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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扁豆新品种引种比较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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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春扁豆品种初步鉴定，对６个种质材料的生育期、生物学特 性 和 经 济 性 状 有 了 初 步 的 认 识，结 果 表

明，６个品种均可以在春季开花，结荚，形成一定的经济效益。在生育期、产量性状方面以边红６号、春扁２号、特

优５４三品种较为优异，熟期较早；而红玫瑰、泰国紫扁豆虽然在口 感 方 面、色 泽 方 面 更 受 市 场 欢 迎，具 有 较 好 的

推广应用潜力，但开花较晚，到６月份开 花 结 荚 时，遇 到 高 温，其 产 量 潜 力 受 到 了 影 响；对 照 则 综 合 性 状 表 现 优

异，更值得大面积、大范围示范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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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扁豆在我国的种植面积约有４　０００ｈｍ２，年产量为１５～２０万吨［１－２］，不但种植面积广，而且经济

价值较高，应用前景较为广阔。为鉴定筛选长三角地区春扁豆新品种的适应性、丰产性、稳产性、抗逆性和

商品性，客观评价了各品种的特征特性及其应用价值，为扁豆大面积推广应用提供依据，２０１８年，进行了

春扁豆新品种鉴定试验［３－５］。现将试验情况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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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品种

参试品种（含对照）共６个，特优５４（江苏省农科院提供）、春扁２号（江苏省农 科 院 提 供）、边 红６号

（江苏省农科院提供）、交大１号（上海交通大学提供）、红玫瑰（上海交通大学提供）、泰国紫扁豆（泰兴市农

科所提供）。对照为红玫瑰。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田前茬为玉米，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０日沿大棚南北方向开沟作畦，畦宽１．２ｍ，双行种植，密度控制在

１５　０００株·ｈｍ－２左右。３月１６日播种，行距０．８ｍ，穴距１ｍ，每品种１０株，每穴种植３粒，留１苗。试验

采用随机区组排列，三次重复，每小区１０株，四周设同品种延伸的保护行。５月３０日、６月１０日分别用

５％吡虫啉可湿性粉剂进行豆荚螟防治。各品种分别于开花后２０ｄ开始采收嫩荚并称重，之后每１０ｄ采

收一次，至各自花期结束。各品种的产量为每次采收量的累积。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春扁豆的植株性状

从初步的试验结果来看，各品种均生长良好，充分展现出了各自的生物学特征特性。所有品种均为有

限生长习性，花色均为红色，其中特优５４、春扁２号、边红６号为粉红色，交大１号、红玫瑰为紫红色，泰国

紫扁豆为深紫红色；开花较早的是春扁２号，此后分别为边红６号、特优５４、交大１号、红玫瑰；最晚的是

泰国紫扁豆，６月１５日才开花。所有品种均为长花序或中长花序。分枝数量虽然差异不大，均在４～６，但
交大１号、红玫瑰、泰国紫扁豆的营养生长则较为旺盛，枝叶繁茂，因 开 花 期 晚，遇 到６月、７月 的 高 温 天

气，开花数量会受到影响（表１）。

表１　春扁豆的植株性状

品种名称
播种期／

月 日
出苗期／

月 日
开花期／

月 日

鲜豆荚
开始采收期／

月 日
结荚习性 花色 花序长短

分枝
数量／个

特优５４　 ３－１６　 ３－２６　 ５－２０　 ９－０８ 有限 粉红 长 ４～５
春扁２号 ３－１６　 ３－２６　 ５－１５　 ９－２８ 有限 粉红 长 ５～６
边红６号 ３－１６　 ３－２６　 ５－１８　 ９－２０ 有限 粉红 长 ４～５
交大１号 ３－１６　 ３－２７　 ６－１１　 １０－１０ 有限 紫红 中长 ４～５

红玫瑰（ＣＫ） ３－１６　 ３－２７　 ６－１１　 ８－２０ 有限 紫红 中长 ５～６
泰国紫扁豆 ３－１６　 ３－２７　 ６－１５　 ８－２０ 有限 深紫红 中长 ５～６

２．２　春扁豆的荚果性状

从荚果性状来看，嫩荚色泽各异，有朱红色、红色、绿色红边等多种颜色，形状多为镰刀型，交大１号、
红玫瑰则为猪耳朵型，所有品种中以特优５４、春扁２号、边红６号三个品种嫩荚较长，长度最大达到１０．２ｃｍ；
每荚粒数最多的是交大１号、泰国紫扁豆，达到５．４粒；每荚鲜重最重的是交大１号、边红６号，达到１０ｇ。干

籽粒形状基本为圆形或椭圆形，干籽粒色为棕红色或深棕色，脐色均为白色（表２）。

表２　春扁豆的荚果性状

品种名称
鲜豆荚

颜色
鲜豆

荚大小
鲜豆荚
长／ｃｍ

鲜豆荚
宽／ｃｍ

豆荚
形状

每荚粒
数／粒

单荚
鲜重／ｇ

干籽
粒形状

干籽
粒色

脐色

特优５４ 绿色红边 大 １０．２　 ３．３ 长镰刀 ５．２　 ８ 椭圆 深棕 白

春扁２号 绿色红边 大 １０．０　 ３．０ 镰刀 ５．０　 ８ 椭圆 深棕 白

边红６号 绿色红边 大 １０．２　 ３．０ 镰刀 ５．０　 １０ 椭圆 深棕 白

交大１号 朱红色 大 ８．４　 ３．５ 猪耳朵 ５．４　 １０ 长椭圆 棕红 白

红玫瑰（ＣＫ） 红色 大 ７．６　 ２．５ 猪耳朵 ４．８　 ８ 椭圆 棕红 白

泰国紫扁豆 红色 中 ８．２　 ２．１ 镰刀 ５．４　 ８ 圆 棕红 白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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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春扁豆的抗逆性

在抗逆性方面，特优５４、春扁２号、边红６号三个品种的抗虫性一般，交大１号、红玫瑰、泰国紫扁豆

抗虫性较好，其原因可能是特优５４、春扁２号、边红６号三个品种的皮稍薄，籽粒大，豆荚螟易获得营养需

求。在病害方面，也是这三个品种的抗病性较差（表３）。

表３　春扁豆的病情指数

品种名称 抗旱性 耐涝性 花叶病毒病 根腐病 茎腐病 叶斑病 豆荚螟

特优５４ 强 强 ３　 ３　 ３　 ６　 ６
春扁２号 强 强 ３　 ３　 ３　 ６　 ６
边红６号 强 强 ３　 ３　 ３　 ６　 ６
交大１号 强 弱 ３　 ３　 ３　 ４　 ４

红玫瑰（ＣＫ） 强 弱 ３　 ３　 ３　 ４　 ４
泰国紫扁豆 强 弱 ３　 ３　 ３　 ４　 ４

注：表中病情指数数值较大的表示抗逆性差，病情指数数值较小的表示抗逆性好。

２．４　春扁豆的产量性状

根据表４—表６，对产量进行初步测定与分析，品种区组间差异不显著，品种间差异显著；所有品种中，

特优５４、春扁２号、边 红６号 的 产 量 高 于 对 照（１５　５０７．７５ｋｇ·ｈｍ－２），其 中 边 红６号 的 产 量 最 高，达

２０　８４３．７５ｋｇ·ｈｍ－２，比对照增产３４％，呈极显著差异；其次为春扁２号产量为１８　８４２．７５ｋｇ·ｈｍ－２，较

对照增产２２％，呈极显著差异。特优５４较对照增产１２％，差异显著。交大１号和泰国紫扁豆的产量则低

于对照，分别减少２９％、５４．７％，较对照差异显著。

表４　春扁豆的产量性状

品种名称 小区产量／ｋｇ 亩产量／（ｋｇ·６６７ｍ－２） 折算产量／（ｋｇ·ｈｍ－２） 位次 比对照增减产／％
特优５４　 １０．４　 １　１５６．１３　 １７　３４２．００　 ３　 １２

春扁２号 １１．３　 １　２５６．１８　 １８　８４２．７５　 ２　 ２２
边红６号 １２．５　 １　３８９．５８　 ２０　８４３．７５　 １　 ３４
交大１号 ９．３　 １　０３３．８５　 １５　５０７．７５　 ４ －２９

红玫瑰（ＣＫ） ６．６　 ７３３．７０　 １１　００５．５０　 ５ —
泰国紫扁豆 ４．３　 ４７８．０２　 ７　１７０．２５　 ６ －５４．７

表５　春扁豆的产量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和 Ｆ　 Ｆ０．０５ Ｆ０．０１
区组 ２　 ０．２１　 ０．１１　 ０．０４　 ４．１　 ７．５６

品种间 ５　 １４２．２４　 ２８．４５　 １１．０１　 ３．３３　 ５．６４
机误 １０　 ２５．８５　 ２．５８ — — —
总数 １７　 １６８．３ — — — —

表６　春扁豆的产量差异性测定（ＬＳＤ法）

品种名称 小区平均产量／ｋｇ
差异显著性

５％ １％
边红６号 １２．５ ａ Ａ
春扁２号 １１．３ ａｂ　 Ａ
特优５４　 １０．４ ａｂ　 ＡＢ

交大１号 ９．６ ｂｃ　 ＡＢ
红玫瑰（ＣＫ） ６．６ ｄ ＢＣ
泰国紫扁豆 ４．３ ｃ Ｃ

注：竖向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显著水平，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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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根据春扁豆品种初步鉴定，对６个种质材料的生育期、生物学特性和经济性状有了初步的认识，结果

表明，６个品种均可以在春季开花、结荚，形成一定的经济效益。在生育期、产量性状方面以边红６号、春

扁２号、特优５４三品种较为优异，熟期较早；而红玫瑰、泰国紫扁豆虽然在口感方面、色泽方面更受市场欢

迎，具有较好的推广应用潜力，但开花较晚，到６月份开花结荚时，遇到高温，其产量潜力受到了影响［６－８］。
春扁豆新品种的引育力度及高效栽培技术急需加强。春扁豆种植经济效益较高，但目前生产上适宜

春季种植的早熟高产品种紧缺，早春扁豆栽培技术也相对缺乏，影响了农户种植早春扁豆的积极性。因

此，要加大宣传和培训力度，加强早春优异品种的引育与推广，进一步探索、研究春扁豆高效栽培技术，在

生产实践中加以推广应用，切实提高春扁豆种植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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