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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态类型区玉米自交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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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来自东北$黄淮海和利用西南地方种质,在河南选育.的各 # 份玉米自交系"按 /0122134 双列杂交方法

!设计"组成 !"# 个杂交组合% 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进行试验"分析了生育期$株高$穗位高$穗长$秃尖$穗粗$穗

行数$行粒数$千粒重和单株产量 !" 个性状的 /56$756$856 以及各自交系的 756 方差进行估算和分析% 结果表

明!各自交系的 /56$756 方差均达到极显著水平%9&:)$9!)!$ 9))($昌 ;$($()& 这 # 个自交系综合性状表现突出"

是在黄淮海地区组配强优杂交组合的优良自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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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水平的提高" 农业

生产对新品种的需要愈加强烈%同时"国内外各大公

司纷纷介入玉米育种领域"使其竞争更加激烈%对新

品种的要求不仅要高产稳产"还要适应种植范围广%
黄淮海夏玉米区在我国玉米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为该区域提供高产$优质$高抗的优良玉米杂

交种十分必要% 笔者利用东北生态类型区$黄淮海

生态类型区骨干系及自育系"对其主要性状进行分

析"为探索不同生态区域选育优良玉米杂交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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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小辉’!%;"$."男"吉林省农科院玉米所"助理研究员"

从事玉米遗传育种研究% 8HL!")+)$&!#&%)%

(""! 年选用东北区自交系!吉 :#+$)))$5:&"#$($
丹 #%: 和 )!!(# 黄淮海夏玉米区自交系! 郑 #:$昌

;$($齐 +!%$()& 和鲁原 %(#利用西南地方种质改良

的自交系!9!)!$9&:)$9))($9#; 和 9&%% 共 !# 份自

交系"按 /0122134 双列杂交方法!设计"组配成 !"#
个组合%
?@A 试验方法

(""( 年在河南郑州进行杂交组合鉴定试验% 试

验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 次重复"小区行长 # N"
行距 "-&; N"单株留苗"种植密度 #-(# 万株 ] BN(% 前

作小麦"播前整地%苗期追施复合肥 ;# X4 ] BN("尿素

((# X4 ] BN(#拔节期追尿素 +;# X4 ] BN("结合施肥起

垄% 苗期和大喇叭口期防治小地老虎$ 玉米螟各一

次% 成熟后每小区取样 !" 株考种%

( 结果与分析

A@? 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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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椐试验设计! 首先对所测性状进行组合间方

差分析" 结果表明!表 "#!杂交组合各性状差异均达

到极显著水平!说明各组合间遗传差异真实存在"各

性状的 $%& 和 ’%& 均达到显著水平! 说明亲本的

$%& 和组合的 ’%& 对 (" 各性状的效应存在极显著

差异" 因此!可进一步估算亲本的 $%& 效应和组合

双亲的 ’%& 效应"

变异来源 自由度 生育期 株 高 穗位高 穗 长 秃 尖 穗 粗 穗行数 行粒数 千粒重 单株产量

区组 ) ")*+,-- ./,*+"-- )/0*,1-- "*/" 2*2" 2*"0-- 2*1" ".*01 / .3"*23-- " +/+*2)--
组合 "23 ""*20-- 33.*)1-- )0/*"/-- 1*3+-- "*""-- 2*./-- 3*1+-- 13*3.-- 3 ,)/*2,-- " ")/*1+--
$%& "3 "0*3"-- 3+.*"+-- ."+*,1-- /*+"-- "*1+-- 2*33-- ,*.0-- 1/*",-- , 11+*+3-- /2,*3,--
’%& +2 ""*)/-- /.*)+-- 3"*)/-- "*2.-- 2*"0-- 2*2+-- 2*1"-- ")*/)-- 1.,*+2-- .3"*"2--
误差 )2, )*0" "/*03 "+*). 2*/) 2*". 2*2) 2*.) /*), )),*2. ,0*2.

表 ! 方差和配合力方差分析

"#" 一般配合力效应分析

一般配合力效应是由亲本基因型的加性效应所

决定的!是可以遗传的部分!其效应值大小一般与相

应性状的遗传可能性成正比# 一般配合力高的相应

性状的遗传力也高! 同时受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较

小" 自交系植株性状 $%& 效应值越是较大负值!越

有利于改善杂交组合的株型结构"从表 ) 可以看出!
不同自交系同一性状的 $%& 效应有很大差异"生育

期 $%& 效 应 值 呈 正 显 著 的 自 交 系 有 )3/$4/+$
4"3"$齐 ."+ 和 433)!用其组配杂交组合能延长 ("

的生育期!而 333$吉 ,1.$3"")$%,/215)$丹 1+, 作

用相反!用其作亲本能促进 (" 早熟#从株高和穗位

上 看!4/,3$410$吉 ,1.$333$3"")$郑 1, 等 自 交 系

能使 (" 株高和穗位下降!增强 (" 抗倒伏能力#利用

)3/$齐 ."+$丹 1+,$4"3" 组配杂交种时!要注意另

一亲本的株高和穗位高! 应选择植株相对较低的自

交系!确保 (" 在上述两性状上分布合理#单株产量

以昌 05) 的 $%& 效应值最高! 其次为 4"3"$4/,3$
433)$ 丹 1+, 呈正极显著" $%& 效应值最低的是

3"")! 其次为鲁原 +)$ 齐 ."+$333$ 郑 1,$4/+$吉

,1. 呈负极显著" 综合各方面因素!多重比较表明!
4/,3 显著优于其它自交系! 在今后杂交种组配中!
应重点利用" 在产量构成因素中!穗长 $%& 效应值

较大的有 )3/$4"3"$410$4/+ 和 4/,3! 利用其作亲

本一般能增加 (" 的穗长"昌 05)$3"")$郑 1, 和鲁原

+) 的 $%& 效应值呈负极显著!表明 (" 结实好!无秃

尖!从秃尖的 $%& 效应值上看!也证明了这一点"自

选系 410$4/+ 的穗长 $%& 效应值分别达到极显著

和显著!而秃尖的 $%& 效应值呈负极显著!表明两

系有很好的利用前景#穗粗和穗行数 $%& 效应较大

的自交系有 4/,3$433)$丹 1+, 和 )3/!利用它们作

亲本能使 (" 果穗增粗$穗行增多!有利于改善产量

结构#行粒数以 4"3"$4/+$)3/$4/,3$433) 和齐 ."+
的 $%& 效应值最高#4/,3$433)$)3/ 和昌 05) 千粒

重的 $%& 效应值较高" 综合各性状的 $%& 效应值

来看!4/,3$433)$4"3" 和 )3/ 有可能成为高产组合

的亲本" 而自交系 333$吉 ,1. 和 3"") 在黄淮海区

应进一步改良!方可利用"

自交系 生育期 株 高 穗位高 穗 长 秃 尖 穗 粗 穗行数 行粒数 千粒重 单株产量

4/,3 2*2+ 5/*1+- 50*2/-- 2*3/- 53*20-- 3*.,-- /*1/-- "*/1-- ).*/"-- /*/+--
4"3" 2*+0-- /*/1- .*2, 2*+,-- 2*20 .*2.- .*.0 )*."-- +*/,- ,*.3--
433) 2*/)- .*+" 1*2)- 52*)/ 2*2. .*2,- 0*)2-- "*1,-- "/*/.-- /*+.--
4/+ "*33-- /*/1- "*2/ 2*11- 5.*2/-- )*"+ 52*1, )*",-- 5.*2) 53*.)--
410 2*2) 50*."-- 53*3)- 2*/3-- 52*.,-- 5)*,+- 2*.+ 5"*."-- ""*"1- 2*/"
吉 ,1. 5"*+1-- 5/*03- 5)*)1 2*2+ 52*"0-- 5"*., 5)*1"-- 5"*"+-- "*," 5.*+"--
333 5)*..-- 5/*3/- 5.*1/- 2*2. 2*..-- 5"*+/ 5)*/+-- "*01-- .*1+ 51*)2--
%,/215) 52*0"- 5)*)3 52*/, 2*"2 2*/1-- 2*,+ 5)*1)-- 52*+"- ,*/0- 52*"2
丹 1+, 52*/1- 0*0+-- ,*+.-- 2*3. 2*+"-- 3*+)-- ,*+0-- 52*+1- 5..*)2-- 1*3"--
3"") 5"*)2-- 5,*1.-- 5/*23-- 52*,3-- 52*"+- 53*/0-- 5/*/+-- 5.*,2-- 5)2*30-- 5/*/0--
郑 1, 2*32 5/*+)-- 51*.)-- 52*/+-- 52*".- 51*+,-- 5,*./-- 5)*+1-- 5).*1+-- 53*+"--
昌 05) 2*3+ 52*2/ 52*/+ 52*+)-- 52*).-- 53*/,-- 5)*/"-- "*))- ")*//- +*2.--
齐 ."+ 2*0,- /*/0- 52*)/ 52*2/ 2*23 5)*2. 5"*/2 "*33-- 5.*10 5/*21--
)3/ "*/,-- ,*/.-- +*/,-- "*2.-- 2*.)-- .*,/-- 3*3"- )*2/-- "1*/0-- "*2"
鲁原 +) 2*./ 3*13 )*.) 52*/,-- 2*)1-- "*)3 5.*"1-- "*"1-- "+*/"-- 5/*.)--

表 " 各自交系 !$ 个性状的 %&’ 相对效应值

./ 玉 米 科 学 ") 卷



!"# 特殊配合力分析

从表 ! 看出! 特殊配合力达正极显著的组合有

"# 个!其中!有 $ 个组合用到自选系!占 %#&’("有 )
个组合用到当地骨干系!占 *+&+("外生态区域自交

系用到 ! 个!占 ’"&#(# 表明在黄淮海区域组配合适

对路的玉米品种!必须充分利用当地骨干自交系#同

时!要结合当地生态和气候因素!利用各方面优异资

源!选择适宜当地的优良自交系!将二者组配起来!
可能出现优良的杂交组合# 特殊配合力表现负极显

著的组合有 ’" 个,表 !-!其中!应用外生态类型区自

交系的组合有 $ 个!占 #’&$("用当地骨干系的组合

有 $ 个!占 #’&$(# 表明外生态类型玉米自交系与黄

淮海区域玉米自交系直接组配杂交种成功的几率比

.%/# ."#" .##’ .%$ .*) 吉 /*! ### 0/%+*1’ 丹 *$/ #""’ 郑 */ 昌 )1’ 齐 !"$ ’#% 鲁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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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1%&$" "$&$’221"+&$"2 1"/&%)22 1’!&%"22 "+&$)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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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 "+&*’ 1)"&*! "’&’’2 "%&’$2 1’’&""22 %&!" 1’+&%$22 1/&)% 1""&)/2 1)&)#
0/%+*1’ $&!) ’/&!’ "+&$/ 1’&!$ 1’"&*% !+&)+ !"&’* ’)&)"22 1’#&!)22 1!$&""22 "%&!*2 $&$’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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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角线上下分别为单株产量 304 相对效应值和配合力总效应值 504# 2 为 *(显著水平!22 为 "(显著水平#

父 本 自 交 系 名 称
母本

表 # 参试组合单株产量 $%& 相对效应值和配合力总效应值 ’%&

较小!也说明异地育种难度很大# 另一方面表明!并

不是所有的玉米自交系都与黄淮海区域骨干系有较

高的配合力!要组配优良的杂交组合!必须查明两亲

本来源及其农艺性状!择优组配#
!"( 配合力总效应分析

表 ! 说明两亲本自交系 604 高的组合!其 304
不一定高! 两亲本自交系 604 与组合 304 无特殊

关联! 玉米杂交组合的优劣是加性效应和非加性效

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证明衡量一个组合优劣的指标

应 是 配 合 力 总 效 应 ! 如 组 合 .%/#7.*)%.%/#7齐

!"$%郑 */7昌 )1’!其 504 效应值在 "+* 个组合中

分别列第 "%第 ’ 和第 ! 位,表 #-#

自交系 生育期 株 高 穗位高 穗 长 秃 尖 穗 粗 穗行数 行粒数 千粒重 单株产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 +&%/ %%&*/ ’)&*/ +&%$ +&// +&+") +&+$ "&+* ""!&*$ "+$&*’
丹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郑 */ +&%$ !#&+" "#&!* +&#) +&"$ +&+’’ +&*) +&*! """&!$ ’%*&%’
昌 )1’ +&’* #!&’* "+&+% +&#" +&+* +&+") +&"% +&#/ "*’&%" $/&)!
齐 !"$ +&/) ’%&/) ’’&*) +&#$ +&%+ +&+!+ +&%$ %&$’ !+!&/* "/*&$"
’#% +&!$ "+/&*’ ’$&*) +&$) "&+# +&+!* +&$* "+&$! #+*&%$ *%’&+%
鲁原 $’ "&+* )!&’* "!&’* +&/* +&$* +&+*" +&)) /&%* ’%#&!! ’""&++

表 ( 各自交系 )* 个性状的 $%& 方差

!+, 特殊配合力方差分析

特殊配合力的高低决定于亲本自交系基因型的

非加性效应!即显性和上位基因型效应!是杂交组合

与其双亲平均基础上的预期结果的偏差! 受环境条

# 期 !)周小辉等$不同生态类型区玉米自交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



!上接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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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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遗传参数的分析263 4 玉米科学!&11&!%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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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