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定点观察测定植株的株高!穗位!雄穗主轴长度!
雄穗分枝数!穗上叶数!全株绿叶数!穗上叶距!穗上

第 ! 叶叶长!叶向值"穗上第 ! 叶叶片基部与茎的夹

角 及 叶 尖 与 茎 的 夹 角 两 者 平 均 值 #" 按 格 列 芬 法

"$%&’’&()*!+,-#估算一般配合力并进行方差分析"

广义遗传力./0
12#3基因型方差 4 总方差5!66

狭义遗传力"/0
7283加性方差 4 总方差5!66

相关分析# 用各性状的配合力效应值与产量配

合力效应值计算简单相关系数与偏相关系数"
杂种优势值以超中优势表示#即$
超中优势"/8 3 "9!:;<8 4 ;<5!662";< 代表双亲

的平均值8

0 结果与分析

!"# 配合力方差分析

将 = 个亲本及其 0= 个双列杂交组合共 >- 个基

因型的方差分析及配合力方差分析结果列于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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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分属四大杂种优势群的 = 个典型玉米自交系及其组配的 0= 个双列杂交组合.不含反交8为试材#对

玉米植株形态性状及其与产量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穗位!雄穗分枝数!穗上叶数!全株绿叶数!全株叶

数!穗上叶距!穗上第 ! 叶夹角!叶向值各性状主要受基因加性效应影响%株高!雄穗主轴长!穗上第 ! 叶长各性状受

基因加性效应和非加性效应共同影响" 对于主要受加性效应影响的性状表现一般配合力高#则特殊配合力也高的趋

势%对于既受加性效应影响#又受一定非加性效应影响的性状#一般配合力影响特殊配合力#实际杂交组合的表现受

二者共同影响" "要组配强优势杂交组合#对亲本的株高!穗位的选择将会带来对产量的直接影响#应注意选择株

高!穗位适中的类型"

关键词$ 玉米%形态性状%配合力%产量性状

中图分类号$ ?,!>@60A 文献标识码$ B

玉米是我国的重要粮食及饲料作物# 其产量的

高低直接影响玉米产业的发展# 而株型又是影响产

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研究玉米植株各性状与产量的

关系#对充分利用优良自交系资源!提高育种水平有

重要的实际意义" 本研究以目前我国玉米育种中应

用最广泛的 A 大杂种优势群的 = 个典型自交系为材

料#按完全双列杂交组配 0= 个杂交组合#通过对其

植株形态性状遗传特性及其与产量相关性的比较分

析#进一步探讨了类群内!类群间植株形态性状的遗

传差异# 为玉米自交系的改良及杂交种选育提供理

论依据和参考"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

0666 年春选用分属 A 大杂种优势群的 = 个典

型玉米自交系# 根据不同来源按完全双列杂交组配

0= 个杂交组合.不包括反交8#并将 = 个自交系自交

留种备来年种植.表 !8"
$"! 试验方法

066! 年将选用的 = 个自交系及 0= 个杂交组合

按随机区组设计#> 次重复# > 行区#行长 - C#行距

-6 DC#株距 >> DC" 田间管理同一般生产田" 在小区

中间行去掉前后各 > 株后#选取有代表性的连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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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名称 来 源 类 群

H+00 美 >>=0 选系 瑞德黄马牙"QF&R8
掖 AH= =!!0 4 ,66> 二环系 瑞德黄马牙"QF&R8
;O!H S!6>5!=!:0 二环系 兰卡斯特"TJ(DJNUF%8
自 >>6 V/A>5可利 -H 二环系 兰卡斯特"TJ(DJNUF%8
#:-! 黄早四改良系 塘四平头

黄早四 塘四平头选系 塘四平头

I0= 旅 + 4 B-!+WE! 旅大红骨

丹 >A6 旅 + 4 有稃玉米"辐射8 旅大红骨

表 $ 供试材料及其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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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基因型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所测植株的形态

性状基因型方差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说明不同处理

性 状 重 复 基因型 误 差 性 状 重 复 基因型 误 差

株 高 "#$!%& ’ &"($’!)** %"$%+, 全株叶数 &$-.( ,$&%%** &$()(
穗 位 .$."% ( -(.$’&)** ’($%&( 穗上叶距 &$’&+ "$"&’** &$%""
雄穗主轴长 ,$%-’ %.$&&&** ($+(( 穗上第 ( 叶长 -($%&& (%%$(-%** )$)-&
雄穗分枝数 -$""% ((’$’%%** ($’(’ 夹 角 &$""" (,,$&+"** %$,(+
穗上叶数 &$(-& &$%-&** &$&"’ 叶向值 &$"-+ ++%$’(-** ("$.(.
全株绿叶数 &$+() ’$,%)** &$-&+

表 ! 基因型方差分析和配合力方差分析

间在这些性状上存在着真实的遗传差异"
!"! 一般配合力效应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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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一 般 配 合 力 效 应 值 #$%&

表 ’ 分析表明! 各供试玉米自交系的植株形态

性状的一般配合力效 应 值 /012均 表 现 为 正#负 向 两

类!表明这些性状在群体效应均值的基础上!各自

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有的起正向作用!有的起负向

作用"
对表 ’ 的结果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一!同一性状

不同自交系间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值有较大差异!在

穗位性状上!以正向效应优先!依次为 ")--/(+$%-3!
丹 ’,&/%$+)"3!黄早四/&$)!(3!!4+(/&$"&,3!5!./4&$!!)3!
自 ’’&/4’$+%)3!678"94+$("’3!掖 ,"./4(’$".+3%在株

高性状上以正向效应优先!依次为 ")--/’&$,&"3!丹

’,&/,$%)(3!67("/4&$&,-3!5-./4’$’,)3!黄早四/4,$".)3!
自 ’’&/4%$(&+3!!4+8/4%$"&)3!掖 ,"./4(+$&&-3" 这表

明同一性状在不同自交系间一般配合力存在差异!
在育种中可以利用这种差异! 有目的地选用性状间

的一般配合力互有高低且能互补的双亲进行杂交!
才可获得综合性状表现优良的杂交种"第二!同一自

交系在不同性状上一般配合力效应值也有较大差

异!而且各亲本均具有其优势性状"如 ")-- 的株高#
穗位表现高值!掖 ,". 的雄穗分枝数#全株绿叶数表

现高值!自 ’’& 的夹角表现优势!!4+8 的全株绿叶

数#全株叶数#雄穗分枝数#穗位#叶向值表现优势!
黄早四的雄穗分枝数#全株叶数表现优势!5-. 的全

株绿叶数#全株叶数#叶向值#雄穗分枝数等表现优

势!丹 ’,& 的株高#穗位#全株叶数表现优势"这说明

在组配杂交组合时!可以对亲本及性状有所选择!例

如利用掖 ,". 植株形态性状好可组配理想株型的杂

交种"
!"’ 各性状与产量一般配合力效应及特殊配合力

效应的相关分析

性 状 株 高 穗 位 雄穗分枝数 全株绿叶数 全株叶数 叶向值

相关系数 &$..& ,** &$"+. )* 4&$,(% ’ &$-’+ " &$&+’ ’ &$-") )

表 ( 植株形态性状与产量的一般配合力#$%&的相关系数

从表 , 的植株形态性状与产量的一般配合力相

关系数可见! 株高 01 与产量 01 呈极显著正相关!穗

位的 01 与产量的 01 呈显著正相关! 其它性状 01 与

产量相关未达显著水平! 说明通过提高株高和穗位

可以增加产量" 所以在育种中如以产量为选择指标

时!植株形态性状应注重选择植株较高!穗位适当偏

高的自交系"
!"( 性状遗传力与选择

遗传力指遗传引起的变异量占变异总量的百分

比!利用狭义遗传力又可以分析出基因的加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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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为杂种后代选择提供参考! 本试验考察了植株 形态性状的广义遗传力和狭义遗传力!表 "#!

遗传力 株 高 穗 位 雄穗主轴长 雄穗分枝数 穗上叶数 全株绿叶数 全株叶数 穗上叶距 穗上第 $ 叶长 夹 角 叶向值

%&
’( )*+, )-+* )-+. ))+& *)+) )"+, )-+/ ),+* ),+" )-+, )*+&

%&
0( &)+1 11+/ &-+1 **+) ""+$ "/+$ *"+" .)+1 &"+* -&+1 -)+.

表 ! 植株形态性状的两种遗传力比较

表 " 结果表明" 研究的植株性状的广义遗传力

均较高"除穗上叶数外"其余均大于 )/(! 说明玉米

的这些数量性状")/(以上是由遗传原因引起的"不

到 $/(是由环境条件造成的! 再看狭义遗传力"不

仅各性状间狭义遗传力变幅较大" 而且各性状的狭

义遗传力与广义遗传力的差异大小也不同!
对于雄穗分枝数#全株叶数#穗上叶数#穗上叶

距#夹角#叶向值#全株绿叶数这些性状的狭义遗传

力与广义遗传力差异较小! 说明控制这些性状的基

因是以加性效应为主的" 个体间表现型比较整齐一

致"基因型接近表现型"能真实遗传"可以在早代进

行表型混合选择!对于株高#穗位#雄穗主轴长#穗上

第 $ 叶长这些性状的狭义遗传力与广义遗传力差异

较大"说明控制这些性状的非加性效应占很大比例"
以晚世代选择为好!

1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玉米植株形态性状 23 与产量 23 相关分

析得出"株高 23 和穗位 23 与产量 23 呈显著正相关"
这与隋采萍等!$)*&4和李春芳!$)*14等人的研究结

果相近!李春芳的研究指出"穗位高主要是穗位下茎

节间伸长" 这在果穗形成以前有利于增加光合产物

在茎秆内的储存! 田中明!$)-$4的研究指出"在穗位

下茎秆内储存的光合产物"在果穗形成时输往果穗"
间接地参与子粒形成" 所以适当的穗位高度有利于

提高子粒产量! 综上分析表明" 组配强优势杂交组

合"对亲本株高#穗位的选择将会带来对产量的直接

正向影响"应注意选择植株较高#穗位适中的类型!
通过对玉米植株形态性状遗传力的研究指出$

株高#穗位#雄穗主轴长#穗上第 $ 叶长这些性状非

加性效应占很大比例"以晚世代选择为好%而雄穗分

枝数#全株叶数#穗上叶数#穗上叶距#夹角#叶向值

等性状主要由加性效应控制基因型接近表现型"能

真实遗传"可以在早代进行表型混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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