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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 ./011023 45 设计&对河南省近年育成的 % 个玉米自交系的单株产量等 !) 个性状的配合力进行了

分析’ 结果表明!除了出籽率 .67(867 及穗粗和粒厚的 867 外&其它各性状配合力在 % 个自交系间存在显著或极

显著差异’ 以单株产量自交系配合力总效应为主要指标&结合其它性状配合力相对效应大小对 % 个自交系在玉米育

种中的利用潜力进行了分析比较’ 结果表明!自交系昌 -$( 的利用潜力最高&其次为洛 "&(济 #))(郑 (((豫 9-"!(中

-((9&9&而洛 !#++(郑 #9 的利用潜力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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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河南省各玉米育种单位先后选育出了

大批优良玉米自交系& 这些自交系已成为当前河南

玉米育种的骨干自交系’ 为了衡量这些自交系的利

用潜力&我们从中选择了部分自交系&对它们的主要

数量性状配合力进行了分析& 为育种单位提高育种

效率提供参考’

! 材料和方法

>?> 供试材料

(""" 年选择 % 个玉米自交系!郑 #9(中 -((济

#))(洛 !#++(昌 -$((9&9(郑 (((洛 "&(豫 9-"!&按

./011023 45 模式组配 )& 个杂交组合’
>?@ 田间试验

(""! 年在本所试验地种植 _! 及亲本系&随机

收稿日期! (""($!!$"+
作者简介! 赵保献"!%&9$)&男&河南省洛阳市农科所助理研究员&

从事玉米遗传育种研究’

区组排列&) 次重复&种植密度为 #& (#" 株 ‘ FL(’ 每

个杂交组合种植 9 行&其父(母本分别种植 + 行&_!

与父母本 顶 头 对 应 排 列&_! 在 中 间 + 行 中 间 定 ("
株进行田间调查&成熟后收获&风干后考种并测产$
父( 母本各取中间 ( 行中间定 !" 株进行田间调查&
成熟后收获&风干后考种并测产’
>?A 考察性状

考察的主要性状有单株产量( 结实穗长( 行粒

数(穗粗(穗行数(百粒重(出籽率(子粒容重(粒长(
粒宽(粒厚(穗轴粗(株高(穗位高(茎粗’ 其中&粒长

按"穗粗$穗轴粗) ‘ ( 计算&粒宽按"轴粗a粒长)b" ‘
穗行数计算&粒厚按结实穗长 ‘ 行粒数计算&各性状

均用考察单株平均值计算分析’
>?B 统计分析

采用刘来福 c!d提供的方法对 .67 和 867 相对

应效应值及 867 方差进行估算&按李小琴 c(d提供的

方法计算自交系总配合力效应"U6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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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和分析

!"# 考察性状配合力方差分析

对 "# 个组合 $" 个性状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 从表中可以看出"除了出籽率 % 测验不显著外"
其余 $! 个性状 % 测验均达极显著水平! 说明这 $!

个性状在各组合间存在极显著差异" 可进一步做配

合力方差分析!
$! 个性状配合力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所有性状

的 &’( 均达极显著水平"而除了穗粗#粒厚 )’( 差

异不显著"粒宽的 )’( 差异达显著水平外"其余 $*
个性状 )’( 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变异来源 自由度 单株产量 结实穗长 行粒数 穗粗 穗行数 百粒重 出籽率 子粒容重 粒长 粒宽 粒厚 株高 穗位高

%$ "+ $!,"!-- .,/"-- $.,0.-- !,"0-- !/,!*-- $*,!1-- $,!/ $*,*.-- /,!+-- !,+*-- 1,.#-- $#,+/-- $1,1$--
&’( / "1,11-- !/,$!-- #1,+"-- +,."-- $*1,1.-- "*,"*-- 2 !/,0/-- !#,**- 0,/"-- !.,+#-- #$,*!-- #/,+"--
)’( !1 0,!1-- 0,0$-- +,!+-- $,!1 0,#!-- 0,""-- 3 0,#0-- !,..-- $,/$- $,+# ",0$-- !,##--

表 $ 各性状方差分析结果%& 值’

!"! 各性状一般配合力效应分析

表 ! 列出了 . 个玉米自交系 $! 个性状 &’( 相

对效应值!从表 $ 可以看出"就单株产量 &’( 而言"
昌 13!4济 +""4洛 *#4郑 !!4/#/4/1*$4中 1!4郑

+/4洛 $+00! 昌 13! 和济 +"" 的 &’( 高已经为玉米

育种实践所证实! 但另外 " 个比较有名的自交系郑

+/#中 1!#豫 /1*$ 的 &’( 较低"似乎不合情理! 但

经过认真分析也不难理解"一方面"参试自交系均为

比较优秀自交系" 而这些自交系之间进行比较必然

会有相对优劣之分$另一方面"这 " 个自交系已育成

多年"但除了分别育出了郑单 .+/#浚单 $/#豫玉 !!
外并没有象昌 13!# 济 +"" 一样各育种单位先后育

出成批优良杂交种! 可见"这 " 个自交系的 &’( 并

不十分突出" 可能与特定自交系能够产生较大的特

殊配合力效应"这一点在后面单株产量 )’( 分析中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证实! 对各自交系其余性状

的 &’( 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昌 13!#济 +"" 单株产

量 的 &’( 高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单 株 行 粒 数 &’( 高 "
洛*# 单株产量 &’( 高的主要原因是玉米产量三要

素行粒数#穗行数#百粒重 &’( 均比较高"郑 !! 单

株产量 &’( 高的主要原因是穗行数 &’( 高" 而郑

+/ 单株产量 &’( 低的主要原因是穗行数 &’( 低"
中 13! 和洛 $+00 单株产量 &’( 低的主要原因是穗

行数和百粒重 &’( 低!豫 /1*$ 单株产量 &’( 低的

主要原因是行粒数 &’( 低!

亲本名称 单株产量 结实穗长 行粒数 穗粗 穗行数 百粒重 子粒容重 粒长 粒宽 粒厚 株高 穗位高

郑 +/ 3.,"1 $,#1 30,/0 3.,!* 3$*,#* ",$" *,1# 3",+* !,". #,0! 3+,/" 3$$,!*
中 1! 3#,#0 +,+1 *,+1 3+,!/ 3!,11 3+,$+ 3*,*! 3+,1. 3","0 ","# 3$,." 3",!"
济 +"" .,/* 3*,"* $*,01 $,01 3$,*1 $,1/ *,!. !,*" $,1# 3!,!# $,*" !,!#
洛$+00 3$$,+" ",$# 0,.1 3!,#0 31,"# 3$*,#. 3$,!$ 3/,*0 +,#/ 3",!/ 3!,/! 3#,!#
昌 13! $*,!$ $,"+ $*,+$ $,/# 3*,/$ 3",0$ $,11 +,/+ $,$0 3$*,!! ","+ $",*/
/#/ 3!,!* 3*,!. 31,/! *,$" 0,.! +,!! *,.! 30,$" 30,"0 #,+! 3+,"! 3$*,#.
郑 !! 0,"1 3+,#0 3+,.. #,+! /,*$ !,.+ 3*,+. 0,$/ 3$,## 3$,*" 1,0! .,.1
洛 *# .,0$ ",1+ ",#! *,11 ",#! !,"* 3$,/# ","/ 3$,0$ 3$,"0 *,.! $,1.
/1*$ 30,*0 3.,!# 3$$,01 #,"1 0,.! ",11 3*,*# #,*" 3*,!" $,/" ",$/ 0,!#
5)6*,*+ ",.+ !,+* !,10 +,.! $,1* !,1* *,+. !,.1 ",.. !,1! $,+/ !,.!
5)6*,*$ +,!+ ","" ",#0 1,/# !,!# ",+/ *,1/ ",.+ +,!. ",#! !,*. ",/1

表 ! 参试自交系 ()*+相对效应,

!-. 各性状 ()*!相对效应值"之间相关分析

为了分析单株产量与其它性状# 其它各性状之

间的关系" 我们计算了 $! 个性状 &’( %相对效应

值&之间的相关系数列于表 "! 从表中可以看出’单

株产量与粒长#穗位高之间显著相关"说明选择子粒

长 &’( 高的自交系对玉米育种十分重要! 此外"选

育自交系也不能盲目追求低穗位! 穗长与穗粗之间

显著负相关"说明选育穗长和穗粗 &’( 均高的自交

系十分困难" 要想选育大穗型玉米杂交种最好分别

选用穗长 &’( 高和穗粗 &’( 高的自交系作父#母

本! 行粒数和粒厚 &’( 之间显著负相关"粒宽和穗

行数 &’( 之间显著负相关"则正是子粒厚度和宽度

对选育高产玉米品种意义不大的原因! 而穗粗与株

高#穗轴粗#穗行数 &’( 极显著相关"与粒长#穗位

高 &’( 显著相关"正说明了近年河南新选育的玉米

杂交种大多植株#穗位偏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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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 结实穗长 行粒数 穗粗 穗行数 百粒重 子粒容重 粒长 粒宽 粒厚 株高 穗位高

单株产量 !"#"$ "#%& "’(( "’() "’)) "’"& "’*(+ !"’,, !"’(& "’-. "’*.+
结实穗长 "’($ /"’*(+ !"’($ !"’(% !"’"$ !"’-" "’." !"’"- !"’(- !"’)$

行粒数 !"’.% !"’)( !"’(% "’") "’", "’%% !"’*%+ "’"& "’)"
穗粗 "’&-++ "’), !"’., "’*(+ !"’,) !"’%" "’&)++ "’*)+

穗行数 "’() !"’.( "’-. !"’-*+ !"’"- "’-% "’(.
百粒重 "’.& "’%$ !"’(, "’%* "’.. "’""

子粒容重 "’.. !"’." !"’", !"’.( "’"(
粒长 !"’.( !"’%- "’&.++ "’&)++
粒宽 !"’%, !"’"& !"’")
粒厚 !"’($ !"’*-+
株高 "’$%++

穗位高

表 ! 各性状 "#$%相对效应值&之间相关分析

’() 单株产量 *#+ 效应分析

特殊配合力主要是由基因的非加性效应产生

的! 是指杂交组合与其双亲平均表现的预期结果偏

差" )- 个组合单株产量 012#相对效应$见表 %% 从

表中可以看出&单株产量较高的组合大部分其 012
也较高!但二者并不完全一致% 比如&单株产量 012
较高的中 *, 3 郑 ,,! 其单株产量却在前 ." 名之

外!而单株产量位于第 ." 的昌 *!, 3 郑 ,, 其 012
却比较低% 另外!从表中可以看出!杂交组合单株产

量 012 与双亲的 412 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比如济

()) 和洛 "- 的 412 均比较高!但济 ()) 3 洛 "- 的

012 并不高!另外!单株产量较高的郑 ,, 3 洛 "-’
昌 *!, 3 洛 "-’昌 *!, 3 郑 ,, 的 012 却很低" 可

见!特殊配合力是难以预见的!育种工作中选育新自

交系时!首先应追求高的 412!在选配组合时应选

择 412 尽可能高的自交系为亲本!这样!在两个亲

本之间 012 也较高时!就能选育出高产杂交种"

亲本名称 郑 (& 中 *, 济 ()) 洛 .(%% 昌 *!, &-& 郑 ,, 洛 "- &*". 056( 7128
郑 (& !$’)* !."’"" "’"$ !%’-- $’"( !.’(% (’-. !-’"% *’%& (’$% !)’%)
中 *, !,-’". !-’-% !)’&. !.(’,- %’-* -’,& ..’(, !"’,( -’&( &’(" .’&-
济 ()) "’(, !"’-( $’&" !.’." -’)* "’"" &’"( .’%* !..’"& %’&) .%’-)
洛 .(%% !,(’(- !))’%) !,’&) !..’() !%’*% -’-" )’*. (’$. "’"( -’%. !(’.,
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郑 ,, "’-. )’)% ,,’,,% !)’%( -’*,& !%’,. %’)* !.)’&" !"’&- &’"( .,’%,
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012 显著性测验的 90:"’"(;有同亲$<$’-$! 90:"’"(;无同亲$<&’&%) 90:"’".;有同亲$<.,’&-! 90:"’".*无同亲$<..’*%% ,’ 除最右两列

外!其余表格对角线以上数据为各组合单株产量 012 相对效应值!对角线以下数据为各组合单株产量 712!正处于对角线上数据

为各自交系412)#’%’+’&为单株产量前 ." 名组合%

表 ) 各组合单株产量 *,+ 及 -#+%相对效应值&

’(. 自交系配合力总效应分析及评价

由于玉米杂交组合的优劣是基因加性效应和非

加性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许多作者用如下公

式定义配合力总效应&712<=6>=?>56?% 如此定义的配

合力总效应只能用以反映杂交组合优劣! 不能反映

某一自交系优劣% 也有人用 712@<=A>566(BCD 来评估

各自交系的应用潜力!其中 566(BCD 为该自交系最高

特殊配合力% 这种办法仅参考了最高 012 没能反映

该自交系真实 012 方差!因而!也不够准确% 莫惠

栋 E)F根据 412 效应值及 012 方差来综合衡量自交

系优劣!把玉米自交系分为 % 类!这种方法虽然比较

准确!但还不够直观!不能用于不同自交系之间的相

互比较% 在此基础上! 李小琴提出用 712@<=6>056(
*056(为某自交系特殊配合力标准差$ 来作为配合力

综合评价指标则既准确又直观! 笔者认为是很有利

用价值% 同时!笔者认为应把 712<=6>=?>56? 定义为组

合总配合力效应!712@<=6>056( 定义为自交系总配

合力效应%
从表中可以看出! 单株产量 712@ 顺序为昌 */

,G洛 "-G济 ())G郑 ,,G&*".G中 *,G&-&G郑 (&G洛

.(%%% 结合其它性状 412 分析可以看出)昌 */,’洛

"-’济 ())’郑 ,, 是综合性状优良的自交系!在育种

中利用潜力较大% &*". 就穗粗和粒长 412 高!&-&
百粒重 412 高! 郑 (& 株高和穗位高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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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 较低!这 $ 个自交系有一定利用价

值!其它 % 个自交系不利性状多!有利性状少!利用

价值较低"

$ 结 论

&’( 组合配合力总效应只能用以反映杂交组合

的优劣!无法反映某一亲本自交系的优劣!而自交系

配合力总效应能够真实而全面地反映自交系产生杂

种优势的能力! 还能够直观地用于自交系配合力的

比较!因而可以作为衡量自交系优劣的重要指标"
&%( 在参加试验的九个自交系中!昌)*%的利用

潜力最高!其次为洛+,#济-$$#郑%%!豫.)+/#中)%#

.,.!而洛 /-00#郑 -. 则利用潜力较低"
&$( 所有组合出籽率之间无显著差异!其主要原

因是近年来河南省各育种单位在选育自交系时均把

出籽率作为主要指标加以重视!因而!选出的自交系

出籽率均达较高水平!难分伯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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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产量 - -%+ HI J =G%!较对照孚尔拉增产 $3.K"
鲜果穗产量一般为 %% +++ HI J =G%!生物产量一

般为 -+ +++ HI J =G%"

0 应用范围

&’( 鲜食利用

鲜食玉米第一期种植的品种! 在同等栽培条件

下!品种熟期的早晚!尤其是出苗至鲜穗采收时的天

数!是关系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克粘 / 号作为极早

熟糯玉米品种!因极早熟性!已成为鲜食市场上第一

期种植的首选品种! 为广大种植者带来了极为可观

的经济效益"
&’) 加工利用

克粘 / 号适口性好!风味佳!子粒白色!可以用来

搞速冻加工’成熟子粒可以用来加工糯玉米面#糯玉

米糁#糯玉米米查等"
&’* 牧区应用

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沿麓! 内蒙古的呼伦贝

尔盟#兴安盟#锡林郭勒盟!吉林省的长白#敦化地

区!河北省的坝上地区!存在着广阔的农牧交错带!
这些地区牧业及养殖业比重较大! 随着国家退耕还

林#还草政策的实行!这类地区对适植饲料#饲草优

质新品种需求极为迫切! 而克粘 / 号的推广应用正

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 其它应用

由于克粘 / 号熟期极早!可以作为救灾品种!也

可作为与蔬菜等作物多季作种植的搭配品种"

- 栽培要点

由于花粉直感作用# 极早熟性以及多种利用的

特点! 使克粘 / 号在栽培上与普通玉米有着显著不

同的特点!种植者宜根据利用目标!合理选择栽培方

式!从而达到优质#高产#高效的目的"

7/L 选地$如果以获得糯质玉米子粒为目的!为

防止外来花粉的侵染!保证品质!选地时距离隔离一

般应在 $++ G 以上!但克粘 / 号由于花粉量大!自身

花粉亲和力较好!距离隔离可在 %++ G 以上!地板平

整!地力均匀!土质肥沃" 时间隔离花期应至少相距

%+ 天以上!而在具备有效屏障物的情况下!可以适

当减少隔离距离或花期相距天数" 如果以牧业利用

为目的!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可以降低隔离标准

或不隔离"
7%( 施肥$在多数情况下!糯玉米作为经济作物

加以利用!因而具有集约经营的特点!应合理增施有

机肥! 适当施用化肥! 腐熟有机肥一般应在 /- +++
HI J =G% 左右! 二铵一般 /.+ HI J =G%! 尿素一般 %%+
HI J =G%"

7$( 适期早播和分期播$一般直播情况下!应适

时抢播!确保一次播种达到苗全#苗齐#苗匀#苗壮!
以充分发挥群体的增产潜力"如要提早上市!可采取

覆膜#覆双膜#育苗移栽等技术!并采用分期播的方

式延长鲜食玉米供应时间"
70( 合理密植$克粘 / 号具有耐密植的特点!只

有在合理保证密度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较高的产量!
一般保苗密度为 )- +++ 株 J =G%!在收获饲料#饲草

的情况下可保苗 .+ +++ 株 J =G% 左右! 保苗太稀!易

生分蘖"
7-( 加强管理$$ 叶期进行间苗!- M , 片叶时定

苗!适时铲趟#除草和去除分蘖!注意防治病虫害等"
7,( 适期收获$鲜食玉米采收鲜穗一般在玉米授

粉后 %% M %0 天!但克粘 / 号属于中粒品种!采收期

不宜过早!否则会由于内容物少导致品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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