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豆 科 学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ｈｔｔｐ: / / ｄｄｋｘ. ｈａａｓｅｐ. ｃｎ

２０２４ꎬ４３(４):５１０￣５１６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８６１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９８４１. ２０２４. ０４. ０５１０

特用大豆新品种吉青 ７ 号的选育研究

朱　 旭１ꎬ李　 楠１ꎬ杨春明１ꎬ禚绍刚２ꎬ王梓钰１ꎬ李毅丹１ꎬ牛　 陆１ꎬ贺红霞１

(１.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技东北创新中心) 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ꎬ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３３ꎻ ２. 白城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ꎬ吉林 白城

１３７０００)

摘　 要:近年由于青大豆营养成分丰富ꎬ销售价值高ꎬ市场需求量不断上升ꎮ 为满足种植户需求ꎬ急需特用豆新品种ꎬ
提高青大豆的产量和品质ꎬ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以吉育 １０２ 为母本ꎬ以优异品系公品 ２０００２￣１ 为父

本ꎬ经过有性杂交ꎬ结合系谱法与混合法选育出特用大豆新品种吉青 ７ 号ꎮ 该品种种皮与子叶均为绿色ꎬ外观色泽青

绿ꎬ属双青大豆又名绿色豆ꎬ是特用大豆的一种ꎮ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ꎬ该品种参加了吉林省大豆品种区域试验ꎬ两年平

均单产 ２ ３７７. ７ ｋｇｈｍ －２ꎬ较对照品种吉青 １ 号增产 ９. ０％ꎮ ２０２０ 年ꎬ该品种参加生产试验ꎬ平均单产 ２ ４０３. ６ ｋｇｈｍ －２ꎬ
较对照品种吉青 １ 号增产 ８. ５％ ꎮ 另外ꎬ吉青 ７ 号的抗病性和抗逆性也明显优于对照品种ꎮ ２０２１ 年ꎬ吉青 ７ 号通过吉

林省审定ꎮ 该品种适宜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和内蒙古中晚熟地区种植ꎬ推广区域辐射面积大ꎮ 该品种加工品质优

异、蛋白质含量 ４３. ６４％ ꎬ脂肪含量 １９. ５５％ ꎬ蛋白质和脂肪总合 ６３％以上ꎬ属于双高青豆品种ꎬ可作为芽豆、豆奶、豆粉

等豆制品的最佳原料品种ꎬ可大量出口日本和韩国ꎬ极具市场开发潜力ꎮ 吉青 ７ 号的大面积推广将有助于大幅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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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豆[Ｇｌｙｃｉｎｅ ｍａｘ Ｌ. Ｍｅｒｒｉｌｌ]是世界上重要的

油料作物和粮食作物ꎬ是植物蛋白、食用油脂和蛋

白饲料的主要来源[１]ꎮ 大豆因其共生根瘤菌具有

生物固氮作用可以培肥地力ꎬ也被誉为养人、养畜、
养地的“三营养”作物[２￣３]ꎮ 根据种皮颜色的差异可

将大豆分为黄豆、青豆、黑豆、褐豆、其他大豆、混合

大豆 ６ 类[４￣５]ꎮ 其中ꎬ青豆是种皮和子叶为青绿色的

大豆ꎬ又名双青大豆ꎮ 研究表明青豆中富含维生

素、类黄酮抗氧化剂以及其他多种抗氧化成分ꎬ抗
氧化成分能够有效地清除体内自由基ꎬ预防由自由

基引发的疾病ꎬ同时还具有延缓衰老、消炎、抗菌等

作用[５￣１０]ꎮ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ꎬ对以青豆为

代表的特用豆产品需求快速增加ꎬ相关出口贸易以

及加工业发展迅速ꎬ这也对特用豆新品种的选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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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日趋迫切的需求[１１￣１３]ꎮ
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大豆产区ꎬ气候、土壤条

件非常适合大豆的种植ꎮ 近年来由于国家扩大大

豆种植面积ꎬ加之青豆市场价格持续上涨ꎬ种植青

大豆收益明显高于种植普通大豆ꎬ培育适宜在吉林

省乃至东北地区种植的青豆特用品种越来越受到

育种家的关注[１３￣１８]ꎮ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通过筛选

亲本、配制杂交组合、采用系谱法和混合法相结合ꎬ
经过 ７ 年的选育过程ꎬ育成了适合吉林省中晚熟地

区的特用大豆新品种吉青 ７ 号ꎮ 该品种于 ２０２１ 年

通过吉林省农作物审定委员会的审定ꎮ 本文对吉

青 ７ 号的选育过程、特征特性、产量表现、配套栽培

技术、育种思考及展望进行了系统阐述ꎬ以期为特

用大豆新品种选育提供参考ꎮ

１　 品种来源及选育过程

１. １　 亲本特征

１. １. １　 母本　 吉育 １０２ 是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大豆

研究所利用含有野生大豆血缘的高蛋白中间材料

与绿皮绿子叶大豆品种杂交ꎬ采用系谱法选育出的

小粒出口专用大豆品种ꎬ具有品质优、籽粒小、耐瘠

薄和稳产高产等特点ꎮ 该品种为白花ꎬ披针叶ꎬ绿
色种皮ꎬ绿子叶ꎬ圆粒ꎬ黄脐ꎬ荚皮黑色ꎬ百粒重 ８. ６ ｇꎬ
亚有限结荚习性ꎬ株高 ９５ ｃｍꎬ生育期 １２０ ~ １２５ ｄ
(图 １)ꎮ 田间表现中抗大豆花叶病ꎬ抗大豆灰斑病、
细菌性斑点病和大豆褐斑病ꎬ高抗霜霉病和大豆食

心虫ꎮ 蛋白质含量 ４４. ２２％ 、脂肪含量 １６. ９５％ ꎬ外
观及化学品质优良ꎬ适合做纳豆和芽豆ꎮ

图 １　 母本吉育 １０２ 成熟收获后植株与籽粒图片

Ｆｉｇ. １　 Ｐｈｏｔｏｓ ｏｆ ｍ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ｒｅｎｔ Ｊｉｙｕ １０２

１. １. ２　 父本 　 公品 ２０００２￣１ 是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大豆研究所以地方小粒黑豆品种(系)为母本ꎬ吉青

小粒 ７０７Ｂ 为父本进行有性杂交ꎬ采用系谱法选育

而成的优异品系ꎮ 该品系株高 ８５. ４ ｃｍꎬ叶片椭圆

形、白花、带有灰色茸毛ꎬ有限结荚习性ꎬ分枝较多ꎮ
结荚均匀且密集ꎬ三、四粒荚多ꎬ荚熟时呈棕褐色ꎮ

抗倒伏能力强ꎻ籽粒圆形ꎬ种皮黑色有光泽ꎬ种脐黑

色ꎬ百粒重约为 １３. ２ ｇ(图 ２)ꎮ 籽粒粗蛋白质含量

４１. ４２％ ꎬ粗脂肪含量 １７. ８０％ ꎮ 田间表现高抗大豆

花叶病毒 １ 号株系ꎬ高抗大豆花叶病毒 ３ 号株系ꎮ
公品 ２０００２￣１ 具有抗逆性和广适性以及较强的耐盐

碱性ꎮ

图 ２　 父本公品 ２０００２￣１ 成熟收获后植株与籽粒图片

Ｆｉｇ. ２　 Ｐｈｏｔｏｓ ｏｆ ｍ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ｌｅ ｐａｒｅｎｔ Ｇｏｎｇｐｉｎ ２００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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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选育过程

吉青 ７ 号是将吉育 １０２(母本)和公品 ２０００２￣１
(父本)进行杂交ꎬ采用多年的系谱法与混合法结合

选育而成[１２]ꎮ
　 　 ２０１３ 年通过人工配制杂交组合ꎬ得到 Ｆ０代种子ꎮ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ꎬ在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公主岭试验地先

后培育 Ｆ１ ~ Ｆ５代ꎬ通过育种目标的筛选和系统选育ꎬ

最终选育出吉青 ２０１８￣３ 的优良品系ꎬ该品系植株高

度比吉青 １ 号矮ꎬ产量有所提高ꎬ在田间生长表现良

好ꎮ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进行了品比试验ꎬ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

在吉林省长春市、公主岭市、伊通县、梨树县以及双辽

市进行了 ２ 年的区域试验和 １ 年的生产试验ꎮ 吉青 ７
号系谱如图 ３ 所示ꎮ

图 ３　 吉青 ７ 号系谱图

Ｆｉｇ. ３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ｐｅｄｉｇｒｅｅ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Ｊｉｑｉｎｇ ７

２　 品种特性特征

２. １　 主要农艺性状

吉青 ７ 号是一种具有彩色籽粒的品种ꎬ中晚熟ꎬ
出苗至成熟平均 １２４ ｄꎬ比吉青 １ 号对照品种要早熟

３ ｄꎮ 该品种平均株高 ８３. ６ ｃｍꎬ花呈白色ꎬ茸毛呈灰

色ꎬ叶子呈尖卵形ꎬ结荚习性为亚有限、主茎型ꎬ主茎

上节数为 １４. ４ 个ꎬ每个荚中有 ３ ~ ４ 粒种子ꎬ荚熟时

呈灰褐色ꎮ 吉育 ７ 号的单株、豆荚、籽粒及田间表现

如图 ４ 和图 ５ 所示ꎮ

图 ４　 吉青 ７ 号的植株及籽粒特征

Ｆｉｇ. ４　 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Ｊｉｑｉｎｇ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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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吉青 ７ 号田间表现

Ｆｉｇ. ５　 Ｆｉｅｌ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Ｊｉｑｉｎｇ ７

２. ２　 转基因检测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ꎬ经过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及加工

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长春)的检测ꎬ吉青 ７ 号

样品中未检测出调控元件 ＣａＭＶ３５Ｓ 启动子、ＮＯＳ 终

止子和 ＦＭＶ３５Ｓ 启动子ꎬ 也未检测出外源蛋白

Ｃｒｙ１Ａｂ / Ａｃ 蛋白基因ꎬ检测结果均为阴性ꎮ
２. ３　 抗病性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ꎬ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

究所采用人工摩擦接种大豆花叶病毒株系、人工喷

雾接种大豆灰斑病以及在鉴定圃中田间自然发生

情况 ３ 种鉴定方法[１９] 对吉青 ７ 号进行病情指数和

抗性评价ꎬ抗病鉴定报告显示ꎬ吉青 ７ 号在生育期内

没有出现大豆花叶病毒、大豆灰斑病、大豆褐斑病、
大豆细菌性病害及大豆食心虫等病虫害ꎬ具有很强

的抗病虫能力ꎮ 吉青 ７ 号病情指数及抗性评价结果

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吉青 ７ 号人工接种和田间自然发病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ｑｉｎｇ ７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ｏｃｃｕｒ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年份

Ｙｅａｒ

人工接种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鉴定圃中自然发病 Ｉｎｄｅｎｔｉｆ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ｏｃｃｕｒ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大豆花叶病毒病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ｍｏｓａｉｃ 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１ 号株系

Ｌｉｎｅ １
３ 号株系

Ｌｉｎｅ ３

大豆灰斑病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ｆｒｏｇｅｙｅ
ｌｅａｆ ｓｐｏｔ

大豆花叶

病毒病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ｍｏｓａｉｃ
ｖｉｒｕｓ

大豆灰斑病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ｆｒｏｇｅｙｅ
ｌｅａｆ ｓｐｏｔ

大豆褐斑病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ｌｅａｆ ｓｐｏｔ

大豆霜霉病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ｄｏｗｎｙ
ｍｉｌｄｅｗ

大豆细菌性

斑点病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ｂｌｉｇｈｔ

大豆食心虫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ｐｏｄ ｂｏｒｅｒ

２０１９ ＨＲ ＨＲ ＭＲ Ｒ ＭＲ Ｒ ＨＲ Ｒ Ｒ

２０２０ ＨＲ ＨＲ Ｒ Ｒ Ｒ ＨＲ Ｒ Ｒ ＨＲ

２. ４　 籽粒品质性状

吉青 ７ 号的种皮和子叶均为绿色ꎬ籽粒圆形有

光泽ꎬ种脐呈黄色ꎬ属小粒豆品种ꎬ百粒重平均为

１２. ８３ ｇꎮ 经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及加工品质量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长春)检测该品种籽粒粗蛋白质含

量高达 ４３ ６４％ ꎬ粗脂肪含量为 １９. ５５％ ꎬ蛋脂总和

达 ６３ １９％ ꎬ符合双高品种标准ꎬ该品种食用口感

好、味道香甜润滑ꎮ

３　 产量表现

在 ２０１９ 年区域试验中ꎬ其平均产量为 ２ ４８１. ８
ｋｇｈｍ － ２ꎬ比对照品种吉青１ 号增产了１０ ４％ꎻ２０２０ 年

区域试验平均产量为 ２ ２７３. ６ ｋｇｈｍ －２ꎬ比对照增产了

７. ６％ ꎻ两年区域试验平均产量 ２ ３７７. ７ ｋｇｈｍ － ２ꎬ
比对照增产了 ９. ０％ (表 ２)ꎮ 在参加吉林省西部 ５
个试验点中晚熟组西区区域试验中ꎬ２０１９ 年伊通试

验点产量最高ꎬ达 ３ ０３６. ７ ｋｇｈｍ － ２ꎬ２０２０ 年公主岭

试验点产量最高ꎬ达 ２ ６７６. ７ ｋｇｈｍ － ２ (表 ２)ꎮ ２０２０
年生产试验平均产量 ２ ４０３. ６ ｋｇｈｍ －２ꎬ比对照增产

８ ５％ (表 ３)ꎮ ２０２０ 年在 ５ 个测试地点进行的生产

试验中ꎬ吉青 ７ 号比对照品种增产了 ６. ０％ ~１３. ５％ꎬ
长春试验点增幅度最高ꎬ达到了 １３. ５％(表 ３)ꎮ

表 ２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吉青 ７ 号区域试验产量表现

Ｔａｂｌｅ ２　 Ｙｉｅｌ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Ｊｉｑｉｎｇ ７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 ｉｎ ２０１９ ａｎｄ ２０２０

年份

Ｙｅａｒ
试验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平均产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ｙｉｅｌｄ / (ｋｇｈｍ － ２)

吉青 ７ 号

Ｊｉｑｉｎｇ ７
吉青 １ 号(ＣＫ)
Ｊｉｑｉｎｇ １(ＣＫ)

增产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ｒａｔｅ / ％

２０１９ 公主岭 Ｇｏｎｇｚｈｕｌｉｎｇ ２６７３. ３ ２４０６. ７ １１. １

长春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７３５. ９ １６０７. ７ ８. ０

梨树 Ｌｉｓｈｕ ２８００. ０ ２５２０. ０ １１. １

双辽 Ｓｈｕａｎｇｌｉａｏ ２１６３. ３ １９５０. ０ １０. ９

伊通 Ｙｉｔｏｎｇ ３０３６. ７ ２７３６. ７ １１. ０

平均 Ｍｅａｎ ２４８１. ８ ２２４４. ２ １０. ４

２０２０ 公主岭 Ｇｏｎｇｚｈｕｌｉｎｇ ２６７６. ７ ２４７６. ７ ８. １

长春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８５０. ０ １６４６. ７ １２. ３

梨树 Ｌｉｓｈｕ ２２４４. ５ ２１０７. ７ ６. ５

双辽 Ｓｈｕａｎｇｌｉａｏ ２３１０. ０ ２１６６. ７ ６. ６

伊通 Ｙｉｔｏｎｇ ２２８６. ７ ２１９０. ０ ４. ４

平均 Ｍｅａｎ ２２７３. ６ ２１１７. ５ ７. ６

总平均 Ｔｏｔａｌ ｍｅａｎ ２３７７. ７ ２１８０. ９ ９.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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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０２０ 年吉青 ７ 号生产试验产量表现

Ｔａｂｌｅ ３　 Ｙｉｅｌ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Ｊｉｑｉｎｇ ７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ｉｎ ２０２０

试验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平均产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ｙｉｅｌｄ / (ｋｇｈｍ － ２)

吉青 ７ 号

Ｊｉｑｉｎｇ ７
吉青 １ 号(ＣＫ)
Ｊｉｑｉｎｇ １(ＣＫ)

增产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ｒａｔｅ / ％

公主岭 Ｇｏｎｇｚｈｕｌｉｎｇ ２５８７. ０ ２３８３. ０ ８. ６

长春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２１７７. ０ １９１７. ６ １３. ５

梨树 Ｌｉｓｈｕ ２２６５. ０ ２１３０. ０ ６. ３

双辽 Ｓｈｕａｎｇｌｉａｏ ２５６１. ７ ２３６９. ５ ８. １

伊通 Ｙｉｔｏｎｇ ２４２７. ５ ２２９０. ０ ６. ０

平均 Ｍｅａｎ ２４０３. ６ ２２１８. ０ ８. ５

４　 栽培技术要点

４. １　 适宜区域

吉青 ７ 号适合在有效积温 ２ ８００ ℃以上的中晚

熟地区种植ꎬ适宜在吉林省的长春、吉林、四平、松
原、白城等地种植ꎬ也可辐射到辽宁、黑龙江、内蒙

古中晚熟区域种植ꎮ
４. ２　 地块选择

吉青 ７ 号对土壤的肥力要求不高ꎬ适合在平原

或漫岗地具有中等肥力条件下种植ꎮ 土壤肥沃且

墒情良好ꎬ有助于充分发挥该品种的增产潜力ꎮ 在

农业生产中ꎬ应优选种植地块ꎬ并尽可能避免迎茬、
重茬ꎬ如果不能满足轮作的要求ꎬ应当采用宁可迎

茬也不重茬的原则ꎬ优选前茬作物为玉米ꎮ
４. ３　 播种前预处理

首先ꎬ对种子进行严格筛选ꎬ剔除有病虫害及

破碎的种子ꎬ选择籽粒饱满健康的种子进行播种ꎬꎮ
其次ꎬ播种前可用 ０. ２％福美双溶液拌种ꎬ可在一定

程度上预防大豆根腐病ꎮ 或者选择 ５０％ 福美双可

湿性粉剂与种子按 １∶ ２００ 质量比拌匀ꎬ以防治大豆

紫斑病、霜霉病等病害ꎬ还可以用来预防地下害虫

如蛴螬、地老虎等[２０]ꎮ
４. ４　 播种方式

东北地区播种一般在清明节后ꎬ土层温度稳定在

１０ ℃左右时进行ꎮ 播种适宜深度为 ３ ~ ４ ｃｍꎮ 垄距

为 ５５ ~ ６０ ｃｍꎬ在垄上进行单行精确点播或条播ꎬ可
保苗 １８ 万 ~ ２２ 万株ｈｍ － ２ꎻ也可适当密植ꎬ垄距可

缩短至 ４５ ~ ５０ ｃｍꎬ保留 ２４ 万 ~ ２６ 万株ｈｍ － ２为宜ꎮ
用种量为 ３５ ｋｇｈｍ － ２左右ꎬ需确保均匀、连续播种ꎬ
且覆土均匀并且及时镇压[２０]ꎮ
４. ５　 田间管理

采用秋季起垄并施肥为主ꎮ 有些地区可以一

次性施用底肥(有机肥)约 １２ ０００ ｋｇｈｍ － ２ꎮ 种肥

施磷酸二铵 １５０ ｋｇｈｍ － ２、钾肥 ３０ ｋｇｈｍ － ２ꎬ如果采

用平衡施肥技术ꎬ并进行分层分期施肥ꎬ会达到更

好的效果ꎮ 根据具体天气状况及田间作物生长状

况ꎬ可以在开花结荚期和鼓粒期进行合理灌溉及施

肥ꎬ以增加花荚的成活率及百粒重ꎬ个别地区还可

以喷施叶面肥料ꎬ促进作物生长[２０]ꎮ
在田间管理中ꎬ可以通过人工喷施苗前封闭灭

草、苗期三铲三镗、苗后化学药剂喷施等方法来除

草ꎬ在大豆生育期和鼓粒期ꎬ需要特别注意防治大

豆食心虫和蚜虫[２１]ꎮ 结合种植地域主要病虫害的

发生规律ꎬ提前做好预防措施ꎬ有效预防和抵御其

他病虫害的发生ꎮ
４. ６　 收获

通常在 ９ 月下旬通过人工或机械收获ꎮ 应根据

种植地区的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来选择合适的方

法ꎬ以获得最佳的产量和质量ꎮ 不可过晚收获ꎬ以
免豆荚在收获前破裂ꎮ 单种单收ꎬ以避免品种混

杂ꎮ 为了提高青豆的外观品质、加工品质和商品

率ꎬ要尽量避免在下雨和干旱天气时收获作物ꎬ以
减少泥花脸和机械破碎的情况ꎮ

５　 应用前景

５. １　 青豆功能与需求

青豆是特用大豆的一种ꎬ又名绿色豆ꎬ种皮与

子叶均呈现绿色ꎬ外观色泽青绿ꎬ碧如翡翠ꎬ味道甘

甜ꎬ性质平和ꎬ有助于健脾胃、止泻治痢、润燥消水、
消暑解毒ꎻ青豆含有丰富的大豆磷脂和不饱和脂肪

酸ꎬ具有促进大脑健康、预防脂肪肝发生以及保持

血管弹性的作用ꎻ青豆中皂角苷、异黄酮、蛋白酶抑

制剂、钼、硒等成分含量丰富ꎬ可以抑制皮肤癌、食
道癌、肠癌、前列腺癌等不同类型的癌细胞生长ꎮ
青豆由于其丰富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ꎬ有着极大

的市场开发前景[２２￣２３]ꎮ
青豆在外观品质和食用价值方面具有独特之

处ꎬ因此受到食品加工企业和豆制品消费者的喜

爱ꎮ 青豆是生产速溶豆粉、豆奶粉和豆浆的主要原

料ꎬ同时还可以用来制作芽豆和纳豆等ꎮ 随着市场

需求的增长ꎬ青豆的品种改良和种质创新工作也在

不断推进ꎮ 目前ꎬ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已审定并推广

了吉青 １ 号、吉青 ３ 号、吉青 ４ 号、吉青 ５ 号、吉青 ６
号青豆品种ꎬ而其他省份也通过审定并推广了晋青

１ 号[１７]、龙青大豆 １ 号[２１]、广石绿大豆 １ 号[２４]、郑
双青豆等多个青豆品种ꎮ 青大豆相对于普通大豆ꎬ
在育种、生产与加工方面仍面临一些挑战ꎬ如育种

资源有限、品种单一、产量不稳定等等ꎬ需要未来的

育种家和科研人员一起努力攻克这些问题[２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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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吉青 ７ 号发展前景

豆芽、纳豆和豆豉在东南亚各国备受青睐ꎮ 豆

芽是中国餐桌上常见的芽苗菜ꎻ纳豆(Ｎａｔｔｏ)则被认

为是日本人长寿的“秘方” [２５]ꎻ青大豆是韩国和日

本使用豆豉的主要原料ꎬ已经成为这两国居民餐桌

上必不可少的食品ꎮ 东亚地区市场为青大豆的拓

展提供了重要机遇[２６￣２７]ꎮ 吉青 ７ 号适合用来制作

豆芽、纳豆和豆豉ꎬ因其百粒重为 １２. ８３ ｇꎬ籽粒小、
粒形圆、外观浓绿ꎬ具有豆粒吸水能力强、出芽率

高、长势好、蛋白含量高、营养丰富等特点ꎮ 吉青 ７
号是一种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作物品种ꎬ它的推广

和应用有望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企业提高效益ꎮ 同

时ꎬ也能成为吉林省调整粮食生产供给侧战略ꎬ优
化种植业结构ꎬ发展特色大豆产业提供有力支撑ꎮ

６　 育种思考及展望

６. １　 缺少优质的青豆加工专用品种

目前ꎬ青豆加工专用品种的选育工作存在较大

不足ꎬ传统品种已经衰退、增产潜力有限ꎬ品种更新

迭代速度慢、优良品种推广率低ꎬ导致市场上青豆

品种少且混杂ꎬ并成为特用(专用)大豆产业发展的

制约因素ꎬ未来加强特用(专用)大豆新品种选育工

作势在必行[２８]ꎮ
６. ２　 发展策略

加快专用型青豆新品种的选育ꎬ与之配套推广

高产栽培技术ꎬ建立规范的栽培管理制度ꎬ以提升

青豆产量和质量ꎮ 强化新品种的示范推广ꎬ促进科

研成果的转化ꎬ架起品种选育和生产应用的桥梁ꎬ
加强大豆生产政策扶持ꎬ引导农户应用优质高产新

品种ꎬ改变传统种植模式ꎬ建立优专用豆生产示范

基地ꎬ展示品种丰产性和抗逆性ꎬ推广“订单农业”
产销模式ꎬ加强科企联合ꎬ引导大豆深加工产业发

展[１３]ꎬ树立特用大豆品牌ꎬ完善服务体系ꎬ提高特用

大豆种植效益[２７￣２９]ꎮ
６. ３　 前景展望

近年来ꎬ随着国家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

以及对农业进行种植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ꎬ同时

实施大豆补贴政策ꎬ大豆产业焕发了新的活力ꎮ 在

大豆产业振兴政策和市场需求动推动下ꎬ未来大豆

种植面积有望进一步增加ꎬ大豆产量将持续增长ꎬ
大豆产业稳步发展ꎮ 随着农村土地流转和劳动力

的减少ꎬ许多种植大户和合作社开始参与大豆种植

大豆ꎮ 增加大豆育种科研的投入力度ꎬ培育高蛋白

和功能型大豆ꎬ同时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品种ꎬ
对居民消费、大豆生产的可持续发展ꎬ以及我国青

豆产业的科技进步和发展都非常重要[２９]ꎮ

青豆和大豆食品加工密切相关ꎬ大豆食品加工

产业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领域之一ꎮ
研发出的青豆制品包含蛋白质、纤维、维生素和矿

物质等多种健康营养成分ꎬ可以为人体提供全面均

衡的营养ꎬ满足了现代消费者对优质、丰富、多样化

食品的需求ꎮ 积极推动特用大豆加工产业发展ꎬ拓
展大豆产品深加工ꎬ有助于提升企业产品质量和附

加值ꎬ提高企业竞争力ꎬ促进产业升级ꎬ推动行业可

持续 发 展ꎬ 带 动 地 方 经 济 发 展ꎬ 发 展 前 景

广阔[２５ꎬ２８ꎬ３０￣３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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