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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若干性状的相关及通径分析

何晓明
’

王 鸣

(园艺承 )

摘 要

对辣椒的 1 3个杂种一代及其16 个亲本的总产量等 16 个性状进行分析
,

结果表明
:

辣椒的总产量与早期

产量及果实胎座宽度呈显著正相关
,

与干物质含量呈显著负相关
,

单果重与胎座宽度及果肉厚度呈显著正

相关
,

与单株果数呈显著负相关
。

株高与播种至花期天数
,

始花节位与播种至花期天数及维生素 C含量 与

果实长度之间也呈显著正相关 , 单株果数对总产量的直接影响最大
,

果实胎座宽度及早期产量也对总产量

有明显的直接影响
,

而其它性状则仅对总产量产生有限的直接影响
。

关被词
:

辣椒 , 表型相关 , 通径分析

利用相关及通径分析的方法
,

研究作物各性状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口标性状的相对重

要性
,

对作物育种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

近年来
,

许多研究者曾 爵茄
、

菜豆等多种作

物中进行过研究〔名一 “ 1 ,

国外也有人利用不同材料对辣椒进行过一些性状间的相关及 通 径 分

析
〔 ` 一 。 ’ ,

但与其它作物相比
,

对于辣椒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见
,

且涉及的性状较少
,

在国内
,

此项研究儿乎 尚为空 白
。

为此
,

本文对鲜食辣椒 (包括甜椒 ) 的 16 个性状之间的表型相关以

及各性状对总产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分析
,

旨在揭示各性状间的相互联系
,

为鲜食辣椒育种

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19 8 5年在西北农业大学蔬菜试验站进行
。

试材为本校园艺系
“
甜 (辣 ) 椒种质资

源研究及育种
”
课题组收集的部分辣椒及甜椒 (已

:

扣
娇。 , 、 。 。 二 川 L

.

) 品种和系统选 育 的

某些优良选系及配制的一代杂种共28 个
。

田间试验采取随机区组设计
,

三次重复
,

小区株数

2。株
,

株行距为 26
·

6 X S。“ m
。

在 16 个统计性状中
,

除总产量
、

早期产量
、

播种至花期天 数
、

病毒病病情指数以小区为单位调查外
,

其余性状均在小区中随机取 3 ~ 5株进行测定
。

相关及通径分析参照马育华
〔 门 的方法进行

,

分析过程采用西北 农业大学计算中心 《 A N
-

A L Y S T程序包 》 中完全回归程序
,

在 F A C O M M
一

3 4 0 5型 电子计算机终端实现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表型相关分析

表 1 所列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

早期产量与总产量呈高度正相关 (r == 。
.

8 2 1 3
. ’

)
,

这 为

一一一不厌万丽丽不匡丽石日收 , 11
.

朴
展在山 西农业 大学园艺系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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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辣椒早熟与丰产的同时实现提供了可能性
。

果实千物质含量与总产量的负相关也达到了

极显著水平 (
r二 一

。
.

5 53 5若 苦
)

,

表明高产类型 的鲜食辣椒果实含有较多 的水分
;
胎座 宽 度

也对总产量有显著影响 ( r = 0
.

4 0 0 0
签
)

,

而单果重与总产量之间 的相关系数未达到 显 著 水

平
,

这与 D e p e s t : e
.

E “
单果重 与总产量显著相关

”
的结果

〔 4 ’ 不一致
,

其原因可能主要 在 于

所用试材不同
。

因为 G 。二 e z 一
G iu l la 。 。 n e t a l

.

〔。 」
曾指出

:

小果类型 中果重与总产量相关显

著
,

而大果类型 的总产量主要受单株果数影响
,

果重与总产量之间的相关往往不显著
。

表 1 甜 (辣 ) 椒若千性状间的表型相关系数

早期产量 播种至花期 始花节位 单林 果数 株 高 单 采 重 果 长

X l 天数 X 2 X 3 X 4 X S X 6 X T

X Z 一 0
.

326 7

X 3 一 0
.

3524 0
.

7 2 7 7廿 .

X 4 0
.

2518 一 0
.

56 86 . 谧 一 0
.

1646

X 5 0
.

04 89 0
.

5300 . 价 0
.

3 28 2 一 0
.

257 1

X 6 一 0
.

0564 0
.

541 8二 0
.

1620 一 0
.

8063 份 .
0

.

1 17 4

X 7 0
.

07 35 一 0
.

0533 0
.

0008 0
.

18 03 0
.

40盆
. 一 0

.

44 95 .

X S 0
.

0022 0
.

295 9 一 0
.

0044 一 0
.

7 308 . . 一 0
.

0 14 3 0
.

901 7
. 朴 一 0

.

6580 份 补

X g 一 0
.

1 4 19 0
.

45 7 7 .
0

.

05 58 一 0
.

6844 带 势
0

.

153 4 0
.

86 22 . . 一 0
,

249 8

X 10 一 0
.

156 6 0
.

299 9 0
.

0 625 一 0
.

634 3 . 肠
0

.

063 1 0
.

7 7 22
井 . 一 0

.

6660 井 书

X l l 一 0
,

1 558 0
.

23 56 0
.

203 5 0
.

12 44 0
.

5 3 1 7
份 - 一 0

.

3106 0
.

5692二
X 12 一 0

.

3924 价 一 0
.

05 74 0
.

287 9 0
.

3 324 0
.

089 2 一 0
.

54 7 6
. 铸

0
.

403 5
苍

X 13 0
.

1498 0
.

1 048 0
.

1 142 一 0
.

1156 0
.

4 3 83
签 一 0

.

1 15 3 0
,

5 203二
X 14 一 0

.

0 10 1 0
.

0 5 7 3 一 0
.

0 1 7 9 一 0
.

1366 0
.

4 3 89 . 一 0
.

0 9 6 1 0
.

3918
.

X 15 一 0
.

084 5 0
.

51 9 0
. 赞 0

.

1484 一 0
.

75 55
朴 .

0
.

2 60 2 0
.

69 03
. . 一 0

.

328 6

Y 0
.

821 3
- . 一 0

.

0556 一 0
.

0 8 7 3 0
.

17 6 1 0
.

08 34 0
.

15 74 一 0
.

1977

果 径

X 8

果 肉 厚

X 9

胎 座 宽

X 10

胎 座 长

X 1 1

干物质含

童X 12

V c 含童

X 13

可溶性 格

含资X 14

病情指数

X 15

X 9 0
`

7 1 60二
X丈0 0

.

88 10二 0
.

494 9 劳 .

X l l 一 0
.

4 64 7 . 一 0
.

1625 一 0
.

4 7 04 .

X 12 一 0
.

5881
. . 一 0

.

408 2 . 一 0
.

746 1
. 朴 0

.

67 98 朴 .

X 13 一 0
.

18 26 0
.

005 9 一 0
.

3 257 0
.

3 216 0
.

264 0

X 1 4 一 0
.

0 204 0
.

022 7 一 0
.

17 98 0
.

4 24 7
签

0
.

3 24 5 0
.

5了93二
X 1 5 0

.

69 49
签 赞

0
.

5 3 1 7 苦 协 0
.

7 096
赞 补 一 0

.

3 43 3 一 0
.

4 9 2 2
共 劳 0

.

1 02 7 0
.

04 1 7

Y 0
.

2 33 0 一 0
.

003 1 0
.

4000
朴 一 0

.

28 4 7 一 0
.

553 5
. 备 0

.

042 6 一 0
.

047 5 0
.

1684

株高
、

始花节位与播种 至花期的天数呈极显著正相 关 (
。 二 0

.

5 3 0 0
签 苦

及
r = .0 7 2 7 7

告 甘

)
,

因而较矮的植株 和较低的始花节位可作为早熟性品种的辅助选择指标
。

此外
,

单果重
、

果肉

厚度
、

病情指数与播种至花期天数之间也呈显著相 关 关系 (
r 二 .0 5 4 18 ” ” , r 二 o

·

4 5 7 7
釜 *

及
r = 。

.

5 1 9 0
* .

)
。

而早期产量与播种至花期天数的相关系数为
一
0

.

3 2 6 7
,

未达到显著水平
,

表明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相关性
,

可见早期产量的高低主要不取决于花期的早晚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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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它几个物候期
,

长短的综合体现
。

单果重与单株结果数呈极显奢负相关 ( r 二 一

0
.

8 0 6 3 , ’
)

,

表现出高度的相 互 料
、约

。

只有协调二者的消长
,

使之合理
、

配合
,

才能达到高产的目的
。

单果重与病情指数也表现极显

曹 的相关关系 (r
= 0

.

6 9 0 3 . 井
)

,

可见在供试材料中
,

大果甜椒类型多为对病毒 病 高 感 品

种
。

此外
,

单果重还与果径 (r = 0
.

90 1*7
*

)
、

果肉厚度 (r = o
.

8 6 2 2’
.

)
、

胎座 宽 度

(r 二 0
.

7 7 2 2 . 今
)呈高度正相关

,

与果长 (r 二 一 0
.

4 4 9 5*
)及胎座长 度 (r 二 一 0

.

54 了*6
*

)呈

显著或极显著负相关
。

试验结果还表明
,

果实民度与果实 V c
含量

、

可溶性糖含量呈极显著或显著正相
:

关 (
r =

0
·

5 2 0 3
. 书

及
r 二 .0 3 9 1 8 .

)
。

因此
,

在育种工作的前期可 以通过加强对果实长度的选择来 间接

地对果实 V 。
含量及可溶性糖含量进行选择

,

以减少测定这些性状 的工作量
。

而这两组性 状尤

其是果实长度与可溶性糖含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并不很高
,

表明其关联程度不甚毒切
,

因而在

后期世代仍需对果实V c
含量及可溶性糖含量进行实际测定

,

以增强选择哟准确性湘可靠性、

2
·

2 通径分析

目前辣椒的育种月标尽管很多
,

但最终 目标主要还是高产
。

而高产乃是许多性
·

状的综合

体现 、 为了比较各性肤对总产量的影响
,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
,

以总产量为结果变量 ( Y ),

其它性状为原因变量 ( X )
,

进行了通径分析
,

结果见表 2
.

。

由表 2 可以看出
,

在所有性状中
,

以单株果数对总产量的直接影响为最 大 (P
、 Y = o一 9 3互6)

虽然由于它通过其它性状对总产量的间接影响削弱了其直接作用
,

使单株果数与总产量的湘

关未
、

达到显著水平 ( r 二 .0 1 76 1)
,

但单株果数似其对总产量的极 义的正向直接影响份 以及
·

早

期产量通过该性状对总产量的较大 的间接影响
,

在产量影响因素 中占 重 要 地 位
。

这 与 前

人
L 7 , 。 3对不同试材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

。

胎座宽度对总产量也有较大的直接作用 ( P
: 。

Y 二 。
.

7 15 0)
,

且月f撼宽
一

度与总产量加 相关

也达显著水平 (r = 。
,

4。。*0 )
,

由此可 以认为胎座宽度也是总产量的重要影响因素
,

加强 对

胎座宽度的选择有利于总产量的提高
。

但考虑到实际工作中应用胎座宽度进行选择颇不方便
,

而单果重
、

果径与胎座宽度呈显著正相关
,

单果重
、

果径通过 f)tJ 座宽度对总产量也有较人的

间接作用 (分别为 0
.

5 5 21 和0
.

6 29 9 )
,

因而可 以用单果重及果径代替胎座宽度进行选择
。

早期产量对总产量有较大的直接影响
,

而其它因素的影响又加强了其作用
,

使之与总产

量的相关系数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

本试验 中得出的早期产量衬总产量的影响趋势与只
a
i
u t ` ” ’

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

在相关分析中与总产量呈极显著负相关的性状— 果实干物质含量
,

对总产嚎淤直接影

响很小 ( P
,汀 = .0 18 2 6)

,

可以认为
,

干物质含量与总产量之间极显著的 负相关主要
,

是 由于

其它性状的何接影响造成的
.

单果重对总产量的柑关系数及直接通径系数均较小
。

_

L 。

醋
多 ’
也曾得倒类似的续 果

,

因

此认为单果重对辣椒总产量不产生重要的影吭
`

其它性状如播种至花期
二

天数
、

始花节位
,

果肉厚度
4、

V 。含量
、

可溶性糖含量等 性 状
,

对总产量的直接影响和何接影响均较小
,

因而不必作为总产量的选择比状
。

本通径分析的剩余通妊系数为仇 15 66
,

总的决定系数为 .0 9 75 5
,

即盯
·

5 5肠的产最盛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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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 已被包括在所分析的性状之 中
。

3结 论 一
鲜食辣椒总产量与早期产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

且相关系数高达0
.

8 2 13 ,

因此其早熟与丰

产是可以同时实现的
。

果实干物质含量也与总产量呈极显著负相关
; 而单果重与总产量之 间相

关性不显著
。

株高
、

始花节位与播种至花期天数之 间及果实长度与V 。
含量之 间相关系数 达 极

显著水平
,

且相关程度较为密切
,

因此可以利用其中的一个性状对另一性状进行间接选择
。

早期产量与果实干物质含量
、

果实长度与可溶性糖含量之 间相关虽达显著水平
,

但相关系数

较低 (分别为 一 0
.

3 9 2 *4 和 0
.

3 9 0 8
.

)
,

相关程度不甚密切
,

仅可做为选择时的参考
。

通径分析结果表明
,

在所测定的 16 个性状中
,

单株果数对总产量的直接影响最大
,

在进行

丰产性选择时
,

应适当考虑该性状及其有关性状的水平
,

以提高选择效果
。

而单株果数与单

果重呈高度负相关 (r 二 一 。
.

8 0 6 .3
.

)
,

因此在选择时应合理协调二者之 间关系
,

以 达 到

丰产
、

优质的目的
。

巩振辉同忘份参加你分 田间试脸
,

谨获错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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