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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用大豆加工专用品种的性状及品质分析
许映君 　侯喜林

　　菜用大豆营养丰富 ,味道鲜美 ,深受消费者喜

欢。速冻菜用大豆在国际市场上日渐走俏 ,正由

亚洲市场逐渐风靡欧美市场。因此 ,随着外向型

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 ,菜用大豆已

成为浙江省的主导产业 ,目前早春种植面积已达 2

万 hm
2。

但近十多年来 ,种植的品种相对单一 ,以台 75

作为主栽品种 ,收获期过于集中 ,给加工企业带来相

当大的压力〔1〕。同时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

外贸出口的需要 ,对菜用大豆的品质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如生育期更短、豆荚外观更漂亮、口感更甜糯

等〔2〕。为此 ,本试验对 4个加工型菜用大豆品种进

行比较 ,对其品质作出客观评价。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菜用大豆新品种为浙农 303、

浙农 505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选育 ) ,高雄 107、高雄

203 (亚洲蔬菜研究中心选育 ) ;对照为当地主栽品

种台 75 (台湾引进 )。

1. 2　试验方法 　试验于 2004年在慈溪市润昌果蔬

有限公司示范基地进行。3月 20日小拱棚育苗 , 4

月 2日定植。随机区组排列 , 3次重复 ,小区面积 27

m
2

,每小区定植 158穴 ,每穴 2株。畦宽 (连沟 ) 120

cm,覆盖地膜。整地时每 667 m
2施 30 kg三元复合

肥作基肥 ,结荚初期每 667 m2开穴追施 20 kg尿素。

其他管理同一般大田栽培。

每小区随机取 5穴 (10株 ) ,调查各品种生育期

及植株、豆荚性状 ,测定产量。粗纤维、粗脂肪、粗蛋

白、可溶性糖、VC、VB1、VB2和氨基酸含量的测定参

照文献〔3〕的方法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 1　生育期及植株性状 　所有试验品种均比对照

台 75早熟 ,从播种到青荚成熟高雄 107 为 84 d

(天 ) ,浙农 303为 87 d (天 ) ,浙农 505为 88 d (天 ) ,

高雄 203为 90 d (天 ) ,台 75为 96 d (天 )。幼苗期

对各个菜用大豆品种进行茎部色泽和花色观察〔4〕
,

除高雄 107的幼苗为紫茎、紫花外 ,其他品种均为绿

茎、白花。

由表 1可知 ,对照台 75株高、主茎高度和节数、

分枝数、始花节位高度、最大叶叶长等各项指标均为

最大 ;浙农 303植株和主茎均最矮、主茎节数也最

少 ;高雄 203的始花节位最低 ,为 5. 3 cm。由此可

见 ,植株高大 ,主茎较高 ,主茎节数则较多 ,而主茎节

数、株高与始花节位高度没有直接关系。

表 1　菜用大豆不同品种的植株性状

品　种
成熟期株
高 / cm

主茎
高 / cm

主茎
节数

分枝
数

始花
高 / cm

最大叶

叶长 / cm 叶宽 / cm

浙农 303 53. 2 25. 9 17. 4 2. 5 6. 1 12. 8 8. 5

高雄 107 57. 4 30. 6 8. 5 2. 4 7. 1 11. 7 8. 9

高雄 203 58. 6 31. 2 8. 2 2. 7 5. 3 13. 5 9. 4

浙农 505 60. 8 30. 1 10. 2 3. 4 6. 0 12. 7 9. 2

台 75 (CK) 87. 6 59. 9 10. 6 3. 4 7. 8 13. 9 9. 2

2. 2　豆荚性状 　表 2显示 ,豆荚色泽除高雄 107为

黄绿色外 ,其余 4个品种都为鲜绿色。不同品种 3

粒仁豆荚和 2粒仁豆荚的荚长、荚宽差异较大。3

粒仁豆荚荚长以浙农 505最长 ,达 7. 10 cm,其次为

浙农 303,达 6. 90 cm ,高雄 107最短 ;荚宽以对照台

75最大 ,高雄 107最小。2粒仁豆荚荚长以高雄

203最长 ,高雄 107最短 ,仅为 5. 10 cm;以对照台 75

荚宽最大 ,高雄 107最小。由此可见 ,无论 3粒仁豆

荚 ,还是 2粒仁豆荚 ,豆荚越短则荚宽越小。除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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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煮后风味表现为略硬、甜外 ,其余 4个品种均表

现为糯、香、甜〔5〕。

表 2　菜用大豆不同品种的豆荚性状

品　种
豆荚
色泽

3粒仁豆荚

荚长 / cm 荚宽 / cm

2粒仁豆荚

荚长 / cm 荚宽 / cm

浙农 303 鲜绿 6. 90 1. 48 5. 90 1. 40

高雄 107 黄绿 5. 80 1. 30 5. 10 1. 30

高雄 203 鲜绿 6. 80 1. 44 6. 28 1. 42

浙农 505 鲜绿 7. 10 1. 43 6. 20 1. 40

台 75 (CK) 鲜绿 6. 56 1. 52 5. 90 1. 50

2. 3　产量性状 　表 3表明 ,各参试品种的单株总荚

数以高雄 203最多 ,达 20. 4个 ;对照台 75最少 ,为

17. 8个。单株豆荚质量以对照台 75最大 ,为 57. 8

g;浙农 303最小 ,为 43. 5 g。鲜百粒重以对照台 75

最大 ,为 96. 0 g;浙农 303和浙农 505次之 ,高雄 203

最小。单株 2粒仁以上豆荚质量以浙农 505最大 ,

浙农 303最小。每 667 m2产量以浙农 505最高 ,达

610. 2 kg,比对照台 75增产 10. 8 % ,与其他 4个品

种差异显著 ;浙农 303次之 ,但与对照差异不显著 ;

高雄 107和高雄 203的产量则低于对照。

表 3　菜用大豆不同品种的产量构成性状

品　种
单株荚数 /个

1粒仁 2粒仁 3粒仁 总数

单株荚质

量 / g

鲜百粒重

g

单株 2粒仁以

上荚质量 / g

产量

kg· (667 m2 ) - 1
比 CK ±%

浙农 303 3. 1 18. 9 6. 7 18. 7 43. 5 92. 0 43. 1 555. 8 bAB 1 + 0. 9

高雄 107 3. 7 11. 8 3. 9 19. 4 50. 2 82. 5 45. 1 501. 5 cCD - 9. 0

高雄 203 3. 6 11. 8 5. 0 20. 4 51. 3 77. 5 46. 6 489. 1 cD - 11. 2

浙农 505 4. 3 9. 4 5. 7 19. 4 55. 0 87. 5 54. 0 610. 2 aA + 10. 8

台 75 (CK) 3. 0 10. 7 4. 1 17. 8 57. 8 96. 0 51. 0 550. 9 bBC —

　　注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α = 0. 05)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α = 0. 01) ;下表同

2. 4　品质性状

2. 4. 1　加工品质性状 　从表 4可以看出 ,各参试

品种豆荚数均在 350个 ·kg
- 1以下 ,符合菜用大豆

加工的外观要求〔6〕。浙农 505的斑点豆荚率、畸

形率和虫害率均比对照台 75低 ,可溶性总糖含量

比对照高 ,豆荚加工合格率达 76. 0 % ,与对照接

近。因此 ,浙农 505豆荚品质最佳 ,加工利用率

高 ,其次为浙农 303。

2. 4. 2　游离氨基酸 　各参试品种的游离氨基酸总

含量在 7. 55～8. 10 g·kg
- 1之间 ,其中台 75、浙农

505的游离氨基酸含量显著高于其他品种 ;浙农

303、高雄 203含量较低。对菜用大豆品质影响较大

的谷氨酸含量以高雄 107和浙农 303较高 ,丙氨酸

含量则以高雄 203和浙农 505较高 (表 5)。

表 4　菜用大豆不同品种的加工品质性状

品　种
单粒荚

%

斑点豆荚
率 /%

畸形率

%

虫害率

%

变色率

%

机械伤
率 /%

瘪荚率

%

小豆率

%

合格率

%

可溶性总糖
含量 /%

豆荚数

个·kg - 1

浙农 303 7. 0 17. 0 1. 8 0 0 1. 4 18. 2 1. 6 63. 0 17. 6 350

高雄 107 3. 0 14. 4 0 0 0 0 25. 0 1. 4 56. 2 6. 2 336

高雄 203 3. 0 25. 8 0 0 0 0. 6 21. 8 0. 8 48. 0 8. 1 324

浙农 505 3. 8 6. 0 0 0 0 4. 2 8. 6 1. 4 76. 0 10. 8 320

台 75 (CK) 1. 2 6. 8 1. 2 4. 8 0 2. 8 6. 2 0 77. 0 8. 5 316

　　注 :由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料检验室检测 ,样品量为 1 kg

表 5　菜用大豆不同品种的营养品质性状

品　种
游离氨基酸总

含量 / g·kg - 1

谷氨酸

g·kg - 1

丙氨酸

g·kg - 1

水分

%

粗蛋白

%

可溶性总
糖 /%

粗脂肪

%

粗纤维

%

VC

mg·kg - 1

VB1

mg·kg - 1

VB2

mg·kg - 1

浙农 303 7. 55 cB 1. 40 0. 33 73. 20 11. 60 3. 64 4. 97 2. 02 259. 9 1. 7 0. 88

高雄 107 7. 64 bA 1. 42 0. 36 73. 38 11. 22 3. 14 4. 21 2. 05 233. 8 1. 8 0. 79

高雄 203 7. 56 bB 1. 39 0. 40 73. 29 11. 04 3. 28 4. 30 2. 22 255. 4 1. 6 0. 89

浙农 505 7. 92 aA 1. 39 0. 40 74. 20 11. 14 3. 09 4. 33 2. 75 243. 7 1. 7 0. 89

台 75 (CK) 8. 10 aA 1. 13 0. 38 72. 20 12. 50 3. 00 4. 01 2. 06 250. 0 1. 6 0. 80

2. 4. 3　其他品质性状 　由表 5可知 ,各参试品种中

浙农 303可溶性总糖、粗脂肪、VC含量最高 ;浙农

505水分、粗纤维、VB2含量最高 ,这两个品种其他营

养成份含量也较高 ,与对照台 75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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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熟青麻叶大白菜新品种京翠 7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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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京翠 70号为中熟青麻叶类型 ,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利用游离小孢子培养结合苗期

人工接种抗病性鉴定技术育成的一代杂种。该品种成熟期 70 d (天 ) ,株型直立 ,外叶深绿色 ,叶面皱 ,绿帮 ;叶球

长筒形 ,高 44 cm ,直径 14 cm ,内叶浅黄色 ,舒心 ;单球质量 3. 0 kg左右 ,每 667 m2 净菜产量 5 000 kg左右 ,软叶

率 50 % ,净菜率 76 % ;抗病毒病、霜霉病和黑腐病 ,适合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云南、贵州等地

种植。

关键词 　大白菜 　京翠 70号 　一代杂种 　中熟 　青麻叶

1　选育过程

京翠 70号是由两个自交不亲和系 93C63 - 25

和 98C63 - 13配制而成的一代杂种。1999年春对

引进的天津青麻叶品种进行小孢子培养 , 2000年春

获得了 21个双单倍体株系种子 ,同年秋分别在温室

和田间进行抗病性和综合经济性状鉴定。在 21个

株系中 , 98C63 - 13植株较高 ,叶面皱 ,抱球好 ,叶色

和帮色深绿 ,高抗病毒病 ,抗霜霉病和软腐病 ,亲和

指数为 0; 98C63 - 25植株较高 ,生长势旺盛 ,叶面

较平 ,抱球较差 ,叶色浅 ,亲和指数 4. 38。

2001年试配组合 , 2001～2002年进行品种比较

试验 , 2003～2004年参加北京市区域试验 , 2004年

参加北京市生产试验 , 2005年通过北京市农作物品

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2　选育结果

2. 1　丰产性

2. 1. 1　品种比较试验 　2001～2002年秋在北京市

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四季青试验农场进行品种

比较试验 ,随机区组排列 ,小区面积 20 m2 , 3次重

复 。京翠 70号植株整齐一致 ,田间抗病毒病、霜霉

3　小结与讨论

从生育期看 ,各参试品种均比对照台 75早熟 ,

其中以高雄 107早熟性最好 ,播后 84 d (天 )青荚已

成熟。除高雄 107和高雄 203 产量偏低外 ,浙农

303和浙农 505均超过对照台 75。综合品质性状分

析 ,豆荚大小、色泽以浙农 505最好 ,加工合格率与

台 75相近 ,水分、粗纤维、VB含量最高 ,游离氨基酸

总含量、粗脂肪、VC含量也较高。

综合植株性状、豆荚性状、加工品质、豆荚营养

品质等 ,参试品种中浙农 505和浙农 303表现突出 ,

与台 75相比 ,丰产性好 ,豆荚外观漂亮、加工品质

佳 ,早熟性好。通过与主栽品种台 75搭配种植 ,能

延长菜用大豆的生产加工周期 ,促进农民增收 ,有利

于加工企业获得更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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