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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链词 〕 野生大豆
,

基础 生物学
,

遗传育种

一年生野生大豆 ( lG yc in e s oj a ) 是栽培大豆 ( G
.

m a x) 的近缘祖先种
,

其地理 分布限

于亚洲东部
,

包括俄罗斯
、

日本
、

朝鲜和中国
。

19 7 8 年
,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在全国率先开

展了野生大豆考察
,

搜集资源 800 份
,

在我国大豆界引起 巨大的反 响
。

19 7 9 一 1 980 年
,

我

国开展了全国性的野生大豆 资源考察
,

从 25 个 省区搜集 资源 5 000 余份
。

到 目前为止
,

已

搜集到野生大豆资源 6 00 0 余份
,

占世界总数的 9() % 以
_
_

仁
。

这些野生大豆资源中蕴藏着品质

好
、

抗性强
、

丰产性好等一大批优异基因型
,

为世界大豆界所瞩 目
。

野生大豆资源的搜集不

仅为大豆品种的遗传改良提供了新的基因来源
,

同时也为大豆起源
、

演化及分类等研究提供

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

因此
,

中国野生大豆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

近年来
,

我

国野生大豆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

1 研究概况

我国野生大豆研究历史较长
。

早在 40 年代
,

我国学者丁振麟等就进行 了野生大 豆与栽

培大豆的种间杂交
,

研究了许多重要形态及农艺性状的遗传规律 ; 王金陵等对野生大豆和栽

培大豆的若干性状从演化的角度进行了比较研究
。

在当时这些工作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

野生大豆研究引起广泛关注是在 70 年代末期的全国野 生大豆考察之后
。

各省都对本省

的野生大豆进行了农艺学
、

形态学性状的观察
,

并对部分材料进行 了蛋 白质
、

脂肪含量等部

分品质性状的分析
,

发现了一些新的基因型
,

明确了野生大豆的一些特性
,

如蛋 白质含量

高
、

抗性强等
。

虽然
,

这一阶段的研究比较分散
,

缺乏系统性
,

但却为野生大豆的深入研究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对野生大豆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

始于 80 年代初
。

1 9 8 2 年开始
,

徐豹等在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下
,

首先对中国不同纬度
、

不同进化类型大豆的光温生态型
、

蛋白质含量和抗性

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
。

由于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问题
,

以及为了满足野生大豆利用的

需要
,

研究工作不断深入
,

规模不断扩大
。

1 989 年
, “

利用野生大豆拓宽东北大豆种质资源

的研究
”

被列为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东北大豆种质资源 的拓宽与改 良
”

子课题 ;

19 92 年
“

野生大豆基础生物学研究
”

被列为重点项 目
。

在研究人员的不断努力下
,

研究工

作更加全面
、

系统
、

深入
,

研究成果显著
,

为国内外大豆界所瞩目
。

本文于 19 9 7 年 12 月 18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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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研究成果

2
.

1 墓础生物学研究

在生态学研究方面
,

通过控光
、

控温
、

异地播种以及同一地 区分期播种等方法
,

系统地

研究了野生大豆的光温生态特性
,

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野生大豆的短 日照特性
,

各生育期与原

产地纬度间的关系
,

以及光照
、

温度等生态特性对大豆发育的影响
,

并首次作出了中国和世

界野生大豆的生态地理区划
,

为野生大豆引种及利用研究提供了实验依据
。

通过品质化学研究
,

明确了中国野生大豆蛋白质
、

脂肪
、

脂肪酸含量等性状的地理分布

规律
,

并从 中国野生大豆中筛选出蛋白质含量高达 55
.

4 %
、

亚麻酸含量 23 %
、

1 1 5 / 7 5 比值

4
.

4 等一大批罕见的基因型
,

为大豆品质育种提供了优异的材料
。

在抗性研究中
,

通过田间自然鉴定和人工接种以及人工接虫鉴定
,

从中国野生大豆中筛

选 出了高抗蚜
、

抗花叶病毒病
、

耐盐碱等基因型
。

尤其是所发现的高抗蚜种质
,

其抗性水平

远远高于现有的栽培大豆抗虫品种
。

在遗传学研究中
,

明确了对种间杂交利用影响较大的蔓生性
、

有无泥膜
、

裂荚性等重要

农艺性状及与大豆品质有关的低聚糖含量等生化性状的遗传方式
。

提出了大豆育种中应用野

生大豆种质的策略和技术路线
。

对染色体结构变异和组型分析表明
,

我国野生大豆有较高的

易位频率
,

来源于不同生态区的野生大豆易位频率差异很大 ; 同时
,

还发现一个具有 4 个随

体的稀有材料
。

在群体生态学研究中
,

明确了野生大豆基元和组元动态规律
,

建立了拟种群动态模型
。

通过小种群内生态遗传研究
,

提 出了野生大豆遗传资源保存的取样策略
。

在起源研究方面
,

通过对中国不同纬度
、

不同进化类型大豆生态学
、

品质化学
、

生物化

学的比较研究及多样性分析
,

提出了栽培大豆起源于我国黄河流域
,

野生大豆起源于长江以

南地区的新论点
。

并明确了
:

蛋 白质
、

脂肪
、

亚麻酸含量等品质性状 ; 对 日照长度和温度的

反应等生态性状 ; 根皮层细胞
、

茎维管柱中维管束数 目
、

木质部列数
、

导管数 目
、

主脉上皮

层结构
、

花器结构等结构植物学性状 ; 花粉发芽沟
、

内孔
、

花粉外壁的纹饰结构等抱粉学性

状 ; 超氧物歧化酶活性与谱型的基因频率
、

脂酶谱型的基因频率
、

胰蛋白酶抑制剂纂因频率

等生化性状 ; R ub isc
。
小亚基基 因的核昔酸序列

、

IT SI 核昔酸序列等分子生物学性状
,

均与

大豆的系统演化有关
,

为大豆系统演化研究提供了实验依据
。

2
.

2 应用墓础和应用研究

通过野生大豆与栽培大豆种间杂交
,

在国内外首次获得了质核互作不育系
,

并通过广泛

测交
,

实现了栽培大豆
“

三系
”

配套
,

为大豆杂优利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通过野生大豆与栽培大豆一次性杂交
,

在国内育成了第一个审定的出口专用型大豆新品

种
“

吉林小粒一号
” 。

到 目前为上
,

已累计创汇 1 000 多万美元
,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
。

并通过杂交
、

回交等方法
,

选育出了一大批优质
、

高产
、

抗性强的中间品系
。

.2 3 获奖成果

中国野生大豆研究
,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 “

中国野生大豆蛋白质
、

光温生态型和大豆起

源地研究
”

获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

野生大豆基础生物学研究及其应用的探讨
”

获农

业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

获得大豆细胞质不育基因型的研究
”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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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野生大豆直接利用技术及
`

吉林小粒一号
’

新品种
”

获国家发

明奖四等奖
。

我国著名科学家金善宝
、

汤佩松
、

王金陵等对我国野生大豆的研究
,

给予了充

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

认为该研究具有中国特色
,

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

总体上

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

在一些方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

此外
,

通过研究还培养博士研究生 7 名
,

硕士研究生近 30 名
,

有 6 名青年科研人员破

格晋升为研究员
、

教授
。

不仅稳定了科研队伍
,

还为大豆生物学研究增添了后备力量
。

3 野生大豆研究展望

野生大豆资源中蕴藏着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

通过群体遗传研究已发现
,

野生大豆虽然是

自花授粉植物
,

但种群内的变异十分丰富
。

过 去对野生大豆的收集考察中
,

收集的多是单

株
,

而并非是群体
,

因此很可能没有收集到所有的野生大豆变异类型
,

而使有的基因丢失

掉
。

为保存野生大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

建议进行野生大豆的补充考察
,

重点是群体收集
。

能否将我国的野生大豆的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科技优势和生产优势
,

基因型的筛选十分

重要
,

也是野生大豆研究的根本所在
。

过去虽然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

但优异基因型的挖掘与

利用还不够充分
,

很 多好的基因型还没有被挖掘出来
。

因此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

19 9 7 年又招标了
“

野生大豆优异种质的评价与利 用
”

重点项 目
,

主要内容是在构建能够反

映我国野生大豆遗传多样性的
“

核心种质
”

群体的基础上
,

进行抗大豆重要病虫害和逆境的

评价
,

并进行抗性机理的研究
。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孙寰先生
、

庄炳昌先生的悉心指导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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