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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按 -./00/12 提出的配合力分析方法 ,%模式 !&固定模型$的程序%对玉米果穗主要性状进行配合力

估算分析’ 结果表明一般配合力是很重要的%凡一般配合力高的自交系相互组配%其特殊配合力亦高%它的高低对产

量有显著影响’ 在研究育种工作中%除根据田间自交系的性状表现外%更应通过对 效应的分析确定一个亲本的优

劣’ 对指导亲本选配(自交系选育及制定杂交组合计划%提高玉米育种效率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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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选出显著增产的 3! 代玉米杂交种%主要取决

于某一自交系的配合力% 而且果穗性状是构成产量

的主要性状’在育种实践中%难以取得优良组合的原

因之一%就是有些自交系虽然性状很好%但它所产生

的杂交种产量并不高%相反%有些自交系表现一般%
而它所产生的 3! 代杂交种产量显著增产’ 可见%配

合力是确定自交系优劣的主要依据’为此%为了有效

的提高育种效率% 我们结合育种实际进行了配合力

测定%探讨 3! 代遗传信息%对指导选配玉米杂交亲

本及自交系选育提供依据’

! 材料与方法

利用自选系为主%设 + 个自交系%按双列杂交配

(5! 配合力方差分析

配合力是由微效多基因控制而产生的杂种优势

能力’一般配合力为基因加性效应%特殊配合力表现

为非加性效应’ 从表 ( 看出%& 个性状的一般配合力

和特殊配合力均达到极显著水准% 说明本试验各性

状的加性遗传和非加性遗传都存在%而 7*8*2 9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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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
自由度变异原因

表 ! 组合间各性状方差分析

成 (! 个正 交 组 合 ?@A !
( B"B$!$C%采 用 随 机 区 组 排

列%重 复 ) 次%共 有 &) 个 小 区%行 长 + D%行 距 &"
ED%株距 (+ ED%每行种植 (# 株%小区全部收获进行

室内考种% 按 -./00/12 提出的配合力分析方法 ,%模

式 !"固定模型$的程序%对果穗的穗长(穗粗(穗行

数( 行粒数( 穗粒重及千粒重主要性状的一般配合

力(特殊配合力及遗传力进行了估算’

( 结果与分析

将测定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除穗粒重达显著差

异水准外%其它各性状在组合间达到极显著水准%皆

存在着真实的差异’ 区组间不显著"见表 !$’

比值表明%& 个性状的加性遗传都大于非加性遗传%
只是性状差别较大%穗行数的 7*8*2 9 7*8*8 比值最

大%加性遗传为非加性遗传的 (! 倍%其次为穗长%行

粒数(千粒重(穗粗(穗粒重’
这些性状主要受加性基因控制% 受环境条件的

影响较小%所以自交系配合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于基本材料和基本株% 并不依自交代数的多少

而发生重大变化% 能在自交世代中较稳定的遗传下

来’因此%在育种程序中早代就应该选择果穗粗大的

单株%而且结合室内考种轴细(粒深内在潜力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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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方 ! 值 均方 ! 值

穗长 " #$%&’( %) *%(+,%-- )’,+** % %%.&%#-- %#&)%
穗粗 %)$&,) %, $/.&%#-- %*&)" . /’/&.%-- ’&"#

穗行数 # %,*&/, %$ /,%&’%-- %)*&## $,#&#%-- .%&%"
行粒数 #" ","&*/ %# #,$&*#-- ) .#$&.$ % ,))&,’-- $&",
穗粒重 #/$ "’#&)# " )"/&#%-- %#% *.)&)/ . ’"%&/$-- .&#)
千粒重 .* ’*.&". .* ./$&),-- # """&/# # ,,*&.,-- $&%#

0!1!2 3 0!1!1
特殊配合力 0!1!1一般配合力 0!1!2

性 状

表 ! " 个性状的配合力方差分析

!#! 一般配合力效应

自交系果穗性状的一般配合力效应" 在不同自

交系之间差异很大" 同一个自交系各性状也有明显

的正负二向增势#从表 # 看出"亲本第一系$除穗长%
行粒数外"其余四个性状为正向效应"其中穗粒重%
千粒重是参试材料中的最高值#亲本第 , 和第 ’ 系$
除穗粗和穗行数为负向效应外" 其它四个性状均为

正向效应值"均达极显著水平"其中穗长在参试材料

中出现了最高值# 第 . 系的穗粗%穗行数%行粒数为

正向效应值"均达极显著水平"其中穗行数是参试材

料中的最高值# 第 ) 系的穗长%穗行数%千粒重 # 个

性状为正向效应值"达极显著水平# 亲本第 # 和第 "
系个别性状为正向效应值"多数性状为负向效应值#

从表 # 还看出"同一性状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在

不同自交系间有正负高低的现象"如穗长$第 ’%第

,%第 ) 系为正向效应"第 %%第 .%第 # 系为负向效

应" 这说明在穗长上其加性基因效应间有本质上的

差异" 为选用某性状一般配合力高的亲本自交系提

供了可能性#

穗长 穗粗 穗行数 行粒数 穗粒重 千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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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24

!
24

!
24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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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状

亲本顺号

表 $ 一般配合力效应值

!#$ 特殊配合力效应

特殊配合力指特定组合内" 杂种一代的性状数

值与亲本的一般配合力平均数值的偏差" 是指两亲

本自交系各自贡献给杂种的基因" 通过互作而表现

的非加性基因效应# 从表 ) 看出"在参试的 .% 个杂

交组合间" 同一性状的特殊配合力效应" 有较大差

异#在同一组合中"各性状的特殊配合力效应差异也

很大#特殊配合力高的组合"大都是一般配合力高的

亲本参与杂交" 或两个一般配合力都高的亲本组成

的特殊配合力高的性状# 例如组合 %>’%%>, 穗长%
穗粗%穗行数%行粒数%千粒重%穗粒重构成产量的主

要因素均表现了高的特殊配合力效应& ’"" 个性

状均为正向效应值"产量最高"居第 % 位%第 . 位"组

合 %>.%"># 只有一个性状正向效应值" 产量较低"
居第 %. 位%%$ 位# 就性状来说"穗行数以组合 .>"
为正向效应最高值#将两种配合力结合起来看"亲本

性状间的互补作用是很明显的"如 .># 和 )># 在产

量构成性状上表现有较高的特殊配合力效应" 为今

后选系和用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余组合各性状的

特殊配合力效应有大小和正负值之分" 如穗长$第

’%第 ,%第 ) 系为正向效应"而第 %%第 .%第 # 系为

负向效应值"这表明其加性效应存在着真实的差异"
因此"在育种工作中"除了根据田间自交系的性状表

现外"可以通过对 效应的分析来鉴定一个亲本的

优劣# 这样就可根据育种目标"选择性状突出且

好的亲本配制组合%提高育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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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四个性状的 均达极显著!同时 最高!而 一

般!说明遗传传递力强而整齐!在育种工作中可作重

点系利用来充分发挥它的内在增产潜力"
#!$ 穗行数% 穗行数 "&#&$ 与 "&#&# 的比值占

主导地位! 表明加性效应为非加性效应的 %& 倍!根

据 $&’&( 信息预测后代表现最可靠! 亲本第 % 系的

为最高’且 较低!说明遗传传递强而稳" 在育

种工作中已知穗行数性状是遗传 传递力强的性状!
应该在基本材料的起点就参入设施"注重早代选育!
争取穗行数多!千粒重高!要避免往往穗行数多’穗

粒数多!千粒重降低现象"同时组配组合争取基因互

补效应" 达到行多穗粗又长"
()$ 行粒数%其 "&#&$ 与 "&#&# 比值为 *+,-!以

加性遗传效应为主导! 根据 $&’&( 信息对后代预测

性状可靠性较大! 亲本第 - 系 最高值!在穗长’穗

粒重及千粒重四个性状均达极显著! 而 较大!表

明遗传传递力强而波动性大!用以 &.- 组合是一个

最高负值与亲本第 - 系 最高值杂交产生了最

佳的基因互补效应!获得了最佳 值!亲本第 - 系

杂交组配有广泛的利用价值%

!
! %
$ /

穗长 穗粗 穗行数 行粒数 穗粒重 千粒重 单株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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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5& %+&) 5+!& &+!,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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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次组 合

表 ! 特殊配合力效应值

"#! 配合力效应方差

将亲本的 与 联系起来看! 则更有利于对

一个亲本作出正确的评价% 的大小!反映了一系

列杂交组合中!该亲本各性状遗传整齐的程度!其方

差大的!对此性状的不平衡程度就大’选择的机率也

高%现结合估算结果’对各亲本表现的遗传性状作如

下评价%
<&= 穗长%穗长的 "&#&$ > "&#&# 比值 &!+)&!加性

遗传效应占主要! 根据 $&’&( 信息对后代有可靠的

预测性!亲本第 4 系的 达极显著!&.4 组合穗长’

穗粗’穗行数’行粒数’穗粒重’千粒重 , 个性状 达

极显著! 最高而 较低!说明遗传传递力强而均

匀%可作基本材料的传递继续充实育种基因库!也是

当前选配组合利用的好系%
(%$ 穗粗%穗粗的 "&#&$ > "&#&# 比值为 4+!,!以

加性效应为主!根据 $&’&( 信息对后代预测性可靠!

亲本第 & 系 达最高值!所参与的杂交组合)如 &.

,’&.4!&., 的 达极显著!获得了最佳的 值% 该

系不但穗粗 达最高值!而且穗行数’千粒重’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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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穗粒重# "$#$$ 与 "$#$# 比值性状当中最

低%虽然加性遗传效应成倍的大于非加性遗传效应%
根据 $$%$& 信息预测后代性状表现可靠性较差%受

环境条件因素多基因控制&所有亲本除第 ’’第 !’第

( 系达极显著% 其余都是较高负值出现# 较大%

说明有遗传传递力且又波动性大# 在自交系选育程

序当中%应注意粒深轴细%半马齿粒形#

!)" 千粒重# "(#($ 与 "(#(# 比值 *+,-%以加性

遗传为主% 根据 $(%(& 信息预测后代有可靠性& 第

,’第 .’第 !’第 ( 系 达极显著%而且有两个 最高

的亲本杂交%获得了最佳 值&理论与实践证明%无

论是自交系选育还是选配亲本杂交%要选子粒长’半

硬和半马齿型%争取粒大和千粒重高的自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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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粒重穗粒重行粒数穗行数穗粗穗长

性 状

亲本

代号

表 ! 各亲本不同性状的配合力方差

综上各性状分析% 亲本 (’!’, 系在产量中表现

了较高的一般配合力)杂交组合 ,4( 六个性状的特

殊配合力均达极显著水平% 产量居首位) 杂交组合

,4! 和 !4( 四个性状的特殊配合力达极显著水平%
产量居第二’三位&这说明选择一般配合力高的双亲

进行组配易获得优良组合& 亲本的一般配合力效应

和特殊配合力效应又是一致的& 特殊配合力是在一

般配合力的基础上发挥作用% 所以选系从一开始就

应以较高的起点提高一般配合力的水平% 然后通过

恰当组配%故性状互补%就能较快地选育出高产的优

良组合&
"#! 果穗性状的遗传力

根据 56/77/8$方法.模式’的配合力方差分析法%
估算了各性状的狭义遗传力%其值大小的顺序是*

穗行数!**+29":穗长!*-;39":行粒数!(!;39"
:千粒重!(-;29":穗粗!(’;.9":穗粒重!*;.9"& 前

! 个性状的狭义遗传力均在 (39以上% 遗传起主导

作用%早代选择有效& 而穗粒重的遗传很低%受环境

条件的影响较大%早代选择效果不佳&

- 讨 论

结合两种配合力效应值及方差分析和单株产量

综合分析%) 个性状的加性遗传效应皆大于非加性

遗传效应%其 "$#$$ < "$#$# 为 ’ = ’, 倍%说明一般

配合力是很重要的%它的高低对产量有显著影响%如

组合 ,4(’,4! 穗长’穗粗’穗行数’行粒数’千粒重

构成产量的主要因素表现了特殊配合力正向效应

值%产量最高%属第 , 位’第 ’ 位&特殊配合力高的组

合%大都是一般配合力高的亲本参与杂交%或两个亲

本一般配合力都高的亲本组成的特殊配合力亦高&
不同亲本间同一性状的 效应差异比较显著%

各性状的 和 的最高值出现于不同亲本&同一亲

本不同性状间 和 也各不相同& 效应与某一

亲本特点有密切关系% 说明组配组合选用亲本尽可

能综合农艺性状突出的系杂交% 相应性状值在组合

间变幅较大%易出现高产组合&同一性状因组合不同

差异较大%同一组合中各性状的 也有差异&从

各性状获得最佳 的组合来看%亲本性状的一个

负值和一个 正值的亲本杂交%如 (4-’,4. 表现产

量位次靠前%较高 值%说明基因互补效应是很明

显的& 因此%在配制组合时%要选一个 最高性状的

亲本%另一个亲本某些性状的 也高%并在产量性状

的 较大%且能弥补前者不足%两者杂交%在综合性

状上产生最佳的互补效应&
本试验未发现 ) 个性状的一般配合力皆显著的

自交系%可见一个优良的自交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
所谓优良是相对的% 是在目标或某性状上表现了较

高的配合力&
果穗 ) 个性状的一般配合力明显分为正’ 负向

两类%为选用优良亲本提供了可能性%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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