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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大豆品种不同冠层籽粒脂肪酸含量与

叶片光合速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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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分析新老大豆品种生殖生育期不同冠层籽粒中脂肪酸含量,叶片净光合速率的变化规律及其

相关性(为大豆品质育种和合理栽培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选择大豆品种金元
#

号,集体
M

号!老品种"和吉林
E&

,吉

农
#D

!新品种"为试验材料(分别测定开花期!

]$

",结荚期!

]!

",鼓粒期!

]"

"不同冠层籽粒中脂肪,脂肪酸!棕榈酸,硬

脂酸,油酸,亚油酸和亚麻酸"含量及叶面积和净光合速率)*结果+新老大豆品种不同冠层籽粒中脂肪含量的变化趋

势均为下层
#

上层
#

中层(新品种低于老品种)叶片净光合速率均表现为上层
#

中层
#

下层(在
]!

期净光合速率达

到最大值(新品种高于老品种)新品种叶面积在生殖生长初期增长明显快于老品种(且
]!

到
]"

期叶面积维持相对

稳定)棕榈酸和亚麻酸含量从下层到上层表现为下降趋势'油酸含量从下层到上层表现为上升趋势(新老品种变化

趋势相同(其含量为老品种高于新品种'硬脂酸含量老品种呈现为中上层高,下层低(新品种为上层高,下层低)在整

个生殖生育期(大豆籽粒中棕榈酸,亚油酸,亚麻酸含量与叶片净光合速率均呈负相关(叶面积与籽粒脂肪,亚油酸和

亚麻酸含量呈负相关)*结论+在生育后期(通过增加大豆植株叶面积来改善光合能力(能够降低籽粒中亚麻酸含量(

提高油酸含量(有利于大豆籽粒油脂品质改良与产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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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干质量的
D%g

"

DMg

来自光合作用产物(

作物光合能力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作物的生长

发育(并最终影响作物品质及产量的形成%

#C$

&

)大豆

!

I$

2

.*)%+,G

"是全冠层具备光合生产能力的作物(

大豆生育期间特别是生殖生长阶段的温度,日照,降

水等环境因子(对籽粒品质有较大影响%

EC!

&

)大豆籽

粒中富含脂肪和蛋白质(有利于满足种子萌发及后

续幼苗生长对物质和能量的需求%

M

&

)大豆籽粒中脂

肪酸含量占油脂总量的
D%g

以上(其中不饱和脂肪

酸亚油酸和亚麻酸是人和哺乳动物自身不能合成,

但又是正常生长所必需的)亚麻酸是人体内各组织

生物膜的重要结构物质(且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

"

&

(

但亚麻酸容易氧化成过氧化物(进而分解为有臭味

的醛和酮(影响油脂品质(所以亚麻酸含量低是优质

油的标志(低亚麻酸育种则是大豆品质育种的目标

之一%

BCD

&

)

研究表明(大豆种子脂肪含量表现为植株中下

部籽粒含量较高(上部籽粒含量则较低(植株光合速

率水平调控光合产物的分配(影响籽粒脂肪的形

成%

!

(

#%

&

)大豆籽粒的脂肪酸含量在品种间存在差

异(在同一品种的不同节位间也存在差异(油酸含量

随结荚部位的升高而增加(亚油酸含量则随着结荚

部位的升高而降低%

##C#E

&

)郑洪兵等%

#!

&和
T)9

等%

#M

&

研究认为(结荚期大豆新品种中,上层的叶片数量,

净光合速率显著高于老品种(地上生物量与叶片净

光合速率呈显著正相关)目前(关于大豆不同冠层

籽粒脂肪酸含量与叶片净光合速率变化及其关系的

研究鲜见报道)本试验以大豆老品种金元
#

号,集

体
M

号和新品种吉林
E&

,吉农
#D

为试验材料(在开

花期,结荚期和鼓粒期分别测定不同冠层叶面积,叶

片净光合速率及籽粒中脂肪,脂肪酸含量(研究新老

大豆品种不同冠层籽粒脂肪酸含量和叶片净光合速

率的变化规律及其相互关系(以期为大豆品质育种

和合理栽培提供指导)

#

!

材料与方法

#<#

!

材
!

料

供试材料分别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种质资

源室和吉林农业大学大豆区域技术创新中心提供

!表
#

")根据育成年代将金元
#

号,集体
M

号定为

老品种(吉林
E&

,吉农
#D

定为新品种)

表
#

!

供试大豆品种的基本特性

[,S-3#

!

[13>1,*,>03*9409>4(.03403@4(

;

S3,+>)-09:,*4

品种
!!

T)-09:,*

!!

育成年份

3̀,*(.*3-3,43

生育期$
@

\,0)*90

;

结荚习性
!!

Z(@@9+

Q

1,S90

!!

金元
#

号
'9+

;

),+# #D!# #EE

无限
H+@303*L9+,03

集体
M

号
'909M #DM" #E%

无限
H+@303*L9+,03

吉林
E&'9-9+E& #DD& #E$

亚有限
=3L9C@303*L9+,03

吉农
#D'9+(+

Q

#D $%%" #E!

亚有限
=3L9C@303*L9+,03

#<$

!

试验设计

试验于
$%#E

年和
$%#!

年在长春市!

!E<Mm/

(

#$M<#m?

"吉林农业大学试验田进行)试验区年生长

季节为
MOD

月份(年均降雨量为
"!MLL

(

$

#%b

有效积温
$&&%b

(无霜期
#!%@

左右)试验地土壤

是黑壤土(前茬作物为玉米(供试土壤养分状况为全

氮含量
#<"M

Q

$

J

Q

(全磷含量
%<&"

Q

$

J

Q

(碱解氮含

量
#$%L

Q

$

J

Q

(速效磷含量
$"<DL

Q

$

J

Q

(速效钾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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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L

Q

$

J

Q

(

K

N

值
"<&

)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每个大豆品种种植
M

行(行长
ML

(行距
%<"ML

(密度
$%

株$
L

$

(

E

次重

复(采用常规方法进行田间管理)根据节位数将大

豆植株等分为上,中,下
E

层(分别在开花期!

]$

",

结荚期!

]!

",鼓粒期!

]"

"测定每个品种的叶片净光

合速率!

!

+

",叶面积'成熟期收获时选取
#%

株大

豆(按冠层收获籽粒(从各冠层中随机取
#%%

粒种子

粉碎(过孔径
%<#&LL

筛(装入塑封袋中(保存于

O$%b

冰箱中备用)

#<E

!

测定项目及方法

#<E<#

!

叶片
!

+

和叶面积的测定
!

用
YHC"!%%

便携

式光合作用测定系统测定叶片
!

+

(固定红蓝光源(

光照强度为
#$%%

'

L(-

$!

L

$

1

4

"(分别在大豆
]$

,

]!

和
]"

时期上午
%D

#

%%O##

#

%%

测定功能叶片

!

+

'用
THC$%E

便携式激光叶面积仪测定叶面积'每

个时期每个品种重复测定
E

次)

#<E<$

!

大豆籽粒中脂肪含量的测定
!

采用
/H]

Y,S/C$%%

近红外谷物品质分析仪测定籽粒!含水

量
#!g

"脂肪含量)

#<E<E

!

大豆籽粒中脂肪酸含量的测定
!

称取
%<#

Q

样品(准确加入
%<ML(-

$

Y

甲醇钠
$LY

(在
E%b

水

浴中酯化
E%L9+

(用
#%LY

正己烷萃取
$

次(合并

正己烷(用气相色谱法测定棕榈酸,硬脂酸,油酸,亚

油酸和亚麻酸含量%

#"

&

)

#<!

!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均为
$%#E

年和
$%#!

年试验结果的平

均值(每年试验结果为
E

次重复的平均值(利用
?RC

>3-$%%B

和
FZ=B<%M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相关

的统计分析)

$

!

结果与分析

$<#

!

新老大豆品种不同冠层籽粒中脂肪含量的变化

从图
#

可以看出(新老大豆品种不同冠层籽粒

中脂肪含量的变化趋势相同(即籽粒中脂肪含量均

表现为下层
#

上层
#

中层(下层和上层脂肪含量较

高(中层相对较低)老品种金元
#

号,集体
M

号籽粒

中脂肪含量均比新品种吉林
E&

,吉农
#D

高)金元
#

号,集体
M

号下层籽粒中脂肪含量平均比中层高

E<$g

(上层比中层高
$<$g

(吉林
E&

,吉农
#D

下层

籽粒中脂肪含量平均比中层高
M<$g

(上层比中层

高
E<$g

)脂肪含量以上,下部籽粒为高(而中部籽

粒偏低(这种差异可能与籽粒形成的时间和空间相

关)

柱上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

"

%<%M

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F9..3*3+0-(23*>,43-3003*4L3,+49

Q

+9.9>,+0

@9..3*3+>3,0!

"

%<%M<[134,L3S3-(2

图
#

!

新老大豆品种不同冠层籽粒中脂肪含量的变化

79

Q

<#

!

T1,+

Q

34(..,0>(+03+049+

Q

*,9+4,0@9..3*3+0

>,+(

K

934(.+32,+@(-@4(

;

S3,+>)-09:,*4

$<$

!

新老大豆品种不同冠层籽粒中脂肪酸含量的

变化

从图
$

可以看出(新老大豆品种不同冠层籽粒

中饱和脂肪酸含量不同(棕榈酸和硬脂酸含量在冠

层间的变化趋势相反)金元
#

号,集体
M

号和吉林

E&

,吉农
#D

籽粒中棕榈酸含量均是下部冠层含量最

高(均随着冠层上升而下降(上部冠层含量最低)老

品种金元
#

号,集体
M

号下层籽粒中棕榈酸含量平

均比上层高
M<Dg

(中层比下层高
$<#g

'新品种吉

林
E&

,吉农
#D

下层籽粒中棕榈酸含量平均比上层

高
"<Eg

(中层比上层高
$<Dg

)不同冠层籽粒中硬

脂酸含量表现为新品种吉林
E&

,吉农
#D

随着冠层

上升而增加(上部冠层含量最高(下部冠层含量最

低'而老品种金元
#

号,集体
M

号的表现变化趋势与

新品种不同(从中部开始随冠层的上升而下降(下部

冠层含量较低(中,上部冠层含量较高)

!!

由图
$

可知(新老大豆品种不同冠层籽粒中不

饱和脂肪酸含量不同)新老大豆品种油酸含量的变

化趋势大体上一致(均随冠层的上升而增加(下部冠

层含量最低(中,上部冠层含量较高'亚油酸含量的

变化趋势与油酸的变化趋势不同(新品种吉林
E&

,

吉农
#D

亚油酸与油酸的变化趋势相反(下部冠层含

量最高(中,上部冠层含量较低(老品种金元
#

号,集

体
M

号亚油酸含量在冠层中的变化趋势为上,下部

冠层含量较高(而中部冠层含量较低)新老大豆品

种不同冠层籽粒中亚麻酸含量的变化趋势一致(均

为随冠层的上升而下降(以中,下部冠层含量较高(

而上部冠层含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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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新老大豆品种不同冠层籽粒中脂肪酸含量的变化

79

Q

<$

!

T1,+

Q

34(..,0,>9@>(+03+049+

Q

*,9+4,0@9..3*3+0>,+(

K

934(.+32,+@(-@4(

;

S3,+>)-09:,*4

$<E

!

新老大豆品种不同冠层叶片
!

+

的变化

由图
E

可以看出(大豆叶片在
]$

期新品种冠

层上,中,下部
!

+

比老品种更高'

]!

期新老大豆品

种叶片
!

+

均达到峰值(新品种与老品种之间的差

异达到显著水平!

!

"

%<%M

"(新老大豆品种叶片
!

+

在
]!

期以中,上层较高'在
]"

期(新老大豆品种叶

片
!

+

均表现为快速下降的趋势(但新大豆品种叶

片
!

+

下降的幅度明显低于老品种(吉林
E&

,吉农
#D

光合能力均高于金元
#

号,集体
M

号)

对新老大豆品种在相同生育时期不同冠层的

!

+

进行比较(在
]$

期(老品种金元
#

号,集体
M

号

平均
!

+

上层比下层高
#"<Mg

(中层比下层高

D<Bg

(新品种吉林
E&

,吉农
#D

平均
!

+

上层比下层

高
#!<#g

(中层比下层高
#%<#g

'在
]!

期(老品种

金元
#

号,集体
M

号叶片平均
!

+

上层比下层高

!D<#g

(中层比下层高
EE<#g

(新品种吉林
E&

,吉农

#D

平均
!

+

上层比下层高
!B<%g

(中层比下层高

E!<"g

'在
]"

期(老品种金元
#

号,集体
M

号平均

!

+

上层比下层高
B"<!g

(中层比下层高
EE<Mg

(新

品种吉林
E&

,吉农
#D

平均
!

+

上层比下层高

MD<Eg

(中层比下层高
#!<Mg

)

$<!

!

新老大豆品种不同冠层叶面积的变化

由图
!

可以看出(新老大豆品种在不同生育时

期叶片生长情况变化速率各有不同)在
]$

期(新

老大豆品种叶面积都进入快速增长期(新品种在冠

层上,中,下部的平均叶面积均大于老品种(新品种

叶面积表现为冠层中部
#

上部
#

下部(而老品种叶

面积为冠层中部
#

下部
#

上部)随着生育进程推

进(叶面积继续增长(新品种叶面积的增加幅度趋

缓)进入到
]!

期(老品种在冠层上,中,下部的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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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叶面积都大于新品种(老品种叶面积表现为冠层

上部
#

中部
#

下部(在该生育期老品种不同冠层叶

面积达到最大(而新品种叶面积表现为冠层中部
#

上部
#

下部(叶面积持续增加)在
]"

期(新老品种

不同冠层叶面积的变化出现显著差异!

!

"

%<%M

"(

新品种吉林
E&

,吉农
#D

叶面积变化较小(而老品种

金元
#

号,集体
M

号叶面积下降幅度较大(尤其是冠

层下部)

图
E

!

新老大豆品种不同冠层叶片净光合速率的变化

79

Q

<E

!

T1,+

Q

34(.+30!

+

*,0349+-3,:34,0@9..3*3+0>,+(

K

934(.+32,+@(-@4(

;

S3,+>)-09:,*4

图
!

!

新老大豆品种不同冠层叶面积的变化

79

Q

<!

!

T1,+

Q

34(.-3,.,*3,4,0@9..3*3+0>,+(

K

934(.+32,+@(-@4(

;

S3,+>)-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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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不同冠层大豆籽粒中脂肪酸含量与叶片
!

+

和叶面积的相关性

表
$

结果表明(新老大豆品种在
]!

期叶片
!

+

与籽粒脂肪含量均呈显著负相关(

]$

,

]"

期相关性

不显著(说明结荚期叶片光合能力与籽粒脂肪形成

密切相关'在
]$

,

]!

,

]"

期(大豆籽粒中棕榈酸,亚

麻酸含量与叶片
!

+

均呈显著或极显著负相关'亚

油酸含量在
]$

,

]!

期与叶片
!

+

均呈显著负相关(

]"

期相关性不显著'而硬脂酸,油酸在各生殖生育

期与叶片
!

+

均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新老大豆

品种具有相似的生理特性)

表
$

!

新老大豆不同冠层籽粒中脂肪酸含量与叶片净光合速率的相关系数

[,S-3$

!

T(**3-,09(+>(3..9>93+04S30233+.,0,>9@>(+03+04,+@+30!

+

,0@9..3*3+0>,+(

K

934(.+32,+@(-@4(

;

S3,+>)-09:,*4

指标
!!!

H+@3R

!!!

]$

老品种

G-@>)-09:,*

新品种

/32>)-09:,*

]!

老品种

G-@>)-09:,*

新品种

/32>)-09:,*

]"

老品种

G-@>)-09:,*

新品种

/32>)-09:,*

脂肪含量

7,0>(+03+0

O%<!%$$ O%<$MEB

O%<M"BD

%

O%<M!%B

%

O%<E&"$ O%<$B$E

棕榈酸含量

Z,-L909>,>9@>(+03+0

O%<DE&B

%%

O%<DB&B

%%

O%<&%&$

%

O%<D$$D

%%

O%<D#$E

%%

O%<D$#$

%%

硬脂酸含量

=03,*9>,>9@>(+03+0

%<&D!M

%%

%<D%D$

%%

%<&#$$

%%

%<&M&M

%%

%<&$!$

%%

%<"B$%

%

油酸含量

G-39>,>9@>(+03+0

%<B&"D

%

%<&DDD

%%

%<"BD#

%

%<BED"

%

%<"D!$

%

%<M#%$

%

亚油酸含量

Y9+(-39>,>9@>(+03+0

O%<B%%#

%

O%<BD%M

%

O%<MBBD

%

O%<"!!B

%

O%<!%!& O%<ED!#

亚麻酸含量

Y9+(-3+9>,>9@>(+03+0

O%<&$&#

%%

O%<DDBD

%%

O%<B$&B

%

O%<B&E&

%

O%<B!$&

%

O%<M"D#

%

!!

注#

%

表示在
!

"

%<%M

水平差异显著(

%%

表示在
!

"

%<%#

水平差异显著)下表同)

/(03

#

%

9+@9>,03449

Q

+9.9>,+0@9..3*3+>3,0!

"

%<%M

(

%%

9+@9>,03449

Q

+9.9>,+0@9..3*3+>3,0!

"

%<%#<[134,L3S3-(2<

!!

表
E

结果表明(新老大豆品种在
]$

,

]!

,

]"

期

叶面积与籽粒脂肪含量均呈显著或极显著负相关(

籽粒不同脂肪酸含量在
]$

期均与叶面积相关性不

显著'在
]!

,

]"

期(大豆籽粒中棕榈酸,亚油酸,亚

麻酸含量与叶面积均呈显著或极显著负相关(而硬

脂酸,油酸与叶面积均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说

明大豆植株在结荚期,鼓粒期冠层叶面积的大小显

著影响籽粒脂肪酸的形成)

表
E

!

新老大豆不同冠层籽粒中脂肪酸含量与叶面积的相关系数

[,S-3E

!

T(**3-,09(+>(3..9>93+04S30233+.,0,>9@>(+03+04,+@-3,.,*3,,0@9..3*3+0>,+(

K

934(.+32,+@(-@4(

;

S3,+>)-09:,*4

指标
!!

H+@3R

!!

]$

老品种

G-@>)-09:,*

新品种

/32>)-09:,*

]!

老品种

G-@>)-09:,*

新品种

/32>)-09:,*

]"

老品种

G-@>)-09:,*

新品种

/32>)-09:,*

脂肪含量

7,0>(+03+0

O%<"M&"

%

O%<D#"E

%%

O%<M!&D

%

O%<&#EM

%%

O%<MMMD

%

O%<ME&$

%

棕榈酸含量

Z,-L909>,>9@>(+03+0

%<#MM% O%<#E$$

O%<D!$&

%%

O%<"#D!

%

O%<DE!E

%%

O%<D%!#

%%

硬脂酸含量

=03,*9>,>9@>(+03+0

%<$MM# %<EB#&

%<B$D!

%

%<BDE!

%

%<&"BB

%%

%<D#&M

%%

油酸含量

G-39>,>9@>(+03+0

%<!!E! %<E$"E

%<MBB&

%

%<B"E%

%

%<BM%B

%

%<D%$D

%%

亚油酸含量

Y9+(-39>,>9@>(+03+0

O%<!M"$ O%<!"#M

O%<M""&

%

O%<&!D"

%

O%<"M&!

%

O%<D$&#

%%

亚麻酸含量

Y9+(-3+9>,>9@>(+03+0

O%<EBDB O%<$B!B

O%<"EE!

%

O%<B$"&

%

O%<BDM%

%

O%<D$&&

%%

E

!

讨论与结论

大豆生殖生育期是籽粒产量和品质形成的关键

时期(籽粒油分是光合作用的积累物(其含量是品种

遗传内在属性和外在生态环境共同作用的综合表

现%

#BC#&

&

)栽培方式,施肥等因素影响大豆不同冠层

籽粒中脂肪酸的组成及含量%

#D

&

)合理的冠层构建

了作物生长良好的田间小气候(群体内部有良好的

透光特性(使大豆籽粒品质形成的代谢条件得到保

障(因而有利于高脂肪和优质脂肪酸的形成和积

累%

$%

&

)研究表明(大豆叶片的功能和叶面积对干物

质积累影响最大(大豆在生长时期以保持较大的叶

面积更有优势%

$#

&

)光照条件影响大豆植株的生长

发育和干物质积累(而脂肪的积累则基于干物质的

转化(因此在生殖阶段油分形成积累过程中改善光

照条件(可以提高大豆的油分含量%

$$

&

)本研究结果

表明(新老大豆品种叶片
!

+

均表现为冠层上部
#

中部
#

下部(新品种高于老品种(在
]!

期叶片
!

+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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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最大值'新老大豆品种在生殖生育期不同冠层

叶片生长特性及光合能力不同(新品种叶面积在生

殖生长初期增长明显快于老品种(中后期又趋于平

稳(从
]!

期到
]"

期叶面积维持相对稳定(老品种

在生育前期中下部叶面积增加较快(但生育后期衰

老较快)新品种生育后期中上部叶片维持较高的

!

+

(叶片功能持续期长(有利于光合积累物的形成)

王曙明等%

$E

&研究表明(

E

种结荚习性的大豆籽

粒中脂肪含量由植株底部向上部呈逐渐下降趋势'

胡喜平%

$!

&研究指出(亚有限结荚大豆上,中上,中,

中下脂肪含量依次升高(下部籽粒脂肪含量低于中

下部)本试验结果表明(新老大豆品种脂肪含量在

冠层中的变化均表现为中部冠层最低(向上,向下冠

层均升高(叶面积与籽粒脂肪含量呈显著或极显著

负相关(在
]!

期!结荚期"叶片
!

+

与籽粒脂肪含量

均呈显著负相关(结荚期可能主要在进行蛋白质的

合成(因而不利于脂肪的形成)老品种籽粒中脂肪

含量高于新品种(这可能是由于东北地区近代培育

大豆品种单方面追求产量而忽视了品质所致%

!

&

)大

豆生育中后期!开花末期
O

鼓粒期"叶片的
!

+

高(

可促进大豆籽粒产量增加(改善品质(较长的-开花

后阶段.有利于脂肪含量和亚油酸比例的提高(并降

低棕榈酸和油酸比例%

$MC$B

&

)新老大豆不同冠层籽粒

中脂肪酸含量变化趋势不完全相同(棕榈酸和亚麻

酸含量从下层到上层表现为下降趋势(油酸含量从

下到上表现为上升趋势(棕榈酸,亚麻酸和油酸含量

新品种均低于老品种(这可能是大豆品种遗传改良

的结果)硬脂酸和亚油酸含量新老大豆品种变化趋

势不同(老品种硬脂酸含量呈现为中上部高,下部

低(而新品种上部高,下部低'老品种亚油酸含量呈

现为中部低,上下部高(而新品种下部高,上部低(其

中籽粒中油酸与亚油酸含量在冠层的变化规律与庄

炳昌等%

#%

&和陈霞%

#$

&的研究结果一致)有研究认为

某些品质性状如油酸,亚油酸含量等随着籽粒生长

部位而发生规律性的变化%

#%

(

$&

&

(这可能是空间环境

差异引起的(同一植株各部位所处的小环境不同(上

部光照充足(下部光照较弱)相关研究表明(降低种

植密度能够降低籽粒中亚麻酸含量'随着施肥水平

提高(棕榈酸,硬脂酸和油酸含量升高(亚油酸和亚

麻酸含量降低'结荚期适度干旱有助于降低亚麻酸

含量%

D

(

#D

&

)本试验结果显示(在整个生殖生育期(叶

片
!

+

均与大豆籽粒中棕榈酸,亚油酸,亚麻酸含量

呈负相关(与硬脂酸含量和油酸含量呈显著或极显

著正相关(从而有利于硬脂酸,油酸合成)因此(采

取合理的种植密度及施肥水平等栽培措施(可以改

善大豆植株中下部冠层的光,温,水等小气候条件(

提高叶片的光合能力(调控不同冠层叶片光合积累

物(降低大豆中下部籽粒中亚麻酸含量(使不同冠层

的籽粒脂肪酸组成和含量趋于相近)

综上所述(供试大豆
M

种脂肪酸含量与其叶片

的光合特性相关(因此可以通过合理调整大豆冠层

结构(调控光合积累物来改善大豆品质)在生育后

期(通过改善大豆植株叶片光合能力,维持植株叶面

积相对稳定,提高光合效率(来降低籽粒中亚油酸,

亚麻酸含量(提高油酸含量(从而改良大豆籽粒品质

和提高产量)但如何采取适宜的栽培措施减小不同

冠层籽粒中脂肪酸含量的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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