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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主要农艺性状的整齐度与产量的相关研究

侯爱民!孟长先!杨先文!王新勤
,山西屯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西 屯留 "+&!""-

摘 要! 对玉米 !" 个主要农艺性状的整齐度与产量结果进行了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这 !" 个农艺性状的整

齐度与产量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负相关"其中株高$穗上叶片数$穗粗及穗行数的变异大小与产量相关较密切# 玉

米育种中启用高代$性状稳定的材料是培育高产组合的基础%在玉米制种生产中"利用高纯度亲本"严格去雄去杂"

确保制种质量"是夺取高产的关键%在高产栽培中"培育生长均匀一致的单株"使个体间保持协调发展"是夺取高产

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 玉米%农艺性状%变异系数%相关分析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0

玉米群体是由单株个体组成的" 个体是群体的

基础"群体性状是个体性状的综合表现#群体中的个

体与个体密切相联"相互影响"从而使群体呈现出不

同于个体的生长特征和发育规律# 群体内环境条件

随着个体生长量的变化"个体之间争水$肥$气$热$
光等资源的矛盾日益增强" 玉米高产栽培技术的应

用"目的就是建造良好的群体质量结构"使群体内各

个体间协调发展# 所以研究群体内个体间差异与产

量间的相关情况是很有必要的#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

试验选用 (""! 年国家展示,(""!"#-的 )% 个玉

米新品种&组合’以及 (""( 年国家东华北春玉米组

&二’区试中的 (! 个新品种&组合’"在山西屯玉种业

有限公司的试验结果为材料# 两年对照品种都是农

大 !"1#
!"# 试验地点及试验设计

两年试验地点都设在山西省屯留县西贾村屯玉

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试验场# (""! 年国家展示"
试验不设重复"!" 行区"行长 &/1& 2"行距 "/&3 2"
小区面积 +#/%& 2("每 & 个品种&组合’另加对照为

一个区组"共 3 个区组"保苗密度 +# """ 株 4 52("实

收中间 # 行计产# (""( 年区试田"完全按照国家试

验方案进行"采用随机区组排列# ) 次重复"# 行区"

收稿日期! (""($!($(+
作者简介! 侯爱民&!%#+$’"男"山西屯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高级农艺师"从事种业管理与创新研究#

行长 &/1& 2"行距 "/&3 2"小区面积 ((/%1 2("保 苗

密度 +# """ 株 4 52("实收中间 ) 行计产# 田间记载

生育时期"# 叶期每小区随机取 !" 株作叶龄标记"
散粉后 (" 6"测量株高$穗位高$茎粗$棒三叶面积"
并记下每株全叶数及穗上叶数" 收获后取作标记的

!" 株的上位果穗测量穗长$穗粗$穗行数$行粒数"
以小区产量为最终产量指标#
!"$ 分析方法

(""! 年产量比较时以参试品种与对照的平均

值比较"(""( 年产量比较时采用方差分析" 进行品

种间产量差异显著性分析% 借助计算机对各性状的

变异系数与产量进行相关分析#

( 结果与分析

#"! 产量结果分析

从表 ! 可知")1 个参试品种&除对照外’"其中

增产 !"7以上的有 ) 个" 减产大于 !"7的有 ( 个#
从表 ( 可知"参试品种与对照间存在极显著差异#
#"# 主要农艺性状与产量的相关分析

!"!"# 总体相关分析 各性状的变异系数分别列于

表 )$表 +"借助计算机对 (""! 年的 !" 个性状"(""(
年的 % 个性状的变异系数与产量进行相关分析#
通过对 (""! 年结果的相关分析&表 #’"得知所有性

状的整齐度情况都对产量有负面影响" 其相关系数

在$"/"!# 8 $"/#+) 之间"其中"穗行数$穗上叶片数$
株高$ 穗粗的变异系数与产量间的相关系数都达到

极显著水平"行粒数$植株全叶数$穗位高的变异系

数与产量的相关系数达显著水平" 各性状与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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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种名称 小区产量!"#$ 与 %& 平均差异!"’$ 比 %&()*
+ 丹科 ,+,- +./+0 1/-0 ,/1,
, 濮 20+, ,+/,3 ,/33 +,/.0
- 020 4 5,5 +0/+1 )1/21 )-/2,
3 济单 2 号 ,1/63 +/23 ./,5
6 78+ +./+2 1/-2 +/.2
5 %11. +5/2+ ),/1. )++/+,
2 78, ,1/,3 +/33 2/55
0 屯所 5 号 +2/55 1/05 3/62
. +1-3 4 +163 +0/11 )1/01 )3/,5
+1 松州 0 号 +0/26 )1/16 )1/,2
++ 中单 .31. +5/0- )+/.2 )+1/30
+, 承玉 5 号 ,1/51 +/01 ./62
+- 沈农 9+ +0/5- +/+- 5/1+
+3 屯所 , 号 +0/3, )1/-0 ),/1,
+6 长城淀 +, +0/55 )1/+3 )1/23
+5 %11- +0/3+ )1/-. ),/12
+2 :11)-, ,1/+5 +/-5 2/,-
+0 .-,3 ,1/63 +/23 ./,5
+. %11, +0/6. )1/,+ )+/+,
,1 .5. 4 .6+ +0/62 )1/,- )+/,,

变异来源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 ; 值 ;1/16 ;1/1+

品种 ,1 26/05 -/2. +1/0-<< +/03 ,/-2
区组 , 1/.5
误差 31 +3/1. 1/-6

总变异 5, .1/.+

表 ! !""! 年产量结果方差分析

相关情况从大到小的顺序为!穗行数=穗上叶片数=
株高=穗粗=全叶数"行粒数=穗位高=茎粗=穗长=棒

三叶# ,11, 年由于 5 月底和 0 月底两次受冰雹袭

击$叶片破损较重$则棒三叶叶面积没有调查$其它

. 个性状与产量间的相关情况与 ,11+ 年虽有出入

但总趋势是基本相同的%表 5&’ 所有性状的整齐度

情况都对产量有负面影响$ 其相关系数在)1/,-- > )
1/63, 之间$其中穗粗"株高"穗行数"穗上叶片数达

到了显著水平$ 各性状与产量的相关情况从大到小

的顺序为!穗粗=株高穗行数=穗上叶片数=行粒数=
全叶数=茎粗=穗位高=穗长’ 两年结果穗行数"穗上

叶片数"株高"穗粗都是排在前 3 位’

表 # !""$ 年产量结果比较

序号 品种名称 小区产量!"’$ 与 %& 平均差异!"’$ 比 %&()*
,+ %116 +./36 1/56 -/35
,, %113 +2/.3 )1/05 )3/62
,- 屯所 6 号 ,+/+. ,/-. +,/2+
,3 051 4 +1. +2/05 )1/.3 )6/11
,6 %11+ ,1/-. +/6. 0/35
,5 02, 4 +1. +0/65 )1/,3 )+/,0
,2 屯所 + 号 +0/11 )1/01 )3/,5
,0 %115 ,1/12 +/,2 5/25
,. 屯试 ,- +2/.0 )1/0, )3/-5
-1 .01 4 .5+ +0/3. )1/-+ )+/56
-+ 屯所 - 号 +./2. 1/.. 6/,2
-, %112 +./25 1/.5 6/++
-- 78- +2/,+ 1/3+ ,/+0
-3 5+ 4 +5 +0/-5 )1/33 ),/-3
-6 屯所 3 +./+- 1/-- +/25
-5 屯 3+ +2/+2 )+/5- )0/-2
-2 %110 +./,+ 1/3+ ,/+0
-0 0., 4 5,5 ,+/,1 ,/31 +,/22
%& 农大 +10 +0/01 ) )

序号 品种名称 株高 穗位 茎粗 棒三叶叶面积 全叶数 穗上叶数 穗长 穗粗 穗行数 行粒数

+ 丹科 ,+,- ,/35 2/13 2/+6 5/.0 ,/65 1/11 5/-, -/-. 2/3+ ./,5
, 濮 20+, ,/.0 ./,- 6/6+ 2/13 ,/,+ 2/,+ 2/6+ -/65 0/-. 5/0-
- 020 4 5,5 6/+0 +-/32 +1/-1 6/52 ,/,5 +3/3- 6/23 -/,0 ./-3 ./13
3 济单 2 号 -/0- 5/63 2/25 5/35 ,/55 2/,+ -/-. -/-- 5/+6 5/+5
6 78+ ,/,- ./60 -/.1 2/,3 ,/-0 0/-1 5/10 ,/.2 ./3- 2/6,
5 %11. ,/23 3/-1 3/15 3/51 -/63 2/2+ ./66 3/+1 +1/.- 3/,2
2 78, -/,. 0/,6 ./11 2/12 ,/.6 1/11 3/2- -/.1 5/11 5/+6
0 屯所 5 号 3/6- ++/,3 6/60 6/,0 ,/0, ./20 2/.1 6/+1 +,/-3 0/56
. +1-3 4 +163 -/-2 2/-- 3/11 2/-3 1/11 +3/3- -/0. 3/20 2/2+ +1/53
+1 松州 0 号 3/30 6/3- 2/3+ 6/6, ,/0, ./20 +1/6, 3/-3 ./,1 +1/0+
++ 中单 .31. 0/,, +-/.1 2/25 2/.3 2/23 ++/2. 2/-2 ./+1 0/+- +3/.2
+, 承玉 5 号 ,/21 6/,0 6/.- 5/5, ,/-3 5/,+ 3/15 3/+1 6/10 2/06
+- 沈农 9+ 6/.5 +1/13 5/55 ./63 ,/65 5/60 ./0. 6/6. ./., ++/6.
+3 屯所 , 号 ,/-1 +,/11 2/25 5/01 ,/,5 0/-1 ,/.6 3/65 0/++ 6/30
+6 长城淀 +, -/05 5/2+ 5/22 ./35 ,/5. ./20 6/66 3/0+ +1/++ +1/13
+5 %11- ,/61 ./-- 0/6, -/55 ,/.6 1/11 3/1, 3/21 ./,1 5/.+
+2 :11)-, ,/,, 0/05 2/.6 5/6+ ,/.6 1/11 ,/63 ,/,3 6/1+ 6/15
+0 .-,3 ,55 5/60 2/.1 2/+5 ,/65 1/11 ,/05 ,/10 5/0+ 5/.,
+. %11, ,/36 3/.2 -/-3 -/31 ,/-0 2/2+ 2/,0 3/,, 5/2. ++/,0
,1 .5. 4 .6+ 3/.3 5/6. 6/-5 3/+, ,/,+ 0/-1 3/.0 -/10 6/+. 2/--

表 % !&&$ 年主要农艺性状变异系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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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高 穗位高 茎粗 棒三叶 全叶数 穗上叶 穗长 穗粗 穗行数 行粒数

产量 !"#$$%&& ’"())%& *"(+,, *"("+- *"()./& *"#$."&& *"#+%$ *"#$),&& *"#-$)&& *"#)./&
株高 +#""" "#-".&& "#%%$ "#)"- "#-+)&& "#)--& "#"/, "#."0&& "#+.. "#),0&
穗位高 +#""" "#+.. "#%.0 "#)$,& "#+,- "#"-" "#%-. *"#"+0 *"#",$
茎粗 +#""" "#-$/&& "#)+0 *"#"-) "#".- "#+%" "#+)% *"#"%/
棒三叶 +#""" "#+0% *"#".) "#+%" "#).%& "#"". "#+/0
全叶数 +#""" "#%$$ "#",% "#)%% "#".$ "#"%.
穗上叶 +#""" *"#",- "#++" "#),-& "#++"
穗长 +#""" "#"-. "#+-. "#)-)&
穗粗 +#""" "#%/% "#$,%
穗行数 +#""" "#"0.
行粒数 +#"""1"#"-2"()%- 1"("+2"($+0

表 ! "##$ 年各性状间的相关性结果

34

序号 品种名称 产量 株高 穗位 茎粗 总叶数 穗上叶 穗长 穗粗 穗行数 行粒数

+ 5+)+ +$()0 $())) /(%,/ $(-,. .(-)+ 0(--0 +"($.+ $()%+ /(",, ++(/$%
% 67),+" +$(." )(-0- 0(/,. 0(+,, .(%+" 0(%// ,()/" )(%.% 0(,$% +%(%+0
) 67),)+ +)(00 +"(/%- ++(""+ ,(+"" -(.)+ /(.%+ +/($," -(./+ ++()"" +$(%%)
$ 87%") +-(%/ "(,/) )(%%$ $($,0 +(+%" ,(%+) ++(+0+ $("0$ 0(-/- +$(%)$
- 长城 ."$ +$(,- )(+,0 ,(%$% /(0.0 $()$% 0(%// /(-,+ -(%0" 0(/,+ /(0/0
. 67).." +-(0" ,(--) ,(,$" $(,%" %(+-" ,(,++ -(%"/ %(0%, +"(-%/ /(,/0
, 长城 0"+ +$(0$ 0(.%+ 0("$) )()$" %(%-/ 0())+ /($+" %($,% ++(.$, ,(%$+
0 长城 ,". +-(0. $(""/ ,()%+ $(-," $(-.) )(/-0 +0(0-+ )($)- .(/") /($/%
/ 奥试 )+"+ +.(,0 )(,-, /(),- )(/$- )(/-0 ,($"% -(,$$ %("/, ,(".. ,(%+,
+" 87%-+ +.(/+ +(0,0 +"(%"- $()$+ $("%% ,(%+) .(+)) )(-%) 0(-,% ,(""$
++ 67)..% +$(00 )(+,) .()0/ $(,%+ $("%% .(%++ +%(%+" )(0"- .(0), +"(,%,
+% 67))00+ +.(++ %(.,, 0(-)/ ,(,++ "(""" "(""" ++(+-+ $(%"+ .(/.) +%(.%-
+) 9:;/+0 +.(-$ %())$ )(.%$ -("", %(.0- /(,0+ +"(%++ %(%$, /(+.0 +$("/,
+$ 三北 . 号 +$(,0 $("++ /($/$ -(-/$ %(%-/ 0(--0 0("%$ $(")- ++($-. /(+))
+- 三北 %+%" +)(.- .($$+ +)(+,, ,(",. %(-). .(-,, ++(%,% $(--) ++($0+ +)(/,.
+. 承玉 +" +$(.+ $(%%" 0(.,- )(/00 %("+$ 0(--0 /("$+ .(")0 ,(+.+ /(."/
+, 丹科 %+-+ +$()$ -(,)0 +)(0$/ 0("%, +(/.+ .(%++ -(.0. $(-+/ .(,)/ +"(+"%
+0 永 )+$)) +.($) 0()0+ .(//0 $(/+" %(.-/ .(%++ ,(+,. )(+,% 0(.%" ++(%,-
+/ 强盛 + 号 +.()+ $(,%0 ,(,+. 0(+%- )(0)0 ,(,++ +"(0.+ $("/- ++(,$/ +$($0)
%" 67).)+ +,(/" "(/)0 ++(%0) -("%/ +(""% %(%++ 0(00" )(00% -(+-+ .(+%+
%+ 农大 +"0 +$(.. .(%)+ ,(/-+ -("-, )(+-. ,(,++ .(%00 $($%, +"(.0, 0(,-%

注! 表 $ 中产量一栏指小区产量的平均数

表 % "&&" 年主要农艺性状变异系数结果

续表 ’

序号 品种名称 株高 穗位 茎粗 棒三叶叶面积 全叶数 穗上叶数 穗长 穗粗 穗行数 行粒数

%+ 9""- $(0" 0(%. .(-, -($) )(), 0(-. /(-) %(,+ ,(++ -($%
%% 9""$ %(,0 -()+ -(-0 )(," $(). ++(,/ $("- )(", ,(") ,(.%
%) 屯所 - 号 +(0" -(0% )(,+ $(), %(+- ,($" -(,- %("" -(.% -(/"
%$ 0." < +"/ )(.- +.($- $(// -(." $("% ,(%+ /(), +(0% $("" ++(++
%- 9""+ %()/ 0(/. )(-- -($0 )(-$ 0(-. -(+$ )("% .($) +"($+
%. 0,% < +"/ )(%0 +"(-, $(/. .(0$ %()) "("" +%(%- $($- -(-- +-("-
%, 屯所 + 号 %(/% +"(%. ,(-, -(,- %(.. ,(%+ ,(," )()) ,("+ -(/$
%0 9"". $(-. 0(0) )("0 %(/. %("- 0(-. )(-$ %(-$ ,(") .(",
%/ 屯试 %) -()/ ,(." ++($) .(.% )(/. ,(%+ ,(0) %($, ,(,. 0(."
)" /0" < /.+ +(%/ -(+0 /(++ $(0+ "("" .(-0 ++("+ %(-/ +)(/) +"(/0
)+ 屯所 ) 号 %(,/ $(/0 $(.+ -(+/ +(/. "("" ,($% $(0/ ,("$ 0($%
)% 9"", )("- ,("- -("0 $(+$ %(.. 0(-. ,(,+ $()) -(-- ,(-$
)) =7) 0(%% +%(+" -(/0 .(0$ $(%) 0()" ,(%+ ,(/+ +%(+" +"(%+
)$ .+ < +. $(0. ++(%/ -(." $(-% %()) 0()" /(+, )(/- .(,% +-(%+
)- 屯所 $ )(). ,(,, 0(+. ,(++ "("" "("" ,(). .(%% .(%" +%(00
). 屯 $+ 号 %(/" .(.0 0(,+ )(/, -(-$ +%()" 0(0% $("+ +)($- ,(0/
), 9""0 +(,, .(%$ $($+ $(// "("" .(-0 $(-+ )(+- 0(+) /(",
)0 0/% < .%. %($. .(-) $()- $($$ %(+- "("" $($. )(., $(++ -(0-
9> 农大 +"0 $#-, /#.% +,#)) +%#%+ -#%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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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 参试自交系的利用价值顺序是 !!"!
#!$!%!&!根据育种目标进行恰当组配"便可获得

高产的优良组合!
通过配合力分析杂交 ’$ 遗传信息"对研究玉米

育种工作"指导亲本选配"自交系选育及制定组合计

划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玉米育种编写组"玉米遗传育种学(*) + 科学出版社"$,!, +
-.) 马育化 + 植物育种的数量遗传学基础-*) + 江苏科技出版社 +
-#) 黄开健 + $. 个玉米自交系主要农艺性状的配合力分析-/) + 玉米

科学".00."$01#2#%#3%" +
(%4 杨 克 昌 + 几 个 玉 米 自 交 系 主 要 性 状 配 合 力 分 析(/4 + 玉 米 科 学"

.000"5$#%##!3#,""0 +
联系电话#$0"#&%5.#0,." $#&0&#&.5$,

%&%&% 分段相关分析 为了进一步搞清各性状变异

情况大小对产量的影响"我们对 .00$ 年变异系数与

产量达极显著水平的 % 个性状进行了分段分析"结

果表明#株高变异系数在 $+!! 6 %+00 之间时与产量

的相关系数为 7830+$.%"在 %+00 6 5+.. 之间时"相关

系数 7830+!.#99:70+0"80+"!&"70+0$80+!05;"回归方程为#
<8."+#3$+$=& 穗上叶片数变异系数在 0 6 5+#0 之间

时与产量的相关系数 7830+#&0"在 5+#0 6 $%+%# 之间

时"相关系数 7830+!0#9170+0"80+"!&"70+0$80+!05;"回归

方程为#<8#"+53$+%=& 穗粗变异系数在 $+5. 6 #+$"
之间时与产量的相关系数 7830+.%$" 在 #+$" 6 ,+$0
之间时"相关系数30+%",9170+0"80+#55"70+0$80+%,&;" 回

归方程为#<8$#+,30+"=& 穗行数变异系数在 "+0$ 6
!+00之间时7830+0&#"在!+00 6 $#+,#之间时7830+%#$9
170+0"80+%$#"70+0$80+".&;"回归方程为#<8.%+530+5=!
%&%&’ 相关系数与产量环境的关系 依照上述分段

情况进行分析" 株高变异系数在 $+!! 6 %+00 之间

时"产量的环境指数为 $,+.# >?’所有株高变异系数

在 $+!! 6 %+00 之间的各品种产量的平均数%" 变异

系数在 %+00 6 5+.. 之间时产量的环境指数为 $5+#!
>?& 穗上叶片数的变异系数在 0 6 5+#0 之间时产量

的环境指数为 $,+$% >?"在 5+#0 6 $%+%# 之间时产量

的环境指数为 $5+"& >?& 穗粗的变异系数在 $+5. 6
#+$" 之间时产量的环境指数为 $,+#$ >?" 在 #+$" 6
,+$0 之间时产量的环境指数为 $5+!, >?& 穗行数变

异 系 数 在 "+0$ 6 !+00 之 间 时 产 量 的 环 境 指 数 为

$,+"5 >?@ 在 !+00 6 $#+,# 之间时产量的环境指数为

$5+%5 >?!

# 讨 论

:$; 玉米田间整齐度情况直接影响着产量的高

低"整齐度越高"产量相对越高"反之越低!在玉米育

种中应用早代或性状不稳定的材料" 都会造成后代

个体间的差异"所以启用高代(性状稳定的材料是培

株高 穗位高 茎粗 全叶数 穗上叶 穗长 穗粗 穗行数 行粒数

产量 30+%&09 30+.%! 30+.,$ 30+#0! 30+%#"9 30+.## 30+"%.9 30+%#!9 30+#"&
株高 $+000 0+.,$ 0+0.! 0+$,, 0+##% 0+$&0 0+$0# 0+"!#99 0+$.$
穗位高 $+000 0+.5. 0+0&$ 30+$!$ 30+$$$ 0+#.# 30+0.. 30+."%
茎粗 $+000 0+$%. 30+0!& 0+0,& 0+%.& 0+%.& 0+$.&
全叶数 $+000 0+"0#9 0+.!# 0+0%! 0+$," 0+$.,
穗上叶 $+000 30+0,! 0+0## 0+",!99 0+$5.
穗长 $+000 0+#.# 0+0"" 0+%#&9
穗粗 $+000 0+0.! 0+.#,
穗行数 $+000 0+#%$
行粒数 $+000A0+0"80+%## A0+0$80+"%,

表 & .00. 年各性状间的相关性结果

育高产组合的基础&在玉米制种生产中"由于亲本纯

度差(去雄去杂不及时或隔离区不达规定范围"都会

影响到种子质量"所以利用高纯度亲本"严格去雄去

杂"确保制种质量"是夺取高产的关键&在玉米大田

生产中"由于整地质量差"出苗不整齐"缺苗断垄"或

管理不善"造成植株个体间发育不同"导致个体间对

资源的需求不能协调统一"形成大欺小(强欺弱的不

良群体结构" 所以在玉米大田生产中培育生长均匀

一致的单株"使个体间保持协调发展"是夺取高产的

前提条件) 则无论从品种选育角度还是品种栽培角

度来说"都要努力使品种达到较高的纯度"为田间个

体均匀生长提供先足条件*
:.; 本文的分段尚属初探"还有待于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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