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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优良自交系优势群划分的初步研究
迁

吴敏生② 戴景瑞 王 守才
植物遗传 育种系

摘 要 利用 个玉米优 良自交系
,

配成完全双 列杂交
,

以 杂种优势距离为指标
,

对 个亲本进行了聚

类分析
。

结果表明
,

个 自交系可分成六类优势群
,

群间具有较大优势
,

聚类结果 与自交系的亲缘关系

致
。

另外
,

本文初步研究了玉米的杂种优势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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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

近年来
,

将玉米优良自交系划分成不同的优势群
,

并根据优势类群间的关系建立相应的

杂种优势模式
,

已成为国内外玉米育种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

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效
。

如美国

杂种优势模式的 群 又 记 群
,

欧洲的早熟硬粒 自交系 只 玉米带马齿 自交系〔’〕,

对

提高玉米产量起了很大作用
。

我国的兰发盛
、

池书敏二“
·

〕等人利用双列杂交杂种优势直接聚

类分析
,

也获得了一些合理的结果
。

本文利用双列杂交设计
,

采用杂种优势直接聚类法
,

对我

们选育的综
, ,

以及国内常用的一些 自交系如 等共 个玉米优 良自交

系进行杂种优势群划分及杂交模式研究
。

以期为这些材料的科学利用提供依据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年选 用 了我 国的 个常用优 良 自交 系
, , , , ,

获塘黄
,

,

综
,

综
, , , , , 一 ,

武
, , ,

在海南 岛按

完全双列杂交法
,

组配成 个杂交组 合
,

年在我校 昌平试验站进行杂种 田间比较试

验
。

试验为随机区组设计
,

重复 次
,

单行区
,

行长
,

行距 “
,

穴距
。

成熟

期从每小区随机收获 株
,

测定单株籽粒产量
。

收稿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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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资料分析按以下步骤进行
,

首先计算每一杂交组合的对照优势
,

然后以对照优势作为多

维空间的聚类点对亲本进行聚类分析
,

计算 个 自交 系间的欧氏距离
,

最后 用类平均法对

自交系进行聚类
。

二 、 口。 二
,

组合的产量值 一 总体平均数 劝
、 , 门

入 只铁 口七梦了 几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几二工刃互二不二孟丁二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入 冲
芯 今卞利戮 了

结果与分析

籽粒产量的方差分析

对 个杂交组合进行方差分析 表
,

结果表明
,

区组 间和组 合间都存在显著差异

区组设置可有效地降低因地力差异引起的误差
,

也可进一步分析组合间的相互关系
。

个杂交组合产量的杂种优

势分析 表 个杂交组合籽粒 产量 的方差分析

来 源 自由度 平方和 方 差 值

二
开 备

今匀八

勺﹄‘件一匕

复合差重组误

以 个杂交组合产量的总平均

值为对照
,

计算 个组 合的对照 优

势 见表
。

从表 中可看出综 只 ,

综
、

综
,

综 义 ,

, ,

总变异

,

综
,

综 只
, , 一 , ,

又 等组合

具有较大的优势值 以上
。

表明综 与
, , ,

与
, ,

自交系间具有较强的杂种优势
。

而
, 又 获塘黄

, 又 , 又

, , , , 只 获塘黄
,

综 又 综 只
,

武
又 等组 合表现较 小的优 势值 一 以 上

,

表 明 与
、

获塘黄
、

以 及

与
, ,

等之间杂种优势很小
。

聚类分析与自交系的遗传关系分析

根据表 的对照优势值
,

对亲本进行系统聚类
,

结果如图
,

从图 中可以看出
,

与

之间优势距离最短
,

优势最小
,

其次是综 和综
,

最大的优势距离在于
, ,

类与
,

类之间
,

达
,

优势最大
。

由聚类图
,

我们将 个 自交

系划分为六类 见表
。

由表 可知
,

各类群内的平均优势值都为较大的负值
,

类与

类最小
,

其中最强的优势模式在 类与综 类之间
,

其次是 类与综 类之 间
,

类间平均优势值均大于类内平均优势值
。

这些结果与试验结果是一致的
。

而且从生产实践

结果看
,

这种分类也是合理的
,

农大 综 又 即综 类与 类配成的
,

在华北

大 区春玉米 区试 中名列 第一
,

已开 始大面积推广
,

掖单 号 只 是 类与

类配成的
,

川单 号
一

是 类与综 类配成的
,

都曾经和正在生产上发挥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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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个杂交组 合的对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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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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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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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枪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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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产,

。

产

一 了

一

一

一

一

一

了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八 乙匀 一

一

一
目

一
,

一
‘

一
,

一
目

一

一
‘

一
目 ,

一
‘

一

一
喇

从 自交 系间的亲缘关 系看

见表
,

这一聚类结果也是 合

理的
。 , ,

均来 自

美国先 锋杂交种
,

具有较 强 的

相似性
。

来自于美国先锋

杂 交 种
,

是 与

杂 交 种
,

来 自 于
,

故 与 聚 为 一

类
。

与 也是有美国血

缘
,

尽管不能详知其系谱关 系
。

与获塘黄
, , ,

武
, ,

是 因为它 们有部

分血 缘关 系
,

含有

匕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距 离几

图 个 自交系的聚类分析 图

血缘
,

也有 血缘
,

但 还含有黄早 血缘
,

武
,

含有黄早 血缘
,

获

塘黄具有 血缘
,

来自于 自交系 改 良
,

故它们聚为一类
,

综 与综 是姐妹

系
,

它们与
一

分别选 自不同的综合种
,

为何能聚为一类 尚待研究
。

讨 论

划分玉米杂种优势群
,

进而建立玉米的杂种优势模式
,

对于正确地选择亲本 自交系
,

选

配优 良组合具有重要的意义仁‘ 〕。

玉米优势群的划分过去主要是根据玉米 自交系间的遗传距

离
,

但遗传距离易受亲本类型
、

数 目
、

性状选择的影响
,

因而常出现多次估值不一样的现象
。

而利用产量对照优势的大小进行聚类比较直观
,

且与亲缘关系相一致
,

表明这种方法不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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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而且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

从本试验结果和兰发盛侧
,

池书敏川结果表明
,

该方法在玉米优

势群划分和建立杂种优势模式方面具有一定可行性
。

不过在类别的划分时
,

要注意类型选择

适当
,

即不仅要根据聚类原则
,

而且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地选择
。

表 各类群 内及类群间的平均优势值

类 别 综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综 一

注 平均 优势即为各类群 自交系间或类群 内杂种优势的平均值
, ,

简称 类
,

简称为 类
,

获塘黄
,

武 一
, ,

简

称为 类
,

简称 类
。

综
、

综
、 一

简称综 类
,

简称为 类
。

表 个 自交系的系谱亲缘关系

自 交 系 来 源 自 交 系 来 源

一 一

先锋

美国

改良

获塘黄

综

改良系

黄早 华风

综合种

综

一

武

综合种

美国先锋种

美国先锋种

先锋杂种二环系

山西玉米所

综合种

黄早 先锋

美国先锋

改良黄早

从本试验结果看
,

划分出的优势群群 内自交系间均具有负优势
,

且群间自交系平均优势

值大于群内平均优势值
,

因而在育种上要选择不同的类群进行杂交
,

以求获得高产杂交组

合
。

本试验最强的杂优模式在 类与综 类之间
,

其次是 类与综 类
。

这些结果反

映出中国 外国 自交系杂交
,

是重要的杂种优势模式
,

综 类均选 自综合种
,

是我国选出的

优良自交系
,

目前仍在生产上发挥作用
,

表明选育综合种作为选系的基础材料是选育优良自

交系的一个好方法
,

这对于解决我国 目前玉米 自交系遗传基础狭窄有一定的作用
。

另外
,

由

于本试验是双列杂交
,

因而 比较费时费力
,

所分析的 自交系数 目有限
,

如果能利用不完全双

列杂交及相应的分析方法
,

必将加速优势群的划分
,

从而减轻育种家的工作
,

提高育种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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