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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大豆根系生长与花荚形成的关系研究

李思忠，章建新
（新疆农业大学 农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５２）

摘 要：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在新疆伊宁县科技示范园研究了中熟超高产大豆与高产品种（系）在根系伤流量、０～８０
ｃｍ土层根干重等方面的差异及其与开花、结荚数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开花、结荚期形成近８０％根量，超高产品种
（系）在花、荚期根系伤流量、０～８０ｃｍ土层总根干重、０～４０ｃｍ根系活性、总花数、总腔数均明显高于高产品种
（系）；花期根干重增量、伤流势与总花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９７０、０．８９８（Ｐ＜０．０５），花荚期根干重增量、伤流势与
总荚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９０５、０．７７（Ｐ＜０．０５）；超高产品种（系）花、荚期根量大、活性高是其总花、荚数明显多于
高产品种（系）的重要原因之一；中熟春大豆近６０００ｋｇ·ｈｍ－２产量在始粒期获得，０～８０ｃｍ土层根系总干重为１２５～
１４２．３ｇ·ｍ－２，总花数３４４８．４～３６９５．７×１０４朵·ｈｍ－２、总腔数２７６７．４～３３０３．８×１０４个·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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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黄３５品种在新疆石河子创造了全国春大豆
高产纪录［１－２］。以往对新疆超高产大豆的研究多集

中在群体生理参数［３－４］和养分吸收［５］等方面。植物

根系既是水分和养分吸收的主要器官，又是多种激

素、有机酸和氨基酸合成的重要场所，其形态和生理

特性与地上部的生长发育、产量和品质形成均有密

切的关系［６－７］。获得较高的生物产量是大豆高产稳

产的物质基础，而根系生长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生物产量的高低［８］。高产大豆根系具有一定的数量

和较高的质量，８５％根干重集中分布在０～１０ｃｍ土



层［９－１０］。强大侧根增加大豆总根长，而总根长与籽

粒产量呈正相关［１１］。大豆根系性状在品种间存在

显著差异［１２］。大豆根系生长发育、空间分布状况与

植株地上部生长、花荚形成和产量建成等密切相

关［１３］。以往有关大豆根系与产量关系的研究多仅

限于某一生育时期根系性状与产量的相关分析［１４］。

花数、荚数和粒数多是超高产大豆品种的一个重要

特征［１５－１６］。有关大豆根系生长与花荚形成的关系

不清楚。生产上的增花、增荚措施具有盲目性。探

明超高产大豆根系生长与花荚形成的关系对于实现

大豆超高产具有重要意义。本试验在田间研究了超

高产大豆黑农 ６１、新大豆 ２７号、１１－１０９与高产品
种（系）石大豆２号、１３－９６、１３－１３９在根系伤流量、
０～８０ｃｍ土层根干重差异及其与开花、结荚数差异
的关系。为超高产大豆品种的选育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及试验设计

试验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在新疆伊宁县科技示范
园区（萨地克于孜乡）进行。２０１３年试验地为砂土，
２０ｃｍ土层土壤有机质为 ２１．１０ｇ·ｋｇ－１，碱解氮
３５．９７ｍｇ·ｋｇ－１，速效磷 １５．４５ｍｇ·ｋｇ－１，速效钾
１８３．０５ｍｇ·ｋｇ－１。前茬为甜菜。翻地前施磷酸二铵
１５０．０ｋｇ·ｈｍ－２。供试品种（系）新大豆 ２７号、１１－
１０９、黑农６１、石大豆２号。田间按随机区组排列，重
复３次。小区面积１６ｍ２（长５ｍ、宽３．２ｍ，８行区）。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３日抢墒人工按５０ｃｍ＋３０ｃｍ宽、窄行
播种。４月 ３０日出苗，第一复叶全展时定苗，理论
保苗３．２万株·ｈｍ－２。６月７日喷施 １５％多效唑可
湿性粉剂 ０．２２５ｋｇ·ｈｍ－２，６月 １５日再次喷施 ０．４２
ｋｇ·ｈｍ－２。采用１管２行布管滴灌，毛管分布于窄行
间，６月 ２０日、７月 ４日、７月 ２０日分别滴水 ７５０．０
ｍ３·ｈｍ－２，８月６日滴水６００．０ｍ３·ｈｍ－２，共滴水２７７５
ｍ３·ｈｍ－２。分别在 ６月 ２０日、７月 ４日随水各滴施
尿素１５０ｋｇ·ｈｍ－２，累计滴施尿素３００ｋｇ·ｈｍ－２；９月
４～１２日收获。

２０１４年试验地为砂土，０～２０ｃｍ土层土壤含有
机质１．２２％、碱解氮７２．７ｍｇ·ｋｇ－１、速效磷１８．３ｍｇ·
ｋｇ－１、速效钾７５ｍｇ·ｋｇ－１，前茬为玉米。供试材料为
新大豆 ２７号、黑农 ６１、品种（系）、１１－１０９、１３－９６、
１３－１３９品种（系）。田间排列、重复次数及小区面
积等与２０１３年相同。４月 ５日人工开沟条播，４月
２８日出苗。理论保苗 ３万株·ｈｍ－２。６月 １９日、７
月４日、７月１９日各滴水９００ｍ３·ｈｍ－２，８月１９日滴
水６７５ｍ３·ｈｍ－２，累计灌水３３７５ｍ３·ｈｍ－２。在６月

１９日、７月４日分别随水滴施尿素１５０ｋｇ·ｈｍ－２、２００
ｋｇ·ｈｍ－２，累计滴施尿素 ３５０ｋｇ·ｈｍ－２。９月 ３日 －
１８日完熟时收获。
１．２ 测定项目与方法

１．２．１ 根系性状测定 于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分别在
６月８日（６月５日）、６月２８日、７月２８日、８月１６（８
月２４日）采用沟壕法分层取４次样测定各材料０～
８０ｃｍ土层根系干重变化。取样体积２０ｃｍ（行长方
向）×４０ｃｍ（窄行中点与宽行中点距离）×２０ｃｍ
（深），共分４层。分别捡取根样，洗净去杂后，将根
于１０５℃杀青３０ｍｉｎ，８０℃烘至恒重后称重。
１．２．２ 根系伤流量及根活性测定 分别在取根样

前１ｄ天晚２０时，选取具代表性连续５株，将植株从
子叶节处剪断，把装有脱脂棉的已知重量试管与主

茎切口套牢，并设置对照，次日８时对已采集伤流液
试管用感量０．１ｍｇ的电子天平称重，计算伤流量。
伤流势（ｇ·ｍ－２·ｈ－１·ｄ－１）＝１／２（Ｌ１＋Ｌ２）×（ｔ２－
ｔ１），式中，Ｌ１和 Ｌ２为前后２次测定的伤流量，ｔ１和

ｔ２为前、后２次的测定时间。

１．２．３ 花数及荚数的测定 自大豆开花期开始，分

别选取各品系生长整齐连续 ８株挂牌，每隔 １ｄ调
查其开花数、结荚数，直至成熟。

１．２．４ 产量及其垂直分布测定 成熟期分别实收

各小区中间４行４．８ｍ２，人工脱粒称重后，随即称取
１００ｇ烘干测定含水量，以各品种（系）３次重复平均
值计算折合籽粒产量（含水量 １３．５％）。连续取各
处理具代表性 ２０株，逐株测定主茎各节的总腔数
（粒数 ＋空腔数）、粒数、结实率（粒数 ÷总腔数 ×
１００％粒数）、百粒重等。根花比（单位面积总花数÷
单位面积终花期根干重）、根腔比（单位面积总腔数

÷单位面积始粒期根干重）
１．３ 数据统计及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及 Ｓｉｇｍａｒｔｐｌｏｔ１２．０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及绘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大豆品种（系）根干重及根干重密度动态

变化

由图１Ａ（２０１３年）和１ａ（２０１４年）根系总干重可
见，各材料自始花期开始迅速增加至始粒期达峰值

后下降，始花期至始粒期根系干重积累量分别占始

粒期根干重的 ７０．３５％～８６．４％，且 ２０１４年较 ２０１３
年总根干重略高。自始荚期后不同品种（系）之间根

系干重差异显著，２０１３年新大豆２７号、黑农６１始粒
期根干重分别比石大豆２号增加４１．５％、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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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大豆不同品种根干重动态变化

Ｆｉｇ．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ｒｏｏｔｄｒｙｗｅｉｇｈｔ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ｙｂｅａ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３９第５期 李思忠等：春大豆根系生长与花荚形成的关系研究



２０１４年１１－１０９、黑农６１始粒期根干重分别比１３－
９６和１３－１３９的平均值增加４４．７％、２７．９％。由图
１Ｂ和１ｂ０～２０ｃｍ土层根干重密度可见，不同品种
（系）之间差异显著，２０１３年新大豆２７号、黑农６１始
粒期的根干重密度分别比石大豆 ２号增加 ４６．６％
～２２．３％，２０１４年１１－１０９、黑农６１始粒期的根干重
密度分别比 １３－９６和 １３－１３９的平均值增加
５０．２％、３１．６％。由图Ｃ、ｃ（２０～４０ｃｍ），Ｄ、ｄ（４０～６０
ｃｍ），Ｅ、ｅ（６０～８０ｃｍ）根密度可见，不同品种（系）之
间存在显著差异。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始粒期０～２０ｃｍ
土层根系干重分别占总干重的 ９２．７％～９４．０％、
８５．５％～８９．９％，２０１３年略高于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３年各
品种（系）最大根系干重（８８．４～１２５．１ｇ·ｍ－２）略低
于２０１４年最大根系干重（９９．２～１４２．３ｇ·ｍ－２）。上
述品种（系）近８０％的根系在始花至始粒期形成，新

大豆２７号、黑农 ６１根系总干重明显高于石大豆 ２
号和１３－９６、１３－１３９，主要是０～２０ｃｍ土层的根干
重差异所致，并且年份间差异大。

２．２ 根系活性及伤流量的动态变化

由图２（Ａ）可见，各品种根伤流势随生育进程的
推移逐渐降低，６月１８至６月２８日达最低值后缓慢
上升。根系伤流量品种间差异显著，始花期多表现

为１１－１０９（新大豆２７号、黑农６１、新大豆２７号）＞
１３－９６（１３－１３９）。０～２０、２０～４０ｃｍ土层根系活力
品种（系）间差异显著，多表现为１１－１０９（新大豆２７
号、黑农６１）＞１３－９６（１３－１３９）（见图 ２（Ｂ）、图 ２
（Ｃ）），４０～６０ｃｍ土层根系活力差异不显著（见图 ２
（Ｄ））。新大豆２７号、黑农６１、１１－１０９花、荚期根系
的伤流量和０～４０ｃｍ土层根系活力明显高于 １３－
９６、１３－１３９。

图２ 大豆不同品种伤流量与根系活力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Ｂ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ｏｏ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ｙｂｅａ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２．３ 品种（系）间花、荚数和开花、结荚过程的差异

由表１可见，两年试验的品种（系）间单株花数
和总花数、单株腔数和总腔数差异均达显著水平。

２０１３年单株花数和总花数分别表现为新大豆 ２７号
（黑农６１）＞１１－１０９＞石大豆２号、新大豆 ２７号＞
黑农６１（１１－１０９）＞石大豆２号，２０１４年单株花数和
总花数分别表现为１１－１０９（新大豆２７号、黑农６１）
＞１３－１３９＞１３－９６，２０１３年最高总花数 ３６９５．７×
１０４朵·ｈｍ－２（新大豆２７号）明显高于２０１４年最高总
花数３４４８．４×１０４朵·ｈｍ－２（１１－１０９）；２０１３年单株
腔数和总腔数均表现为新大豆２７号（黑农６１）＞石

大豆２号（１１－１０９），２０１４年单株腔数和总腔数分别
表现为１１－１０９（黑农 ６１、１３－１３９）＞新大豆 ２７号
（１３－９６），２０１３年最高总腔数３３０３．８×１０４个·ｈｍ－２

（１３－１３９）明显高于 ２０１４年最高总花数 ２８４３．５×
１０４个·ｈｍ－２（１３－１３９）；由图３可知，２０１３年各品种
（系）在６月６日至７月４日开花，黑农 ６１、１１－１０９
在６月２０日左右，石大豆２号、新大豆２７号６月２６
日左右达日开花数高峰期，在 ６月 １６日至 ７月 １７
日期间结荚，黑农 ６１在 ６月 ２６日左右、新大豆 ２７
号和１１－１０９在 ７月 ５日左右、石大豆 ２号在 ７月
１２日左右达日成荚高峰期；２０１４年各品种（系）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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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７日至７月１０日开花，日开花数高峰期多在６月
２０日左右，在６月２８日至７月２４日期间结荚，黑农
６１、新大豆２７号、１１－１０９、１３－９６、１３－１３９的日结
荚数高峰期在７月１０日左右，１１－１０９在７月１６日
出现二次日结荚高峰。与２０１３年相比，２０１４年花期

延长，结荚期推迟。大豆开花、结荚动态的品种（系）

及年份间差异大，单株花、腔数的差异是导致单位面

积总花、腔数差异主要原因，增加花数是增加荚腔数

的重要途径。

表１ 不同品种（系）的花数、荚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ｆｌｏｗｅｒａｎｄｐｏｄ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ｌｉｎｅｓ）

年份

Ｙｅａｒ
品种（系）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Ｌｉｎｅｓ）
单株花数／朵
Ｆｌｏｗｅｒｓｐｒｅｐｌａｎｔ

总花数／（万朵·ｈｍ－２）
Ｔｏｔａｌｆｌｏｗｅｒｓ

单株腔数／个
Ｐｏｄｓｐｒｅｐｌａｎｔ

总腔数／（万个·ｈｍ－２）
Ｔｏｔａｌｐｏｄｓ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石大豆２号 Ｓｈｉｄａｄｏｕ２ ８６．６ｃＢ ２８１３．４ｃＣ ９０．０ｂＢ ２９２５．０ｂＢ

新大豆２７号 Ｘｉｎｄａｄｏｕ２７ １１０．７ａＡ ３６９５．７ａＡ １０２．０ａＡ ３３０３．８ａＡ

黑农６１Ｈｅｉｎｏｎｇ６１ １０３．５ａＡ ３２３９．６ａＡＢ １０３．３ａＡ ３２３２．７ａＡ

１１－１０９ ９３．４ｂＢ ３００８．４ｂＢ ８９．０ｂＢ ２８６４．４ｂＢ

１３－９６ ７６．８ｃＣ ２２８１．０ｃＣ ８４．０ｃＢ ２４９４．８ｃＣ

１３－１３９ １０６．７ｂＢ ３１９０．３ｂＢ ９５．１ａＡ ２８４３．５ａＡ

黑农６１Ｈｅｉｎｏｎｇ６１ １１７．９ａＡ ３４４２．７ａＡ ９６．８ａＡ ２８２６．６ａＡ

新大豆２７号 Ｘｉｎｄａｄｏｕ２７ １１５．７ａＡ ３４０１．６ａＡＢ ８８．７ｂＢ ２６０７．８ｂＢ

１１－１０９ １１８．５ａＡ ３４４８．４ａＡ ９５．１ａＡ ２７６７．４ａＡＢ

注：Ａ、Ｂ为２０１３年数据，Ｃ、Ｄ为２０１４年数据。 Ｎｏｔｅ：ＡａｎｄＢ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ｔｈｅ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２０１３．ＣａｎｄＤ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ｔｈｅ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２０１４．

图３ 不同品种（系）开花、结荚动态

Ｆｉｇ．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ｐｏｄｄｉｎｇ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ｙｂｅａｎ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２．４ 根系干重和伤流势与花、荚形成的关系

由图 ４（２０１４年数据）可见，花期根干重增量和
伤流势与总花数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９７０、０．８９８；花荚期根干重增量和伤流势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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荚数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９０５、
０．７７。根系干重和根系伤流势与花、荚形成的关

系密切，促进花荚期根系生长，增加花荚期根干重和

伤流势是提高总花数、总腔数的重要途径。

图４ 花、荚期根干重增量及伤流势与总花数、总荚数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ｒｏｏｔｄｒｙ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ｆｌｏｗｅｒａｎｄｐｏｄｎｕｍｂｅｒｓａｔｔｈｅ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ｐｏｄｄ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２．５ 品种（系）间产量及产量构成差异

由表２可见，两年试验的品种（系）间产量、单株
荚数、单株粒数和结实率差异均达显著水平。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４年产量分别表现为新大豆 ２７号（黑农 ６１）
＞１１－１０９＞石大豆２号、新大豆２７号（黑农 ６１）＞
１１－１０９（黑农 ６１、新大豆 ２７）＞１３－９６（１３－１３９），
２０１３年新大豆 ２７号（６２０２．８ｋｇ·ｈｍ－２）比石大豆 ２

号增产 ３０．２％，２０１４年 １１－１０９（５６４８．５ｋｇ·ｈｍ－２）
比１３－９６增产１４．７％；因２０１４年发生倒伏，导致产
量明显低于２０１３年。两年试验品种（系）间单株荚、
粒数、结实率的差异均达显著水平，百粒重 ２０１３年
品种（系）间差异显著、２０１４年差异不显著。品种
（系）间产量的差异主要是单株荚数和单株粒数差异

所导致。

表２ 产量及其构成因素

Ｔａｂｌｅ２ Ｙｉｅｌ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

年份

Ｙｅａｒ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收获株数

Ｐｌａｎｔｎｕｍｂｅｒ
（×１０４株·ｈｍ－２）

单株荚数

Ｐｏｄｓｐｅｒｐｌａｎｔ
／（个·株－１）

单株粒数

Ｇｒａｉｎｓｐｅｒｐｌａｎｔ
／（粒·株－１）

百粒重／ｇ
１００ｓｅ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

结实率／％
Ｓｅｅｄｓｅｔ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ｋｇ·ｈｍ－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石大豆２号 Ｓｈｉｄａｄｏｕ２ ３２．５ａＡ ２９．２ｃＣ ６６．６ｂＢ ２２．１ｂＢ ７４．０ｂＢ ４７６２．５ｃＣ

新大豆２７号 Ｘｉｎｄａｄｏｕ２７ ３２．４ａＡ ３２．８ｂＢ ８２．９ａＡ ２２．４ｂＡ ８１．３６ａＡ ６２０２．８ａＡ

黑农６１Ｈｅｉｎｏｎｇ６１ ３１．３ａＡ ３５．８ａＡ ７８．７ａＡ ２３．９ａＡ ７６．２ＡｂＢ ５８７１．５ａＡ

１１－１０９ ３２．２ａＡ ３１．５ｂＢ ７０．１ｂＢ ２３．５ａＡｂＢ ７８．８ａＡｂＢ ５２２４．０ｂＢ

１３－９６ ２９．７ａＡ ２２．５ｄＣ ７１．２ｃＢ ２３．２ａＡ ８４．８ｂＢＣ ４９２４．５ｃＢ

１３－１３９ ２９．９ａＡ ３３．５ｂｃＢ ７５．５ｂＢ ２３．０ａＡ ７８．９ｃＣ ５１６０．０ｂＢ

黑农６１Ｈｅｉｎｏｎｇ６１ ２９．２ａＡ ３６．５ｂＢ ８２．１ａＡ ２３．３ａＡ ８４．８ｂＢＣ ５５８７．５ａＡ

新大豆２７号 Ｘｉｎｄａｄｏｕ２７ ２９．４ａＡ ３１．１ｃＢ ８２．０ａＡ ２２．１ａＡ ９２．４ａＡ ５３２５．６ｂＡＢ

１１－１０９ ２９．１ａＡ ４７．９ａＡ ８４．０ａＡ ２３．１ａＡ ８８．３ａＡＢ ５６４８．５ａＡ

注：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在１％和５％水平上差异显著。

Ｎｏｔｅ：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１％（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ａｎｄ５％（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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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关于大豆根系生长与产量的关系

根系生长发育［１７］、形态构型［１８］、生理特性［１９］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植株所获得有限资源的多少和吸收

利用能力，进而影响植株地上部分的生长发育和产

量建成。根系性状因不同施肥量而异，造成根系对

地上部的供养能力不同，最终影响籽粒产量［１８］。超

高产大豆品种根系活力、根系伤流量、根系干重在

Ｖ３期较低，但在 Ｒ１—Ｒ６期极显著高于普通大豆品
种［１４］。本研究表明，产量在 ４７６２．５～６２０２．８ｋｇ·
ｈｍ－２的范围内，在同一年份内单位面积根系干重与
产量呈正相关关系。２０１３年新大豆 ２７号产量
（６２０２．８ｋｇ·ｈｍ－２），始粒期根干重（１２５．１ｇ·ｍ－２）明
显低于２０１４年产量（５６４８．５ｋｇ·ｈｍ－２）和１１－１０９根
干重（１４２．３ｇ·ｍ－２）。这可能是由于２０１４年花荚期
温度明显低于２０１３年的原因，推迟参试材料的生育
进程，导致新大豆 ２７号在 ７月 ２５日（结荚末期）发
生严重倒伏，产量明显低于２０１３年。根系与产量的
关系可能与因品种特性不同，并受年份间气候条件

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有待进一步研究。

３．２ 根系生长与花荚形成的关系

超高产大豆的最重要特征是单位面积上形成比

高产品种更多花数、荚数和粒数，并具有较长的开花

期和结荚期和较高的日开花、结荚数［１５，２１］。大豆生

殖生长期根系性状与产量间有很好的正相关［１９］。

在于大豆根系对产量的影响是通过对花、荚、粒（数

量和质量）形成过程的影响逐步实现的。本试验结

果表明，春大豆中熟品种（产量为 ４７６２．５～
－６２０２．８ｋｇ·ｈｍ－２）根系的近 ８０％是在开花、结荚
期形成的，伴随着大豆根量增大和分布增深，主茎各

节上花、荚大体按自下而上的先后顺序形成；花、荚

期根系干重和伤流势与开花、结荚数呈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新大豆 ２７号（２０１３年）、１１－１０９（２０１４年）
花、荚期根系生长速度快，根量大，是其总花、荚数明

显多于石大豆２号（２０１３年）、１３－９６（２０１４年）的重
要原因。超高产品种在花、荚期具有比高产品种更

强大的生理功能，能吸收更多的养分，从而形成比高

产品种更多的花、荚数，为超高产奠定基础。选择

花、荚期根系生长速度快，根量大的材料可能是增加

单位面积总花、荚数，进一步提高产量的重要途径。

有关大豆花、荚形成与根系生长的关系有待进一步

深入研究。

在开花、结荚期形成近 ８０％大豆的根量；超高
产品种（系）在花、荚期的根系伤流量、０～８０ｃｍ土
层总根干重、０～４０ｃｍ土层根系活性、总花数、总腔

数明显高于高产品种（系）；花期根干重增量和根系

伤流势与总花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９７０、
０．８９８，花荚期根干重增量和伤流势与总荚数的相
关系数分别为０．９０５、０．７７。超高产品种（系）花、
荚期根量大、活性高是其总花、荚数明显多于高产品

种（系）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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