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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 份玉米自交系按不完全双列杂交配成 &! 个组合$对其主要数量性状的 @AB&5AB&CAB 和遗

传参数进行估算和分析’ 结果表明#::9?(&::9#%&::9%#&::9; 和 ::9%% 等自交系的综合性状较优$是组配强优势杂交

组合的优良自交系$如 ::9?(D::9#%&::9%#D::9#%%而 ::9;& 和 ::9?# 等的综合性状较差$需进一步改良方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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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自交系的选育是玉米育种和杂种优势利用

的关键和重要基础工作( 自从 %:!? 年 K> E> ^.[27
最早提出配合力概念及以后 5X4I+4 进一步提出一

般配合力和特殊配合力概念以来$ 国内外学者对配

合力的研究做了大量工作(一般而言$评价一个自交

系的好坏除了看其产量&抗逆性&品质表现及适应性

等外$更重要的一个评价指标就是其配合力的高低(
玉米自交系配合力的测定亦成为育种工作中必不可

少的环节( 在玉米的杂交育种中难在选系$ 重在组

配$中心是配合力问题(要选育出在生产中具有强优

势$能够显著增产的杂交组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自交系的配合力$特别是配合力的总效应值的大小(
因此$明确自交系各性状的配合力$对指导杂交种选

收稿日期# !""#9"#9!:
作者简介# 刘 鹏<%:;#9=$男$吉林省松原人$吉林省洮南甜菜育种

研究所育种室主任$高级农艺师$推广硕士$主要从事玉

米&甜菜及杂粮作物育种研究( C4/#%&:#&;%#(&!

育&加快育种进程均有重要意义(

% 材料和方法

用 近 几 年 育 成 和 改 良 的 自 交 系 ::9#:&::9;&&
:: 9;&:: 9%%&:: 9%#&:: 9::&:: 9?#&:: 9?(&:: 9#%&:: 9
&:&::9?? 和 ::9%""( 采 用 不 完 全 双 列 杂 交 法 $于

!""! 年组配 &! 个组合( !""& 年在我所进行田间鉴

定试验(随机区组排列$& 次重复$单行区$行长 8 V$
行株距 ">;8 V D ">& V( 调查时在小区连续取 %" 株

进行$小区产量以折 %# 个标准水为准(
采用刘来福等方法进行配合力分析及估算群体

遗传参数(

! 结果与分析

>?@ 各性状的方差分析

随机区组试验的方差分析<表 %=表明$被测性状

在组合间&母本间&父本间&父母本互作均存在极显

著差异$可进一步作组合间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自由度 株 高 穗 粗 穗 长 穗位高 穗行数 粒 长 百粒重 小区产量

组合间 !" "!#$%& !’’ (#$)( "’’ "$#)(" (’’ ")#(*’’ *#$"$ +’’ )!#++’’ %#)*’’ ,#!,+ &’’
母本间 ( !&#%!( +’’ ",#)&$ (’’ )%#),$ $’’ ))#!,’’ %#"+* &’’ !&#("’’ "!#&)’’ &#$"& %’’
父本间 ! ,#)** "’’ &#%$) $’’ )$#$&, &’’ *%#"&’’ "!#$$& &’’ !!#$!’’ $+#()’’ ")#&%! (’’

父母本互作 )" ,#+*! *’’ $#)," +’’ (#&+% "’’ )#%"’’ !#+)) &’’ ",#)%’’ !#)!’’ $#($+ %’’

表 ! 各性状方差分析结果"# 值$

%&% 自交系各性状一般配合力效应及分析

从表 ) 看出!株高的一般配合力相对效应值较

高的有 %%-(&"%%-"$"%%-, 和 %%-$"# 用这几个自交

系测配易获得株高较高的组合$ 穗粗的一般配合力

较高的有 %%-($%%%-$%"%%-(& 和 %%-$"&用其测配能

增加 ." 的穗粗$穗长则是 %%-"$%%%-""%%%-$" 和 %%-
$% 的一般配合力相对效应较高&用其测配能增加 ."

的穗长$ 穗位高的一般配合力相对效应较高的有

%%-$"%%%-"$%%%-(& 和 %%-%%&用其测配可增加 ." 的

穗位高$穗行数的一般配合力较高的有 %%-,%%%-$"%

%%-%%%%%-($ 和 %%-"++&这些自交系在组配杂交种时

有利于增加 ." 的穗行数$ 就粒长而言&%%-(&%%%-((
/%%-"++%%%-$"%%%-($%%%-"$ 和 %%-""0的一般配合力

效应值较高&用其测配有利于增加 ." 的粒长$百粒

重 则 是 %%-((%%%-($%%%-$%%%%-,! 和 %%-"$ 的 一 般

配合力相对效应较高& 用其配制杂交组合有利于增

加 ." 的百粒重&易培育出大粒的杂优组合$小区产

量中 %%-(&%%%-$"%%%-"$% %%-,! 和 %%-") 的一般配

合力相对效应值为正值& 用其测配易获得高产的杂

优组合’

自交系 株 高 穗 粗 穗 长 穗位高 穗行数 粒 长 百粒重 小区产量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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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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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自交系各性状一般配合力效应值

%&’ 杂交组合的特殊配合力"()*$效应分析

由表 ! 看出&由于性状和亲本的不同&其特殊配

合力相对效应值也不尽相同( 如株高 123 相对效应

值最大的是 %%-%%4%%-"++&其次是 %%-"$4%%-$"%%%-
$%4%%-$" 和 %%-($4%%-((& 最低的是 %%-%%4%%-(((
穗粗 123 相对效应值最大的是 %%-%%4%%-"++&其次

是 %%-$%4%%-"" 和 %%-%%4%%-!%& 最低的是 %%-%%4
%%-((( 穗长 123 最大的是 %%-,!4%%-((&其次是 %%-
$%4%%-((&最低的是 %%-$%4%%-"++( 穗位高 123 最

大的是 %%-"$4%%-$"&其次是 %%-%%4%%-"++&最低的

是 %%-(&4%%-$"( 穗行数 123 值最大的是 %%-,4%%-
$"&其次是 %%-,4%%-!%&最低的是 %%-%%4%%-(((粒长

123 值最大的是 %%-%%4%%-!%& 最低的是 %%-,4%%-
$"( 百粒重 123 最大的是 %%-$%4%%-"++&其次是 %%-
,!4%%-((%%%-$%4%%-(( 和 %%-($4%%-!%& 最低的是

%%-($4%%-((( 小区产量 123 值最大的是 %%-$%4%%-
((&其次是 %%-%%4%%-!% 和 %%-%%4%%-"++&最低的是

%%-%%4%%-((( 但这几个组合只有 %%-$%4%%-(( 的产

量表现较好&其余组合均不行(
%&+ 配合力,-)*.的总效应

一个杂交组合杂种优势的高低是亲本一般配合

力效应和特殊配合力之和即总配合力/5236影响的

结果( 由表 $ 523 的结果可知!在 & 个性状的 )*,
个组合中 523 为正值的有 "!( 个& 负值的组合为

""% 个&为零的有 $ 个( 小区产量表现最高的组合是

%%-(&4%%-$"&其次是 %%-(&4%%-"++ 和 %%-$%4%%-((&
再次是 %%-""4%%-$" 和 %%-"$4%%-$"( 但从总体上

看&综合性状最好的是 %%-$%4%%-(( 组合&表现为株

高较高%穗粗且长%粒又大又深( %%-(&4%%-$" 是穗

长%粒长%株高和穗位都较高的组合(%%-"$4%%-$" 则

是穗长%大粒%粒长%株高和穗位均较高的组合(
%&/ 各性状一般配合力,0)*.效应值的相关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供试亲本各性状配合力之间的

关系& 对所测性状的 723 进行了相关分析 8表 *6(

!) 玉 米 科 学 ") 卷



组 合 株 高 穗 粗 穗 长 穗位高 穗行数 粒 长 百粒重 小区产量

!!"#!$!!"%& ’(!) *(&+ ,*-.* ,.-/* *-’’ ,*-*/ ,*-’* ,*-%+
!!,%!0!!1/! "%23+ 1*2&/ &2*+ 1/24+ &-.! 1*-&* 1/-+/ 1*-&*
!!1%!0!!1++ &*-!+ *-.+ &-4+ .-*+ 1*-*! *-*/ .-%/ &-3+
!!1%!0!!1&** 1&4-.+ 1*-./ 1.-%/ 13-.+ 1.-/+ 1*-*/ .-+* 1&-&+
!!13/0!!1%& &-’* 1*-*+ *-%+ 14-3/ *-/’ 1*-*+ 1/-&/ *-**
!!13/0!!1/! /-./ *-*/ 1*-3* /-&* *-&/ *-** .-&* *-+*
!!13/0!!1++ 4-4/ *-&* .-./ 1.-!/ 1*-.! *-** .-%+ 1&-**
!!13/0!!1&** 1&*-+* *-** 1.-&* 1%-3* 1*-.& *-** 1&-%+ 1*-&+
!!130!!1%& 1/-3* *-*+ 1&-&* 1&-*/ /-/’ 1*-&/ 1.-./ 1*-’+
!!130!!1/! 1*-4* 1*-&* 1*-’/ 1/-!+ /-&/ *-** 1&-.+ 1*-/+
!!130!!1++ &-’* *-*/ *-3+ 1/-// *-.& *-*/ .-// *-3+
!!130!!1&** .-./ *-** &-// 1&-3+ 1*-/+ *-*/ &-*+ *-4/
!!1&&0!!1%& 1/-3* 1*-*/ *-’* &-’+ 1&-.! 1*-*/ &-!* *-+/
!!1&&0!!1/! %-4* *-&/ 1*-3* 1&-*+ *-%3 *-** *-/* 1*-./
!!1&&0!!1++ &-’* *-&/ 1*-+’ 1*-%/ *-/’ *-** &-*+ *-3/
!!1&&0!!1&** 1.-++ 1*-./ *-4+ 1&*-%/ *-&/ 1*-&* 1/-%* 1&-&/
!!1&%0!!1%& !-/* *-*+ *-./ !-’* 1&-3. *-** /-3+ *-&*
!!1&%0!!1/! 1&%-.+ 1*-&* 1*-’/ 1&&-%+ 1*-%& 1*-*+ 1.-/+ 1*-4+
!!1&%0!!1++ 1&-!+ *-&+ *-// 1%-&+ &-+& *-*/ 1&-&+ *-&+
!!1&%0!!1&** 3-’* 1*-*+ *-// 1%-&+ *-%3 1*-&* 1*-./ *-//
!!1!!0!!1%& 4-&/ *-** 1*-&* 14-3/ &-&* 1*-*+ *-++ 1*-%*
!!1!!0!!1/! /-./ *-./ &-’/ 1’-4+ *-&/ *-*+ &-.* &-//
!!1!!0!!1++ 1.!-%+ 1*-4+ 1/-// 1.-!/ 1.-!3 1*-&/ 1.-/+ 1&-!+
!!1!!0!!1&** .*-!+ *-// &-3+ +-*+ &-+! *-*/ *-%* &-*+
!!1+%0!!1%& 1!-’+ 1*-*+ *-./ 1.-/* 1*-&. *-** &-/+ *-.*
!!1+%0!!1/! %-!* *-&+ *-&+ &-%/ 1*-/+ *-*/ .-/+ 1*-&/
!!1+%0!!1++ ’-’+ 1*-*/ 1*-3+ 1+-!/ 1*-&. *-** 1%-%* 1*-&3
!!1+%0!!1&** 1%-*/ *-** *-// 1&-.+ *-3/ 1*-&* *-4+ *-*+
!!1+’0!!1%& 1’-.* *-** 1*-/+ 1&%-’* *-4% 1*-*/ 1&-3* *-/*
!!1+’0!!1/! /-./ 1*-&* 1*-&* /-!. 1&-*% 1*-*+ &-&/ 1*-+*
!!1+’0!!1++ .-.* *-*/ *-*+ 1*-%/ *-4% 1*-*/ 1*-%* 1*-*/
!!1+’0!!1&** .-3/ *-&/ *-%* &-./ 1*-*% *-** *-’+ *-%*

表 ! 杂交组合所测性状特殊配合力相对效应值

组 合 株 高 穗 粗 穗 长 穗位高 穗行数 粒 长 百粒重 小区产量

!!1%!0!!1%& &4-*+ *-%+ &-’* &+-+* .-*% *-** 1*-*3 *-&/
!!1%!0!!1/! 13-3* 1*-*+ &-’* 14-3% *-+* 1*-&/ 14-*! 1*-’*
!!1%!0!!1++ ’-%* *-%+ &-’* 3-*/ 1*-!/ *-*3 ’-3/ &-4*
!!1%!0!!1&** 1&/-.+ *-*+ 1.-4/ 14-3% 1&-!3 *-** %-.% 1&-&+
!!13/0!!1%& 1&&-3* 1*-&/ *-’& 1.-.! &-/+ 1*-*% 1.-+! *-&*
!!13/0!!1/! 1&’-/* 1*-.+ 1&-4/ 1&4-3/ 1*-3/ 1*-*/ *-/% 1*-4*
!!13/0!!1++ 1&3-3& 1*-*3 *-’* 1&4-3/ 1&-/* *-*/ ’-.+ 1&-3+
!!13/0!!1&** 1.’-.+ 1*-*3 1/-’3 1.*-3/ *-*/ *-*/ 1*-// 1*-3+
!!130!!1%& &&-+% *-&% *-%+ &+-+& 3-4% 1*-&/ 13-+/ *-.*
!!130!!1/! 3-+% 1*-.+ 1*-4/ 1+-/* %-4% 1*-*3 1+-’+ 1*-3*
!!130!!1++ ’-%* *-** *-%+ 1*-3/ &-/+ *-*/ /-.! *-!+
!!130!!1&** &/-%* *-*+ *-’* 1.-/* .-*% *-*/ 1.-3/ &-**
!!1&&0!!1%& /-%* 1*-&/ /-%+ ..-+& 1&-/* *-*/ &-’% &-//
!!1&&0!!1/! /-%* 1*-.& *-’* 1.-/* 1&-/* *-** 1&-’3 1*-!/
!!1&&0!!1++ *-*3 1*-*+ *-&. %-/+ 1&-3/ *-*3 3-%+ *-%3
!!1&&0!!1&** *-*3 1*-// &-&% 1’-!3 1*-3/ 1*-*% 1.-33 1&-&/
!!1&%0!!1%& .3-+% 1*-*3 /-%+ %&-*% 1&-!3 *-*3 /-!% &-.%
!!1&%0!!1/! 1%-!/ 1*-%+ &-&% 1.-/* 1.-4* 1*-*+ 1%-.* 1*-!&
!!1&%0!!1++ 3-+/ 1*-*3 &-’* &&-*/ 1*-3/ *-*! %-43 *-4%
!!1&%0!!1&** .*-*+ 1*-.* &-%+ +-+* 1*-3/ 1*-*% *-’% *-’+
!!1!!0!!1%& 4-*+ 1*-&/ *-&% &+-+& .-+3 1*-*+ 14-&/ 1*-33
!!1!!0!!1/! 1%-!/ 1*-&% *-’* 1+-/* *-*% *-*& 13-’* 1*-./
!!1!!0!!1++ 1/’-.+ 1*-’* 1%-’3 %-/+ 1/-/* 1*-&/ 1.-’& 1/-**
!!1!!0!!1&** &3-+% *-.* 1*-&! &&-*% .-+* *-*/ 1%-+* *-.&

表 " 杂交组合各性状的总配合力效应值#$%&’

% 期 //刘 鹏等!几个玉米自交系主要农艺性状的配合力和遗传参数分析



从表 ! 结果看!株高与穗位高"小区产量呈极显

著的正相关! 与穗长呈显著正相关! 与粒长呈正相

关!与穗粗"穗行数"百粒重呈负相关#穗粗与穗行

数"粒长"百粒重"小区产量呈正相关!与穗长"穗位

高呈负相关# 穗位高与小区产量" 穗长呈显著正相

关!与粒长呈正相关!与穗行数"百粒重呈负相关#穗

行数与粒长"百粒重"穗位高呈负相关!与小区产量

呈正相关#粒长与小区产量呈极显著正相关!与百粒

重呈正相关#百粒重与小区产量呈正相关$ 因此!株

续表 !

组 合 株 高 穗 粗 穗 长 穗位高 穗行数 粒 长 百粒重 小区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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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粒长和穗位高的 ./0 对小区产量的影响最大!
其次是穗长和穗粗!再次是百粒重!对小区产量影响

最小的是穗行数&因株高%粒长和穗位高之间是正相

关! 所以选择时可以同时进行# 但是穗长和穗粗则

为负相关!选择时要兼顾不能单一强调某一方面#粒

长与百粒重是正相关! 应在选择粒长的同时尽量提

高百粒重的大小#粒长与穗行数的选择应有所侧重!
要粒长%粒大则穗行数就得少些!否则不易取舍&
"#$ 各性状的群体遗传参数

性 状 穗 粗 穗 长 穗位高 穗行数 粒 长 百粒重 小区产量

株 高 #+)+%! ! +)-,+ $1 +)$*’ !22 #+)++* , +)%(, ( #+)’-% $ +)$,! %22
穗 粗 #+)**+ - #+)+(- ’ +)*,, + +)*,( ’ +)*-* ’ +)*!, -
穗 长 +)--$ *2 #+)(-- $ +)+-! $ #+)+’" $ +)%"$ (
穗位高 #+)++( + +)**( ( #+)’’- , +)-($ "2
穗行数 #+)*+* , #+)!(" ’ +)’+’ $
粒 长 +)!(! * +)$’" (22
百粒重 +)((% ,

表 % 各参试自交系所测性状一般配合力效应间的相关

项 目 株 高 穗 粗 穗 长 穗位高 穗行数 粒 长 百粒重 小区产量

母本一般配合力方差 3’ ’$()-’ +)+(" - ’)%-* * -%)*, +)$$( $ +)++’ * !)**% + +)’-, $
父本一般配合力方差 3( +)!* +)++! , +)!-, $ "*)’* +)--( ( +)+++ ! ")%%( " +)’,$ +
组合的特殊配合力方差 ’+-)’’ +)+*( ’ ’),!$ ! (!)(" ’)+($ , +)++* - %)%"’ , +)-,- *
45678一般配合力方差 -()++ !()%%+ + !()(%+ + ,-)’$ !,)($+ + **)**+ + $-)-"+ + *%)’%+ +
49678特殊配合力方差 *,)++ %$)!!+ + %$)$-+ + ’*),* %’)$*+ + --)-$+ + (*)*’+ + -!),-+ +
:;

(678广义遗传力 ,’)!" -")!"+ + ,()-(+ + ,()’! -’)$$+ + ,,)!(+ + $-)’(+ + -!)%%+ +
:<

(678狭义遗传力 !+)!" *-)%"+ + %*)’-+ + $+)$, *!)""+ + (")!’+ + !,)*,+ + (()*%+ +

表 $ 几个主要性状的配合力基因型方差和遗传参数估算

从表 - 看出! 除小区产量和粒长外所有性状的

一般配合力基因型方差均大于特殊配合力基因型方

差!说明这几个性状主要受加性基因控制!而受非加

性基因的作用较小&因此!在组合选配上注意选择双

亲均表现优良的亲本! 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基因的加

性效应! 也就是说这些性状在群体内的一般配合力

更重要&但穗长和穗粗的特殊配合力也很重要!而小

区产量和粒长则是特殊配合力基因型方差大于一般

配合力基因型方差!说明其受非加性效应作用较大!
在杂交组配上两性状的选择可适当放宽& 从父母本

的差异比较来看!株高%穗粗%穗长%粒长的一般配合

力其母本更重要! 也就是说对这些性状的选择应侧

重在母本上#穗位高%百粒重和小区产量的一般配合

力则父本更为重要! 在选配亲本时这几个性状的父

本首先要好!否则在 =’ 很难出现好的结果& 各性状

的广义遗传力大小依次为’ 穗粒长>穗长>穗位高>
株高>百粒重>穗粗>小区产量>穗行数& 同时!穗位

高%百粒重的狭义遗传力都大于 !+7!说明这 ( 个

性状不易受环境条件影响! 其变异由遗传引起的比

重较大!易在早代对其进行选择&而小区产量和粒长

的狭义遗传力低!说明其主要受非加性基因控制!易

受环境影响!不宜在早代选择&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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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结

"#$通过对 %& 个自交系的 ’() 分析!初步获得

综合性状优良的自交系分别是 **+,-"**+.%"**+%."
**+/ 和 **+%%# 通过总配合力效应值分析!选出综合

性状较优的组合分别是 **+,-0**+.%"**+%.0**+.%"
**+%%0**+.% 和 **+,-0**+%11 等$ 从这些组合看出!
综合性状优良的组合其亲本的一般配合力一定较

高! 但特殊配合力最高的组合在产量综合性状上未

必是最好的$
"&$从群体遗传参数估算中可以看出!有些性状

的一般配合力方差重要! 有些性状则特殊配合力更

重要$不同性状在不同组配时!其父母本选择上应有

不同的侧重!如株高%穗粗"穗长"粒长的一般配合

力其母本更重要!而穗位高"百粒重和小区产量的

一般配合力则父本更为重要$ 在选择亲本时对性状

的选择要考虑其相关关系! 不能因对某一性状的选

择而影响到另一性状的表现! 特别是对那些负相关

的性状更应如此! 只有这样才能选出综合性状较优

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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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影响较大!不能稳定遗传!但可以指导杂种优势的

利用和杂交种的选育$ 特殊配合力方差反映的是亲

本自交系在众多组合中相应性状遗传能力的整齐

度$ 特殊配合力方差小! 说明自交系性状传递能力

强!在 9% 中变化幅度不大’反之 9% 会有很大变异幅

度$有的 9% 中表现出很强的优势!有的会弱一些$从

表 . 中看出! 自交系 ... 能够稳定地将早熟这一性

状传递给 9%’ 就植株性状而言!:%.% 株高和 :/-.%
昌 ,+& 穗位高的 ;() 方差最小!表明这几个自交系

能 稳 定 地 将 其 相 应 的 植 株 性 状 传 递 给 下 一 代 ’丹

8*- 的穗位高和株高的 ;() 方差均最大!表明该系

所组配出的 9% 间相应性状差异较大!可以利用它组

配理想株高类型杂交种’就产量性状而言!丹 8*- 穗

长和秃尖 ;() 方差均最大!穗行数 ;() 也最大!表

明该系所组配的杂交组合在相应性状上均有较大的

变 异 幅 度! 可 用 来 改 良 其 它 自 交 系 的 穗 部 性 状 ’
:/-.%:%.%%:..& 和昌 ,+& 等自交系在穗长% 秃尖%
穗粗%行粒数%千粒重等几方面的 ;() 方差值比较

低! 表明上述自交系的相应性状能稳定遗传给 9%

代$ 昌 ,+&%.%%& 单株产量 ;() 方差值最低!表明其

所组配 9% 产量变异幅度不大’而 :/-.%齐 !%* 作用

相反!用它们可能选育出强优势组合$

! 结 论

"%$ 对不同生态类型区 %8 份自交系的 ’() 分

析!表明 %1 个性状都受加性基因效应控制!非加性

基因效应作用较少$
"&$在黄淮海区!自选系 :%.%%:/-. 和 :..& 在

产量性状上都具有较高的 ’() 效应值! 在该区域

有较高的利用价值!有望配出优良杂交组合$ 昌 ,+&
和丹 8*- 产量性状 ’() 较高! 在该区域也应重点

利用$
"!$ 组 合 :8,0齐 !%*%:/-.0:8,%:/*0昌 ,+&%

:/-.0&./ 和 (-/18+&0丹 8*- 的特殊配合力效应值

超出郑 8-0昌 ,+&"郑单 *8-$!在黄淮海区有较好的

利用前景$黄淮海区域外育种单位品种要进入该区!
首先应按(适应区自选系0黄淮海骨干系"或骨干系

改良系$)’其次运用自选系组配强优组合’第三!可

将本单位已育成的优良杂交组合! 拿到黄淮海区进

行适应性和丰产性筛选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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