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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 个来源不同的玉米自交系组成的杂交组合为材料"对旅大红骨群自交系的杂种优势进行了初步

研究# 结果表明!旅大红骨群与 -./0$12$13 群之间的杂种优势均随性状不同而有所差异"杂交组合不同后代的杂种

优势表现也不同%在种质改良过程中 124旅模式后代的杂种优势较强"从抗旱性角度来看"-./04旅模式具有显著优

势%旅大红骨群自交系作为父本对后代在多个性状上的影响大于母本自交系"在利用不同性状对后代进行改良时应

注重旅群与其他群不同组合模式的应用#

关键词! 玉米%杂种优势%种质%杂交模式

中图分类号! 5#!*6"(7 文献标识码! 8

!"#$%&’ () *&"&+(’%’ (, -#$./()00# 1+(#23’ 4)5+&6’ %) 78%9&
9:8;< =2>? 5@ :A>B$CD2? EF GD>? H:I; 9C/$3/>

+!"# $%&’()*(+, -. /0-% 12"&0(+)23& )24 50&&4(267 8"-**&6& -. 960-2-:,7;"&2,)26
960(3<*+<0)* =2(>&0?(+,7 ;"&2,@26 !!"!&!? HC/>2)

:5’"+8;"J E/K. />3L.0M AN O2/P. NLAO 0/NN.L.>Q MADLR.M 2>0 QC./L CS3L/0M T.L. DM.0 /> QC. .UV.L/O.>Q6WCLADBC
VL.X/O/>2LS MQD0/.M A> QC. C.Q.LAM/M AN YD02CA>BBD BLADV? QC. L.MDXQM T.L. 2M NAXXATMJ !6 WC. C.Q.LAM/M 3.QT..> YDZ
02CA>BBD BLADV 2>0 -./0 BLADV? 12? 2>0 13 BLADV T.L. 0/NN.L.>Q QA MAO. .UQ.>Q? TC/RC RC2>B.0 T/QC 0/NN.L.>Q RC2LZ
2RQ.L/MQ/RM[ 2M N2QC.L X/>.M YD02CA>BBD BLADV />NXD.>R.0 /QM 0.MR.>02>QM OAL. QC2> OAQC.L X/>.M[ (6WC. 2VVX/R2Q/A> AN
0/NN.L.>Q CS3L/0/MO OA0.XM 3.QT..> YD02CA>BBD BLADV 2>0 AQC.L BLADVM MCADX0 3. V2/0 ODRC 2QQ.>Q/A> TC.> L.Z
NALO/>B CS3L/0M QCLADBC DM/>B 0/NN.L.>Q RC2L2RQ.LM6

<&= >(+6’J \2/P.[ :.Q.LAM/M[ <.LOVX2MOM[ :S3L/0/MO OA0.XM

]" 年代以来"育种工作者对我国玉米种质基础

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杂交种亲本种类少$种质遗

传基础狭窄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内外工作

者做了大量工作" 我国目前生产上玉米种质主要集

中在 Y2>R2MQ.L$-./0$塘四平头$旅大红骨群四大系

统中"深入了解旅群自交系杂种优势特点"提高对旅

群自交系的利用率# 本研究选用 # 个分别来自 12$
13$-./0$ 旅大红骨群的自交系及其杂交种为材料"
对其多个性状的平均值$杂种优势进行分析"旨在为

杂种优势利用和杂种优势模式建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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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分别来自我国玉米四大种质系统的 # 个自

交系及由其组合的在辽宁省大面积推广的 7 个杂交

种为材料!沈农 !#% 和 &!] 来自 -./0 群"丹 *7" 来

自旅大红骨群"H]&"#$( 来自 12 群"^]#%% 来自 13
群# 杂交种有沈农 ! 号+沈农 !#%4丹 *7",$新铁 !"
+H]&"#$(4丹 *7",$丹 玉 (7+^]#%%4丹 *7",$辽 单 *#
+&!]4丹 *7",# 本试验均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次重

复"株 距 (^6] RO"行 距 &" RO"拔 节 期 进 行 叶 片 标

记"于抽雄吐丝期测定株高$穗位高及生理性状"收

获后考种测定穗长$穗行数$行粒数$单株产量和百

粒重# 杂种优势+:‘,a+E!$b, c b4!"""并进行了亲本

与杂交种的相关分析#

( 结果与分析

?@A 各类性状平均值及杂种优势分析

!"#"$ 植株性状

由表 ! 可知"在株高性状上"各个杂交组合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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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均值和杂种优势均无显著差异!但从中也可看出!
!"#$%旅模式中&’()%*+,-杂交组合后代的均值和杂

种优势都高于其它组合" 在穗位性状上!!"#.%旅模

式内两个杂交组合后代的均值和杂种优势呈显著差

异!’()%*+, 这个组合表现较强的杂种优势!并且这

个组合后代的穗位高均值和杂种优势分别与 /0%旅

模式和 /1%旅模式呈显著差异和极显著差异" 由此

说明! 不同的杂交模式及相同杂交模式的不同杂交

组合!因植株性状的不同杂种优势表现也不相同!在

利用植株性状改良种质的过程中在侧重选用 2"#.%
旅模式的同时!更应注重选择合适的杂交组合!其它

模式的正确选用同样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
!"#"! 穗部性状

从平均值可以看出!在 * 个杂交模式中!旅群与

其他种质之间的差异并不大# 相同的穗部性状各杂

交模式后代的均值无显著差异" 从杂种优势表现看

出! 不同的性状各杂交组合后代的杂种优势有所差

异!穗长$行粒数这两个性状优势表现无显著差异#
而穗行数优势表现则不同!/3%旅模式的组合后代

表现较强的杂种优势! 在 45和 (5显著水平上与

2"#.%旅模式的两个组合后代表现较强的杂种优势!
分别呈显著和极显著差异# 与 /1%旅模式的组合呈

显著差异" 因此!/0%旅模式的后代具有较大的杂种

优势潜力! 性状的不同对杂交后代杂种优势的发挥

有一定的影响! 而开发利用具有较大优势潜力的杂

交模式对农业生产具有更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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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模式的平均值及杂种优势比较

!"$%& 产量及粒重性状

从单株产量来看! 各杂交组合后代的均值和杂

种优势表现无显著差异#从百粒重来看!/3%旅模式

后代的均值与 2"#$%旅模式和 /@%旅模式的后代均

值呈显著和极显著差异#/3%旅模式的后代百粒重

表现较强的杂种优势! 与其他两模式的后代呈极显

著差异" 由此可见!旅群与 /3 群的杂交模式粒重性

状具有明显优势! 从这个性状考虑改良种质应侧重

/3%旅模式的应用"
!%$%’ 生理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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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模式生理性状平均值和杂种优势比较

2"#.%旅模式的两个组合这 * 个性状差异不显

著! 把两者合并来代表此模式" 在干旱的逆境条件

下!植株的 JG<$/HI 含量都会增加!/F6 活性有所

下降" 由表 : 可知!* 个杂交模式的后代 JG< 含量

和过氧化物酶活性无显著差异# 游离 /HI 含量 2"#.
%旅与 /1%旅后代两者的差异不显著!并且与 /0%旅

的后代差异显著"* 个杂交模式的杂交后代 JG< 含

量的杂种优势差异不显著K游离 /HI 含量 /0%旅后代

表现较强的杂种优势! 与 2"#.%旅和 /1%旅后代存

在显著差异#2"#.%旅后代的过氧化物酶活性表现较

强的杂种优势! 与 /0%旅和 /1%旅后代的差异达显

著水平" 由此看出!在干旱条件下!/0%旅模式的杂

交后代抗逆性弱于 2"#.%旅和 /1%旅的后代! 尤其

2"#.%旅模式的杂交后代清除活性氧的能力较高"从

JG<$/HI$/F8 这 * 个生理指标考虑! 在培育抗性

杂交种时应注重 2"#.%旅模式的利用! 可能会收到

较好的效果"
"#" 各模式杂交后代与亲本的相关分析

!%!%$ 产量性状与亲本的相关分析

2"#.%旅模式的两个杂交组合后代与父$母本相

关系数差异未达显著水平! 把两者合并用均值代表

此模式" 由表 * 可以看出!* 个杂交模式的杂交后代

的株高$穗位高$穗行数与父本$母本均无显著相关

关系!不可以用于预见杂种一代的表现#* 个杂交后

代的穗长均与父本呈极显著正相关! 其中 /1%旅的

后代穗长与母本呈显著正相关#2"#.%旅和 /0%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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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的 行 粒 数 与 父 本 分 别 呈 极 显 著 和 显 著 正 相 关 !
!"#$%旅和 &’%旅后代的穗粗与父本分别呈极显著

和显著正相关" 从单株产量来看#&’%旅的后代与父

本$ 母本分别呈极显著和显著相关!!"#(%旅后代的

百粒重与父本呈极显著负相关% 而 &’%旅后代与父

本$母本分别呈显著和极显著负相关"旅群作为父本

来组配的杂交模式是有很大潜力的% 对杂交后代的

表现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对杂种一代的影响要大于

母本自交系"同时可以看出%由于性状的不同各杂交

模式的杂交后代与父$母本的相关系数有所不同%在

组配杂交组合时应根据不同的育种目标采用不同的

杂交模式"

模 式 关 系 株 高 穗位高 穗 长 穗 行 行粒数 穗 粗 单株产量 百粒重

)"#(%旅 与父本 *+,-. - -+-/. 0 -+12. 344 5-67-8 3 -612- 89: -6100 -:: -62-3 . ;-6/78 -::
与母本 ;-6-00 2 -6,3/ - -6.1. 0 ;-6-1, , -6773 1 ;-6100 -:: -6.-1 0 -6277 8

&<=旅 与父本 -6-03 0 -6333 1 -6/77 3:: ;-63,, 0 -622, 7: -6--- - -638/ 8 -6833 1
与母本 -67-2 0 ;-6-03 3 -60/3 2 -6731 7 ;-6,./ 7 -6--- - -6032 , ;-6-// -

&>=旅 与父本 -6307 1 ;-6-11 - -6/77 3:: ;-6.,8 . -6.7- 8 -6120 /:: -61-7 /: ;-62.. /:
与母本 ;-6723 1 ;-6373 8 -62.2 7: ;-6,72 , -687- 8 ;-6./0 - -613/ 1: ;-6100 -::

表 ! 产量性状与亲本的相关系数"#$

!"!"! 各模式生理性状与亲本的相关分析

由表 8 可知%在干旱条件下%&?=旅模式后代的

@AB 含量与母本呈极显著正相关%其它两个模式的

后代与父$母本相关不显著!但可以看出一个趋势&,
个模式后代的 @AB 含量均与父本呈负相关% 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了旅群自交系抗性选择的方向’)"#(=
旅模式后代的游 离 &CD 含 量 与 母 本 呈 极 显 著 正 相

关%说明此模式的组配母本自交系的影响是主要的"
&>=旅模式的后代过氧化物酶的活性与父本呈极显

著正相关%其它两个模式的后代与父$母本相关不显

著"说明旅群作为父本组配的 , 个模式中%杂交后代

在干旱条件下%从 @AB 和 &CD 含量来考虑%应注重

)"#$ 群和 &? 群自交系的选择! 从清除活性氧的能

力来考虑%应侧重利用 &>=旅模式%且要注重旅群自

交系的选择"

, 结 论

E3F旅大红骨群自交系的各性状杂种优势因杂

交对象的不同存在差异%从植株性状$产量和粒重性

状综合比较%&?=旅模式具有较大的杂种优势潜力%
在改良种质过程中应侧重 &?=旅模式的利用! 从抗

性生理指标来看%)"#$=旅模式的后代优势较强%在

抗性育种过程中侧重利用 )"#$=旅模式效果较好"
E7G旅大红骨群自交系作为父本对杂交后代多

个性状的杂种优势表现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其对

后代的影响大于母本% 且不同的杂交模式影响程度

有所差异!从植株$产量$生理等多个性状相关分析

来看%)"#(%旅模式都具有较强的杂种优势潜力%在

多个指标预测杂种优势的过程中% 应对此模式予以

重视" 同时%由于各性状与父$母本自交系的相关不

同%杂种后代的改良应根据杂交模式的不同而变化%
通过改良父本或母本自交系来实现" 在以旅大红骨

群为父本的 , 个杂交模式中% 注重旅群自交系的改

良会对后代在多个性状的改良上有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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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式 关 系 @AB &CD &QR

)"#(%旅 与父本 ;-67.. 0 -6,37 7 -6,3- /
与母本 ;-6-7/ - -6112 3:: ;-627/ 8

&<%旅 与父本 ;-687- 0 -6,,0 / ;-6.78 3
与母本 -6117 0:: -632- 7 -6.,2 -

&’%旅 与父本 ;-623- 2 -6..2 7 -617, 7:
与母本 ;-627, - -6770 2 ;-6.-0 8

表 % 生理性状与亲本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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