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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玉米群体轮回选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建立起一套简单易行的群体改良 5% 选择方法$其主体技术

包括组建一个好的基础群体$利用控制授粉提高优良基因的频率$借助互交使基因重组% 采用此方法对 >?11@A 提

供的热带玉米群体进行了 # 轮选择$群体产量平均每轮增益为 :B&C$群体测交种产量平均每轮增益为 :B#C% 表明群

体产量的一般配合力有较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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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种质资源匮乏已成为我国玉米育种工

作中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 这就要求育种工作者必

须重视基础材料的改良与创新% 群体改良是现代玉

米育种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轮回选择主要用来拓

宽育种素材的遗传基础$ 保持群体内丰富的遗传变

异$提高群体中有利等位基因的频率$同时可以改良

外来种质的适应性% 5L,.M+4 对坚秆综合种;Z555<的
改良就是经典范例$从不同轮回周期分离出的 Z%&’
Z#= 和 Z[& 等自交系组配的杂交种已大量 用 于 生

产% 5% 选择法是由 K4-P4, 和 D/4\.-O4, ;%’:! 年<首
先提出的$ 其优点是可以有效地淘汰群体中不良的

隐性基因个体$ 有利于选出农艺性状好的自交早代

系$提高群体自身产量和一般配合力$随着群体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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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群体的其它农艺性状也得到相应的改良%以

往的研究结果表明$5% 选择平均每轮增益为 &B=C$
它在针对抗虫’ 抗茎腐病和茎秆强度的选择中效果

最为明显% 5% 选择的缺点是完成每轮选择所需时间

较长$鉴定 5% 家系需有几个重复$较为费工费时% 针

对这些缺点$ 本研究把 5% 家系鉴定与合成结合起

来$即改良 5% 选择法%

% 玉米基础群体的组建

在开展轮回选择前$ 首先要考虑如何选择原始

群体$这比采用何种选择方法更重要%选择原始群体

时应考虑需要改良的性状是否有足够的遗传变异

性$因为性状的遗传变异对有效的选择是必须的$应

选择性状平均值较高’变异丰富’杂种优势强的材料

组建基础群体%经过综合分析$我们选择了 >?11@A
提供的热带玉米群体 ?WA 作为基础群体%

! 轮回选择遗传增益的估算

通用的遗传增益;!K<估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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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为选择强度!%为亲本控制系数!!&
+为群

体内选择性状的遗传方差!)为完成一轮选择所用

的年数!!*
+为群体内选择性状的表型方差" 选择的

遗传增益取决于,个变数! 如果已确定了所用的种

质!可将,个变数代入公式!采用那种选择方法得到

的!!值最大!就采用那种选择方法进行改良"

- 改良 ./ 选择法

改良 ./ 选择是对群体的 ./ 家系进行鉴定!采用

半同胞与 ./ 家系结合# 半同胞与 ./ 家系选择交替#

原始群体 0123%45

第一季 根据表型选择优良单株 所有选系进行自交!同时测交

第二季 许多株成对杂交!半份保种 ./ 家系鉴定#配合力鉴定与

后裔试验 下一轮群体的合成结合起来

选出最优良的另半份混合

第三季 在隔离区里混合种植互交

成新一轮群体 %/

3经典轮回选择法5 3 改良 !" 选择法#

图 " 改良 !" 选择法和经典轮回选择法的基本程序

群体改良与育种结合的育种方案" 图 / 示意了改良

./ 选择的基本程序"
$%" 选株自交和测交

第一季!从群体中依表现型选择优良单株自交!
获得 ./ 自交果穗3一般不得少于 /66 穗5" 虽然大量

的研究表明!./ 和 .+ 选择对改良群体的一般配合力

有效! 但在选择进程中缺乏对决定特殊配合力的非

加性基因的选择压力"因此!在从原始群体中选株自

交的同时! 应进行测交" 用遗传基础广泛的品种测

交!是测验一般配合力$而用遗传基础较窄的自交系

或单交种作测交!可测验特殊配合力"我们选择自交

系 78,99:/#掖 ;78 和单交种川单 /-#农大 /68 测验

./ 家系的一般配合力"
$%& !" 家系鉴定

第二季!在设有重复的区组内种植 ./ 家系进行

产量比较和性状鉴定!从中选出较优良的家系"
$%$ 配合力测定

在 ./ 家系进行产量比较和性状鉴定的同时!进

行 012 改良群体和测交种产量的比较!012 改良群

体和测交种产量平均值列于表 /! 群体本身产量平

均每轮增益为 <=;>! 测交种产量平均每轮增益为

<?->!表明群体产量的一般配合力明显提高3表 /5"

@& ( AB+

78,99:/ 掖 ;78 川单 /- 农大 /68

%6 < /9/?6 < ,7+?, < 89,?6 < 88/?, < <-,?6 < 6,<?,
%/ < 7;,?, 7 /;7?6 7 +,7?, 7 +--?6 7 69<?6 < ,7+?6
%+ < 9/-?6 7 ;/<?6 7 8+,?6 7 7/,?6 7 ;<7?6 < 8-+?6

实测值3!!5 -</?6 ;++?6 ;<,?6 ;/7?6 ;/<?6 -88?6
相对值3C5 ,?8 <?; <?7 <?/ <?- <?;

注%DEF6?6,";+<?6$!! 为平均每轮增益实测值!C为!! 的相对值"

群体本身测交种平均
测 验 种

群 体

表 " ’() 改良群体和测交种产量平均值

$%* 新一轮群体合成

经典 ./ 选择法的缺点是完成每轮选择所需时

间较长! 鉴定 ./ 家系需有几个重复!./ 穗行较多!.+

选择使遗传方差下降和等位基因固定加快" 改良 ./

选择法将 ./ 家系的比较和测交与下一轮群体的合

成结合起来!将中选自交穗的等量种子混合为父本!
以各参试穗行为母本!按 ;G/ 种植在隔离区!母本去

雄!父本不良株亦去雄!最后从改良家系中选出优良

单株!用等量种子混合成下一轮群体"

; 讨 论

选择与重组是轮回选择的两个基本环节! 通过

选择和淘汰!改变轮选群体的遗传构成!提高优良等

位基因频率" 经典的 ./ 选择法虽然可以有效地淘汰

群体中不良的隐性基因个体!在针对抗虫#抗茎腐病

和茎秆强度的选择中效果最为明显! 但完成每轮选

择所需时间较长!鉴定 ./ 家系需有几个重复!较为

费工费时$.+ 选择由于要连续自交两代!群体内遗传

变异方差下降较快!等位基因固定较快!致使选择强

度和有效群体的数目扩大" 改良 ./ 选择法是群体改

良的有效方法!它克服了经典的轮回选择法的不足!
把配合力鉴定与农艺性状鉴定以及加代选系融为一

体! 可更有效地改良群体! 也加速了从群体中的选

系! 提高了群体改良为育种的目的性$!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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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为 !&’"(!)*+ 和 +*, 次之!分别为 $!’--(和

$!’!%(" 从 穗 长 上 看 ! 以 )*+ 杂 种 优 势 最 高 为

$$’##(!其 次 是 ,*) 为 .’.%"从 穗 粗 上 看!以 +*,
最高为 //’0!(! 其次是 +*) 和 ,*+ 次之! 分别为

//’1-(和 //’&(# 上述 - 个性状的杂种优势总和以

)*+ 居第 /2为 3.’%!(4!+*, 居第 !2为 3.’/"(5!+*
) 居第 #2为 31’-3(5!,*+ 第 %2为 3$’#0(5!,*) 和

)*, 较低2分别为 %#’#&(和 #$’$!(5!表明 )*+$+*
,$+*) 和 ,*+ 的综合杂交优势较强#

(

群体 子粒产量 穗行数 行粒数 穗长 穗粗 百粒重 优势和 位次

) * , $!’$. $’3. 3’10 %’&! $’3- !’1. #$’$! -
, * ) $1’3! &’&$ !&’&& .’.% 6&’&$ 6!’%0 %#’#& 1
, * + #!’!3 0’0$ $&’1% 3’1- $$’&& $$’!3 3$’#0 %
+ * , #0’$$ -’-$ $!’!% 0’.& $$’0! $#’1! 3.’$& !
) * + #3’1# #’.$ $!’-- $$’## .’3. $#’$& 3.’%! $
+ * ) #!’.0 !’-- $&’3# .’3! $$’1- $0’3% 31’-3 #

平 均 !3’1& #’0. $!’%0 3’-& 0’-0 .’#$

表 ! 群 体 间 杂 种 优 势 表 现

# 讨 论

采用我国西南玉米区生产上应用较广的骨干自

交系和优良地方资源分别含有 +789$,:;<:=>7? 和西

南地方血缘的 # 个基础群体!通过群体间相互杂交!
结果显示各群体间和单株间的遗传差异显著# 表明

# 个基础群体的合成对于进一步选系$ 组配强优势

杂交组合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 - 个群体间杂交组合的杂种优势分析!

表明 - 个果穗性状穗长$穗粗$穗行数$行粒数$百粒

重和子粒产量的杂种优势均为正值! 依次为子粒产

量@行粒数@百粒重@穗长@穗粗@穗行数# 综合这 -
个果穗性状表现! 以 ) * +$+ * ,$+ * ) 和 , * + 的

总优势较强#
综合 # 个群体和 - 个群体间组合的果穗性状表

现和杂种优势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群体与 , 群体

杂交!在子粒产量$穗行数$穗粗和百粒重方面有较

强的优势") 群体与 + 群体杂交! 在子粒产量$穗

长$行粒数方面有较强的优势表现", 群体与 ) 群体

杂交!在行粒数和穗长上有较高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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