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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大豆振兴计划方案要求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黑龙江省大豆振兴规划

部署，2018年末至 2019年初，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承担了在全省 40个大豆年播

种面积 100万亩以上的县（市、区）开展大豆高产栽培技术培训任务，旨在推广

大豆生产最新标准化栽培技术，提升全省大豆单产水平，增加豆农收入，促进大

豆产业快速发展。为了总结培训经验、宣传培训成果、普及科学知识，黑龙江省

农业科学院组织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大豆育种、栽培、植保、土肥、加工及农机等

领域专家，编写了《大豆生产实用技术手册》一书。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介绍

大豆起源、生育特点、营养特性及种植分布、贸易；第二章介绍不同积温带大豆

种植品种；第三章介绍 6种常用的大豆栽培技术及黑龙江省不同区域典型高产栽

培技术；第四章介绍大豆常见的 5 种虫害、4 种病害及田间杂草防治技术；第五

章介绍大豆缺素症状、常见施肥方式及平衡施肥技术；第六章介绍大豆整地、播

种、田间管理、收获的机械设备；第七章介绍大豆食用方式及加工技术。此书较

为系统全面地展现了大豆这一重要作物在当下黑龙江省发展的最新成果，有助于

读者更为深入地了解大豆特性，掌握大豆生产、加工技术，同时也可以作为农民

培训和技术人员素质提升指导用书。 

由于时间仓促和编者水平所限，书中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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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是一种种植历史悠久的作物，最早产于中国。大约 5000 年前，大豆首先

在我国渭河流域种植（也有东北最先种植的说法），2000 多年前的秦、汉时代，

大豆扩种至长江以南地区，唐代扩展到全国各地。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甲骨文

有关于大豆的记载，山西侯马出土过战国时期的黄豆。根据《诗经》记载，秦汉

以前如今的陕西、山东一带就开始大面积种植大豆了。2500 年前大豆传入朝鲜，

2000 年前传入日本，7 世纪传入东南亚，17 世纪传入欧洲，19 世纪传入美洲，20

世纪传入非洲各国。目前世界上种植大豆的国家和地区已达 50 多个，面积达到十

多亿亩（1 亩≈666.7m
2）。 

作为大豆原产国，我国栽培大豆的历史非常悠久，中国的大豆曾经享誉世界，

可以说，大豆是我国重要的农作物，对保障粮食生产安全有着重要意义。然而，

2012 年来，我国大豆市场遭遇剧烈波动，进口大豆数量迅速增加，对外依存度超

过 80%。 

东北地区农民所说的捞豆秧子就是大豆的祖先野大豆。野大豆是大豆的祖先，

大豆是由野大豆进化而来的。 

野大豆是一种蔓生、缠绕、主茎与分枝不易区别的一年生草本豆科植物。株

高 0.5m 到 4m 多。叶片有卵圆形、椭圆形、披针形。种子外形多呈椭圆形，种皮

大多为黑色，也有少数为褐色、青色、黄色。百粒重大多数为 1g~2g（一般栽培

大豆 20g 左右）。 

野大豆多生长在较潮湿的环境中，如小河岸边、渠道两旁、沟边、路边、苇

塘边缘、小灌木林等处。 

我国野大豆分布范围广泛，除青海、新疆、海南三省（自治区）没有发现野

大豆外，其他省区都有野大豆分布。 

野大豆是国宝。从 1979~1985 年，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野

大豆资源考察与搜集工作，共采集到野大豆种子 6500 余份。这些珍贵的资源，可

作为遗传研究的宝贵材料。野大豆的一些优良品质和特殊抗性如高蛋白和抗胞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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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虫等特性对栽培大豆的品种改良很有价值。 

 

   

大豆属于蝶形花亚科，大豆属。别名黄豆。我国许多古书上曾称大豆为菽，

《诗经》中就有：“中原有菽，庶民采之”的记载；西晋杜预对菽字注释：“菽，

大豆也”；秦汉以后就以豆字代替菽字了。 

大豆按其播种季节的不同，可分为春大豆、夏大豆、秋大豆和冬大豆四类，

但以春大豆占多数。春大豆一般在春天播种，十月份收获，十一月份开始进入流

通渠道。我国主要分布于东北三省、河北、山西中北部、陕西北部及西北各省（区）。

夏大豆大多在小麦等冬季作物收获后再播种，耕作制度为麦豆轮作的一年二熟制

或二年三熟制。我国主要分布于黄淮平原和长江流域各省。秋大豆通常是早稻收

割后再播种，当大豆收获后再播冬季作物，形成一年三熟制。我国浙江、江西的

中南部、湖南的南部、福建和台湾种植秋大豆较多。冬大豆主要分布于广东、广

西及云南的南部。这些地区冬季气温高，终年无霜，春、夏、秋、冬四季均可种

植大豆。所以这些地区有冬季播种的大豆，但播种面积不大。 

大豆按种皮的颜色和粒形分五类：①黄大豆：种皮为黄色。按粒形又分东北

黄大豆和一般黄大豆两类；②青大豆：种皮为青色；③黑大豆：种皮为黑色；④

其他色大豆：种皮为褐色、棕色、赤色等单一颜色大豆；⑤饲料豆（秣食豆）。 

大豆植株直立，有分枝。自花授粉，花白色或微带紫色。种子为黄色、绿色、

褐色、黑色或双色，每个荚果内含 1~4 粒种子。大豆在各类土壤中均可栽培，但

在温暖、肥沃、排水良好的沙壤土中生长旺盛。晚霜过后播种，9、10 月份成熟。

一般要等大豆落叶后种子含水量降至 13%以下时进行收割，以便贮藏。 

大豆的根有主根、侧根之分，可入土 1.5m 深，呈钟罩状根系。在地表至 20cm

左右的土中根部生有根瘤，根瘤菌可供大豆需氮量的 1/3~1/2。主茎高 60 cm~100cm，

15~24 个节，豆荚着生于节上，多节大豆常高产。无限结荚习性适应肥水较差的

条件种植。有限结荚习性适应肥水较好地区种植。亚有限结荚习性的则介乎于二

者之间。大豆叶为三出复叶。花蝶形。荚果呈黄色、黑色、褐色，弯镰形或直葫

芦形。大豆为短日照作物，品种间对短日照的敏感性差别大。需充足阳光，要求

http://www.so.com/s?q=%E5%A4%A7%E8%B1%8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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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o.com/s?q=%E6%92%AD%E7%A7%8D%E5%AD%A3%E8%8A%8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8%A5%E5%A4%A7%E8%B1%8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6%AC%E5%A4%A7%E8%B1%8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C%A8%E6%98%A5%E5%A4%A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B5%81%E9%80%9A%E6%B8%A0%E9%81%9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B5%81%E9%80%9A%E6%B8%A0%E9%81%9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B5%81%E9%80%9A%E6%B8%A0%E9%81%9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8%9C%E5%8C%97%E4%B8%89%E7%9C%81&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C%97%E9%83%A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B0%8F%E9%BA%A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6%AC%E5%AD%A3%E4%BD%9C%E7%89%A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80%95%E4%BD%9C%E5%88%B6%E5%BA%A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BA%A6%E8%B1%8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A%8C%E7%86%9F%E5%88%B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A%8C%E7%86%9F%E5%88%B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A%8C%E7%86%9F%E5%88%B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BB%84%E6%B7%AE%E5%B9%B3%E5%8E%9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95%BF%E6%B1%9F%E6%B5%81%E5%9F%9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7%A9%E7%A8%B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A%8E%E5%B9%BF%E4%B8%9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C%B0%E5%8C%BA&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7%A0%E9%9C%9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A7%8D%E7%9A%AE&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8%9C%E5%8C%9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8%9C%E5%8C%9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8%9C%E5%8C%9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A5%B2%E6%96%9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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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磷、钾养分较多。大豆种子吸水量达到 50%时才能萌芽，播种时土壤水分必

须充分，田间持水量不能低于 60%。 

大豆喜排水良好、富含有机质、pH6.2~6.8 的土壤。宜适期早播，条播为主。

需肥较多，需氮量比同产量水平的禾谷类多 4~5 倍。结荚期注意适时灌溉和排涝。

大豆是自花授粉作物，有些地区仍采用纯系育种法。回交法对提高品种的抗病性

效果良好。中国大豆育种以品种间杂交为主要方法。采用系谱法选育后代。 

大豆为一年生草本植物，高 30cm~90cm。茎粗壮，直立，或上部近缠绕状，

上部多少具棱，密被褐色长硬毛。叶通常具 3 小叶；托叶宽卵形，渐尖，长

3mm~7mm，具脉纹，被黄色柔毛；叶柄长 2cm~20cm，幼嫩时散生疏柔毛或具棱

并被长硬毛；小叶纸质，宽卵形，近圆形或椭圆状披针形，顶生一枚较大，长

5cm~12cm，宽 2.5cm~8.0cm，先端渐尖或近圆形，稀有钝形，具小尖凸，基部宽

楔形或圆形，侧生小叶较小，斜卵形，通常两面散生糙毛或下面无毛；侧脉每边

5 条；小托叶铍针形，长 1mm~2mm；小叶柄长 1.5mm~4mm，被黄褐色长硬毛。

总状花序短的少花，长的多花；总花梗长 10mm~35mm 或更长，通常有 5~8 朵无

柄、紧挤的花，植株下部的花有时单生或成对生于叶腋间；苞片披针形，长

2mm~3mm，被糙伏毛；小苞片披针形，长 2mm~3mm，被伏贴的刚毛；花萼长

4mm~6mm，密被长硬毛或糙伏毛，常深裂成二唇形，裂片 5，披针形，上部 2 裂

片常合生至中部以上，下部 3 裂片分离，均密被白色长柔毛，花紫色、淡紫色或白

色，长 4.5mm~8.0（~10.0）mm，旗瓣倒卵状近圆形，先端微凹并通常外反，基部

具瓣柄，翼瓣蓖状，基部狭，具瓣柄和耳，龙骨瓣斜倒卵形，具短瓣柄；雄蕊二体；

子房基部有不发达的腺体，被毛。荚果肥大，长圆形，稍弯，下垂，黄绿色，长

4.0mm~7.5cm，宽 8mm~15mm，密被褐黄色长毛；种子 2~5 颗，椭圆形、近球形，

卵圆形至长圆形，长约 1cm，宽约 5mm~8mm，种皮光滑，淡绿色、黄色、褐色和

黑色等多样，因品种而异，种脐明显，椭圆形。花期 6~7 月，果期 7~9 月。 

根据中国大豆气候区划，除了热量不足的高海拔、高纬度地区和年降水量在

250mm 以下，又无灌溉条件的地区以外；一般均有大豆种植。 

 

https://baike.so.com/doc/5125215-53544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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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养因子 

大豆富含大量的营养因子，包括蛋白质、脂肪、糖类、维生素、矿物质以及

具有生理活性作用的大豆低聚糖、大豆膳食纤维、大豆磷脂、大豆异黄酮、大豆

多肽、大豆皂苷和大豆磷脂等，因此，大豆是营养学家最为推崇的食物之一。 

1.  

蛋白质为大豆的主要成分之一，其含量高达 40%左右，位列植物性食品原料之

首，因此，大豆素有“植物肉”的美誉。大豆中的蛋白质 80%左右都为可溶性蛋白

质，并且组成大豆蛋白的 18 种氨基酸，除蛋氨酸含量较低外，其余人体必需氨基

酸的组成和比例都与动物蛋白相似，因此，大豆蛋白易于人体吸收，营养价值极高。 

2.  

大豆的脂肪含量约为 20%左右，其中不饱和脂肪酸约占 60%。不饱和脂肪酸

中的单不饱和脂肪酸约占 24%，其中，亚油酸约为 50%，油酸 23%，亚麻酸约为

8%，还含有丰富的磷脂。大豆中的脂肪熔点较低，易于人体消化吸收，并对儿童

的生长发育，神经活动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3.  

糖类是大豆又一主要成分，是人类获取能量和构成机体组织的最重要的物质

之一。大豆中的糖类主要由单糖、低聚糖、淀粉、糊精和纤维素类组成，含量约

为 25%。 

4.  

大豆含有多种维生素，尤其 B 族维生素丰富，大豆中的维生素主要包括水溶

性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烟酸、泛酸、维生素 B6 和维生素 C 等，脂溶性维生素

主要有维生素 A、β-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E 等，它们是维持人类正常生理功能的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BD%E9%8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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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微量营养因子  

5.  

大豆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元素，其含量约为 4.5%~6.8%，主要为镁、钾、钙、

钠、磷、铜和铁等，还含有少量的硒，其中，磷的含量最高，与维生素一样，矿

物质元素也是维持人类正常生理功能的一类微量营养因子，矿物质元素缺乏，不

利于机体的生长发育。 

6.  

（1）大豆低聚糖。 

大豆中的低聚糖包括水苏糖和棉子糖约占 50%，低聚糖虽然在肠道内不易被

消化吸收，但其可作为益生元被肠道中的有益细菌利用，促进肠道健康。 

（2）大豆膳食纤维。 

大豆一直以来都以高膳食纤维食品而被广泛食用，大豆膳食纤维可促进肠道

蠕动，缩短有害成分与肠道内壁的接触时间，因而可有效的预防便秘、痔疮以及

直肠癌等疾病的发生。 

（3）大豆磷脂。 

大豆中含有丰富的磷脂，其含量约为 1.6%，主要包括脑磷脂、卵磷脂、磷脂

酰肌醇以及游离脂肪酸等，大豆磷脂对提高人体记忆力、预防老年痴呆和冠心病

的发生、促进脂肪代谢具有重要的作用。 

（4）大豆异黄酮。 

异黄酮是一类雌性激素，含量约为 0.13%，大豆异黄酮有助于女性缓解衰老、

改善经期不调、预防心脑血管和乳腺癌的发生。 

（5）大豆多肽。 

大豆多肽为大豆中的小分子蛋白质，大豆多肽具有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

以及预防动脉硬化等的功效。 

（6）大豆皂苷。 

皂苷为大豆中一类重要的活性成分，含量约为 0.1%~0.5%，大豆皂苷对抗氧

化、抗病毒、增强机体免疫力、调节心脑血管以及抗肿瘤等具有重要的生理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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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7）大豆固醇。 

大豆中含有丰富的固醇类物质，含量远高于谷类、水果类以及蔬菜类等植物

源食物，大豆固醇在预防乳腺增生和前列腺肥大、调节机体免疫力以及抗肿瘤都

有积极的作用。 

二、大豆传统食品 

大豆传统食品是亚洲民众，尤其是我国人民十分喜爱的传统食品，是我国古

老饮食文化的魅力瑰宝。大豆传统食品由于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和保健物质，因

而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先进生产手

段和现代化管理方法的科学运用，可以有效的保证大豆传统食品的营养和风味，

实现其生产加工过程的自动化、机械化、连续化和标准化，延长了大豆传统食品

的货架期，提高其商业品质，因而，大豆传统食品越来越被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

普遍认可，已俨然成为新的全球性健康食品。大豆传统食品包括非发酵类和发酵

类两大类 5 个系列 100 多个品种，其中，非发酵类大豆传统食品有豆浆、豆花、

豆腐（北豆腐、南豆腐和内酯豆腐）、豆皮、腐竹、干豆腐、五香豆腐卷、芽豆、

豆芽、豆苗、炒豆、豆面、炸豆以及豆油；发酵类大豆传统食品有酱油、豆酱、

豆豉、腐乳、纳豆（日本）、丹贝（印度尼西亚）和思乌阿-纳奥（泰国）等。相

信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健康意识的增强，大豆传统

食品会迎来新的春天，市场潜力巨大。 

   

1.  

目前，世界大豆主要生产国分别为美国、巴西、阿根廷。从近年来这些国家

的生产情况看，美国和巴西目前几乎并列世界第一。其产量占世界大豆总产量的

一半以上，阿根廷的大豆生产居于世界第三位，中国是世界大豆主产国之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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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第四位。 

 

1-1   

2.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大豆消费国和进口国，国产大豆供给严重不足，影响我国

大豆产业的经济安全。 

2017 年我国大豆消费量为 1.1 亿 t，国产大豆总产量为 1440 万 t，占国内消

费总量 13%左右；进口国外转基因大豆 9553 万 t，进口依存度达到 87%。 

     

 

图 1-2  我国大豆消费量比例分析 

 

 

 

 

 

进口转基因大豆（87%） 

国产大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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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 1-3  进口大豆与国产大豆市场占有率的变化 

（1997~2017） 

 

                    表 1  中国从哪里进口大豆（2017 年）            单位：万 t 

美国 阿根廷 巴西 乌拉圭 加拿大 俄罗斯 其他 

3285.4 658.2 501.9 257.9 204.4 50.6 4.8 

总计 9553 

                      

                          表 2  全球大豆出口量连续增长                 单位:亿 t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年增长率 

总产 1.26 1.33 1.48 1.52 1.51 4.6% 

美国 0.50 0.53 0.59 0.57 0.52 3.3% 

巴西 0.51 0.54 0.63 0.69 0.78 11.6% 

阿根廷 0.11 0.10 0.07 0.08 0.07 -10.2% 

中国 14 万 t 11 万 t 11 万 t 15 万 t 12 万 t  

 

2017 年我国非转基因优质食用大豆年需求总量在 1，700 万 t 左右，其中榨油消

费 180 万 t，直接食用或加工豆制品用量 1445 万 t，种用及损耗 54 万 t，出口 20 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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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6  转基因大豆消耗途径            图 1-7  2017 年中国大豆消耗途径 

   

1.  

我国是大豆的故乡，年种植面积超过亿亩，是五大作物之一，已有五千余年

的栽培历史。 

大豆是粮油兼用作物，也是畜牧业发展、工业加工和医疗保健的重要原料，

发展大豆生产对供给侧结构调整，保障粮食安全有战略意义，也是保证人类健康

生活，实现“中国梦”的基础。我国大豆年种植面积 1.2 亿~1.5 亿亩，年产量 1200

万~1500 万 t。 

中国大豆的集中产区在东北平原、黄淮平原、长江三角洲和江汉平原。根据

大豆品种特性和耕作制度的不同，中国大豆生产分为五个主要产区：内蒙古、东

北三省为主的春大豆区；黄淮流域的夏大豆区；长江流域的春、夏大豆区；江南

各省南部的秋作大豆区；两广、云南南部的大豆多熟区。其中，东北春播大豆和

黄淮海夏播大豆是中国大豆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两个地区。 

2.  

东北春大豆产区是我国第一大产区，在大豆鼎盛时期，年种植面积 6000 万~8000

万亩，占全国种植面积 50%左右，总产量 600 万~800 万 t，占全国总产量的 50%~60%。 

黑龙江省是中国最大的食用大豆生产、商品供给与出口基地。大豆生产主要

https://baike.so.com/doc/5614174-58267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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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两大优势产区，在大豆鼎盛时期，面积分别为 2500

万~3000 万亩和 2000 万~2500 万亩。 

2017 年黑龙江省种植面积 4950 万亩，面积总产量在全国占比 42%。黑龙江

省大豆种植面积、总产量全国第一，单产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0%~15%。 

  
    图 1-8  中国大豆种植面积结构图             图 1-9  中国大豆产量结构图 

 

黑龙江省大豆主要分布在第二至第五积温带，面积稳定在 3500 万~4000 万亩；

第一、第六积温带相对较少，面积为 200 万~300 万亩。 

黑龙江省近 20 年大豆年种植面积变化幅度 2230 万~7295 万亩，年平均种植

面积 4570 万亩，占全国大豆种植面积 40%~45%。2015 年种植面积最小（2230

万亩），2009 年种植面积最大（7295 万亩）。 

 
图 1-10  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变化 

 

黑龙江省近 20 年大豆年产量变化幅度 300 万~876 万 t，年平均产量 541.61

面积/万 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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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t，占全国大豆总产量 40%~50%。2015 年产量最低（300 万 t），2010 年产量最

高（876.0 万 t）。 

  

图 1-11  黑龙江省大豆总产量变化 

 

黑龙江省近 20 年大豆平均单产 123.1kg/亩，变化幅度为 98.5kg/亩~149.8kg/

亩，2007 年最低 98.5kg/亩，2014 年最高 149.8kg/亩，近 5 年平均单产突破 135kg，

仍位居全国第一。 

  
图 1-12  黑龙江省大豆平均亩产

产量 /t
 

单产 /（kg/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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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一、优质豆浆大豆品种——黑农 69 

【审定编号】黑审豆 2012001。 

【审定单位】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 

【适应地区】黑龙江省第一、第二积温带及吉林、内蒙古、新疆等地种植。 

【特征特性】株高 90cm，紫花，尖叶，灰毛，亚有限结荚习性。籽粒圆形，

种皮黄色，脐黄色，微光，百粒重 20g。蛋白质含量 40.63%，脂肪含量 21.94%，

蛋 脂 和 62.57% ； 异 黄 酮 含 量 高 达

5300mg/kg。中抗大豆灰斑病、病毒病。生

育日数 125d，活动积温 2500℃。属高产、

优质型品种。 

【增产效果】2009~2010 年区域试验平

均产量 2969.4kg/hm
2，较对照品种黑农 51

增产 9.3%；2011 年生产试验平均产量

3043.7kg/hm
2，较对照品种黑农 53 增产

10.8%。试验最高产量 3379.8kg/hm
2，2017

年 肇 东 西 八 里 示 范 20hm
2 ， 平 均 亩 产

246.8kg，有亩产 300kg 的潜力。 

【加工特性】黑农 69 是优质豆浆原料，

用其加工的豆浆色泽乳白，香味浓郁，口

感柔顺，营养丰富，易于吸收，是国人最

安全、健康的植物蛋白饮品。 

【栽培技术要点】适应区五月上旬播

种，选择平整中上等肥力无重茬地块种植，采用“垄三”栽培模式，公顷保苗 22

万~24 万株，公顷施底肥磷酸二铵 150kg，钾肥 4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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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产、优质、广适应性大豆品种——黑农 52 

【审定编号】黑审豆 2007003。 

【审定单位】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 

【适应地区】黑龙江省第一、第二积温带及吉林、内蒙古、新疆等地种植。 

【特征特性】株高 100cm，紫花，圆叶，灰毛，亚有限结荚习性。籽粒椭

圆形，种皮黄色，有光泽，脐黄色，百粒重 22g，脂肪含量 22.03%，蛋白质含

量 40.23%，中抗大豆灰斑病，抗蚜虫，抗旱耐瘠薄，耐轻盐碱。生育日数 124d，

活动积温 2500℃。 

【产量表现】两年区域试验平均产量 2759.4kg/hm
2，较对照黑农 37 增产 9.9%，

生产试验平均 3125.2kg/hm
2，较对照黑农 37 增产 12.5%。最高产量 3632.86kg/hm

2。

属高产、稳产、抗病型品种。2017 年在尚志苇河示范面积 20hm
2，平均亩产 253kg，

有亩产 300 公斤的潜力。 

【栽培要点】适应区五月上旬播种，选择平整中上等肥力无重茬地块种植，

采用“垄三”栽培模式，每公顷保苗 22 万~24 万株，每公顷施底肥磷酸二铵 150kg，

钾肥 4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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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产、优质大豆品种——黑农 62 

【审定编号】黑审豆 2010002。 

【审定单位】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 

【适应地区】黑龙江省第一、第二积温带及吉林、内蒙古、新疆等地种植。 

【特征特性】株高 90cm，白

花，圆叶，灰色茸毛，无限结荚习

性，有分枝。籽粒椭圆形，种皮黄

色，脐黄色，有光泽，百粒重 22g。

蛋白质含量 40.36%，脂肪含量

20.73%。高抗灰斑病，中抗病毒病，

抗旱耐瘠薄，耐轻盐碱，生育日数

125d，活动积温 2510℃。属高产、

抗病型品种。 

【产量表现】区域试验两年平

均产量 2274.0kg/hm
2，比标准品种

黑农 37 平均增产 11.5%。生产试

验平均产量 2847.5kg/hm
2，比标准

品种黑农 51 增产 10.3%。试验最

高产量 3770.0kg/hm
2。2017 年在

肇源新肇示范面积 30hm
2，平均亩

产 258kg，有亩产 300kg 的潜力。 

【栽培要点】适应区五月上旬

播种，选择平整中上等肥力无重茬

地块种植，采用“垄三”栽培模式，每公顷保苗 22 万~24 万株，每公顷施底肥磷

酸二铵 150kg，钾肥 40kg。 

四、高油、高产、广适应性品种——黑农 83 

【审定编号】国审豆 2017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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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单位】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 

【适应地区】北方春大豆中早熟区的黑

龙江省第一、第二积温带及吉林、辽宁、内

蒙古、新疆的部分地区。 

【特征特性】株高 90cm，白花，尖叶，

灰色茸毛，亚有限结荚习性，籽粒圆形，种皮

黄色，种脐黄色，有光泽，百粒重 22g，蛋白

质含量 38.39%，脂肪含量 21.88%，中抗灰斑

病，中抗病毒病。生育日数 123d，活动积温

2500℃，属高产、高油品种。  

【产量表现】2014~2015 年参加北方东北

春大豆中早熟组区域试验，两年 19 个点次平

均亩产量 210.3kg，平均较对照 02-69 增产

4.0%。2016 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为 190.0kg，

比对照合交 02-69 增产 7.8%。2017 年黑龙江

省肇东东发示范区 20hm
2，平均亩产 243kg，

2017 年吉林市棋盘山示范区 2hm
2，亩产 257kg。有亩产 300kg 的潜力。 

【栽培要点】适应区五月上旬播种，选择平整中上等肥力无重茬地块种植，

采用“垄三”栽培模式，公顷保苗 22 万~24 万株，每公顷施底肥磷酸二铵 150kg，

钾肥 40kg。 

黑农 83 脂肪含量超过进口大豆脂肪含量 1 个百分点，可做非转基因优质大豆

油加工的专用品种。 

五、高产、高油品种——黑农 81 

【审定编号】黑审豆 2018002。 

【审定单位】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 

【适应地区】适于黑龙江省第一积温带及吉林的东部地区种植。 

【特征特性】株高 100cm，白花，尖叶，灰色茸毛，亚有限结荚习性。种子椭

圆形，种皮黄色，种脐黄色，有光泽，百粒重 21g。蛋白质含量 38.78%，脂肪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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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8%。中抗灰斑病，中抗病毒病。生育日数 125d，需≥10℃活动积温 2550℃。  

【产量表现】2015~2016 年区域试验平均产量 3143.9kg/hm
2，较对照品种黑

农 61 增产 10.7%；2017 年生产试验平均产量 3157.2kg/hm
2，较对照品种黑农 61

增产 10.8%，试验最高产量 3697.6kg/hm
2（2017 年阿城）。2018 年肇东东发示范

面积 15hm
2，平均亩产 246kg。 

【栽培要点】适应区五月上旬播种，选择平整中上等肥力无重茬地块种植，

采用“垄三”栽培模式，公顷保苗 22 万~24 万株，每公顷施底肥磷酸二铵 150kg，

钾肥 40kg。 

黑农 81 脂肪含量超过进口大豆脂肪含量 1 个百分点，可做非转基因优质大豆

油加工的专用品种。 

六、高产、优质、抗病品种——黑农 80 

【审定编号】黑审豆 2018003。 

【审定单位】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

豆研究所。 

【适应地区】黑龙江省第一积温带地

区种植。 

【特征特性】株高 110cm，2~3 个分

枝，紫花，尖叶，灰色茸毛，荚微弯镰形，

成熟时呈褐色。种子椭圆形，种皮黄色，

种脐黄色，有光泽，百粒重 22g。生育日

数 124d，活动积温 2500℃，蛋白质含量

39.07%，脂肪含量 21.74%。中抗灰斑病、

抗病毒病，属高产优质品种。    

【产量表现】2015~2016 年区域试验

平均产量 3129.4kg/hm
2，较对照品种黑农

61 增产 10.0%；2017 年生产试验平均产

量 3149.3kg/hm
2，较对照品种黑农 61 增

产 10.8%。试验最高产量 3730.0kg/hm
2（2015 年阿城），有亩产 300kg 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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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技术要点】适应区五月上旬播种，选择平整中上等肥力无重茬地块种

植，采用“垄三”栽培模式，每公顷保苗 22 万~24 万株，每公顷施底肥磷酸二铵

150kg，钾肥 40kg。 

          
 

七、高产、优质大豆品种——黑农 51 

【审定编号】黑审豆 2007002；吉审豆 2011022。 

【审定单位】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 

【适应地区】黑龙江省第一积温带及吉林、内蒙古、新疆等地种植。 

【特征特性】株高 110cm，以主茎结荚为主，分枝较少。白花尖叶、灰毛，

亚有限结荚习性。节间短，结荚密，每节结荚多，四粒荚多。籽粒圆形，种皮黄

色，有光泽，脐黄色，百粒重 20g。生育日数 126d，活动积温 2550℃。蛋白质含

量 41.37%，脂肪含量 19.74%。秆强抗倒，适应性强，中抗灰斑病、病毒病。 

【产量表现】区域试验两年平均产量 2759.4kg/hm
2，平均较对照黑农 37

增产 9.9%，生产试验平均产量 2996.5kg/hm
2，平均较对照黑农 37 增产 11.4%。

最高产量 3488.4kg/hm
2，属高产、稳产、抗病型品种。2007 年五常县向阳乡白喜

东家 8.6 hm
2 的黑农 51，创造了亩产 285kg 的高产纪录。2008~2009 年在吉林省示

范推广，最高亩产量达到了 253kg，2011~2012 年在黑龙江省肇东市示范，最高产

量 269kg。 

【栽培要点】适应区五月上旬播种，选择平整中上等肥力无重茬地块种植，

采用“垄三”栽培模式，每公顷保苗 22 万~24 万株，每公顷施底肥磷酸二铵 150kg，

钾肥 4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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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高产、优质、广适应性大豆品种——黑农 61 

【审定编号】黑审豆 2007003，国审豆 2014003。 

【审定单位】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 

【适应地区】黑龙江省第一、第二积温

带及吉林、内蒙古、新疆等地种植。 

【特征特性】株高 90cm，紫花，尖叶，

亚有限结荚习性，根系发达，秆强抗倒伏。

籽粒圆形，种皮黄色，脐黄色，有光泽，百

粒重 23g。蛋白质含量 40.92%，脂肪含量

20.40%。中抗灰斑病和花叶病毒病，生育日

数 124d，活动积温 2500℃。属高产、双优、

抗病型品种。 

【 产 量 表 现 】 区 域 试 验 平 均 产 量

2230.9kg/hm
2，较对照黑农 37 增产 9.3%，

2009 年生产试验平均产量为 2823.8kg/hm
2，

较对照黑农 51 增产 9.4%。最高产量产量

3782.0kg/hm
2，2017 年在五常市牛家镇示范

面积 10hm
2，平均亩产 235kg，有亩产 300kg

的潜力。 



 

20 

DADOU SHENGCHAN SHIYONG JISHU SHOUCE 

【栽培要点】适应区五月上旬播种，选择平整中上等肥力无重茬地块种植，采

用“垄三”栽培模式，每公顷保苗 22 万~24 万株，每公顷施底肥磷酸二铵 150kg，

钾肥 40kg。 

九、高产、优质大豆品种——黑农 71 

【审定编号】黑审豆 2015001。 

【审定单位】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 

【适应地区】黑龙江省第一、第二积温带地区种植。 

【特征特性】株高 90cm，白花，尖叶，灰色茸毛，亚有限结荚习性。荚微弯

镰形，成熟时呈褐色，籽粒圆形，种皮黄色，种脐黄色，有光泽，百粒重 23g。

脂肪含量 20.82%，蛋白质含量 39.60%，其根系发达，秆强抗倒伏，抗旱耐瘠薄、

耐轻盐碱，中抗大豆灰斑病、病毒病。 

【产量表现】两年区域试验平均产量 3099.2kg/hm
2，较对照黑农 53 增产 9.7%，

较对照黑农 44 增产 10.1%，生产试验平均产量 3180.8kg/hm
2，较对照黑农 53 增

产 9.7%，最高产量 3880.0kg/hm
2（阿城），2017 年在双城示范 20hm

2，平均亩产

243kg，有亩产 300kg 的潜力。 

【栽培要点】适应区五月上旬播种，选择平整中上等肥力无重茬地块种植，

采用“垄三”栽培模式，每公顷保苗 22 万~24 万株，每公顷施底肥磷酸二铵 150kg，

钾肥 4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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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齐农 5 号 

【审定编号】黑审豆 2018006。 

【审定单位】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齐齐哈尔分院。 

【适宜区域】适宜在黑龙江省第一、第二积温带种植。 

【特征特性】该品种为无限结荚习性，尖叶紫花，灰色茸毛，荚弯镰形，成

熟时呈黄褐色。节间短，结荚密，三四粒荚多。籽粒圆形，种皮黄色有光泽，百

粒重 19.4g 左右，蛋白质含量 39.05%，脂肪含量 21.91%，抗大豆胞囊线虫病，生

育日期为 123d，活动积温 2550℃。 

【增产效果】2015~2016 年区域试验平均产量 2615.2kg/hm
2，较对照品种嫩

丰 18 增产 11.2%；2017 年生产试验平均产量 2611.1kg/hm
2。，较对照品种嫩丰 18

增产 10.9%。在干旱盐碱区具有 3100kg/hm
2 的增产潜力。 

【栽培要点】在适应区五月上旬播种，采用“垄三”栽培模式，条播或穴播，

每公顷保苗 25 万~28 万株。一般栽培条件下每公顷施种肥磷酸二铵 130kg~150kg，

尿素 30kg，钾肥 50kg，生育期间根据长势喷施叶面肥 1~2 次，生育期间及时铲趟、

防治病虫害，及时收获。采用化学药剂或人工除草，中耕 2~3 次，拔大草 1~2 次，

及时防治病虫害，遇干旱时及时灌水，成熟时及时采用人工或机械收获。          

  

 

齐农 5 号 齐农 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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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齐农 3 号 

【审定编号】黑审豆 2017003。 

【审定单位】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齐齐哈尔分院。 

【适宜区域】适宜在黑龙江省第一、第二积温带种植。 

【特征特性】株高 93cm，紫花圆叶，灰色茸毛，亚有限结荚习性。荚弯镰形，

成熟时呈褐色。节间短，结荚密，三四粒荚多。籽粒椭圆形，种皮黄色，种脐淡

褐色，百粒重 19.7g，蛋白质含量 39.02%，脂肪含量 21.61%，抗大豆胞囊线虫病。

生育日期为 119d，活动积温 2577℃。 

【增产效果】2014~2015 年区域试验平均产量 2622.6kg/hm
2，较对照品种嫩

丰 18 增产 13.4%。 

【栽培要点】在适应区五月上旬播种，采用“垄三”栽培模式，条播或穴播，

每公顷保苗 25 万~28 万株。播前种子精选，最好对种子进行包衣处理，垄体要深

松。一般栽培条件下每公顷施种肥磷酸二铵 130kg~150kg，尿素 40kg，钾肥 50kg，

生育期间根据长势喷施叶面肥 1~2 次，生育期间及时铲趟、防治病虫害，及时收

获。采用化学药剂或人工除草，中耕 2~3 次，拔大草 1~2 次，及时防治病虫害，

遇干旱时及时灌水，成熟时及时采用人工或机械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