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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玉米自交系的应用潜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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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 / 个玉米改良自交系所配部分杂交组合的表现"对抽丝期$生育日数$株高$穗位高$穗长$穗

粗$穗行数$百粒重$平均单株产量$与对照品种的产量百分数,012*共 !" 个性状进行了配合潜力效应值分析"并总

结出这 / 个改良自交系的应用潜力% 改良后表现优异的自交系为 03&.++ 和 03&#!("而 03!&(( 经过改良后表现有

高产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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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育种重在组配"难在选系"中心是自交系的

配合力问题% 玉米育种的关键和基础性工作是自交

系的选育和改良%在选育新的自交系的同时"还要对

原有的自交系进行改良" 选出符合育种者要求的优

系%要选育出在生产上具有优势强$能够显著增产的

玉米杂交种"主要取决于亲本自交系的配合力"它是

杂交种选育中亲本选择的主要依据%因此"做好自交

系的配合力测定" 并对其应用潜力及应用方向做出

评估"能使育种工作事半功倍%
配合力作为自交系的一种内在属性" 是决定该

自交系所配杂交种表现的一种潜在能力" 受多种基

因效应支配可以稳定遗传% 配合力不是通过自交系

自身的性状表现出来的" 而是通过在一组专门设计

的试验中由自交系组配的杂交种的产量或其他性状

的表现估算出来的% 进行专门的配合力测定试验需

收稿日期! (""+$!($(+
基金项目! 本研究由黑龙江省科技计划重点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崔 振 海"男"黑 龙 江 农 业 工 程 职 业 学 院 教 师"高 级 农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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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较多的人力和财力" 普通育种单位不可能经常进

行% 育种单位在多年的育种实践中都对许多自交系

组配"鉴定过数目不等的杂交组合"某个自交系所配

组合的平均值与多个自交系所配全部组合的群体总

平均值之差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该自交系的配合

能力" 本文称之为配合潜力以区别于专门试验测定

的配合力%在育种实践中"配合潜力的作用可等同于

一般配合力% 本文分析东北农业大学的部分玉米自

交系的配合潜力" 为育种工作中直接或间接的利用

这些自交系提供依据%

! 材料与方法

选用东北农业大学农学院玉米研究室在 ." 年

代末组配的东农 ( 号群体里选育的 / 个改良自交系

03!!("$03!&!($03!&(($03&.++$03&#!($03&#(!
和 03&.!!"于 !%%# ^ (""! 年共组配成了 +)% 个杂

交组合" 并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东北农业大

学农学实验站试验田中进行田间鉴定试验% 每年的

田间试验均采用间比法或随机区组设计"( ^ + 次重

复"双行区"行长 & O"行距 "-/" O"株距 "-+" O"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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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 株!成熟后每行收 #" 株"对其杂交后代的抽丝

期#生育日数#株高#穗位高#穗长#穗粗#穗行数#百

粒重# 平均单株产量# 与对照品种的产量百分数

$%&’()" 个性状进行测定" 并采用某自交系所配组

合平均值减去全部组合总平均值的方法计算该自交

系各性状的配合潜力效应值!

! 结果与分析

自交系 %*))!+ %*),)! %*),!! %*,-.. %*,/)! %*,/!) %*,-)) 总平均

组合数 !, 0+ .- -0 1! 1. ), 2
抽丝期$月$日( 1$!1 1$!- 1$!0 1$!! 1$!. 1$!0 1$!- 1$!/
生育日数$3( )!+ )!+ ))- ))/ )), ))1 )!) ))-
株高$45( !.) !!0 !00 !/+ !/6 !0/ !!- !0+
穗位高745( 16 -0 -/ -) 61 -/ 11 -0
穗长$45( )181 ),8. )68. !"80 !)80 !)8" !"8, )68/
穗粗$45( 08/ 080 08, 08/ 08. 080 08! 080
穗行数$行( )/8! ),8! )/80 )/81 )08. )081 )/8- )/8.
百粒重$9( !-8, !/86 .)81 !68, ."8. !-80 !.86 !-8.
平均单株产量$9( )0-8) )0)8/ ),,80 ),18) ),18) ),-8) )0680 )/-8!
%&: -!86 -.8/ -68) -)86 -"80 -!8) -)8/ -.8/

表 ! 自交系杂交子一代性状平均值

自交系 %*))!" %*),)! %*),!! %*,-.. %*,/)! %*,/!) %*,-))

组合数$个( !, 0" .- -0 1! 1. ),
抽丝期 ! . 2) 2. 2! 2) .
生育日数 ! ! " 2. 2! 2) .
株高 26 2), 0 )" )6 / 2)!
穗位高 2/ " ) 2. ). ) 21
穗长 2)8- 2.8! 2"8! "86 )86 )8/ )8)
穗粗 "8) "8" "8! "8) 2"8) "8" 2"8!
穗行数 2"8) "86 "8) "80 2)8" 2"8, "8/
百粒重 "8. 2!80 .80 )8. !8" "8) 2080
平均单株产量 2)"8) 2),81 -8! -86 -86 686 2-8-
%&: 2"8, "8" /8, 2)8, 2.8) 2)80 2!8"

表 " 自交系性状配合潜力效应值

从表 ) 和表 ! 可以看出" 不同自交系不同性状

的平均值和配合潜力效应值的大小依次如下!
抽 丝 期 %%*),)!;%*,-))<%*))!+<%*),!!;

%*,/!)<%*,/)!<%*,-..&生育日数%%*,-))<%*),)!;
%*))!+<%*),!!<%*,/!)<%*,/)!<%*,-..&株 高%
%*,/)!<%*,-..<%*,/!)<%*),!!<%*))!+<%*,-))<
%*),)!& 穗位高%%*,/)!<%*,/!);%*),!!<%*),)!<
%*,-..<%*))!+<%*,-))& 穗长%%*,/)!<%*,/!)<
%*,-))<%*,-..<%*),!!<%*))!+<%*),)!& 穗 粗 %
%*),!!<%*))!+;%*,-..<%*),)!;%*,/!)<%*,/)!<
%*,-))&行粒数%%*),)!<%*,-))<%*,-..<%*),!!
<%*))!+<%*,/!)<%*,/)!&百粒重%%*),!!<%*,/)!<
%*,-..<%*))!+<%*,/!)<%*),)!<%*,-))& 单 株

产量%%*,/!)<%*,-..;%*,/)!<%*),!!<%*,-))<
%*))!+<%*),)!!

. 讨 论

配合潜力的意义接近一般配合力"因此根据上述

分析结果"可以对这 1 个改良自交系做出如下评估!

%*))!+%较易组配出抽丝期晚#生育日数长#较

矮#低穗位#短粗穗#单株产量低的组合!
%*),)!%较易配出抽丝晚#生育日数长#较矮#

中等穗位#短穗#穗行数多"但百粒重和单株产量较

低的组合!育种中可利用穗行数多的特性"但需对其

他性状进行改良!
%*),!!%各性状配合潜力居中"但所配部分组

合的百粒重#单株产量表现好"可对其他性状改良后

加以应用或选择与其优缺点互补的自交系杂交组配

杂交种!
%*,-..%易使所配组合产生的子一代表现抽丝

早#生育日数短的早熟特性"适合黑龙江省北部地区

玉米生产对品种的实际需要! 所配的部分组合表现

出百粒重高#穗行数多#单株产量高#穗较长#粗穗#
植株较高#低穗位"是一个较好的改良自交系!

%*,/)!%组配的组合产生的子一代是 1 个改良

自交系中表现最优的"易组配出百粒重高#穗较长#
穗行数少#穗粗#单株产量高的组合"而且能表现抽

丝早#生育日数短的早熟特性!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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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配出单株产量高的品种"但其他性

状表现一般"应根据生产需要对其进一步改良#
!"#’&&!组配的组合子一代表现产量低$晚熟#

生产上如需要可利用生育日数长$穗行数多的特性#
根据上述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 和

!"#$&% 是两个综合性状配合潜力好的优良杂交亲

本"应加强利用"广泛测配# "!"&#%% 组配的部分

杂交后代具有高产特性" 可对其它性状改良后加以

应用或选择与其优缺点互补的自交系组配杂交种#
利用育种实践中积累的资料进行配合潜力的分

析"可收到与配合力分析相似的效果#配合潜力的分

析方法简单"不需要专门的试验和投入"可在普通育

种单位广泛开展" 以指导自交系的改良和杂交亲本

的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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