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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玉米改良自交系农艺性状的配合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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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选用不同来源的 9 个玉米 自交系
,

按 N lC l 设计进行试验
,

研究 7 个与产量性状有关农艺性状的

G C A
、

CS A 和遗传参数
。

结果表明
: ①在株高

、

穗长
、

穗位
、

穆粗
、

行数等性状中
,

亲本的基因加性效应对 F ,

性

状形成起主导作用
,

而百粒重和产量等性状的遗传变异主要来 自于基因非加性效应 ; ②亲本的一般配合力与

特殊配合力在各性状上均是相互独立的 ;在选育高产杂交组合时要同时对 C C A 和 CS A 进行选择
。

本试验筛

选出 C羌 A 高的自交系 5 9 9 06
,

SC A 较高的组合是 S 9 9 O 6 X M o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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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 m b i n i n g a b i l i t y

在玉米杂种优势利用中
,

进行配合力
、

遗传力

研究
,

对于选育 自交系
、

组配优良组合均具有重要

意义 ) 们
。

最近几年许多工作者对玉米自交系农艺

性状的配合力的研究已有不少报道 〔2一们
,

他们大

多采用 G ir iff n g 分析方法
,

随着亲本数目的增加
,

杂交组合的增多
,

采用的亲本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

又我 国每年选育的大量性状优良
、

配合力高的新

自交系
,

其中一些 自交系与主要优势群骨干系之

间的配合力研究报道甚少
。

鉴此
,

本试验采用

N C ll 设计试验
,

研究新选 自交系的遗传特性
,

以

期为自交系改 良
、

利用和选育强优势组合提供理

论参考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试验材料

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玉米所选育的自交系

5 9 9 0 2
、

5 9 9 0 3
、

5 9 9 0 6
、

5 9 9 0 8
、

5 9 9 1 3 (编号分别为

A
、

B
、

C
、

D
、

E ) 作被测系
,

丹 3 4 0
、

黄早四
、

M o 1 7
、

掖 4 78 分别代表生产上常用 4 大优势群的骨干自

交系作测验种
。

2 0 00 年按 4 X 5 N lC l 设计组配 20

个杂交组合
,

2 0 01 年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

实验地进行田间种植
。

收稿 B 期
:

2 0() 3
一

0 3
一

0 5 修回日期
: 2 0 0 3

一
0 4

一
17

班金项目
:

陕西省科技重点攻关项目资助 (9 SK 一 01 一 G 3)
。

作者简介
:

张仁和 ( 1 97 5一 )
,

男
,

陕西紫阳县人
,

硕士研究生
,

现从事玉米高效育种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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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Z试验设计

随机区组排列
,

3 次重复
,

2 行区
,

行长 s m
,

株距 30
c
m

,

栽培管理同大田
。

每小区从第 2 株起

连续 15 株考查株高
、

穗位
、

穗长
、

穗粗
、

行数
、

百粒

重
、

产量等 7 个农艺性状
。

数据分析按照刘来福 l1[

等的方法用 L N T 计算机软件包公式进行统计分

析
。

2
.

1 配合力方差分析

各性状的配合力均方列于表 1
,

亲本的一般

配合力 ( G C A ) 和组合的特殊配合力 ( SC A )对 lF

各性状存在极显著差异
,

说明这些性状的遗传是

由基因加性效应和非加性效应共同控制的
。

因而

可进一步进行亲本的配合力效应分析和遗传力估

算
。

2 结果与分析

表 1 配合力方差分析 (均方 )

aT b le 1 R es u l st o f v a ir an e e an a l y s is o n e o m b iiu gn 曲川yt ( M ea n s q ua esr )

变异来源 自由度 株高
P la n t h

e ig h t
穆位 称长 毯粗 行数

S 〕u r e e

P 1

P 2

P l 沐 P Z

E
r or r

aE
r

be ig h t

5 8 9
.

8 9二
3 12 1

.

8
. “

6 3
.

6 2二
5

.

18

aE
r

l
e
昭 t h Ea r

诚d t h
1 0()

一

ke
r n e l 产量

Y ie ld

l 2

3 8

2 6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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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5

,

3 二
3 12

.

4
. “

3
.

0 5

2 0
.

6
, .

1 2
.

16
. “

3
.

7 1二
0

.

0 7

0
.

4 1二
1

.

3 7二
0

.

12二
0

.

0 2

oR 仍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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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

8 9 二
4 4

.

3 2二
3

.

2 3二
0

.

0 7

40
.

9 2二
10

.

5 9
. “

9
.

8二
0

.

1 3

3 4 79
.

56 二
2 6 88 5

.

58二
6 60 8

.

8 8
, .

1 2 5
.

8 5

注
:

lP 代表母本系
,

P :
代表父本系

,

P , x P Z
代表互作

,

二 0
.

01 水平显著
。

吻
t e s :

P :
fe ma l

e p a r e n t s ,

P :

ma l e
ps er

n t s ,
in t e

acr
t i加 be t

w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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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 P Z , s ig n i fi
e a n t a t l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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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2 一般配合力 ( G C A )效应分析 用作为亲本
,

一般能增加杂交组合的穗长
。

B
、

C
、

D

由表 2 可知
,

不同自交系同一性状或同一 自 的穗粗和穗行数 G C A 值较高
,

能使杂交组合穗粗

交系的不同性状的一般配合力表现有较大差异
。

增大行数增多
,

有利于改善产量结构
,

组配出大穗

自交系 B
、

E 株高和穗位的 G C A 有较为明显的负 型组合
。

产量 G C A 效应呈正向的 A
、

C 较易组配

向效应
,

对改善抗倒有利
。

A
、

D 穗长效应值较大
,

出高产组合
。

表 2 自交系的一般配合力 ( G C A )效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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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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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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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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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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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7

6
。

3

9
.

0 9

7
.

3

一 2 1
.

5 5

10
.

4 1

一 1.0 6 5

一 2
.

9 9

5
.

9 5

一 4
.

2 6

2
.

1 8

一 4
.

9 0

0
.

2

一 4
.

7 6

1
.

1 9

5
.

1 6

1
。

1 9

一 4
,

7 6

3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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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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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

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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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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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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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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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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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1
.

0 9

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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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1
.

8 7

3
.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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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4
.

2 3

一 5
.

64

一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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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特殊配合力 (CS A )效应分析

特殊配合力 ( CS A ) 由基因非加性效应控制
,

受外界环境条件影响较大
,

不能在上下代间遗传
。

但可以用来指导杂种优势和杂交种的选择
。

由表

3 可以看出
,

产量特殊配合力位居前列 的几个组

合为 C X M o 1 7
、

B X 丹 3 4 0
、

E X M o 1 7
、

A X 丹

34 0
、

D x 47 8
,

其双亲 GC
A 类别有高 /低

,

低 /高
,

低 /低
,

高 /高
,

低 /低
,

G C A 效应值较高的 A 所组

配组合的 SC A 效应值中等偏上
,

G C A 效应值较

低的 B 所组配组合的 SC A 值却是较大的
。

这表明

杂交组合 SC A 效应值与双亲 G C A 效应值有相

对的独立性
。

说明杂交组合的特殊配合力有时和

亲本一般配合力相一致的趋势
,

但不应排除从一

般配合力都不高的双亲获得较高特殊配合力的可

能性
。

分析表 3 可知
,

这 20 个杂交组合中产量配合

力效应值前 3 位分别为 C x M o 1 7
、

B x 丹 3 4 0
、

E

X M o l7
,

而它们的产量表现分别位居 4
,

2
,

9 位
。

说明杂交组合的特殊配合力效应值的高低并非与

产量相一致
。

所以杂交组合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亲

本的 G C A 和双亲间的 SC A 这 2 个因素
。

因此
,

选

择高产组合时要同时对 G C A 和 S C A 进行选择
。



3期 张仁和等
:

几个玉米改良自交系农艺性状的配合力分析

表 3 杂交组合产且和特殊配合力 (s C A )的效应值

T a bl e 3 Y ie l d a n d e f f e c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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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

3二A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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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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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一 8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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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A 以二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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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

5 9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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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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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6 5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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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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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1
.

9 7

一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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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6

一 14
.

2 0

一 2
.

0 8

k g / h m Z

5 3 0 6
.

2 5

5 14 3
.

8 0

7 14 0
.

0 0

5 3 6 3
.

70

6 18 8
.

70

一 12
.

15

4
。

3 2

16
.

3 8

4
。

4 4

10
.

2 6

k g / h m Z

6 2 6 0
.

70

5 95 6
.

9 5

53 3 9
.

4 0

5 7 5 3
.

1 0

5 9 5 6
.

2 0

2
.

4 7

0
.

76

一 12
.

4 8

6
.

5 1

6
.

2 3

2
、

4 群体配合力方差和遗传参数估算 合 力方差 ( 6约以及在 F
,

基 因 型方差 中的 比重

为了进一步阐明双亲以及互作对杂交后代的 ( v
`

% )( 表 4)
。

影响
,

估算了各性状一般配合力方差 (哗)
、

特殊配

表 4 各性状配合力方差和遗传参数估算

1’8 b I e 4 V a lu e s o f c o m b in i n g a b il i ty v a r i a n e e a n d es ti ma ti o n o f g e n e t i e P a r a m e t e r f o r t r a it s

遗传参数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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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t e r
P !a n t E a r 行数

卿
2 4 7

俪 d t h

0
.

1

0
.

0 3

0
.

13

7 6
.

9 2

8 6
.

6 7

6 6
.

6 7

R o 、 v s / e a r 1 0 0
一

k e r n e l
产址
Y i e ! d

1
.

9 7

1
.

2 1

3
.

18

6 1
.

9 5

9 7
.

8 5

60
.

62

5
.

6 3

1
.

0 5

6
.

6 8

8 4
.

2 8

6 9
.

2 2

5 6
.

8 1

2
.

6 4

3
.

2 2

5
.

8 6

4 5
.

0 5

9 7
.

8 3

4 4
.

0 7

10 9 1

2 16 1
.

0 1

3 25 2
.

0 1

3 3
.

5 5

9 6
.

2 7

3 2
.

3 0

7427014 8 1
.

9 3

.l9
2 6 7

9 2
.

7 8

9 7
.

8 7

9 0
.

8 1

1205374895585103.82.99.81

哗

呀

必

V , ( % )

h毛( % )

h介( % )

株高
、

穗位
、

穗长
、

穗粗和行数等性状的 F ;
基

因型方差中
,

一般配合力方差所占比重均在 50 %

以上
,

亲本的基因加性效应对 F ,
性状形成起主导

作用
,

选择这些性状均表现优良的亲本进行组配
,

方可充分基因的加性效应
。

而百粒重和产量等性

状以特殊配合力方差 比重较高
,

这些性状遗传变

异主要来自于非加性基因效应
,

在选配组合时
,

对

亲本这些性状要适当放宽些
。

由表 4 可知
,

株高
、

穗位
、

穗长
、

穗粗和行数等

性状的 h认% )
、

h认% ) 均较高
,

而且相差较小
,

基

因加性效应大于非加性效应
,

受环境条件影响较

小
,

可在早代进行选择
;
百粒重 和产量等性状 肠

( % )较高
、

h缸 % )较低
,

多受非加性基因效应控

制
,

易受环境条件影响
,

应在高代进行选择
。

于 亲本的 GC A 和 S C A 两个因素 ; 双亲 的 G C A

效应值均较大
,

不一定产生 S C A 也较大 的组合
,

双亲的 G C A 效应值较大
,

CS A 效应值也较大
,

选

出高产组合的可能性较大
。

这与王玉兰川等的结

论相同
。

因此在玉米育种实践中
,

选育高产组合

时
,

不仅要注意亲本一般配合力的选择
,

还必须重

视广泛测交和组合的评定工作
。

3
.

3 试验结果表明农艺性状 G C八 方差和 SC 八

方差均达极显著水平
,

说明这些性状受基因加性

效应和非加性效应共同作用
。

进一步分析表明
,

株

高
、

穗位
、

穗长
、

穗粗和行数等性状 以基因加性效

应占主导地位
,

可在早代选择
;百粒重和产量等性

状基因非加性效应作用较大
,

应在高代选择
。

这与

以前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比
3〕 。

3 讨 论

3
.

1 木文计算一般配合力的方法是由试验中测

验种某一 自交系与被测系组配的杂交组合性状表

现与试验所包括的所有杂交组合性状表现的差值

计算出来的
,

故其准确性与测验种的选择直接相

关
。

木试验采用 M o1 7
,

丹 3 40
,

掖 47 8 和黄早四这

些标准测验种阁
,

保证了试验结果的可靠性
。

3
.

2 由试验可知
,

综合鉴定筛选出优良自交系

5 99 06
,

是较理想育种 材料
,

优势组合 5 9 9 0 6 只

M ol 7
。

本试验还表明 F :
代产量的高低主要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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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科学
,

2 0 0 0
,

8 ( 3 )
:

3 7一 3 9
·

【3〕 孔繁玲
,

张树光
,

韩立新
,

等
.

高赖氨酸玉米自交系遗传潜势

及其利用口j
.

中国农业科学 1 9 9 1
,

2 4( 6 ) 门 5 ~ 2 .0

〔4」 王玉兰
,

王 庆任
,

乔春贵
,

等
.

甜玉米配合力研究【月
.

四平

农业科技
,

1 9 9 4 ( l )
:

4 ~ 7
·

〔5〕 张世煌
,

彭泽斌
,

李新海
.

等
.

中国 玉米杂种优势种质扩增
、

改良和创新 [ J]
.

中国农业科学
,

2 0 0 0
,

3 3 (增 1TJ )
:

34一 3 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