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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甜玉米生长势性状杂种优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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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 & 个超甜玉米自交系组配的 !# 个杂交组合的生长势指数进行了杂种优势表现#配合力估算和分析$

结果表明!!# 个杂交组合均表现出显著的平均优势和超亲优势"组合间优势大小也存在明显差异$ 亲本间一般配合

力和特殊配合力效应表现出明显差异"效应值较高的亲本是 -$(*%-$!.#-$!/& 选择一般配合力和特殊配合力都好

的自交系作为亲本是产生强优杂交组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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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玉米是玉米的一个亚种 ’.+’ &+’9 9+33/+#+:
,+,& 普通甜玉米是由于纯合隐性 97; 基因引起的胚

乳缺陷" 而超甜玉米是由于纯合隐性 9<= 基因引起

的胚乳缺陷" 有 ("W以上的干物质是由糖分构成"
比普甜玉米糖含量高 (1# X .1" 倍"因此超甜玉米比

普甜玉米甜很多&
超甜玉米作为蔬果型食用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其种植面积也不断扩大& 但超甜玉米的产量远低于

普通玉米和普甜玉米& 目前生产上种植的多数为超

甜玉米杂种 F!"因此急需进一步提高超甜杂交玉米

产量=提高经济效益& 本研究通过对超甜玉米生长势

性状的杂种优势分析"为超甜玉米杂种早期鉴定%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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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配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材料与设计

试验于 (""( X ("". 年在广东仲恺农业技术学

院试验农场进行"选用 -$!%-$.%-$(*%-$!.%-$!/%-$%
共 & 个超甜玉米自交系"进行部分双列杂交"获 !#
个杂交组合’表 !,& 在相同条件下"随机区组排列"重

复 ( 次&

=>? 分析内容与方法

’!,生长势分析& 采用常规的生长势目测法"将

植株生长势分为 " X # 共 & 个级别" 根据下式计算

亲本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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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配置的部分双列杂交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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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势指数!

生长势指数!"#$!%每级株数&级数#
总株数&最高级数

&’((

%)#杂种优势测定! 采用通用的杂种优势测定方

法"对生长势指数进行平均优势和超亲优势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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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亲优势%".$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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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力测定! 运用 01233245 双列杂交第 6 种

试验方法"对组合生长势指数性状进行配合力估算!

一般配合力效应57 2 $
’

,!,+). !,82 9+)899.

特殊配合力效应:72;$82;+
’

,+) !82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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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与分析

!"# 杂种优势的表现及分析

杂种平均优势是杂种性状超出亲本平均值的数

值"超亲优势是杂种性状超出较优亲本的数值"均反

映出杂交组合优于亲本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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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结果表明" 所有组合均表现出明显的平均

优势和超亲优势! 从平均优势看"组合!’’.$!6.$!’<.$
!’).$!’(.表现出较强的平均优势#从超亲优势分析"
组合!’’.$!6.$!’<.$!’(.$!’).表现较强的超亲优势!

超甜玉米生长势性状虽多数表现出杂交种优

势"但组合间的优势大小差异很大"选择好的亲本进

行组配是产生出强优势组合的关键!
!"! 配合力效应及其分析

一般配合力是一个亲本自交系与其他多个自交

系杂交后遗传给后代性状的平均表现" 它主要是由

基因的加性效应所决定" 是能够稳定遗传和固定的

部分"所以通过测定自交系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就可

以了解和掌握自交系的利用价值" 预测杂种后代表

现"进而增强亲本选配的预见性!
对部分双列杂交 *’ 生长势指数进行了一般配

合力和特殊配合力估算"其效应值见表 /!
从 表 / 一 般 配 合 力 表 现 看" 效 应 大 小 顺 序 为

=+)6>=+’?>=+’/>=+/>=+’>=+@"即 /><>6>)>’>A! 而

特殊配合力效应值中 %=+’&=+’?. 配合最优"%=+)6&=+
’?.$%=+’/&=+@.组合次之"%=+’?&=+@.$%=+)6&=+’/.$%=+
)6&=+@.较优!

从亲本一般配合力和特殊配合力效应值可看

出"综合表现较优的亲本为 =+)6$=+’/$=+’?"其一般

配合力效应值高"配出的较优组合数目较多! 因此"
在亲本选配时" 选择一般配合力和特殊配合力较优

的亲本"选配出优势组合的可能性大!
!"$ 亲本遗传整齐性分析

表 6 显示出各亲本遗传给后代整齐性和一致性

的能力! =+’ 的一般配合力效应方差最低"即遗传能

力的整齐性最好#=+’/ 的一般配合力和!下转第 "# 页$

配合力 =+’ =+/ =+)6 =+’/ =+’? =+@

一般配合力 +’9// +(9)’ /9?@ ’9<6 ’9@’ +<9?’(
特殊配合力 =+’ @96< /966 ’9?( )(9/) +A9(<<

=+/ /9/) B9<? /9)( (9B)(
=+)6 ’’9<? ’B9)( ’(9B)(
=+’/ +69<A ’<9(?(
=+’? ’(9?((

表 $ 亲本间一般配合力和特殊配合力效应

方差 =+’ =+/ =+)6 =+’/ =+’? =+@

+’9)B +)9?) /<9)B +@9?) ’69?) /<9)B

:7 2; 669’/ +@9/6 +’?9@? +/9?6 <B9/B ’?9</

表 % 亲本一般配合力效应和特殊配合力效应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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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特殊配合力效应方差均较低!其遗传能力的整齐

性较优!综合遗传力强"!"# 的遗传整齐性很高!但其配

合力效应值中等!在优势育种中!注意组合选择的同

时!可以考虑应用#

$ 讨 论

生长势性状是作物在营养生长过程中综合评定

指标!品种不同$杂交组合不同其生长势存在明显差

异#生长势的优劣与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明显相关#深

入研究生长势性状! 对杂交组合的早期鉴定和亲本

选配具有重要意义#
生长势性状属于质量性状! 在育种上通常采用

目测法!分为优$良$中$差# 本试验将评定后的质量

化指标换算成生长势指数对生长势性状进一步分

析!即质量性状数量化!这将有助于为生长势性状选

择提供重要的理论根据#
本研究对生长势指数性状的平均优势和超亲优

势进行了分析! 所有组合都存在平均优势和超亲优

势!但组合间的差异较大!组合%$&的第一重复平均

优势和超亲优势为负值! 分别为"’()) 和*+$(,)!而

最高的组合达 +$’(-, 和 +’-(,,# 因此!认真选配亲

本!产生出强优势组合的机会大#对亲本间一般配合

力和特殊配合力效应估算和分析表明! 一般配合力

和特殊配合力效应值较高的亲本! 组配出的优势组

合较多"在多数优势组合中!均有一个或两个是高配

合力效应值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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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L M 株!转 移 率 为 ’3(-5N!转 移 速 率 为 +3(’+
9L M %OP’&B&!对子粒贡献率达 +$(+6N"其次为苞叶和

叶片! 其转移量分别为 +’(’5 L M 株和 +’(+6 L M 株!转

移 率 分 别 为 $-(,6N和 ’$(66N! 转 移 速 率 分 别 为

+6(’- 9L M %OP’&B&和 +6(,2 9L M %OP’&B&!对子粒的贡献

率分别为 +’()$N和 +’($+N" 转移量较小的器官是

叶鞘$雄蕊和穗轴#

$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青贮型玉米科多 5 号生物产

量较高!子粒产量占干物重比例较小!拔节之前其生

长中心为叶片! 拔节之后至成熟期其生长中心为茎

秆!吐丝以前的干物质积累量大于吐丝之后!偏重于

营养生长! 形成生物学产量的关键时期在吐丝之前

与大喇叭口期之间的这段时间内! 光合产物向子粒

转移输出的主要器官是叶片# 青贮型玉米以茎叶为

生长和收获目的! 生产中应注重其中前期生长管理

工作!注意保障肥水的供给!重施氮肥!氮$磷$钾肥

要配合施用#
%’&粮饲兼用型玉米要求在保障粮食%玉米子粒&

丰产的同时!又要求有较高的生物产量#通过试验分

析明确了粮饲兼用型玉米陕单 $+, 拔节之前的生长

中心为叶片! 拔节之后至吐丝 ’- B 生长中心为茎

秆!吐丝 ’- B 至成熟期生长中心为子粒!偏重于生

殖生长# 吐丝后的灌浆期为干物质积累量最大的时

期!这也是决定子粒产量的关键时期!吐丝前后的干

物质积累量相当# 光合产物向子粒转移的主要器官

是叶片$茎秆和苞叶#生产中应加强中后期的生长管

理工作!同时也不能忽视前期的生长管理!吐丝前的

营养生长良好!才能保障后期’源(器官的光合产物

向’库(器官的足量有效转移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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