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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小麦光合面积和经济性状的配合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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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培育优良品种是杂交育种的目的,而杂交育种成败的关键之一则在于正确选择杂交

亲本和尽早辨别组合的优劣。育种实践表明,在生产上表现好的品种并不一定是好的亲

本。因此,仅从表观上选配亲本是不够的 ,还应在表观选配的基础上根据亲本配合力的高

低进行选配,这样才较全面。所以,鉴定亲本的高配合力对杂交育种有着重要意义。作者

结合常规育种工作,采用不完全双列杂交方法研究了 11个春小麦品种(系 )的光合面积和

经济性状的配合力,以 期为今后的小麦育种工作提供依据。

一、材料 和方法

以春小麦品种 (系 ):270、 1407、 红穗、宁引和 76-384为 母本 (P1),70-84、 117、

PA2、 76、 金沙江 1号和高幅 1号为父本 (P2),按照 P× Q交配模式于 1982年冬季在福

建省龙溪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配制成 30个 杂交组合 ,1983年 春季将 30个杂种 F1种于

青海省乐都县岗沟乡良种繁殖场 ,随机区组设计 ,重复两次 ,单行区 ,行长 1米 ,行距 30厘

米 ,株 距 10厘米 ,同时种植亲本。于灌浆中期测量植株主茎的光合面积 ,旗叶面积、穗下

节间面积和穗面积。其测量和计算方法如下 :

1.主穗面积:测量主穗长度和穗长二分之一处的宽度和厚度。主穗面积=长 ×宽 ×

厚 ×3.8(Borojevic, 1973)。

2.旗 叶面积:量 出旗叶长度和叶长二分之 -一处的宽度。 旗叶面积=长 ×宽 ×0· 83。

3.穗下节间面积: 量出穗下节间长度和长度二分之一处的直径。 穗下节间面积 =

″×直径 ×长。

4.旗叶节以上光合面积:穗下节间面积、旗叶面积与主穗面积之和。

收获后考种 :株高、主穗粒数、主穗长度、主穗粒重、干粒重和单株粒重。所有性状均

挂牌考察 10林。所得数据按下列模式进行方差分析(表 1)(刘 来福等,1984)。

若一般配合力方差 (vP1和 vP,)和特殊配合力方差 (vPn)显著,则进一步估算亲本的一般配

合力效应值、组合的特殊配合力效应值和群体配合力方差,其估算参照莫葸栋(1975)、陆漱韵等(1985)、

叶启真等(1984)采 用的方法。

●本文承蒙炼尔贤研究员指导 ,自泰安同志参加杂交工作,特此致谢。

本文 1986年 7月 24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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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 果 与分 析

(一 )性状的方左分析

随机区组方差分析表明,各性状的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表 2),说 明组合间存在着真
实的遗传差异,即具有不同光合面积和经济性状的品种间杂交,对杂种后代性状变异的影
响是可遗传的。组合间方差是由两亲的 g,c.a.(一般配合力)和组合的 s,c.a.(特 殊配

表 2 痴机区组方准分析

Table 2  ,`nalysis of varlance of ran(loinized block

性  状
Characters

F  值
F-Value

旗
⒈ leaf arca 3.⒐ 19年 ◆

`、

.rca of △ntcr
面积
bencath spike 19.59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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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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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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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组合方差
Comb△latl()n

89.oo

1.00

265.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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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红合俩方△分析

tablc 3 Analysls of Variance of Crosses

来源 sotlrcc

估计值    ~ .
Esttnated value

性  状

Characters

旗叶面积

Flag leaf arca

栋下节间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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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误
Error

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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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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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3△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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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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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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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

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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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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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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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iance

F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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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7

3.648’ l

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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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3

2,098’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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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⒐ 45’l

453.79

17.965’ l’l

3.99

22.167△ △

214.11

12.228△。

l1.250#Ⅱ

316.59

15.657Ⅱ 尔

600.61

9.202● I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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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23△ 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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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9.64

3.212△

“炽同表|2 △he same as△ n Table 2.

I橛率为’%的显著水平 signlficmt at thC 5%1cvel of probabit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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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方 差组成的(黄远樟等 ,1980),因此需进一步分析两亲本和组合配合力两个方差分
量的差异显著性 (表 3)。

10个性状的 g.c.:.和 s.c.a.方 差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诸性状的 g.c.a.方差除
P】 (母本 )单株粒重达显著水平外 ,其余均达极显著水平 ;s,c.a· 方差,除旗叶面积和主

穗面积外 ,其余性状均达显著水平 ,主穗粒数和主穗粒重则达极显著水平。结果表明,所
有性状受加性效应控制,多数性状是受加性和非加性基因共同作用的,且作用的大小不
同。为此 ,需进行一般配合力和特殊配合 力效应值估算以及配合力基因型方差估算 ,以 明
确加性基因和非加性基因效应的大小 ,具体了解各亲本对杂种的贡献 ,以便对亲本优劣做
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二 )一设配合力分析

g~c.a,是对加性基因效应的度量。加性基因效应是可以遗传的 ,并有可能出现超亲
分离。在育种工作中,g,c.a.高的材料可以作为优良的亲本材料使用。现将 g.c,a.效

应值列于表 4。 表 4结果表明,同一性状在不同品种间的 g.c.a.大小是很不相同的;同
一品种不同性状的一般配合力大小也不相同。 这是由亲本性状遗传特性所决定的 (高士
杰△984)。 从光合面积来看,旗叶面积的 g.c.a.以 76最高,金沙江 1号最低 ;穗下节间
面积以高幅 1号最高,117最低 ;主穗面积以高幅 1号最高,PA2最低。从株高来看,g.c.a.

以高幅 1号最高,117最 低。从经济性状来看,主 穗长度以 117最高,76最低 ;主穗粒重、
干粒重和单株粒重以金沙江 1号最高,宁 引最低 ;主穗粒数以 76最高,117最低。从品种
(系 )来看,有的在某一两个性状上 g.c.a.表现突出,有的在多个性状上表现优良,也有
一些品种(系 )表 现一般。例如,270是一矮秆大粒品种,其干粒重具有较高的正向 g.c.a.,

株高具有高的负向 g~c.a” 对降秆和增大粒重有一̄定价值 ;1407秆矮、株型好 ,株高具有
较高的负向 g.c.a” 是良好的降秆材料,但其他性状表现较差;品种(系 )76-384和 金沙
江 1号各性状的 g.c.a,均较高,尤以经济性状为甚。由此可见,品种 (系 )各有其优缺
点。在育种工作中,应针对其育种目标选配亲本,利用亲本之长克服其短而达到改良之目
的。

将 g,c.:.与亲本平均值 (表 5)结合起来分析 ,高的 g.c,a.来 自平均值大的亲本 ,

但不是绝对的,平均值较小的亲本可能有高的 g.c.a” 平均值大的亲本 也可能有低 的
g.c.a.。 如宁引的主穗粒数平均值为 83.4,g,c.a.为 0.6,而品系 76,虽 然平均值才 56.7,

但 g.c.a.则高达 7.43,为 试验中最优者。由此可见 ,在杂交亲本选配中,首先应根据育
种目标选择性状本身表现优良的材料,然后在这些材料中选择具有 高 g.c.a,的 材料。
另一方面,性状本身表现较好或一般的材料也可能有高的 g.c.a.,因此,不应忽视从性
状本身表现较好或一般的材料中选择 g.c.a.高的材料作杂交亲本。

(三 )特殊配合力分析

s.c.a.是 由非加性效应产生的,只能在两亲杂交后才能表现出来,不能固定遗 传。
所以,s.c.a.高 的性状,杂种后代的性状表现很难以亲本的平均效应推测得知,但是 ,

s· c.a.可 以为优良杂交组合的选育提供依据。30个组合中 10个性状的 s.c.a,效 应值
列人表 6。 表 6的数据表明,同 一性状在不同组合中的 s.c.a.差 异很大。从光合面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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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Varieti
系 )
es(straLns)

效  应

E任 ects

性 状
()haracters

o‘  凹ur脉

驳 4一 般 配 合 力 效 应 使

Tabie 4 EIfect valuc of general comb△ n△ng abulty

10

红穗
宁引

全沙江 1号

高幅 1号

270

1407

Re(1 spike

NLngyn

76-384

I.76

-2.72

3.38

-5.95

3.54

-4.30

-3.98

-5.50

-4.23
14.28

3.74

70-84

117

PA 2

76

Jnsba0ang
(-9aofu l

一般配合力差异
Di肛erence()fg.c,a诛

L.s.DO.0●

注 Note:1.旗 叶面积 Fla:1e衽 area

2· 穗下节问面积 Area of Internα le beneatl“ pike

3,主 穗面积 Main spike area

4· 龙跹叶节以上光·合·
·
面积 Photosynthetic area above tllc nt,de of Elag

5· 1味 T毫
|Plant height

6.主 穗长度 Maul spike length

7· 主穗粒数 Kernek/makl spikc

8.主 穗粒重 Weight/main spike

9· 干粒重 jO00 grain weight lO,单 株粒重 Kerne1 weight/plant
衤

 8· ·c· a==lgeneral co1· nbining. at)ility·

♀  护

6.7i
7.38

· 
H
“

ˇ
N
 ·

1ea￡

9

0.28

-0,24

0.21

-0,68

0.43

-2.56

-2.63

2.26

0.60

2.33

3.79

-12.66

-0,3【

0,】 3

9.0`

0.01

-13.00

-2.88

3,47

-I.49

13.66

-1,61

2,79

~2,13

-7.68

8.64

-4,43

0.22

-8.29

-4.20

6.52

10,18

-3.85

-10.14

4.32

-0,23

-i1,ll

3.o3

-1.89

o.70

9.50

4.91

4.75

-0.02

-0.40

-0.51

-0.04

0,54

0.43

6.53

-1.53

1,51

-9.59

3,07

3.53

-4.02 |

-4.48 |

-5.42 |

8.82  |

1,5‘   |

♀ '
o.33

0.37

♀ '
3,07

3.55

♀ 护

7.06
7.73

♀ '
4,19

4.60

-0.34

-0.63

-0.0,

o,77

0.25

o.48

0.86

-0.02

-0.84

0.09

-0.57

♀ '
o.35

0.39

4

0^

11.10

3,25

13.82

-4.31

-9.25

24,40

-0.89

-13.08

-15.41

6.62

-0,64

23,39

♀

lO,12

-2.34

-4.42

-3.03

7.43

-1.54

3.91

♀ '
3.50

3.82

♀  o力
3.76

4,11

1.06

-3,63

-2.06

-1,98

6,63

3.47

o.18

-4.27

7.0冫

-5.68

-0.76

4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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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亲本 10个性状的平均止

T△tble 5 ov(ean values oI ten ch.aracters 。￡ parcnts

平均值 性 状
Characters

:`.verage

品种(系 )
Varieties

2

44,10 57.12

34.49

35,9, 42.85

36.93 46.22

3

91.48 i92,71

182.84

71.16

61,25

83.Ol

89.07

夕4.70

6 7

9,34 56.8

9 lo

56.85 17.08

(stra· ns)

270

】407

3.58

30,88 117.48 9.27 63.3 |  3,33

81.5 4.36

13,28 83,4 2,58

11,19 72.0 4.64

11.32 ‘5.1 4,44

11.55 65.8 3,17

lO.23 61.o 3.03

9.73 56.7 2,8⒌

9,89 46.3 3.50

72.3 4.24

46.05 14.34

48.4 22.72

26.50 15.11

5‘ .3 24,94

59.70 26,32

40.30 20,30

39.75 17.63

45.05 14.15

72.40 29.33

53.60 22.55

红   穗    Red spike lO1,61

104.93

132.31

●3,OI lOs.20

28.65 94.53

90.12

80.48

97.25

115.83

宁  弓I  Ningyin

76-384 56,74 62.08

70-84 41.23

117 33,71

PA 2 30.20

76 27.7●

全沙江1号  Jinshalang l 22.64

高幅 1号  Ca。 fu l 34.8夕

91.48

63.85

. lO4.22

86.75

81.42

lO0.44

·,2.85

180.o1

188.o8

251.13

202.43

】56,89

183.18

146,51

158.32

38.28

38.43

70,32

注 Note:同表 4 ·rhe samc as in tab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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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30个组合中 10个性状的特殊已合为效应值

△
·
ablc 6  E‘ fect value of speciflc cotnbinink ability 。f iO Cbaracters of 30 cr(9sscs

性  状
Cllaractcrs

「ftect value

组合
CI“tB

lo

270× 70-84

270× 】17

2′ 0× PA 2

27o× 冫6

270× 全沙江 1号
270× Jinsha,lang l

270× 高幅 1号
270× Caofu l

1407× 70-84

!407× l17

1407× PA2
1407× 76

1407× 全沙江 1号
1407× Jinshaiiang l

1407× 高幅 1号
1407× Caofu l

红穗×70-84
Rcdsp△ ke× 70-84

红穗 ×117

IR,ed spike II7

红穗 ×PA 2
Red spike× PA2

红穗 ×76

Rcd spikc×,76

红穗×全沙江 1号
Rcd spikc× J】nshajiang 1

红穗 ×高幅 1号
Red spike Glaofu 1

宁引×70-84
Ningyin× 70-84

宁引×117

Nulgyln× 117

宁引×PA2
NIngyln><PA2

宁引×76

Niagyln×
`‘

宁引×全沙江 1号
Ningy△n× Jinshajiang l

宁引×高幅 l号
N,ngyin X Caotu 1

76-381× 70-84

76-384X117

76-384× PA 2

冫6-384〉 <76

76-384×全沙江 1号
76-384× J△nsha,iang 1

76-384× 高幅 1号
76-384 X Cao】 111

2.00

-2.15

0,87

2,56

-0.03

-1.88 -3.52

3.83 5.30

-1.40 -5.77

o.43 4.20

-0.3⒐ 3.7

-059 -4.

5.23 6.66

-4,,7 o.65

o.49 -0.70

-1.04 -2.2!

-2.70

2.03

3,45

】0.52

-8.07

-5.26

4.62

-1.27
1,79

4.18

-7.58

-1.77

-5.6‘

-1.92

2.51

3,35

-3.25

5,00

7.18

-0.43

-1.38

-8.l0

-3.50

6.65

-3.43

1.56

-9.95

-9.95

22.41

-4.64

-1.75

-2.7

-5.12

2.46

1.95

-1.11.66

-3.32

|~1.73

l-1.39

1  4,27

l

lˉ
I

|

-0.58|

2.39

4.79

-7.61

o.7】 6.o

1.00 o.9

3.32 -3.71

-5.93 -0.5

-2.85 -2.8

-6.09 -0.83

o,23 -1.57

-0.08 -1.9

-1.63 2,26

lO.39

-7.2

-1.78

-0.82

-2,9

-5.89

-0.21

-】 |9

-lO.18

-7.53

-6.18

-0.97

-2.56

o.0

1.9

4,72

o.32

0.2

2.0

I.5

1.96

5.5

2.42

o.13

9.9‘

6.37

1.】 9

0.21

4.48

1.97

3.2‘

9

~9.00 -0.85

2.9 -0.01

-2.37 -0,8

o.9】 -1.74

3.2, -0.83

l1.I‘ 2.06

~5.1 2.6

-7.77 -1.27

2.10 2.5

-3.‘ 2 -0.2

3.8 -0.o

-0.3 0.27

-4.30 -0.62

2.3

o.11 -0.07

-0.21 o.22

-0.8 -0.01

4.99 o.21

-3.9夕 -0,26

-0.04 -0.o

o.s7 o.53

0.7 -0.29

-1.30 0.o

lO.49

-0.31 0.0

o.99

-0.16

o.06

o.Ol

o,82

-0,I

-0.6

o.4

-I.4

-3.8
o.82

~2.冫

4,64

-5.62

2.33

2.14

o.5

-0,76

1.40

6.9

-2,32

0.l

~5.17

-5.16

5.6

-2.98

3.17

2.43

1.7

5,98

-10.36

一0.35

o,32

-0.06

0.26

-0.38

o.42

-0.50

-0.410

-0.14

o.07

o.23

-0.21

o.49

o.70

-0.11

o.14

-0.59

o.26

-0,11

o~23

-0.42

5.77|

-0.,l

2.22

-4.92

-6.`8

0.20

o.76

-0.40

-0,56

0.30

-0,40

-0.70

o.31

0.43

-0.19

o.57

-0.73

o,2

-0.o

-4.96 -lO.42

4.05 13.67

-2.7 -9.89

16.14 20.76

-6.59 ~3.2

-5.59 -10.8

3.32 15.48

-0.9 -6.60

-6.21 -6.li

7.14 4.31

4.32 -3.74

1.05 -3.36

-2.3 一‘,86

4.11 5.83

-0,79 -0.46

-4.4 -8.55

o.88 2.o

11.32 14.66

-lO.2 -I3.0⒐

2.03 8.81

~lO.38 -lO.44

2.15 -4.6

-7.29 -12.8

4.51 -1.99

2.79 1.38

-I2.12 -14.1

lO.2 lO.82

1.87 16.8

8.002.6

5.1 4.74

注 Notc:同表 4 ThC samc as tab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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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旗叶面积的 s.c.a.以 76-384× 高幅 1号最高,76-384× l17最低 ;穗下节间面积

以 1407× 70-84最高,宁引 × 117最低;主穗面积以 270× 76最高,76-384× 76最

低 ;旗叶节以上光合面积以 270× 76最高 ,76-384× 76最低。从株高来看 ,以宁引×

70-84最高,宁 引 × 117最低。从经济性状来看,主穗长度以 1407× 70-84最高,76-
384× 70-84最低 ;主穗粒重、干粒重和单株粒重均以 76-384× 金沙江 1号最高,分别以

宁引 × 76、76-384× 高幅 1号和 76-384× 76最低 ;主穗粒数以 270× 76最 高,宁 引×

76最低。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单株粒重 s.c.a.效 应与主穗粒重和干粒重 s.c.a.效应

表现一致。 总之 ,76-384× 金沙江 1号的主穗粒重、干粒重和单株粒重的 s.c.a.均 高

于其它组合 ,是一个较好的组合。

(四 )一设和特殊配合力的相对重要性

g.c.a.和 s.c.a.是 对基因加性效应和非加性效应的度量。g.c.a.明显高于 s.c,a.

的性状 ,说明亲本品种的基因加性效应大 ,杂 种后代的表现与亲本表现关系密切 ,可以从

亲本的数值推测杂种后代的表现(庄巧生等 ,1963)。 s.c.a.高 的性状,亲本的非加性基

因效应处于主导地位 ,很难从亲本平均效应推测杂种后代性状表现。为了明确在 Fl组合

间的遗传差异中,属于基因加性效应及双亲互相 引起的基因非加性效应部分各有多大比

例 ,我们估算了加性遗传方差与非加性遗传方差在遗传总方差中各 自占的百分数 ,其估算

结果列人表 7。 表 7的参数表明,除主穗粒数外,其余性状的加性效应均大于非加性效

应 ,所 占比例大小顺序为:穗下节间面积、旗叶面积、干粒重、株高、旗叶节以上光合面积、

穗长、主穗面积、主穗粒重、单株粒重和主穗粒数。由于穗下节间面积 ,旗叶面积、干粒重、

林高、旗叶节以上光合面积和主穗长度等 6个性状的 g.c.a,方差明显大于 s.c.a.方

差 ,表 明它们的遗传主要受加性基因控制 ,所以可以根据杂交亲本这些性状的 g.c.a.效

应值预测杂种后代的表现 ;主穗面积、主穗粒重及单株粒重等 3个性状 ,虽然它们的 g.c.a.

方差大于 s.c.a.方 差,但是 ,非加性基因效应也起着重要作用,不可忽视。为此 ,仅根据
g.c.a.效应值预测杂种后代这 3个性状表现的可靠性就小些;主穗粒数的 g.c.a.方 差略
小于 s.c.a.方 差 ,表 明非加性基因效应略大于加性基因效应 ,根据 g.c.a.效应值预测

寂 7 10个性状的爸囚型方差及群体0合力方差

Table 7  、ariances of gci etypc and colonial comb△ n△ng abmity Ln lO characters

s

基 因型方差
VaFiance of
genCtypc

一  母本 σ:

般 Female parents

霓M盂
本品〗∶

13.88

19,34

4.99

‘0.90

7】 .98

13.39

90.87

9.13

J

26.94

37.71

27.93

69,70

30.30

9

3.62

27.42

l1.11

84,60

15,40

10

‘.89

47.36

30.85

63.75

36.25

群体配合
力方差

Varia:lce of

colol△ ia.I con】 ˉ

blniag abllty

|特
殊

配合
力 %

 
%

B
(
 
K

v
 
 
v

注 Note:同 表 4·rhe s如】c in as table 4
△s.c.a==spccfK∶ colnb△ ning abi1ity.

4!.06

39.78

15.36

84.03

15.9'

0.25

o.35

0.14

8】 .o8

ls.92

o.76

15,o2

23.18

40.5o

59.50

0.I7

o.13

0.17

63.83

36.17

4 5

o2.15

170,81

72.72

83.68

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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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11个亲本中 【0个性状的一往△合力效应和特殊口合力方△

Tabtc 8  r.ffect 。fg.c.a and variance 。f s.c.a ot 10 ch.aracters of 11 parents

品种
Varieues

系)
stra△ns

(

(

270

1 I()

-3.63
2,55

g.C.a.

6.53

-1.53
2.5‘

】,51
C).79

-9.,9
】9.54

3,o7
26.12

3.53
1⒌ .55

-4.02

~4.48
o

-5.42
o.34

8.82
lO.95

♀  护

3.76
4.11

46.82
51.8()

i,76

-2.72

3.38

_s,9s

3.54

-4.3()

-3.98

19.25

o

9.33

108.3‘ 衤

3.80

0

穗
p
i
k

红
R
c

1407
i.Rf

i.kfm

-2.06

-1.98

6.63

4,49

22,09琳

宁  引l

N△ngyin i.Ri

9‘ -384

70-84

76

3.47

i.Rf

o.96

-4.27

7,07

-5.5o

-4.23

14.28

3.74

48.80

134,70△ 以

3.19

i.食
i

全沙江 1号
Jinsbaiia,1g1

i.  l 号
1

,56

32.52
Gaofu

一般配合力左异
oifltrencc of gcner,d

toln bil“ ng.lbilit y

L.s.D.().05

♀  ' ♀  '

6.75
7.38

18.84
21.71

亲本平均值
Avcra8e of parcnts

3.99

4】 .56

4.3‘

31.74
·

一N
C
一

 
·

Avcragc varianCe of
specitt cottll上 ninE all上 ty

4.99

-0.34

-0.‘ 3

-0.05

o,02

0.24

0,03

0.77
o,15

0.25
o.10

6

-2,5‘

-2.63

-2,34

-4.42

-3.03

38.75

4.28

2,26
1.32

o.60
18.23

2.33
30,14

5.74

7,43
‘1.84

7

-】 .54
37,70

3.91
l`,93

3.50
3.s2

71.40
61.17

护

23,18

-0.24

-0.68

-().02

-0.40

-0.51

-0.04

♀ 护

(1.28

0.08

0.21

o.22|

o.43

0.19

0,36

().54

o.43
o.11

o.33
0.37

3,70
3.54

o.17

()

()

0.15

().28

_上苎
|

-0,02

—
|

-0.84   |
o,07 |

-0.57

().48

o.8(i

o.02

o.09
o.04

0.ll

o,35
o.39

10.63
10.31

o,14

护

o.06

-1.613.79
ls.8 49.00

-I2,66
6,69

-0.31

-7.68o,13
21.0 46.6

9.0` 8.64
38,82

-4.43
22.87 25.92

-13.0
l9.65

0.22
7.71

-2.88
13.53

-8.29

3.74

-1.49 6.52
3.43 23.65

lO.1813.66
7.76

3.07

iO9,5647,83

3

0

护

0

2,79

3,2

3.3

1.3

♀  '

7.06

48,59

13.35

97,74

27.93

-2.13
0

-3,80

-lO.14-13.82
14.01

-4.31 4.32
4.93

-9.52 4.91
64,51 50.21

4.75
95.3() 5.95

-0.8夕
132.45

-0.23
33.98

-13.08
56.12

-l1.ll
29,84

-15.41 3.03
~4.02

-1.896.62
128.57

-0,64 o.7()

8.40

23.39 9.50
47,96

lO.12 4,19
4.6011,“ )

!98.96
178.06

72,72

4 5

l)

()

(l

'
护

o.8

88.02

15.3‘

注 Notc:同 表 2、 3和 4 The gamc as in table 2,3 an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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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2

|项  目 |

′l lmn |
3.25

131,6(

l       l
18· c· a. ~ | 1· 06

| i·KIm|   o

24.40

l— -l

ll9· C· a,      l

| I·
Riml

o.01

Lc.R. |o.1:
|ˉ

   i· k· lm|      14· :夕

o

-4.20
1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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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幻m|  ~0
k.c.a.   |-0· 76

|^i· Rf瑜| 2:· 3俨

7.73

l

3.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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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种后代表现的可靠性就更小。

(五 )亲本利用价值的评定

g.c.a.效应和 s.c,a.方差是评定一个亲本在杂交育种中的利用价值的两个重要统

计参数。 根据此 2参数,按照莫惠栋的分类方法将亲本的利用价值分为 4类 (莫惠栋 ,

1975):

1g.c.a.高 ,s.c.a.方 差大,这类亲本最好 ;

II g.c.a.高 ,s.c.a.方 差小,这类亲本较好 ;

1I1g.c.a.低 ,s.c.a.方 差大 ,这类亲本利用价值较小 ;

1V g,c.a.低 ,s.c.a.方 差小,这类亲本无利用价值。

11个亲本中 10个性状的 g,c.a.效应和 s.c.a.方差列人表 8,并根据表 8的资料 ,

按照上述分类方法将亲本利用价值列人表 9。

较 0 亲本帮用价伍分类表

Table 9 Cdta1° gues of ut△ization valuc of the pareots

品  种  (系 )
Varle0es(stra.。 s)

s

27o

1407

红E穗 Red spikc

宁 引 Ning“n

76-384

9o-84

117

PA 2

,6

全 沙江 】号 Jinsha” a工】81

高幅 1号 ca。 tu 1

1V

I`′

IV

1V

【

【l

III

IV

1】

IV

I【I

1V

lV

1V

iV

II

IV

IV

iV

lV

【V

II

4

1V

lV

】V

IV

】1

【V

IV

iV

】V

iV

II

5

lV

IV

II

I

II

IV

lV

iV

】V

lV

II

6

lV

IV

【V

I【

IV

‘

I】

【V

IV

iV

】V

9

1V

IV

IV

1V

I`’

iV

IV

IV

II

I`′

】I

iV

IV

IV

lV

11

1V

iV

lV

IV

1I

II

I1

IV

IV

【V

【V

1V

lV

【V

【V

I】

III

lo

IV

lV

lV

iV

III

】V

IV

IV

lV

】

I`′

注.Note:同表 4 The sa1ne as in table 4.

76-384和 高幅 1号除穗长外 ,其余性状的 g.c.a.均 高或较高 ,而且 76-384单株粒

重的 s.c.a.方 差大 ,高幅 1号干粒重的 s.c.a,方 差大。那么,预计 76-384× 高幅 1号

可能是一个好的组合 ,实际结果也是如此。 在经济性状上金沙江 1号的 g,c.a.表现较

高幅 1号更突出,故组合 76-384× 金沙江 1号在经济性状上表现更突出。但是 ,这两个

组合也有一些缺点。如 76-384× 高幅 1号组合的旗叶较大 ,76-384× 金沙江 1号的植

株较高等。总之 ,76-384、 金沙江 1号和高幅 1号三个亲本表现较优,76-384× 金沙江

1号和 76-384× 高幅 1号两组合表现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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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lMIBINING ABILITY OF PHOTOsYNTHETIC
AREAs AND ECONOMIC CHARACTERs IN SPRING WHEAT

Huang Xiangguo   z.hang 1-Iuaigang

(Ⅳ。
`访

″钌
`P′

‘,,″″r″‘:‘
`‘

‘:。 0`J;0′ ogy''r。 d‘窃:。 葫,:,“)

Qinghai-Xizang Platcau is rich in solar cncrgy.  In ordcr tO Inakc fu11 use of tllis favorablc

ccological factor in lvhcat production, it is ncccssary to study thc inhcritancc of photosynthctic

arcas and ccon()mic charactcrs of spring 、vhcat in spring whcat brccding,  
·
rhcrcforc,△·c chosc

fivc varictics as femalc parcnts and six as malc parcnts and producc thirty crosscs aftCr P× Q
mating Fnodc1.

Tllc rcsults showcd that thcre wcrc rcally inhcritant differcnccs bctwccn tllc Crosscs in lo

charactcrs. 
·
rhosc charactcrs lvcrc all controllcd by additivc and non-additivc cffccts.  E.xccpt

thc kcrncls of thc rnain spikc, thc additivc cffccts of thC rcst charactcrs、 verc l;rcater than tlle

non-additivc Oncs. 
·
rhe。 rdcrs of i】 Ilportancc in additivc cffccts arc; arca of intcrnodc bcncath

spikc, flag lcaf arca, 1000 grain 、vcight, plant height,photosyntlletic arca abo``c tllc nodc of flag

lcaf, nlain spikO lcngth, main spike arca, grain wcight of main spikc,grain lvci‘ `ht of plant and

kcrncls of n1ain spikc,  1`.ccording to thc cffccts of gcncral coillbining ability and thc varianccs

of spccial ability, thc parcnts an(l tllc cilaractcrs abovc mcntioncd 、vcrc disctlsscd.  「
·
rom our rc-

scarch, 76-384, Jinshaiiang l and Caofu l were 3 good crossing parcnts an(176-384 )〈  Jinsha-

iiang l and 76-384× Gaofu l wcrc 2 good crosscs,

·2o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