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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甜玉米自交系空间诱变效应及
变异系育种潜力研究

李高科，胡建广，郑锦荣，刘建华，文天祥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广州 510640)

摘 要：以 3 个甜玉米自交系 1132、RC1 及 1022 为基础材料，2006 年经卫星搭载返回地面后进行 3 季种植观

察，各发现 1 个突变株，其中，1132 变异株茎节间变短、植株矮化、果穗变粗；RC1 变异株株高和穗长增加、单穗重显

著增加；1022 变异株茎节间距明显增加、株高和穗位变高、果穗变大变粗、雄穗分枝减少。对 3 个变异株连续 6 代自

交和穗选，获 18 个稳定变异系。以 18 个变异系及相应对照为被测系，骨干系 HZ3、265OR1、N16 为测验种，采用不完

全双列杂交，对变异系产量及相关性状、株高及穗位高等进行配合力分析和自身表现评价，结果表明，5 个变异系在

自身性状表现及重要性状配合力上均表现优良，具有较大育种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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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ing Ability of Mutation Lines and Space Mutagenic
Effect of 3 Sweet Corn Inbred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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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esearch, 1132, RC1 and 1022 were carried by satellite for space mutation and then were plant-

ed in the field, one variation plant was found per inbred.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variation plant of inbred 1132 had

smaller stem internodes length, taller plant height, bigger ear diameter than inbred line 1132; variation plant of inbred

RC1 had higher plant height, longer ear length and heavier weight per ear than inbred line RC1；variation plant of in-

bred 1022 had bigger stem internodes length, higher plant and ear height, bigger ear and ear diameter than inbred line

1022, but less tassel branches than inbred line 1022. Eighteen pure variation lines were obtained through six genera-

tions selfing and ear selection. According to NCII design, eighteen variation lines and 3 inbred lines CK were selected

as tested lines, sweet corn elite inbred lines HZ3, 265OR1, N16 were selected as testers, 63 combinations were ob-

tained. Research on variation lines traits and combination ability performance.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five mutation

lines had good performance and can be widely used in sweet corn breeding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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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占全国 50%，创造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1]。我国不是甜玉米起源地，种质基础狭窄、创新手

段单一，严重制约了甜玉米品种的选育进程，开展甜

玉米种质创新、丰富甜玉米种质具有重要意义[2]。

航天诱变具有诱变频率高、变异丰富、稳定快等

特点，是促进基因重组、创造新类型的有效手段，已

成为培育高产、优质、早熟和抗病农作物新品种的途

径之一[3～5]。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普通玉米、糯

玉米杂交种及少量自交系，研究内容涉及诱变机理、

诱变效应及配合力等方面[6～20]。针对甜玉米自交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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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诱变研究鲜见报道。大量研究证实，不同玉米材

料其诱变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甜玉米是普通玉米的

变异类型，经长期选择，植株形态、生理、生化特征和

抗逆性等均已发生明显变化，其对诱变因素的敏感

度可能有所不同。本研究在分析 3 个甜玉米自交系

航天诱变效应基础上，对其变异系进行重要性状配

合力分析，为合理、有效利用变异系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2006 年 9 月，利用实践 8 号卫星对 3 个甜玉米

自交系进行空间诱变，其中自交系 1132 为杂交种粤

甜 3 号的母本，RC1 为杂交种粤甜 13 的母本，1022

为杂交种粤甜 3 号的父本。返回地面后对其连续进

行 3 季地面种植鉴定，各获得 1 个变异株，经连续 6

代的自交纯合和鉴定筛选，共获变异系 18 个，其中

自交系 1132(CK1)2 个，编号 701、702；自交系 RC1

(CK2) 11 个，编号 703～713；自交系 1022(CK3)5 个，

编号 714～718。以自育甜玉米自交系 HZ3、265OR1、

TZ为父本、3 个甜玉米自交系及其相应变异系为母

本，配制 63 个正交组合，以粤甜 16 为组合鉴定对照。

1.2 试验方法及数据处理

2011 年春，按 NCII 设计组配 63 个正交组合；

2011 年秋采用随机区组设计，3 次重复，每个组合种

植 2 畦，每个变异系及自交系对照种植 1 畦，双行定

植。组合每次重复种植面积 13.34 m2，测产面积

6.67 m2；变异系每次重复种植面积 6.67 m2，测产面

积 6.67 m2，组合种植密度 51 000 株 /hm2，变异系种

植密度 67 500 株 /hm2。

试验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白云试验基地进行，

春季 3 月 12 日播种，秋季 8 月 15 日播种，组合授粉

后 20～22 d 收获，自交系收获干子粒。田间管理同

大田生产。

自交系及组合均为每小区连续取 8 株代表性单

株进行主要农艺性状调查和分析，田间及室内性状

考察按国家甜玉米区域试验性状考察标准进行，以

小区均数为单位，采用 Excel 及 DPS3.01 数据处理

系统进行方差及配合力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变异系性状表现

1132 变异系表现：由表 1 可知，与对照相比，2

个变异系在单穗重、单穗净重、穗长、穗粗、穗行数、

出籽率、粒深共 7 个性状上均比对照提高，但雄穗分

枝多于对照，秃尖长、行粒数、百粒重与对照无明显

差异。

RC1 变异系表现：单穗重比对照增加 14.9%～

50.0%，单穗粒重增加 23.7%～67.1%，且与对照差异

均达 1%显著；在穗长上，仅 707 和 713 比对照增

加，且与对照差异达 1%显著；在秃尖长上，除 707

与 713 比对照秃尖长外，其余 9 个变异系均无尖或

与对照相当；在穗粗上，除 706 外的其余 10 个变异

系均显著粗于对照或与对照相当；穗行数上，706、

707、708、710 为 14 行，其余为 12 行；行粒数上，仅

705、706 及 713 少于对照，其余均比对照少量增加

或与对照相同；百粒重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增幅

10.6%～37.7%，与对照差异达 1%显著；出籽率不同

程度提高，增幅 1.2%～17%，与对照差异达 1%显

著；粒深上，除 706、710、711 之外的其余 8 个变异系

与对照相当；株高上，仅 707 比对照矮，其余 9 个均

高于对照，且差异达 1%显著；在穗位高上，703～

706 均高于对照，其余 7 个则比对照矮，且与对照差

异达 1%显著；在雄穗分枝上，706、707、711、713 比

对照增加，其余 7 个则比对照减少，与对照差异均达

1%显著。

1022 变异系表现：单穗重及单穗粒重均比对照

增加，增幅分别为 14.2%～34.5%和 24.7%～41.8%，

且与对照差异达 1%显著；果穗比对照增长，增幅

9.1%～36.4%，与对照差异达 1%显著；除 718 外，其

余 4 个均比对照粗，增幅 1.4%～9.6%，其中 716 和

717 与对照差异达 1%显著；行粒数比对照增加，增

幅 43.8%～107.1%，与对照差异达 1%显著；百粒重

均低于对照，降幅 1.7%～8.8%，与对照差异达 1%显

著；出籽率均比对照提高，增幅 4.3%～15.8%，与对

照差异达 1%显著；子粒比对照深，增幅 11.1%～

34.9%，与对照差异达 1%显著；植株变高，增度

17.4%～58.0%，与对照间差异达 1%显著；穗位变高

且变幅较大，增幅 2.9%～107.4%，与对照差异达 1%

显著；雄穗分枝增加且变幅较大，增幅 16.5% ～

116.5%，与对照差异达 1%显著。

2.2 方差分析

对组合的 10 个性状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所有性状 F检验差异均达极显著，表明各性状在组

合间存在真实差异，可进行配合力方差分析。

将组合方差分解为 P1 组(被测系)和 P2 组(测验

系) 亲本一般配合力方差及 P1×P2 特殊配合力方

差。F 检验发现，18 个被测系一般配合力在除秃尖

长外的其余 9 个性状上均存在显著或极显著差异，

所有性状特殊配合力均存在极显著差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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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 46.9** 37.8** 11.5** 0.0 4.2** 18** 25 8.9 80.5** 0.9** 103** 32.2** 5.00**

702 47.8** 38.7** 11.5** 0.5 4.1** 16** 27 9.0 81.0** 0.9** 130** 45.7 9.00**

703 34.9** 26.4** 10.5* 0.0 3.5** 12 20 9.5** 75.7** 0.7* 127** 41.0** 5.00**

704 26.7** 20.0** 10.5* 0.5 3.3 12 20 8.5** 74.7** 0.6 121** 37.2** 4.60**

705 28.3** 21.6** 10.0** 0.0 3.3 12 19** 10.3** 76.1** 0.6 116** 32.7** 6.70**

706 27.8** 19.6** 10.0** 0.0 2.9** 14 18** 9.7** 70.5** 0.5** 119** 33.3** 9.00**

707 34.5** 25.6** 14.5** 2.0 3.3 14 24** 8.9** 74.3** 0.7* 107** 21.0** 10.30**

708 30.2** 22.6** 10.7 0.0 3.4** 14 22** 9.8** 74.7** 0.7* 125** 26.7** 6.00**

709 29.3** 22.6** 10.8 0.5 3.3 12 21** 10.6** 77.2** 0.7* 145** 26.3** 6.70**

710 28.5** 21.7** 10.7 0.5 3.4** 14 23** 8.8** 75.9** 0.6* 119** 24.0** 4.30**

711 28.3** 20.7** 10.5* 0.0 3.1 12 21** 8.92** 73.2** 0.5** 120** 25.0** 9.30**

712 28.3** 22.6** 10.5* 0.0 3.2 12 22** 9.9** 79.6** 0.7* 112 30.0** 6.20**

713 28.4** 19.6** 11.0* 1.0 3.4** 12 16** 9.9** 68.8** 0.6 140** 26.0** 10.20**

714 52.4** 40.7** 12.5** 0.5 3.8 14 24** 12.9** 77.7** 0.8** 153** 32.6** 2.60**

715 54.3** 41.3** 13.0** 1.0 3.8 14 27** 12.1** 76.1** 0.7** 168** 48.0** 4.00**

716 49.2** 40.8** 12.0** 1.0 3.9** 16 25** 12.8** 83.0** 0.9** 135** 38.3** 4.30**

717 51.5** 38.5** 12.5** 0.0 4.0** 16 23** 12.5** 74.7** 0.7** 182** 65.7** 2.33**

718 57.9** 43.8** 15.0** 0.0 3.7 14 29** 13.0** 75.5** 0.7** 152** 45.7** 2.33**

注：** 表示差异达 1%显著水平；* 表示差异达 5%显著水平。下表同。

Note: **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1% level; *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5% level.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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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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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尖长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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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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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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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 深

(cm)

Kernel

depth

株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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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穗分枝

Ta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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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 个甜玉米自交系的变异系性状表现

Table 1 Mutation lines traits performance of 3 sweet corn inbred lines

组 合

Combination
16.8** 23.0** 62.1** 24.3** 21.0** 8.8** 18.7** 27.8** 33.2** 22.8**

P1(被测系) 3.0** 1.8** 5.6** 1.1 1.8* 3.2** 3.2** 5.0** 3.3** 3.4**

P2(测验系) 2.3 2.6* 3.3* 1.1 1.9 0.1 0.2 0.7 1.3 3.5*

P1×P2 9.9** 17.4** 24.4** 23.4** 16.1** 5.2** 11.1** 12.1** 19.1** 12.4**

变异来源

Variation

source

单苞鲜重(g)

Fresh weight

per ear

单穗净重(g)

Net weight

per ear

穗 长

(cm)

Ear length

秃尖长(cm)

Top fill

length

穗 粗

(cm)

Ear diameter

穗行数

(行)

Rows

行粒 数(粒)

Kernels

per row

株 高

(cm)

Plant height

穗位高

(cm)

Ear height

小区产量

(kg/6.67 m2)

Yield

表 2 10 个性状方差分析

Table 2 Variation analysis of 10 traits

2.3 变异系一般配合力(GCA)分析

采用不完全双列杂交法估算性状一般配合力相

对效应值(表 3)。

由表 3 可知，1132 的 2 个变异系的小区产量、

单苞鲜重、单穗净重、穗长、行粒数、株高、穗位高

GCA 均为负值；穗粗 GCA 均为正值；702 穗行数

GCA 为正值，而 701 则为显著负值；变异系除行粒

数 GCA 高于对照外，小区产量、单苞鲜重、单穗净

重、穗长、穗粗、株高、穗位高 GCA 均低于对照。

RC1 的 11 个变异系中，除 709 外，其余 10 个变

异系小区产量 GCA 值均高于对照，713、712 和 710

表现最突出，为显著正值；除 706～709 外的其余 7

个变异系单穗鲜重 GCA 值均高于对照，差异达 1%

显著，其中 713、712 和 710 表现最突出；在单穗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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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A 上，除 707～709 外的其余 8 个变异系均显著

高于对照，其中 713、711、710 表现最突出；所有变异

系穗长 GCA 值均显著高于对照，其中 713、711 和

710 表现最突出，易组配长穗组合；所有变异系穗粗

GCA 表现均不如对照；穗行数 GCA 方面，除 712

外，其余 10 个均为正值，但仅 711 显著高于对照；株

高和穗位高 GCA 均为 705～709 表现为显著负值，

其余 6 个变异系均为显著正值，因此，这 5 个变异系

可显著降低植株和穗位高。713、712 和 710 在主要

性状 GCA 上均表现突出，可替代原始系在育种中加

以重点利用。

1022 的 5 个变异系小区产量、单苞鲜重、单穗

净重、穗长、行粒数 GCA 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穗粗、

穗行数及穗位高 GCA 表现为双向变异，718 和 717

表现最突出；715 和 716 虽在产量性状 GCA 上不如

718 和 717，但其易组配出结实性好的组合，同时株

高和穗位高 GCA 值显著低于 718 和 717，因此，在

育种中也具有较大应用价值。

701 -5.2** -3.3** -8.4** 0.1** -3.0** -1.5** -3.5** -0.1** -5.4**

702 -5.4** -4.2** -10.7** 0.5** 0.1** -3.0** -4.6** -2.7** -6.4**

703 -2.1** -0.1** -5.0** 3.1** 0.5** -4.6** 8.3** 17.2** 0.1**

704 1.5** 2.4** -4.8** 1.2** 4.0** 0.4** 6.8** 20.5** -1.0**

705 1.5** 2.9** -0.2** 3.1** 4.0** -2.4** -4.3** 0.2** 0.4**

706 -6.4** -3.4** 0.6** -1.0** 7.9 6.2** -10.6** -3.7** -3.5**

707 -11.4** -10.9** -6.8** -2.8** 1.4** -7.2** -11.9** -16.7** -8.5**

708 -13.6** -8.8** 2.7** -5.8** 4.0** 1.3** -9.9** -20.6** -9.0**

709 -19.0** -20.0** -2.0** -9.8** 0.5** -4.2** -13.6** -23.0** -14.1**

710 3.3** 5.4** 8.8** -0.3** 0.9** 2.0** 5.6** 6.5** 7.8**

711 -1.3** 5.5** 9.4** 2.6** 8.8** 3.6** 9.5** 16.0** -1.7**

712 8.7** 2.1** 0.3** -0.6** -9.5** 0.6** 8.9** 14.0** 9.0**

713 12.2** 11.2** 10.4** 1.6** 2.7** 12.2** 2.0** 0.5** 13.6**

714 2.7** -4.6** -3.2** -3.9** -7.7** -1.8** 3.9** -9.1** -0.8**

715 6.3** 4.3** 5.6** -0.6** -3.8** 2.6** -2.3** -16.9** 5.8**

716 5.8** 5.7** 5.7** -1.1** -12.5** 7.1** 0.5** -13.7** 4.4**

717 19.0** 18.9** 13.3** 6.4** -0.4** 3.8** 15.6** 14.0** 17.1**

718 17.4** 15.2** 16.8** 2.3** -0.4** 7.6** 12.9** 11.1** 18.9**

自交系

Inbred line

单苞鲜重(g)

Fresh weight

per ear

单穗净重(g)

Net weight

per ear

穗 长

(cm)

Ear length

穗 粗

(cm)

Ear diameter

穗行数

(行)

Rows

行粒数(粒)

Kernels

per row

株 高

(cm)

Plant height

穗位高

(cm)

Ear height

小区产量

(kg/6.67 m2)

Yield

表 3 变异系及对照重要性状 GCA 表现

Table 3 Primary traits GCA performance of mutation lines and CK

2.4 组合产量表现及重要性状特殊配合力(S CA)

分析

2.4.1 组合产量表现

1132 变异系所配组合产量表现：2 个变异系与

3 个测验种所配组合均比对照与测验种所配组合增

产，增幅 2.1% ～10.1% ；702×TZ 比粤甜 16 增产

2.0%，其余 5 个组合均减产，幅度 4.7%～26.3%。

RC1 变异系所配组合产量表现：11 个变异系与

HZ3 所配组合均比 RC1×HZ3 减产，幅度 0.8%～

14.7%；同时也比粤甜 16 减产，幅度 18.0%～29.4%。

与 265OR1 所配组合中，除 712×265OR1 外的

其余 10 个组合均比 RC1×265OR1 增产，幅度

0.8%～10.8%，其中 713×265OR1 增产达 10.8%；但

均比粤甜 16 减产，幅度 18.7%～26.0%。

与 TZ所配组合中，除 711×TZ和 713×TZ分

别比 RC1×TZ增产 6.0%和 3.7%外，其余组合均减

产，幅度 4.6%～19.8%；也比粤甜 16 减产，幅度

1.5%～25.2%。

1022 变异系所配组合产量表现：与 HZ3 所配组

合中，除 716×HZ3 外的其余组合均比 1022×HZ3

增产，幅度 0.2%～8.1%；但均比粤甜 16 减产，幅度

9.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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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与 265OR1 所配组合均比 1022×265OR

减产，幅度 3.3%～26.2%；同时也比粤甜 16 减产，幅

度 6.0%～28.3%。

与 TZ所配组合中，除 716×TZ外的其余组合

均比 1022×TZ增产，增幅 5.2%～25.3%；718×TZ、

717×TZ、715×TZ 分别比粤甜 16 增产 7.1%、6.1%

和 5.8%。

2.4.2 组合重要性状 SCA 表现

在鲜穗产量上，1132 变异系所配组合中，具有

正向和负向 SCA 的组合各 4 个和 2 个，702×HZ3

具有正向最大 SCA，702×TZ具有最大负向 SCA，变

幅 -9.7～7.5；RC1 变异系所配组合中，19 个组合

SCA 为正，14 个为负，705×TZ 正向最大，705×

265OR1 负向最大，变幅 -15.1～15.2；1022 变异系

所配组合中，7 个组合 SCA 为正，8 个为负，716×

265OR1 正 向 最 大，718 ×HZ3 负 向最 大 ， 变 幅

-14.5～11.1。

在秃尖长上，1132 变异系所配组合中，具有正

向和负向 SCA 值的组合各 2 个和 4 个，其中 701×

HZ3 正向最大，701×265OR1 则负向最大，变幅

-55.3～65.8；RC1 变异系所配组合中，13 个组合

SCA 为正，20 个为负，712×TZ 正向最大，706×TZ

负向最大，变幅 -180.8～185.5；1022 变异系所配组

合中，7 个 SCA 为正，8 个为负，717×265OR1 正向

最大，717×HZ3 负向最大，变幅 -168.3～201.9。

在株高上，1132 变异系所配组合中，具有正向

和负向 SCA 值的组合各 3 个，其中 702×HZ3 正向

最大，702×TZ负向最大，变幅 -4.2～2.2；RC1 变异

系所配组合中，19 个组合 SCA 为正，14 个为负，

712×HZ3 正向最大，712×265OR1 负向最大，变幅

-10.3～11.9；1022 变异系所配组合中，7 个组合

SCA 为正，8 个为负，717×TZ正向最大，718×HZ3

负向最大，变幅 -9.5～9.8。

701×HZ3 0.8** 65.8** 2.0** 9.6** 7.9 -26.3

702×HZ3 7.6** 52.5** 2.2** 9.8** 10.1 -24.8

703×HZ3 -5.7* -64.6** -6.1 10.0** -7.5 -23.5

704×HZ3 -14.0 102.6** -8.6** 9.2** -14.7 -29.4

705×HZ3 -0.1 -138.2** 7.0** 10.1** -6.9 -23.0

706×HZ3 8.0 45.8** -0.3** 9.8** -9.7 -25.3

707×HZ3 2.6 9.0** 6.1** 9.9** -8.1 -24.0

708×HZ3 8.3 -7.8** -0.8** 10.4** -3.8 -20.5

709×HZ3 9.0 34.1** 6.3** 10.5** -2.5 -19.4

710×HZ3 -6.2* -29.5** -9.2** 10.6** -2.2 -19.1

711×HZ3 -8.1* -100.7** -9.8** 10.7 -0.8 -18.0

712×HZ3 7.3 -59.6** 11.9** 9.3** -14.3 -29.1

713×HZ3 5.0 32.4** 1.8** 9.8** -9.2 -24.9

714×HZ3 10.1** 25.7** 4.8** 11.0 0.2 -16.0

715×HZ3 3.1** 85.9** 2.8** 11.8** 8.1 -9.4

716×HZ3 -10.5** 2.3** -1.5** 8.8** -19.5 -32.6

717×HZ3 3.1** -168.3** -6.3** 11.7** 7.2 -10.2

718×HZ3 -14.5** 17.3** -9.5** 11.7** 7.3 -10.1

701×265OR1 -1.8** -10.5** -1.6** 10.9** 4.2 -16.4

702×265OR1 2.1** -13.9** 2.0** 10.8** 3.3 -17.1

组 合

Combination

鲜穗产量

(kg)

Fresh ear yield

秃尖长

(cm)

Top fill length

株 高

(cm)

Plant height

小区产量

(kg/6.67m2)

Yield

比原始系对应组合(±%)

Compared with

corresponding CK

比粤甜 16(±%)

Compared with

Yuetian16

表 4 组合重要性状 SCA 及产量表现

Table 4 Primary traits SCA and yield performance of comb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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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265OR1 -1.9** 79.8** 0.7** 9.7 1.5 -25.6

704×265OR1 6.2** -54.0 7.3** 9.8** 2.2 -25.0

705×265OR1 -15.1** -129.3** -6.6** 9.8** 2.2 -25.0

706×265OR1 0.3** 135.0** 0.1** 10.3** 7.0 -21.5

707×265OR1 -4.2** -7.2 -1.9** 10.4** 8.2 -20.6

708×265OR1 -5.0** -79.1** 2.7** 9.7 0.9 -26.0

709×265OR1 3.2** -22.2 3.2** 9.7 0.9 -26.0

710×265OR1 2.2** 130.0** 1.20.0** 9.9** 3.1 -24.4

711×265OR1 4.6** -8.7 3.9** 10.0** 4.3 -23.5

712×265OR1 0.2** -125.9** -10.3** 8.1** -15.1 -37.7

713×265OR1 6.1** 66.4** -3.1** 10.6** 10.8 -18.7

714×265OR1 -0.6** -0.5** -1.4** 12.3** -3.5 -6.1

715×265OR1 -1.8** -10.5** -2.7** 12.3** -3.3 -6.0

716×265OR1 11.1** -23.9** 0.9** 9.4** -26.2 -28.3

717×265OR1 -11.9** 201.9** -3.5** 11.5** -9.5 -12.0

718×265OR1 5.8** 31.3** 9.2** 11.2** -11.8 -14.3

701×TZ 1.0** -55.3** -0.4** 12.5** 2.1 -4.7

702×TZ -9.7** -38.6** -4.2** 13.3** 9.2 2.0

703×TZ 7.7** -15.2** 5.4** 11.3** -7.4 -13.7

704×TZ 7.8** -48.6** 1.3** 11.4** -6.1 -12.4

705×TZ 15.2** 267.5** -0.4** 11.0** -9.5 -15.6

706×TZ -8.3** -180.8** 0.3** 9.9** -18.9 -24.4

707×TZ 1.6** -1.8** -4.2** 11.4** -6.5 -12.8

708×TZ -3.4** 86.9** -1.9** 11.6** -4.6 -11.1

709×TZ -12.2** -11.8** -9.5** 11.5** -5.7 -12.0

710×TZ 4.0** -100.5** 8.0** 9.8** -19.8 -25.2

711×TZ 3.5** 109.4** 5.9** 12.9** 5.6 -1.5

712×TZ -7.5** 185.5** -1.6** 11.4** -6.3 -12.6

713×TZ -11.1** -98.8** 1.3** 12.6** 3.7 -3.3

714×TZ -9.5** -25.2** -3.4** 11.7** 5.2 -10.1

715×TZ -1.3** -75.4** -0.2** 13.8** 23.8 5.8

716×TZ -0.6** 21.6** 0.6** 10.9** -2.2 -16.4

717×TZ 8.8** -33.6** 9.8** 13.9** 24.2 6.1

718×TZ 8.6** -48.6** 0.2** 14.0** 25.3 7.1

注：粤甜 16 小区产量为 13.04 kg/6.67 m2。

Note: The weight per 6.67 m2 of Yuetian16 was 13.04 kg/6.67 m2.

组 合

Combination

鲜穗产量

(kg)

Fresh ear yield

秃尖长

(cm)

Top fill length

株 高

(cm)

Plant height

小区产量

(kg/6.67m2)

Yield

比原始系对应组合(±%)

Compared with

corresponding CK

比粤甜 16(±%)

Compared with

Yuetian16

续表 4 Continued 4

3 结论与讨论

3.1 不同自交系变异方向

本研究结果综合来看，3 个甜玉米自交系经航

天诱变和定向选育，在单穗重、单穗粒重及出籽率性

状上均优于原始材料，在其余性状上则存在基因型

差异。李玉玲等、刘梅等均发现，经航天诱变的普通

玉米均表现为株高、穗位高降低，雄穗分枝减少[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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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本研究中，1022 诱变处理后，株高和穗位高均

显著增加，另 2 个材料则存在双向变异，这与乔晓

等、曾孟潜等的研究结果一致[22，23]。在雄穗分枝数上，

本研究发现 1022 及 1132 均显著增加，RC1 则表现

为双向变异。本研究在主要果穗性状上均发现了明

显变异，这与陈永欣等的研究结果一致[24]，而与乔晓

等的结果相反。因此，航天诱变能使甜玉米产生可遗

传的变异，是甜玉米种质创新的重要手段，但突变方

向和变异大小因材料而异。

3.2 变异系配合力差异

大量研究证实，航天诱变可改变玉米自交系配

合力，这在本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本研究中，1132

的 2 个变异系在主要产量性状 GCA 上均不如原始

系，但在株高和穗位高上则相反。而对于 RC1 和

1022 变异系，均表现为除穗粗和穗行数之外的其余

重要产量相关性状 GCA 表现好于相应对照，而株高

和穗位高 GCA 则不如对照，这邱正高等的研究结果

相近[25]，即不同材料诱变系其 GCA 存在差异。

3.3 变异系的性状固定

经多代自交纯合和定向选育，1132 和 1022 的 7

个变异系均已纯合，但 RC1 的 11 个变异系中均存

在果柄长度分离，而其余性状均已稳定，其机理有待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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