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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要

本文采用效里化理论通过分析春小麦圭要形态特征与经济产△的关系 ,得出了春小麦高

产的理论最佳理想型,其中大部分结果与实验得出的结论一致。经分析认为 ,当理想型理论

应用于实践时'会产生许多适合于不同环境条件的地区性理想型,即多元理想型。本文还探

讨了品种的生产潜力评价、肜呐产量的主要形态特征和该研究在实践中的应用等问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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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作物育种和高产的研究中,实践早已超过理论。在这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中,

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已使农作物的产量大幅度提高。据报道,品种改良在小麦增产的因

素中占60%(sⅡvey,1978)。 但是,在以往的小麦育种工作中,获得高产 品种的机会

取决于育种 者经验丰 富的程度。 自从作物理福型的概念提出之后 (Donald, 1962,

196891969),对 于确定育种目标,选取优良品种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中 国农 业科学院

主编,1987),按照理想型的设计在某些作物的高产育种中已获得成功 (Jennings,1974)。

某些育种家甚至认为,理想型育种
“
是未来提高作物生产力基因型

’
的二大研究领域之一

(Frey,1975)。 作者在近年的工作中发现,虽然理想型对确定育种目标有很大 帮助 ,

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 , 由于这一概 念的 局限性 ,“一种作物一种 模式
”
的 理想型

(Donald,1968),在 变化复杂的自然环境条件下一般表现无效。为此 ,我们通过对某些已

育成的着小麦品种进行客观性研究后发现 ,春小麦的形态特征对产量有极大的影响 ,本文

旨在找出这些形态特征的最优组合并定量评价其对产量的影响程度,这样不仅可以丰富

和完善理想型育种的内容,而且为培育高产 优质的春小 麦品种奠 定理论与 技术基础。

一、研 究 方 法

根据品种志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1983,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D,

1989)的 记载取得春小麦品种的一般性形态特征描述及其对应的籽粒产量。最后选出96

个品种共100个样本进行分析。品种形态特征因素的选取,形态特征与经济产量的相关

性分析,相关显著性检验,品种潜力评价等均采)ll前 文的方法进行 (肖 瑜等,1992)。

工作中特剖郁海同志的帮助,特此致由l

本文1991年元月15日 收到 .

1)书 肃省农业科毕阮报会作仞研究所,1989,甘肃小麦品种志,内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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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果与分析

通过计算得到如下春小麦产量与主要形态特征之间关系的综合数学模型 :

Yi==292.09+84.98ak1,2)+81.42di(2,z)+2● 396∶ (2,3j-7· 59J“ s,?)-22.216“ 9,3)

+· 115.93δ “4,2)-8● 92.δ :(5,2)-4.74♂ i(5,3)4ˉ 35.52♂ ‘
`6,2)·

+砼 3.88Oi(6,:)

-57.在 6δ〈了,2)^28.25δ k7,· 8)ˉ 25● 66♂ !(:,站 )-d1· 7 sOI(8,s)-94.62di(9,2)

-3.366:(9,s)-23.88di(l。 ,2)^81● 280“ 】。,s)-51● 18al(10,4)-125.770!(10,5)

-6.43♂“11,z)+22.63δ id1,s)+40● 53a“ I2,2)+21.01ai(】2,8)+23.3娃 akls,2)

-30.690t(1:,s;-55· 近5δ I(“ ,2)-15.50dl(】 4,8)ˉ 0● 02ai(I4,‘ )+82.40ai〈 】5,2)

-37.09ak:5,:)-1.30di(16,2)ˉ △5g.83dI(17,· 2’ ^8● 57dt(1B,2)^26● ‘861(l:,9)

-64.2101(I:,‘ )-31● 45dl(1。 ,2)△ 0̄.9 1di(19,3)ˉ 32.66δ k20,2)^16● 37dk20,s)

-1‘ .84ai(20,4)-23· 40δ i(2I,2)· +1.18a;(2I,3)+63.40♂ i(22,2)+15● 57dt(23,2)

△.35.190】 (29,s,△ 15● 1θ ♂I(2‘ ,2,+· 16.56dI(25,2)十
·8.420i(25,8)+· 64.56al(25,4)

+47.89di(25,5)+287.18dl(26,c)

复相关系数 R=0.926,检验结果表明,这一方程相关达极显著程度 )在05%的极

率水准下相对预测精度为9在 .7%,实践中具有一定使用价值。

比较包括和不包括千粒重囚素在内的数学 模型 (表 1),可 以发 现它们 有一定差

别,复相关系数等指标也不同。千粒重做为一种经济性状,在主要讨论形态特征时,因

其与形态指标 (特别是穗都特征)有较密切关系,摒弃这一囚素会对结果产生一定偏差

并丧失大量信息,所以我们也选取它做为一个分析项目,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

表 1同时列出各分析项目的得分范阔,它表示某一项目对产量的贡献大小,即作用

与形响的程度。通过分析有25个项目参与拟合的数学模型中各项目得分值和具体表现 ,

得出如下结论 :

1.按各项目得分范围从高到低的排列旧序 ,· 可得备项目对者小麦产量影 巾的囚素

递减序列3千粒重,株高,幼苗绒毛,株型,幼苗习性,芒长,护粗形状,籽粒色泽,

叛亮茸毛,旗叶宽度,穗形,旗叶长度,叶相,每穗小穗数,籽粒饱满度,芽鞘颜色 ,

颖肩形状广颖扌形状,每穗粒数,籽粒形状,穗长,苗色,腹沟,叶色,颖亮颜色。位

置愈前的项目,对产量的贡献率愈高。

2.采用数置化方法得出的春小麦形态特征与产量之问关系的数学模型,对于估测

或决定小麦外部形态改进后产量的增加潜力及高产品种应具有的最佳理想抹型有较大的

意义。通过对数学模型中各参数值的分析,得出如下形态特征的组合是目前品种条件下

春小麦高产品种的理论最隹理想型 :

芽鞘微红 ,幼苗匍匐,古色深绿,无绒毛,叶色深绿,旗叶长度25厘米以上,宽

度约1.0厘米,叶相挺直,株型紧 凑,株 高约80厘米,穗长10厘米以上,每称
^小

穗数16-20,每穗粒数40以上,穗纺缍形,短芒,颗壳白色,无茸毛,护颖

长圆形,额嘴鸟嘴形,无肩,籽粒卵圆形,白色,瘪疫 ,腹沟浅,千粒重55克 以上。

符合上述形态特征的春小麦品种其产量可达1107.改 公斤/亩 ,比 目前品种的平均产量水

平 (100个样本的平均值为838.1公斤/亩)高 8倍以上。

经分析我们研究的品种,除产登最高的品种高原388(760公斤/亩)的形态特征有

18个项目相符外,其余的品种形态与理论最佳理想型相符合的项目都不及总项目数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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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类目每分表

rnb1。 1 scates ot each co‘ egory

项   日

IteIn

类    目

Category

X2‘ X25

得分
score

得分范围
Range

得分范围
Range

得分
score

芽鞘颜 色

Colof of

bud s扣 cath

绿 Creen Cn

微红 Red

slightly C12

o.00

,12,38

o.00

31.98

幼苗习性

sccdling

habit

直立 Erect C2】

葡匐 Prostrate C22

半葡匐 senipr。 strate C2号

o.00

74.00

-1.09

o.00

-7.00

-86,51

苗色

seed1ing

color

深绿 Dark grcen C3:

绿 GFeen C:2

浅绿 Light 8rcen CaB

75,09

o.00

81.42

2,39

81.42

86,5】

o.00

-7.59

-22.2】

22.21

幼 苗绒毛

seed】 ill g

do、·niness

有 Poss.C‘ !

无 Note C‘ 2

深绿 Dark green CsI

绿 Gre。 n C52

浅绿 △:ght graen C胡

o.00

-19.02

18.3】

<1,O C7I

1.0-2.O Ci么

)>2.Oc·

o.00

-63.97

-11.92

o,00

128,52

<15 cm
15-25C臼

)25 Co

128.52

37.38

72.70

oa,97

犭4.36

118,88

】64,54

o.00

-8,92

-4.7犭

o.00

35,52

48.88

o,00

-57,46

-23.25

o.00

-25,66

-41,73

o.00

-94.62

-8.36

115.93

8,92

13,88

57.16

41,73

94,62

125.7`

叶色

Leaf

c。】。r

旗叶长度 (厘米)

Flag ieaf

le ngth(cm)

旗叶宽度(座米)

Flag ieaf

vidth(cm)

株型

P18nt type

诛高(匣米)

neight(cm)

挺直 nrect c^l

下被 IIailging C:2

中间 Wddic C:3

0.00

o.62

-43.74

紧凑 Co血 pact C。
l

松散 Loose C92

中等 Middle C“

n
 
一

≤≤BO ClOi

80.1-90 CiO2

90,1-100 C,Ot

lO0.1-110 CiO‘

>nO Ci“

o.00

-56.60

-115.94

-94.34

-164.54

o.00

-23.88

-81.28

-51.18

-125,77

穗长(匣 米)

EaF length

(c nl)

<8c” !

8.1-lO Cl12

>lO cm

<16c⒓ j

16-20C】
`,

'>zO Claa

29,21

o.00

6..13

22.13

za.68

40,03

每 穗小 礴数

No. o[

.Pi‘ F1。 I.

per spihe

o,00

bO,犭 5

,1.’  i△

;() ~;

o.Of)

40.53

21.Ol

。 2oV

|

|

42.38

34.98|

|

|

o.00

115.93

l  O,00 |

~   72.70  .

|    66,11   ˉ

|

|

叶相

Leaf

aspect
|

o.00 |

2.68   |

29.21 |

|

|

|



续表

X2‘ X25
项    目

Item

每穗粒皱

No. of

kerncis

pef spike

穗形

Ear type

o

类     目

Categofy 得分
scofo

得分范围
Range

得分  |
score {

得分范围
Range

纺锤形 Fusifor,il C10

棍棒形 Clavate C112

欠方形 Reclangulaf Cu8

椭圆形 Eniptic c1“

o.00   I

座5.70

30.22       
·15· 70

|     o oo   :
|     ·̌̌  ̌  |

l  -7⒐ 86   i   ,^^ ^^
1            |   △V0,‘.u

i -9.79 |

|  26· 3改  |

(sO c:l

80-40 C182

>40c⒔ a

o.00

23.34

30,69
30.69

o.00

-55△ 5

-15.50

-0.02

55.15

芒长

△vn length

无 芒
·Noile C1;I

短 r short Cl;2

长 芒 Long Cija

o,00

67,15 .99.72

颖壳颜色

C11】 me color

自 Wh△ e c16】

自:Red Cit2

69,49

1.30

-32

o.00

32,40

-37.09

o.00

-8.74

o.00

一IJo
8.74

颖壳茸毛

G luin c

do、。niness

有 Poss、 C171

无 None C172

o.00

l1.79

o.00

59,8311.79

|

|

59.83

护颖形状

0lume tyPe

长圆形 0blong Cm

椭圆形 E":ptic C1:2

卵圆形 0vate C“ a

o.00

-8.57

-26.18

-64,21

64,21

o.oo

1.61

-19.66

-18.80

50.41

长方形 Rectan驷 dr C1:‘

颖 嘴形状

Glulnc mouth

t)pc

钝形 0bt“ se Cl91

锐形 Acute Cm2

鸟嘴形 Beaklikc Ci田

o.00

-1‘ ,00

28.35

o.00

-31,15

0,9!

12.35 32,36

●2,bs

颖 肩形状

Glu珏 e

shoulder

ty pe

,i启 None C2。 1

d肩 0bliq“ C⒛ ·

方 审 Square C2“

丘肩 Moundl止 cC⒛ ,

0,00

-73,31

73.31

62.17

o,00

-32.66

-16,37

-1犭 .8‘

o.00

-23.40

1.18

籽粒形状

seed t,'pe

”“ j● o、 at(c211

长田形 0biong C” 2

.%己 亓彡Elliptic C21;

o.00

-02.Og

-9,71

3E.09 24.58

63.10

籽t己泽

scc(1 co!`,1·

红(浅红)Rcd of
light rcd C221

曰(文 )wbite。 f

yen。 v c222

∶∷1|il I)‘ un· p (·
2· l

i|△ i Miidlc (12.2

足 ::sIˉ d1宀 nC,ui

o,00

16,82

f, no

∶5,57

∶;3.i,l

0.00

69.!7

22,12

o no

o,n rl

籽粒饱满度

seed

p l u nl pilc ss

●豆}V

!氵 “1· ~.、·

讲· l)(· ei- C〗 ‘.

i. shali° 、v △z12

· 000 ·

心0.』

` lb.10

|

|

|

|

|

|

|

|

|

p|.ln   |

|

|

|

35.19



续表

项    目

Ite nl

X2‘
类  ̄    目

Category 得分
score

| 得分范围
|   R.:nge

干粒重

≤≤35,O C251

35.1一诬O C2;2

过0.1-45C犯

】5.1-50 C2:.

50,1-55C2“

>55 cz茹

lO00 Crain

、i· eight

得分
score

得分范围
R ailge

o.00

16.56

8.近 2

6犭 .56

47.89

287.13

|  237· 10

292.09

半。由此可见,按照确立的理想型通过选择性育种改进株型,对于培育高产春小麦品种

并提高其生产水平有很大的潜力。但是,选育完全符合上述理想型的春小麦品种极难做

到,而且有些特征也不符合生产需要。为此,以理想型为部分依据,根据育种家的经验

和掌握的亲本材料抓住主要形态特征进行选择性育种 ,也可极大提高目前品种的产量水

平和生产能力。例如,在其它形态特征保持不变时,只要使培育的春小麦品种形态特征

符合得分范围占前 8位项目中类目得分的最高值,该 品种的产量最低也 可 达 到 17⒋ 7

公斤/亩 ;若与得分范围占前 5位的项目中类目得分最高值相符 ,产量最低可达到350.7

公斤/亩 ;若 与前10位的类目得分最高值相符 ,产量最低可达到 665.1公斤/亩。 这是因为

每分范围占前 8、 5、 10位 的项目是影响产量的主要因素 ,它们对产量的累积贡献率分

别为33,9%,姓6.4%和 68.7%(得分范围前10位项目中的类目得分最高值分多刂为千粒重

55克 以上 ,株高约80厘米,幼苗无绒毛,槔型紧凑,幼苗匍匐,短芒,护颖长圆形,籽

粒白色,颖壳无茸毛,旗叶宽度约1.0厘 米)。 从此也可看出,非数 量化因素 对产量的

影响也是很大的,其中对某些因素以前曾做过大量研究并证实了其重要性,但有些未被

研究过的非数量化因素对产量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限于本文篇幅,这里就不详细讨论各

因素了,表 1的结果能表明它们之间的部分内在联系。同时,参照表 1根据不同育种目

标选择对产量影响较大的形态囚素进行优化组合,对工作会有较大帮助,但和产量有比

较密切关系的某些项目中,类 目负效应较显若者不应选入育种的组合中,以免极大降低

产量。

3.上文所描述的春小麦高产的理论最佳理想型,是取各项中类目得分最高值综合

而成的。由于多元分析暨本方法所具有的特点,不可能把全都因素的重要性都考虑得非

常完善。由于受重要因素的制约,非主导性因素与因变量的关系有时会表现出相反的结

果,这在多元分析中也是 比较常见的,其次某些囚素问的多重共线性关系也会 产生影

啊。在表 1的模型中,旗叶宽度和籽粒饱满度这 2个项日的类目得分最高值分别为旗叶

宽度约1.0厘米和籽粒瘪瘦,达与生产实际需要显然不符。不过这 2个项目对产量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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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作用总和仅占总贡献率的6.6%,模型关于大多数项目对产量贡献的评价还是正确的 ,

结果也比较令人满意。但是,部分结果和生产实际有一定矛盾,目前尚无法解释,今后

对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作出修正,使结果更趋于完善。

本文采用的数学方法仅是客观地分析各形态特征对产量的影响程度,并根据类目得

分最高值建立理论最佳理想型。但实际上,理想型仅是对表现型的一般性描述,工作中

还须与育种经验相结合,正如 Dondd(1968)所言:“对 理想型的确定程度取 决于设计

者的判断力。
’

许多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来小麦产量的提高是由于收获部分分配率增加的结果 (鸟

山国土,1980,Evans,1981;Fischer,1977),这在本文中也得到证实。 我们收集的

品种资料中,最早的品种在二十、三十年代就已用于生产,最晚的在八十年代末用于生

产,包括水地、早地等不同生态类型区的多类品种,因此,分析结果也部分的反映出品

种的演变趋势。株高从80厘米左右向上,每增高10厘米产 量平均降 低31.4公斤/亩 ,千

粒重从85克左右向上,每增大 5克产量平均增加在7.4公斤/亩。这与小麦产 量随株 高降

低而增加,随千粒重增大 而增加的研 究结果一致 (程大志等 ,· 1979,dc Wit,1977,

Riley,1981)。 另外,具芒小麦品种产量较无芒品种高 (Bingham,1972;Evans等 ,

1972,Grundbacher,1963),也 与表 1结果一致,但芒的长短对 产量的影响 却未见报

道。本文计算结果表明,短芒品种比无芒品种平均增产32.4公斤/亩 ,长 芒品种 比无芒

品种平均减产37.1公斤/亩。后一点是否 与实际情 况相符,今后还须做进一步的研究。

除此之外,叶相挺直、株型紧凑的计算结果也与许多的研究结论一致 Gingham,1972,

Evans等 ,1976,· Wittwer,1980)。 还有一部分非数量化的形态特征,其对 产量的影

响从未见报道,作者在此列出,仅供参考,今后需要在实践中验证。
, 4.’

需要指 出,本 文 分 析 的 春 小 麦 25个 主 要 形 态 特 征 的 组 合 总 数 多 达

587731230700个 ,讨论的理论最佳理想型也只是其组合总 数中的一个。 即 使 是得分

范围占前10年的项目,组合总数也达77760个。在所有这些组合中,能极大提高春小麦

产量的组合也为数不少。根据育种目标和春小麦对不同环境条件的适应机制,育种家可

以按表 1选择不同形态特征的组合以在特定环境下达到该地区的高产。

Dona1d(1968,1981)认 为,在设计作物理想型时应具备 压个前提条件,其中之

一是环境不能成为水分和养分的限制因素,在这些前提条件下,他设计了 3种作物系统

的理想株型 (Donald等 ,1976)。 我们对甘、青两省在差异较大的自然 环境条 件下种

植的近百个特性各异的春小麦品种进行分析后发现,环境限制确实给春小麦的产量带来

很大影响,但它的作用同时也在小麦的形态特征中体现出来。可以认为,植物的形态特

征是对环境复合体的综合反应 和体现,是随环 境梯度按 比例增减 的缩影 (Gooda11,

195改 ),是对环境压力趋于附合的结果 (Lieth等 ,1985)。 另外,经作者验证,许多不

同形态特征组合的春小麦品种其产量却基本一致。初步分析结果表明,产生上述结果可

能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1)植物的形态特征受到基因型控制 (Wa11ace等 ,1972),

因此形态特征之问具有一定的补偿效应,通过这一效应产生许多形态特征不同但产量却

基本一·致的纽什; (2)环境的深刻膨响。在特定条件下设计的理想株型,当环境条件

改变时,产量司
·
能会低于适应于某一环境的品种。因此,作者认为,每种作物的理想型

不是单一而应是多元内I(即 多元理想型):植物在不受环境条件限制下的理论最住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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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只有 1个,在不同生态环境地区会产生适应这一地区环境特点的地区性理想型,在该

地区可望取得当地最高产量,当所有限制植物产量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消除时 (或品种间

和地区间差异缩小时),所有地区性理想型 会极大的趋向于该种植物的理论最佳理想型。

根据表 1提供的结果,完全有可能选择出适应于不同环境条件的春小麦 宙产理想型。

对此,作者将另文专述,此处不再赘言。

5.如果将春小麦理想型状态下的最高产量 1107.4公斤/亩做为目前品种可望达到

的产量上限,并将其 4等分,依次可得出某一品种具有特定形态特征组合时的产量水平 ,

最终可以了解该品种在不同地区的产量等级 (表 2)。 根据划定的理论等级并参照研究

的所有品种,可 以知道除某些品种的产量处于良和差水平之外,大多数品种的产量水平

都是中等的。目前者以中等产量以上做为春小麦的育种目标,那么按表 1提供的组合方

式高产形态特征组合出现的板率约为2/5。 结果表明,通过选择性育种改进株型提高产量

是有很大潜力的,但若培育出与地区性理想型相符合的春小麦品种,也需要一个相当长

的时间过程。

表 2 心小麦产Ⅱ水平 的评价

Tob:o 2  ,二 valun(】 oll of Bra:Il yiOId

lovel in sDrillg wLOnt

等级
Class

产最水平 (公斤/亩 )

Crain yield(kg/mu)
评价标准

Ev81】 Blion critefion

I
Ⅱ

皿

Ⅳ

880.4-1107.4

553.3-830.3

276.2-553.2

≤(’ ?6.1

优  Excellcnt

Cood良

 
中
 
)
一

Ave:agc

PooF

讨  论

产量历来被认为是受定量遗传控制的性状 ,但这种控制是间接的,即通过间接控制

生理因素而影响产量 〈Wa11ace等,1972)。 当这些复杂的遗传、生理、 生化现象尚木

被人们充分认识时,研究这些过程在作物外部形态特征上的体现,无疑是一个简便的通

过分析形态特征而达到提高作物产量的途径。康斯坦丁诺夫把影响作物产量形成的基本

条件分为 4个方面,即生物组、气象组、土壤肥力组和农业技术组 (刘树泽等,1987)。

本文仅是对生物组品种部分生产潜力的分析,未考虑其它部分,如春小麦生长的各种群

体指标。这些指标与品种特性及地区性环境条件有较密切关系,而且还受裁培措施等的

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春小麦单株的生长表现 (包 括形态特征 的反映)有联系。因

此,本文设计的理想型也以密植为前提条件 (Donald,1968,1981),对 此今后有必要

在工作中进一步完善。

Evans(1973)估 计世界小麦的产最上界为20吨 /公顷。本文结果表明,在当前品种的

生产性能条件下,奋小女的最高产量约为16.6吨 /公顷 , l丬 前有记载的奋小麦内产记众

为共91.5%(程大志等,1979)。 因为本文白0分析未直接考虑限制作物物质生产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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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而仅以春小麦理论最佳理想型的产量为基础,所 以这-估测的正确与否,有待今

后验证。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可在以下两方面得到应用 :

1.估测春小麦品种的产量潜力;做为选种目标、亲本选配、杂交 后代选 择和丰富

品种资源的理论与技术基础。

2.顶测春小麦品种 (系 )的经济产量。

本文通过对春小麦形态特征和产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到的某些结果,由于受客

观条件的限制和未考虑因素的影响,错舛难免,得出的结论也有待在实际中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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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TYPE OF HIGH YIELDs IN SPRINC;VVHEAT

Xiao Y· u and I壬 llang Xiangguo

(No`′ 乃田fs′ P′舀fe舀 ('r刀 oft· “fε 0r Bio`ρ 召3′
`

r历FC乃 氵,ifs''0舀 '`F”
么夕 0∫ scie%c侈 s, .X该 铭讠,· g, 8】 0001)

The quantification theorv 1 、氵as used, in this paper, to ana1yze thc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in.yields and n】 orphologies ot spring`vhea七 .A~fter

eXa1ˉniniog tl1.e inatIlematica1 n∶ 1ode1 caretu11y, the theorCtica11y bcst idCo-

type of high`′ ields of spring`vheat `vas proposed,and the resul七
s sho`Vcd

that tbe relationship o1 gr[tin yie1ds to 
卫9orphologica1 ch(1racters studie d

in thC paper`vas in accord`vit11.七
hat in fie1d cxperimenta1 research.T11e

maximum grain yie1d Cstimated fr<)m the mode1 was about 1107.狄
g/mu

(16.st/ha).The authors suggested a】 ter investigating the yields of about

100 varieties in di11eren.t eco-CnVironmen~ta1 c0且
ditions t|hat, ``·hen ideo-

typc tl1.COry 、Vas intended to use in the praσ tice, there lnigllt be many

ideotVpes(i.e.poly-ideotypes)each of whic11 was pe1△
inent to different

environmenta1 con.ditions opposite to the classica1 one-ideotype t11eory o1
‘one 】or each crop” . In addition, the paper discussed thc product10n Po-

tential o】
`·

arieties and 蚀ajor morpho1ogica1 characters a1Eecting glain

yield。  
·
rhe results、vould be utilized in Practice in the fo11o`ving 2 aspe(is:

(1) estimating the potentia1 production ot spring 
、vheat varicties, ser-

ving as the thcoretical and tcchnica1 
】oulildations o】  breeding objectives,

p‘】rOnta1 sele(兑ion,cross progeny se1cσ tio1△ and multip1ication ot variety re-

sourccs,  (2) predicting the grai1∶
l yield oi spring、vheat va1· icties(1ines)·

Xoy words:Economic yicld;Morphologv;Ideotype;Quantification theor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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