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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自交系株型和产量性状的关系及其利用研究

王雅萍
-黑龙江省农科院牡丹江农科所"黑龙江 牡丹江 !#,)"".

摘 要! 以 !# 个自交系为材料"按 /-/$!. 0 ( 双列杂交设计"研究了株型和产量性状的遗传与相关# 结果表明"

近年育成的自交系"一般配合力有一定的改进"产量性状的一般配合力有明显的提高"各性状的一般配合力在亲本

间存在显著差异# 产量的一般配合力与单株叶数和穗粗的一般配合力存在极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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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许多研究表明" 创造高产基因型是育种

的头号目标#因此"配合力是玉米杂交种产量高低及

选配高产玉米亲本的重要指标#按遗传学来说"创造

’利用.变异"选择有利变异"只有选育出高配合力玉

米自交系" 才有可能组配出符合当今农业生产中所

需求的强优势玉米杂交种# 我们育种目的是着眼于

选择的结果"又注重选择的过程"从中选出优良自交

系#本试验利用我所近些年所选育的自交系"对其株

型和产量性状进行遗传分析" 为选育合适的玉米株

型和为高产育种提供理论依据#

! 材料和方法

主要参试材料为我所近些年育成的 !# 个自交

系"即杂 !",!+"!(X"!+!3"自 +)"自 (X"硬选 !+$!"
海 !)"海 "("")"!"#"!(%"硬 !!!""+#$( 和 (!+#按 /
’/$!. 0 ( 双列杂交设计组配 !"# 个杂交种"田间试验

收稿日期! (""+$"X$!X
作者简介! 王雅萍’!%&&$."女"黑龙江省农科院牡丹江农科所农艺

师"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ODF!")#+$&)"(%(( !+&")X++#%&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双行区"行长 & H"行距 "2&# H"
每行 (" 株"双排种植"每行选其中间 X 株进行如下

性状调查!播种至抽丝天数%株型性状%株高%穗位叶

长%穗位叶宽%穗上叶数%单株叶数# 产量构成性状!
穗长%穗粗%秃尖长%穗行数%行粒数%出籽率和产量#
所有试验资料按格里芬法’6C:Q:;< !%#&.估算一般配

合力’6>3.和特殊配合力’1>3.以及遗传力等参数"
并对所测性状一般配合力进行相关分析#

( 结果与分析

>?@ 各性状配合力方差分析

所测各性状的配合力方差分析表明’表 !."各性

状在所有杂交种间均存在极显著差异# 把杂交种的

变异分解成一般配合力和特殊配合力后" 穗位叶宽

的特殊配合力显著" 其余性状一般配合力和特殊配

合力存在极显著差异" 而且一般配合力均方明显大

于特殊配合力均方# 说明杂交种性状的差异多半是

由自交系亲本性状的一般配合力差异所引起的#
>?> 一般配合力效应及相互关系

估算的亲本各性状的一般配合力效应见表 ("
表下部列出最小显著差数’Y1Z.值作为比较亲本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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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差异的依据! 分析表明"!"##$%&#自 &’#杂 %#
(’#(&)*$#硬 %%% 等自交系具有提早抽丝#缩短生育

日数的作用"同时可配出中早熟玉米品种! 如 $%&+
杂 " 为 "") , 成熟$杂 %+(’-牡单 "".为 ""/ , 成熟!
"$0#硬 选 %&*%#海 ($#%$1#%&%2#自 30#%()#海 %’
能延迟抽丝和使杂交种生育期延长和拖后"如 %$0+
%&%2-牡单 %(.%$( , 成熟!就株型而言"!%&#$%&#%()
自交系可用以改变杂交种株型! 所组配的杂交种一

般表现株高适中"叶片着生适宜"长宽比例适当"叶

片与主茎夹角较小"叶片上举"表明这 & 个自交系适

于作紧凑型玉米的亲本! 如我所选育的牡 $(!-$%&+
杂 %.杂交种"叶片收敛"适于密植! 杂 %#%$0#%&%2#
(’ 所配的杂交种" 使杂种植株增高" 叶片增宽#增

长"叶片夹角增大! 就产量构成性状而言"杂 %#自

&’#$%&#%()#%$0#%&%2#(’ 往往在很大程度 上 提 高

杂交种的产量! 其它自交系如 !%&#海 ($#%$1 对产

量构成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但可根据互补的原则"适

当选用另一个亲本以达到增加杂种产量的目的! 从

产量的一般配合力来看" 杂 %#$%&#%$0#%&%2#(’#
%()#自 &’ 均为正值"其绝对值也较大"易配出强优

势的玉米高产组合!实践证明"上述自交系在我所组

配的杂交种"如 $%&+杂 % 生育日数 %%) ,"经 & 年品

种试验和区域试验"一般产量 0 $(( 45 6 783"比对照

品种东农 3’0 增产 %)9左右$牡单 %(-%30+%&%2.生
育日数 %%0 ,"产量 1 ’!&:3 45 6 783"比白单 1 号增产

%%:’9$牡单 %%-杂 %+(’.生育日数 %%) ,"产量 0 ’11:1
45 6 783"比龙单 %& 增产 %&:/9! 上述杂交种具有相

当高的杂种优势和很高的产量!

表 & 表明" 播种至抽丝天数的 ;<2 与产量的

;<2 呈显著的负相关 -=>*(:/$&." 说明可选育出早

熟# 产量配合力高的自交系! 单株叶数和穗粗的

;<2 与产量的 ;<2 相关极显著" 说明选择增加叶

变异来源 自由度 播种至抽丝日数 株 高 穗位高 穗位叶长 穗位叶宽 穗上叶数 单株叶数

杂交种 "(’ "":&1)?? 31/:0)(?? %/(:3/?? 3#:#/)?? (:(0#?? (:3)3?? %:#(3??
一般配合力 %’ /%:’!%?? % /():/(!?? 00#:/#?? %#):’1(?? (:#1’?? %:/(%?? 0:(/)??
特殊配合力 1( #:/(3?? 1#:#(/?? ’!:!)?? /:()#?? (:(#)?? (:(’’?? (:3)%??

误 差 3(0 (:!/! 3#:01% %#:31 3:%)’ (:(3! (:(%# (:%/3

变异来源 自由度 穗 长 穗 粗 秃尖长 穗行数 行粒数 出籽率 产 量

杂交种 %(’ %:33%?? (:%(0?? (:#3%?? %:%0%?? %#:#)/?? 0:’#’?? /% ’1(:%3??
一般配合力 %’ #:#0’?? (:)0’?? %:103?? %(:0)#?? )(:/)0?? 3#:)1/?? 3(3 /’(:((??
特殊配合力 1( (:1!/?? (:(#’?? (:3%)?? (:’()?? !:))%?? /:!(!?? ’( )31:((??

误 差 3(0 (:’%1 (:(%( (:(0’ (:%%( 3:/(( #:30) %% /%0:!(

注%?? 表示 (:(% 水平显著!

表 ! 株型性状和产量性状的双列杂交方差分析"均方值#

亲 本
播种至

抽丝日数
株 高 穗 位

穗位

叶长

穗位

叶宽

穗 上

叶数

单株

叶数
穗 长 穗 粗 秃尖长 穗行数 行粒数 出籽率 产 量

!%# *%:’% *#:3! *0:)# #:3/ *(:(% *’:(’ *%:!! *%:1! 3:00 *%):/! *%:/’ %:’# *%:%( *)1:/1
3%# *3:)# *1:0# *%#:/! *%:’( *%:3% *!:)# *):’3 %:%( *0:/0 3(:(1 *):)3 0:)0 *(:(3 )’:!(
%30 3:0/ 0:(% */:#3 */:(1 *%:3% *1:/3 *0:%# 3:!1 *%%:## 3:’’ *%#:’# *’:%3 (:/1 3/0:0)
硬选 %#*% (:’! *’:3’ *(:!( ):1% (:31 *%:#0 *#:0) *#:!3 (:10 %(:3! !:)3 *%%:(3 *(:(! *%(’:#)
海 (3 ):(( */:(’ 3#:30 #:0! *(:%( *%:13 %:!3 *%:%0 #:0) %0:/’ /:%( *!:0( *%:13 *%0:#)
%31 %:0! %:/% *):3’ *’:#( *#:/’ (:/1 %:’# (:/0 *):(! #:’3 *!:/# (:1# %:%1 *)/:0(
%#%2 3:)! ’:0’ */:(’ *3:!% *(:0# *3:/3 *3:)) *(:’’ (:33 3:1) (:!0 (:!% (:)( 33/:3)
自 #’ *’:%3 *’:)# *!:’% (:/’ *(:/3 3:’’ 3:’) *%:/0 %:’/ *%’:!0 *#:)’ %(:!’ #:0# 0:/)
杂 % *#:(! #:#! *3:’% %:%) 3:/% *’:#! %:’% %:33 0:3% 0:0( *’:!’ *#:!3 *(:1’ 3%1:!(
(’ *3:’’ 3:3! ):#( (:%) (:31 3:/3 ):!! %:)% ’:)! *3%:%# !:0# %#:(0 (:0) %)’:%)
自 30 (:/’ *#:(’ ’:%( #:!’ *%:0# /:’! (:(( %:/0 #:0) %%:3) 1:’’ *%:/’ (:1# *#’0:)(
(#)*3 (:11 %’:(3 3(:/( #:11 #:3’ 1:1! ’:#( /:03 *3:00 *%:1’ %:#0 *#:!/ %:%! *%/1:((
%() 3:%3 #:(! #:)0 (:## (:1( %(:0! #:3’ *’:1% %:%1 *!:03 *#:0! *):03 *#:(’ /!:))
海 %’ %:%% *3:3% */:30 *#:() (:%( ’:)’ ’:3( *#:)! (:’! *33:’0 %:’# #:(’ *%:!0 *%%(:((
硬 %%% *%:#/ *#:’! *(:!’ *):’0 3:%# */:%) *#:(0 %:/’ (:(( ’:1( ):!) 3:#) *(:’% *%#):(%
@AB(:() (:)) ":’" $:’" (:01 (:1" ":() (:// ":10 ":$( !:&) ":$$ $:1$ ":"/ !/:0(
@AB(:(" (:!’ ":0) &:"! ":"! ":"" ":’( (:0/ $:/& ":/1 1:0( ":/) &:0) ":)& "(":"(

表 $ 各性状一般配合力效应值估计

数和穗粗的亲本"其产量的 ;<2 也可能较高"表明

选用叶多穗粗的自交系配制杂种往往可提高杂交种

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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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状 株高 穗位高 穗位叶长 穗位叶宽 穗上叶数 单株叶数 穗长 穗粗 秃尖长 穗行数 行粒数 出籽率 产量

播种至抽

丝日数
!"#$ !"%%& ’!"(!! ’!"%$! !"!$# ’!"($# ’!"#!) !"##& !"%$* !"!(% ’!"$&#+ ’!",!, ’!"*#%+

株 高 !")#!++ !"$$#+ !"##, !"&!)++ !",)* !"##) !"#!% !"!(! !",$) ’!"!!% ’!"!!, !"#!$
穗位高 !",-! !",() !",&( !",&$ !"#-$ !"%(( !"(*$ !",-! ’!"(*$ ’!"(** !"#%%
穗位叶长 !"#&! !"%-& !"#-* ’!"(#( !"$%) !"(## !"$##++ ’!"!*% ’!"!*, !"%##
穗位叶宽 !"(&( !"#&( !"(-) !"%)$ ’!"((& !"#,* ’#")*! ’!"#)& !"%!*
穗上叶数 !"&&)++ ’!"!-% !"%() ’!"%-, !"%#* ’!"!%! ’!"!%( !"%%*
单株叶数 ’!"!** !"$&(++ !"$#)++ !"%%! ’!"!%) ’!"!%- !"**&++
穗 长 ’!"%!% !"#,! !"!&$ !",,) !",,- !"()$
穗 粗 ’!"#!% !"*!,+ ’!"##% ’!"##, !"&!$++
秃尖长 !"!() ’!"!(& ’!"!&! ’!"#&(
穗行数 !"!*) !"!)$ !",)-
行粒数 !",)) !",$%
出籽率 !"%,!

注!+"++ 分别表示在 !"!$ 和 !"!( 水平显著#

表 ! 各性状一般配合力效应相关系数

"#! 各性状遗传力及其遗传参数

所测各性状主要遗传参数列于表 ,$ 从表 , 中

可以看出%在株型性状中%穗位叶宽遗传力较低%受

环境影响较大% 其余性状遗传力较高$ 在产量性状

中%多数性状的遗传力较低%与产量的遗传力表现一

致$播种至抽丝日数&株型性状的加性方差较相应显

性方差大 # . * 倍%这些性状受基因加性作用支配%

基因非加性作用较小$除穗粗&穗行数加性方差大于

相应显性方差外% 其余产量性状和产量的加性方差

接近或略低于相应显性方差% 表明基因加性和非加

性作用共同影响该性状的遗传$ 穗位叶宽& 穗长和

出籽率的遗传变异系数较小% 其余性状的变异系数

较大$

参 数
播种至抽

丝日数
株高 穗位高

穗位

叶长

穗位

叶宽

穗上

叶数

单株

叶数
穗长 穗粗 秃尖长 穗行数 行粒数 出籽率 产量

平方数 / )("&)! ()!")) &-"-* )*"(, -"-!! $"&#! (-"&#! (&"($! ,"(*! #"!,! (%"-#! #-"(#! )("-*! , #)#")!
加性方差 01# )"-!% #%#"*& (#)"$- (-"-( !"!$, !"#%- ("#!% !"%), !"!)$ !"(() ("*!) *"*%# #"*-* #$ !-*",!
显性方差 02# #")%$ *-",# %,",& %"-! !"!(! !"!%( !"()- !",*& !"!#$ !"(%# !"#-) ,"-,% #"&-% #& -((")!
环境方差 03# #"%!$ &("*) %-")* *",* !"!)% !"!,% !"(-( ("#$- !"!%( !"#$* !"%#- &")%# -")$) %, )$&"&!
表型方差 04# (,"!,$ %&%"&* #!#"-% %!"#) !"(,& !"%(% ("$)% #"((! !"(%- !"$!$ #"#%% (-",!& ($"%,) )& )*$")!
遗传力 25# )%"$*! )!")( )!"%& &)"*, ,,"!%! )*",#! )&"-%! ,!"%$! &)"(-! ,-"%-! )$"%!! $-"*$! %$"&&! *!"%,
遗传力 26# *%"%&! *#"#$ *%"%) *$"&) %&"$#! &*"*,! &$"-!! ()"#%! *!"$,! #%"#*! &("--! %,"()! (&"$&! #)"$&
遗传变异系数 ,"()! -"$- ($"-) $"*& #"$)! -"((! *"(!! $"%-! &"-)! #,",)! -"-,! (("*-! #")&! #!")%

表 $ 各性状遗传参数估计值

% 结 论

7(8利用双列杂交配制玉米杂交组合%能使我们

研究和掌握自交系的遗传特性% 同时为杂交种的选

育提供理论依据$
7#8杂交种优势取决于双亲配合力总效应%在选

育亲本时% 应选用一般配合力高而另一亲本特殊配

合力及其方差较大者进行组配% 或者是双亲的一般

配合力都高的自交系%才能选育出高产玉米杂交种$
7%8在今后的育种中%尽可能利用各性状之间配

合力的相关性%来间接选择高配合力的自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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