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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符合系数（ＣＯＣ）对大豆ＤＵＳ（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标准品种在黑龙江生态条件
下的性状表现与测试指南的差异性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除吉林２０、铁丰２０的符合系数小于
０９５外，共余均大于０．９５，东农４２、湘春豆１７、哲春３号、早熟１８、矮脚早、东农９５０１９、韦尔金、中黄
３号、东农黑豆１号的符合系数等于１，符合系数大小与品种的来源无显著关系。约３／４的测试性
状的符合系数大于０．９９，其中１３个性状的符合系数为１；８５．７１％的必测性状的符合系数大于０．
９９，７１．４３％的必测性状的符合系数等于１，质量性状符合系数大于数量性状符合系数，质量性状中
１００％的性状符合系数大于０．９８；数量性状中生育期的符合系数最小，株高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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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
性越来越突出，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内容，植物品

种权保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植物新品种

ＤＵＳ测试是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技术基础和授权的
重要依据［１］，因此，建立和完善 ＤＵＳ测试技术体
系，对于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健康和持续发展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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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标准品种是植物新品种

ＤＵＳ测试中各性状指标评价的主要依据，标准品
种的准确性，性状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新品种 ＤＵＳ
测试结果的准确、公正与客观［２］。因此，是植物新

品种保护的重要基础。

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哈尔滨）分中心承担着黑

龙江省大豆新品种 ＤＵＳ测试工作，在对高寒高纬
度地区大豆品种权的保护工作中起到不可替代的

作用。黑龙江省属北方春大豆区，又是全国大豆

主产区，年播种面积 ３３３３ｈｍ２以上，年产量与年
播种面积均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以上，在全国大豆

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也决定了该地区大豆品

种权保护工作对大豆生产水平的提高具有积极的

促进作用。

通过对大豆 ＤＵＳ测试标准品种在黑龙江省生
态条件下性状表现差异性进行分析，以期筛选出稳

定的大豆ＤＵＳ测试标准品种和性状，同时为大豆新
品种ＤＵＳ测试性状的判定提供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测试材料
大豆标准品种２０份（见表１）。

表１ 参试材料一览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ｌｉｓｔｓｏｆ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种号

Ｎｏ．

名称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种号

Ｎｏ．

名称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１ 黑农３７ １１ 哲春３号

２ 吉林２０ １２ 早熟１８

３ 合丰２５ １３ 绥农１４

４ 东农３６ １４ 黑农４０

５ 铁丰２０ １５ 矮脚早

６ 东农４２ １６ 东农９５０１９

７ 中黄４号 １７ 韦尔金

８ 东农Ｌ１３ １８ 东农４４

９ 抗虫４号 １９ 中黄３号

１０ 湘春豆１７ ２０ 东农黑豆１号

１．２　田间试验设计
试验采取随机区组设计，２次重复，３行区，行距

０７ｍ，株距００７ｍ，小区面积１０５ｍ２。

１．３　田间管理
同当地大豆生产田。

１．４　性状调查与计算
每小区随机选取 ３０株，按《植物新品种特异

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大豆》（大豆 ２００２
版本）（以下简称《指南》）［３］的标准进行２１个性状
的调查。根据标准品种测试结果代码与《指南》代

码的差异性，计算标准品种及其性状在黑龙江省测

试点的符合系数（详见表２、表３），根据符合系数大
小分析其在北方春大豆区表现与《指南》的差异性。

某品种（或性状）的符合系数＝１－Σ［某标准品
种（或性状）的指南代码 －其实测代码］２／（其指南
代码平均×１００）。

表２ 大豆ＤＵＳ测试标准品种的符合系数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ｖａｒｉｅｔｙｆｏｒＤＵＳｔｅｓｔｉｎｇｉｎｓｏｙｂｅａｎ
种号

Ｎｏ．

符合系数

ＣＯＣ

种号

Ｎｏ．

符合系数

ＣＯＣ
１黑农３７ ０．９９２ １１哲春３号 １．０００

２吉林２０ ０．９４２ １２早熟１８ １．０００

３合丰２５ ０．９５６ １３绥农１４ ０．９９０

４东农３６ ０．９８０２ １４黑农４０ ０．９９３

５铁丰２０ ０．９４７ １５矮脚早 １．０００

６东农４２ １．０００ １６东农９５０１９ １．０００

７中黄４号 ０．９９２ １７韦尔金 １．０００

８东农Ｌ１３ ０．９８６ １８东农４４ １．０００

９抗虫４号 ０．９９５ １９中黄３号 １．０００

１０湘春豆１７ １．０００ ２０东农黑豆１号 １．０００

表３　大豆ＤＵＳ测试性状的符合系数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

ｆｏｒＤＵＳｔｅｓｔｉｎｇｉｎｓｏｙｂｅａｎ
性状代号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

符合系数

ＣＯＣ

性状代号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

符合系数

ＣＯＣ
１胚轴颜色△ １．０００ １２株高 ０．９４２

２主茎茸毛颜色※△ １．０００ １３结荚习性△ １．０００

３主茎茸毛密度△ ０．９８４ １４成熟期 ０．９３２

４小叶形状△ ０．９９２ １５主茎节数 ０．９９２

５复叶小叶数△ １．０００ １６底荚高度 ０．９５２

６叶片颜色△ ０．９８４ ２２荚果成熟色 △ １．０００

７花冠颜色△ ０．９９５ ２３百粒重※ １．０００

８植株生长习性△ １．０００ ２４种子形状△ １．０００

９株型△ １．０００ ２６子叶颜色△ １．０００

１０开花期 ２７种脐颜色※△ １．０００

１１分枝数 １．０００ ２８种皮开裂程度 ※△ １．０００

　注：标“”号的为必测性状，标出“△”号的为质量性状。

　Ｎｏｔｅ：“”ｍｅａｎ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ＤＵＳｔｒａｉｔｓ，“△”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ｉ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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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大豆ＤＵＳ测试标准品种的符合系数
从表２可以看出，标准品种在黑龙江省的表现

与《指南》的差异因品种不同而不同，符合系数越

大，表示它们之间的差异越小。除吉林２０、铁丰２０
两个品种与指南差异的符合系数差异大于００５外，
其余的差异均小于００５。东农４２、湘春豆１７、哲春
３号等１０个品种的符合系数等于１，这些品种的性
状表现的代码值与《指南》的代码值完全相同，这１０
个品种在黑龙江的性状表现与指南完全一致。

适应性强的品种符合系数不一定大。合丰２５
是黑龙江省农科院合江农科所培育的大豆品种，适

于黑龙江省第二积温带种植，年播种面积在 ２０～
２６７ｈｍ２，具有广泛适应性，但符合系数仅为０９５６。

符合系数大小与品种来源无关，当地品种和生

态区相近的品种符合系数并不大。合丰２５是当地
主栽品种，吉林２０是北方春大豆区品种与黑龙江省
生态区相近，但吉林 ２０符合系数在测试品种中最
小，为０９４２。合丰２５为倒数第三。
２．２　大豆ＤＵＳ测试性状的符合系数

从表３可见，２１个测试性状与《指南》的符合系
数差别较大，约７６１９％的性状符合系数大于０９９，
其中１３个性状的符合系数为１，仅株高、生育期２
个性状的符合系数小于 ０９５。在 １４个必测性状
中，１２个性状的符合系数大于０９９，１０个性状的符
合系数等于１，说明必需测试的性状在黑龙江种植
表现与《指南》中给定代码基本吻合。

质量性状符合系数大于数量性状的符合系数。

测试的１５个质量性状符合系数均大于０９８，１０个
性状符合系数为１，仅小叶形状（４）、花冠颜色（７）２
个性状符合系数在０９９～１００之间，主茎茸毛密度
（３）、叶片颜色（６）２个性状符合系数在０９８～０９９
之间。数量性状的符合系数相对小于质量性状的符

合系数，但分枝数（１１）、主茎节数（１５）的符合系数
大，分别为１０００和０９９２，成熟期符合系数最小仅
为０９３２。株高次之，符合系数为０９４２。

３　讨论

符合系数首先是在遗传学中提出的，也称为并

发系数。它用来度量两次连锁间相互影响的程度。

广泛应用于遗传育种中对育种材料进行差异性分

析。将符合系数引入到大豆 ＤＵＳ测试衡量标准品
种各性状实测值与指南值的差异性是客观可行的，

测试结果符合实际。因此，符合系数应用于大豆

ＤＵＳ测试中对标准品种群体的构建和指标性状的
确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标准品种的生长表现受环境的影响较大，质量

性状和假质量性状影响程度小，温、光、肥、水条件仅

对主茎茸毛密度、小叶形状、叶片颜色、花冠颜色四

个性状轻度影响，实测代码值与指南代码值略有差

异，其它性状实测值与指南代码完全相同。相反，数

量性状受环境影响较大，温、光、肥、水、栽培密度、田

间管理措施等均能较大程度影响生育期、株高、底荚

高度等数量性状的表现，比如，高温、干旱可使成熟

期变短，株高、底荚高度随栽培密度增大而增高。因

此，在大豆ＤＵＳ测试标准性状选择时应以质量性状
为主，数量性状为辅，另外，在成熟期性状上各生态

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生态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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