科学依据；先后选育大豆新品种80多个，品种适应区域覆盖北方春大豆区南部、黄淮海夏大
豆区和南方多作大豆区，中黄4号、中豆19、中黄13等优良品种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成为黄淮海
地区的大豆主栽品种；我院大豆育种工作者在开展品种选育的同时，积极开展相关应用基础研究，在
大豆耐盐性、生化品质、光温反应、对胞囊线虫病抗性等性状的鉴定、遗传规律分析、分子标记等方
面形成一定优势，并应用于育种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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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从事大豆科研工作的专家集体编写，内容涉及大豆种质资源、生物学特性、遗
传规律、分子生物学、生物固氮、品种选育、营养与施肥、栽培技术、病虫草害防治、加工利用、转
基因大豆安全评价、产业经济等多个方面，汇集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建院以来在大豆科研方面的主要进
展。
书中还收录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科研人员发表的大豆论文、专著目录和品种介绍。
各章均附有中英文摘要。
    本书可供从事大豆科学研究、技术推广和生产管理的科技工作者和大中专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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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一些植物种子发芽后的一段时间内，不论进行何种处理都不会使其开花。
这一阶段称为童期或幼年期（部分研究者也译为&ldquo;青春期&rdquo;）（Juverfile phase）。
童期结束后，植物达到了花熟态或感受态（Ripeness or competence to flower），即具备了可感受诱导成
花转变的环境刺激的能力。
童期常见于温带果树中，在一些草本植物中也有存在。
　　部分研究结果显示，一些大豆品种出苗后有一段对光周期反应不敏感的童期，而另一些专家则认
为，大豆在单叶充分展开后即对光周期处理有反应，有的品种甚至在子叶展开后就可接收光周期诱导
，因而没有真正的&ldquo;童期&rdquo;。
韩天富等（1998）也发现，晚熟大豆品种自贡冬豆没有明显的童期。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的科技工作者对从巴西等国引进的&ldquo;长童期&rdquo;品种进行光
周期反应分析，发现这些品种的光周期反应相当敏感（吴存祥等，未发表资料）；油料作物研究所筛
选出一些营养生长期短、生殖生长期长的材料，他们称之为&ldquo;短童期&rdquo;品种，并对其光周
期反应特点进行了分析。
　　（一）&ldquo;长童期&rdquo;品种的光周期反应　　在低纬度的热带、亚热带地区，日照短，温
度高，传统的温带大豆品种发育速度快，营养生长期短，生物产量和经济产量都低。
在这些地区，延迟开花有利于营养体的形成和产量的提高。
为明确热带大豆是否具有真正的&ldquo;童期&rdquo;，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科技人员以巴
西代表性&ldquo;长童期&rdquo;品种、我国光周期反应敏感品种自贡冬豆及京津地区夏播大豆主栽品
种中黄4号为材料，分别进行短日照（12h）和长日照（16h）处理，观察光周期对大豆品种初花期及生
物产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短日照条件下，&ldquo;长童期&rdquo;品种的初花期较自贡冬豆延迟4。
6-21。
3d，较中黄4号延迟8。
7～25。
4d，干物质积累量明显高于自贡冬豆和中黄4号；在长日照下，&ldquo;长童期&rdquo;品种及自贡冬豆
均未开花，较短日照条件下延迟52。
6d以上（吴存祥等，未发表资料）。
试验结果说明，&ldquo;长童期&rdquo;材料具有相当强的光周期反应敏感性，而没有真正的童期，此
类品种适合热带、亚热带条件的根本原因是其在短日照条件下开花晚，营养生长期长，干物质积累多
。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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