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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dou 10’ was bred from female parent ‘Heinong 48’ and male parent ‘Heihe46’ through sexual 
hybridization and pedigree selection. Based on the pedigree tree and ancestral parent of ‘Mudou 
10’, we analyzed the nuclear genetic contribution rate of ancestral parents and the genetic con-
tribution of the core soybean germplasm spread in pedigree tree of ‘Mudou 10’. The result 
showed that ‘Mudou 10’ belonged to ‘Jilinsilihuang’ cytoplasmic family, and its transmission 
process was Jilinsilihuang → Huangbaozhu → Mancangjin → Ke 5501-3 → Suinong 3 → Suinong 4 
→ Sui81-242 → Heinong 40 → Heinong 48 → Mudou 10. The nuclear genes were provided by 25 
ancestral parents followed by ‘Shishengchangye’, ‘Nen 78631’, ‘Keshan white eyebrow’, ‘Jilin 
four-grain yellow’, ‘Jinyuan’, ‘Amsoy’, ‘Keshan four-grain yellow’, ‘Ye3-A’, ‘Heilongjiang 41’, 
‘Xiaolidou 9’, ‘Keshuang’, ‘Da white eyebrow’, ‘Xiaojinhuang’, ‘Shuayiling’, ‘Silihuang’, ‘Duludou’, 
‘Xiongyao little-grain yellow’, ‘Tongzhou little-grain yellow’, ‘Korean’, ‘Jiamusitudingzi’, ‘Lincoln’, 
‘Richland’, ‘Liuyeqi’, ‘Huangzhong 20’ and ‘Youbilie’. The top two ancestor parents with larger 
nucleus inheritance contribution rate were ‘Shishengchangye’, ‘Nen 78631’, (12.50%). ‘Jinyuan’ 
(8.74%) and ‘Jilin Four-grain Yellow’ (8.74%) respectively, and the latter two parents were used 
24 times as direct or indirect parents. Some core ancestor parents, such as ‘Huang Baozhu’, 
‘Heinong 40’, ‘Heihe No. 19’, ‘Hefeng 25’, ‘Mancangjin’, ‘Heihe 3’, ‘Hefeng 23’ ‘Suinong No .4’ 
and‘Suinong No. 3’, were used to be widely promoted and applied in soybean production in 
Northeast China. The genes of these fine germplasms were hybridized and recombined. ‘Mudou 
10’ constitutes the stag bean germplasm genetic basis, making it have the genetic potential of 
high yield, disease resistance, high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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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牡豆10号是以黑农48为母本，黑河46为父本，经有性杂交，系谱法选育而成。本文建立牡豆10号亲本系谱

树，追溯祖先亲本，统计祖先亲本的核遗传贡献率，分析系谱树大豆祖先亲本的遗传贡献。分析结果表明，

牡豆10号属于吉林四粒黄细胞质家族，传递过程是：吉林四粒黄 → 黄宝珠 → 满仓金 → 克5501-3 → 绥
农3号 → 绥农4号 → 绥81-242 → 黑农40 → 黑农48 → 牡豆10号。核基因由25个祖先亲本共同提供，十

胜长叶、嫩78631、克山白眉、吉林四粒黄、金元、Amsoy、克山四粒黄、野3-A、黑龙江41、小粒豆9号、

克霜、大白眉、小金黄、衰衣领、四粒黄、嘟噜豆、熊岳小黄豆、通州小黄豆、Korean、佳木斯秃荚子、

Lincoln、Richland、柳叶齐、黄中20、尤比列。祖先亲本十胜长叶和嫩78631核遗传的贡献率最大为12.5%。

金元、吉林四粒黄作为直接或间接亲本频次达到24次，遗传贡献率为8.74%。系谱树中含有东北大面积推广

品种：黄宝珠、黑农40、黑河19、合丰25、满仓金、黑河3号、合丰23、绥农4号、绥农3号等核心祖先亲

本，这些优良种质基因杂交重组，构成了牡豆10号种质遗传基础，使其具有高产、抗病、优质的遗传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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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豆是世界上蛋白质的重要来源，更是重要的经济、饲料和工业原料作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对优质大豆的需求不断增长。目前美国大豆平均单产达到 200 千克，供过于求，而国内大豆平均单

产 125 千克，差距较大，供不应求，大量进口。提高国内大豆生产能力，提升国内大豆有效供给，是解

决优质食用大豆有效供给的最佳途径。因此，加快培育高产优质早熟大豆新品种，提高单产，改善品质，

发挥国产非转基因大豆优势，满足人民需要和市场需求，增加农民种植大豆比较效益，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牡豆 10 号是高产、高油、抗病的早熟大豆新品种，2016 年 5 月通过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

会审定。全省 10 点区域试验两年平均公顷产量 3125.0 kg，较标准品种绥农 28 平均增产 9.9%。三年抗病

接种鉴定结果为中抗灰斑[1]。建立牡豆 10 号系谱树，解析其祖先亲本的遗传贡献，总结选用亲本的经验，

分析其遗传增产潜势，为今后育种亲本的选择与高产品种创制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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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 

牡豆 10 号母本黑农 48 由黑龙江省农科院大豆研究所提供，父本黑河 46 由黑龙江省农科院黑河分院

提供，同时提供了相应的系谱资料。系谱分析部分资料源于《中国大豆育成品种系谱与种质基础

(1923~2005)》[2]。 

2.2. 方法 

从牡豆 10 号逐级向上追溯父母本，直至祖先亲本(主要指地方品种、国外引种材料和无法再进一步

追溯其遗传来源的育种品系)建立系谱树。计算牡豆 10 号的细胞质遗传和核遗传贡献率。细胞质属于母

系遗传，贡献率 100%。细胞核遗传贡献率的计算参照《中国大豆育成品种及其系谱分析(1923~1995)》
的分析方法。计算祖先亲本遗传贡献率，凡由亲本通过自然变异选择法、辐射育种方法育成的品种其亲

本的核遗传贡献率为 100%，凡由杂交育成的品种其双亲的核遗传贡献率均为 50%，每一亲本再按均等分

割方法上推至双亲，直至终极的祖先亲本[3]。 

3. 结果与分析 

3.1. 牡豆 10 号特征特性 

黑农 48 是黑龙江省主推的高蛋白高产大豆品种，生育日数 120 天，活动积温 2450℃左右。株高 90 cm，

亚有限结荚习性，紫花尖叶。子粒圆形，百粒重 22 克。蛋白质含量 44.71%，脂肪含量 19.05%，属高产

高蛋白品种[4]。黑河 46 大豆品种通过国家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该品种具有早熟、高产稳产、秆强度好、

不炸荚、适应性广、适宜机械收获等突出特点，适宜在黑龙江省第四积温带，生育期 112 天，紫花长叶、

百粒重 17.9 克，蛋白质含量 39.74%，脂肪含量 20.11% [5]。牡豆 10 号的直接亲本是黑农 48 和黑河 46，
经有性杂交，优良性状基因进行重组与交换，由双亲的遗传物质形成了牡豆 10 号的遗传基础。通过田间

进行表型选择，牡豆 10 号新品种性状特征为亚有限结荚习性，生育期 116 天，活动积温 2325℃。株高

90 厘米左右，茎秆强，抗倒伏，有分枝，株型收敛；尖叶，紫花，荚弯镰形，成熟时呈淡褐色。子粒圆

形，种皮黄色，种脐黄色，有光泽，百粒重 20.8 克。三年平均蛋白质含量 40.24%，脂肪含量 21.35% [6]。 

3.2. 牡豆 10 号系谱树 

由图 1 可见，牡豆 10 号属于吉林四粒黄细胞质家族，通过九轮传递到牡豆 10 号，传递过程是：吉

林四粒黄 → 黄宝珠 → 满仓金 → 克 5501-3 → 绥农 3号 → 绥农 4号 → 绥 81-242 → 黑农 40 → 黑
农 48 → 牡豆 10 号。 

由图 1、图 2 可知核基因由 25 个祖先亲本共同提供，十胜长叶、嫩 78361、克山白眉、吉林四粒黄、

金元、Amsoy、克山四粒黄、野 3-A、黑龙江 41、小粒豆 9 号、克霜、大白眉、小金黄、衰衣领、四粒

黄、嘟噜豆、熊岳小黄豆、通州小黄豆、Korean、佳木斯秃荚子、Lincoln、Richland、柳叶齐、黄中 20、
尤比列。牡豆 10 号祖先亲本数为全国平均每个育成品种使用祖先亲本数 7.44 [2]的 3.36 倍，从牡豆 10
号品种系谱看出其遗传基础有所拓宽。从系谱树上看出嫩 78361、黄中 20 两个亲本祖先不详。 

3.3. 祖先亲本核遗传贡献率 

从表 1 看出牡豆 10 号祖先亲本核遗传的贡献率最大的是十胜长叶和嫩 78361，为 12.5%。位列前九

位的依次是十胜长叶、嫩 78361、克山白眉、吉林四粒黄、金元、Amsoy、克山四粒黄、野 3-A、黑龙江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19.910126


任海祥 等 
 

 

DOI: 10.12677/hjas.2019.910126 896 农业科学 
 

41、小粒豆 9 号、克霜、大白眉等 13 个祖先品种，其累计遗传贡献率达 83.04%。国外种质十胜长叶、

Amsoy、黑龙江 41 分别提供 12.50%、6.25%、3.13%的遗传基础。吉林四粒黄、金元作为直接或间接亲

本频次达到 24 次，遗传贡献率为 8.74%，成为核心种质。Lincoln、Richland、柳叶齐、黄中 20、尤比列

的核遗传贡献率较小为 0.78%。 
 

 
Figure 1. The female parent of Mudou 10 genealogical tree 
图 1. 牡豆 10 号母本系谱树 
 

 
Figure 2. The male parent of Mudou 10 genealogical tree 
图 2. 牡豆 10 号父本系谱图  
 
Table 1. Mudou 10 parent materials Genetic offer ratio 
表 1. 牡豆 10 号祖先亲本核遗传贡献率 

祖先亲本 Parents materials 频次 f 贡献率% Genetic offer ratio 位次 Rank 

十胜长叶 5 12.50 1 

嫩 78631 1 12.50 1 

克山白眉 17 10.0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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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吉林四粒黄 24 8.74 4 

金元 24 8.74 4 

Amsoy 2 6.25 6 

克山四粒黄 7 5.08 7 

嘟噜豆 4 3.52 8 

野 3-A 1 3.13 9 

黑龙江 41 1 3.13 9 

小粒豆 9 号 1 3.13 9 

克霜 1 3.13 9 

大白眉 1 3.13 9 

小金黄 4 2.73 14 

衰衣领 2 2.34 15 

四粒黄 2 1.95 16 

通州小黄豆 1 1.56 17 

Korean 1 1.56 17 

熊岳小黄豆 2 1.17 19 

佳木斯秃荚子 3 0.98 20 

Lincoln 1 0.78 21 

Richland 1 0.78 21 

柳叶齐 1 0.78 21 

黄中 20 1 0.78 21 

尤比列 1 0.78 21 

3.4. 核心祖先亲本 

盖钧镒等(2015)认为，系谱分析结果表明一些重要的祖先亲本早期育成了一些优异品种或种质，以这

些品种或种质作为直接或间接亲本又育成了新的品种，通过多轮育种过程衍生了大量的现在育成品种，

这些遗传贡献率较大的祖先亲本称之为核心祖先亲本。从表 2 中可以看出，牡豆 10 号的核心祖先亲本，

核遗传贡献率达到 6.25%以上的核心祖先亲本品种为：黑农 40、黑河 19、合丰 25、满仓金、黑河 5 号、

合丰 23、绥农 4 号、绥农 3 号。它们是东北地区主要的核心种质。黄宝珠在系谱树中出现的频次最多。

高光效大豆品种黑农 40 和早熟高产抗病大豆品种黑河 19 的核遗传贡献率达到 25%。全国推广面积最大

品种合丰 25 贡献率为 12.50%。大面积品种绥农 4 号茎秆强壮、株型收敛，增产潜力大，生产上替代了

绥农 3 号[7]。满仓金是中国第一个杂交种[8]，在系谱树中出现 8 次，遗传贡献率 10.52%，在黑龙江省中

南部、东部及吉林省中北部地区大面积种植。牡豆 10 号聚合了上述大面积生产应用的东北核心种质遗传

基因，具有早熟、高油、抗病的遗传基础和表现特征。 
 
Table 2. Mudou 10 parent materials Genetic offer ratio 
表 2. 牡豆 10 号核心祖先亲本核遗传贡献率 

核心亲本 Parents 频次 f 贡献率%Genetic offer ratio 位次 Rank 

黑农 40 1 25.00 1 

黑河 19 1 25.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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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合丰 25 1 12.50 3 

满仓金 8 10.52 4 

黄宝珠 24 8.74 5 

黑河 5 号 1 6.25 6 

合丰 23 1 6.25 6 

绥农 4 号 1 6.25 6 

绥农 3 号 1 6.25 6 

3.5. 国外种质的间接应用 

牡豆 10 号含有美国、日本、俄罗斯国外种质遗传基础，十胜长叶(12.5%)、Amsoy (6.25%)、黑龙江

41 (3.13%)、Korean (1.56%)、Lincoln (0.78%)、Richland (0.78%)、尤比列(0.78%)是间接祖先亲本，合计

核遗传贡献率分别为 25.78% (见表 1)。十胜长叶是日本品种，具有节间短、结荚密、秆强、多花多节、

适应性广、配合力高等特点[9]。十胜长叶与克 69-5236 杂交育成了核心种质克 4430-20 [10]。黑龙江 41、
尤比列 是俄罗斯品种，具有超早熟、抗病特点。这些国外种质的应用拓宽了大豆种质遗传基础，产生超

亲遗传选择效果。 

4. 小结与讨论 

国内外大豆育种家都重视大豆育成品种及其亲本的研究，着重分析品种的系谱，获得品种间亲缘关

系信息，为大豆育种理论与应用研究提供参考。 

4.1. 亲本选择 

牡豆 10 号系谱分析表明，其遗传物质由 25 个祖先亲本提供。牡豆 10 号祖先亲本数为全国平均

每个育成品种使用祖先亲本数 7.44 个的 3.36 倍，从单个育成品种看牡豆 10 号遗传基础比较宽广。核

心祖先亲本黑农 40、黑河 19、合丰 25、黄宝珠、满仓金、黑河 5 号、合丰 23、绥农 4 号、绥农 3 号

等间接亲本的核遗传贡献率比较大，遗传倾向高，性状表现明显。通过系统选择，集聚了优异遗传基

础，培育出较好的育种资源。常规育种方法仍然是育种的主要途径。选择亲本组配时，受体[2]亲本主

要选择具有广适应性的主栽品种，而供体[2]亲本侧重选择地理远源和生态类型差异大的间接亲本。如

黑河 19、绥农 3 号、绥农 4 号、黑农 48、合丰 25 等大面积品种即用此法育成。受体亲本能提供给衍

生品种更多的细胞质遗传基础[11]和细胞核遗传信息，所以多数性状与其类似，选择育种亲本时，要

更多考虑受体亲本的特征特性，同时掌握供体亲本的细胞核遗传信息。牡豆 10 号是具有丰富选种经

验的育种家经过连续选择祖先亲本特有的遗传性状，获得了较好的遗传基础，聚合了东北大豆核心种

质遗传基因，使其具有早熟、抗倒、高产等理想株型特征特性。从而具有创造高产的遗传基础和增产

潜力水平。 

4.2. 利用国外种质，拓宽遗传基础 

通过对牡豆 10 号祖先亲本分析发现，在其遗传基础构成中，虽然祖先亲本数较多，相对遗传基础较

宽，有 25.78%的国外种质的核遗传贡献率，国外品种资源类型多，与我国现有品种比，遗传基础丰富[12]，
要想品种上有跨跃式的成果，必须突破遗传基础狭窄的瓶颈，采用地理远缘、生态远缘的国外种质做供

体，大面积的新审定主栽品种做受体，是拓宽品种遗传基础、选育新品种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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