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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主要抗旱性状的配合力及遗传参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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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按 /0122134 双列杂交’"5方法&分析了 . 个玉米自交系的株高’穗位高’叶片数’雄穗分枝数’茎粗和单

株叶面积等与抗旱性相关的植株性状在雨养地和水分胁迫下的 /67’867 及遗传变量( 结果表明!& 个植株性状主

要受加性基因效应控制& 非加性基因效应作用较小) &((!’&(+"’#"")’.%"( 表现较好# 有一定的利用价值) &((!9
.%"(’&((!9#"")’.%"(9))" 等 !" 个组合表现出了较合理的抗旱植株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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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植株性状的选择是玉米育种目标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进一步提高玉米产量的有效途径之一)
研究与抗旱性有关的玉米植株性状的遗传表达特点

可为抗旱玉米育种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已往有关

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建立于正常的生长环境下# 而对

水分胁迫下玉米植株性状的研究涉及较少 _!I(I!"‘) 本

试验的供试材料在植株形态上存在差异且具有不同

收稿日期! (""($!!$(.
作者简介! 于海秋T!%+!$5#女#博士#从事植物逆境生理研究)

的耐旱性#通过其水分胁迫下的表现’配合力分析和

基因效应的分析#对所选玉米耐旱自交系进行评价#
力求为抗旱玉米植株性状育种提供一些信息)

! 材料与方法

@A@ 材料来源

选 用 经 过 抗 旱 筛 选 表 现 较 好 的 &((!’&&("’
&(+"’金 #%%’#"")’.%"(’:;!+’))" 共 . 个自交系#
按 /0122134 双列杂交法*"%配制 (. 个杂交组合作为

研究试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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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设计

大田种植!位于吉林农业大学试验田"采用随机

区组设计#! 次重复$小区面积 "#$%! &’$双行区$每

小区种 !( ) !" 株% " 月 ’ 日坐水播种$出苗至成熟

依靠自然降水"
抗旱棚种植!用于试材的干旱处理" 设计同上"

" 月 ’ 日坐水播种$出苗至成熟不供水"
抗旱棚设计!铝合金骨架$中间高 !*" &$长 +’

&$宽 , &"棚顶和两侧用整体塑料膜扣盖$用塑料扁

带固定"棚两端用活动塑料膜$晴天卷起$通风排湿$
保持与外界环境的一致性$ 干旱处理时阴雨天置下

防雨" 棚内四周挖槽形沟$宽 "- .&$深 ,( ) /( .&"
用整体塑膜装入$中间填土压实$土层厚度 /( .&$
防止水分的横向移动" 棚内外设温&湿度计$安放地

面 +0" & 处"
!"$ 研究项目

’---&’--+ 连续两年测定株高& 穗位高& 叶片

数&雄穗分枝数&茎粗和单株叶面积等与抗旱有关的

植株性状"
!"% 统计方法

按照 123443567!8的一般配合力’19:(&特殊配

合力’;9:(以及遗传参数的计算定义$用 <=9<> 软

件对试验数据进行分析?!@%

’ 结果与分析

#"! 水分胁迫对玉米植株性状的影响

由表 + 可知$玉米株高因水分胁迫而下降$其中

下降幅度最大的组合是金 "AABCD+/$达 ’-%E’F$而

,’’+G金 "AA&,’’+G"((!&,,’(G,’/(&金 "AAG"((!&
"((!GCD+/&CD+/G!!( 等组合受影响较小) 穗位高

下降幅度为 ’H’’F I !!*+,F)水分胁迫下$有 J 个杂

交组合的叶片数增加$ 这与常规结论不相一致)此

外$,’’+BJA-’&,,’-BCD+/ 和 ,’/-BCD+/ 等组合的

叶片数受水分胁迫影响不大%

雄穗分枝数的多少决定雄穗的大小和花粉量的

多少%水分胁迫下$玉米自交系的雄穗分枝数明显下

降$杂交组合的雄穗分枝数对水分胁迫响应不一$有

+J 个组合呈下降趋势$ 而另有 +- 个组合的雄穗分

枝数增加$产生此结果的原因需进一步研究%茎秆粗

度是茎秆抗倒折能力的重要指标% 水分胁迫下玉米

茎粗下降$其中长径下降幅度略高于短径%杂交组合

的茎粗伤害明显大于其亲本%
叶面积对水分胁迫较敏感$受破坏程度最大$降

幅达 "HEEF I E"H!AF$主要是因为水分胁迫下叶片

F

亲本及组合 株高 穗位高 叶片数 雄穗分枝数 茎粗

,’’+B,,’- +EHJ! +"HAJ JHJ/ +-H!E ’AHJ- K !/H/" ’+HJA 7’-HAA8
,’’+B,’/- ++HA, ’+H+J L!*JA LA*/, !,*-A K ’/*A- +-*!/ 7’+*AA8
,’’+B金 "AA !*J/ +E*EJ ,*/- ’+*!E !’*"A K !!*’! ’’*-’ 7!+*A"8
,’’+B"--! "*"- +J*’J A*’’ ’"*-- !E*,/ K !"*’A !,*JJ 7!!*+,8
,’’+BJA-’ ++*J" +’*,, -*-- +*++ !"*-J K !/*"- !’*,A 7!/*’A8
,’’+BCD+/ +"*E" ’/*/, L-*"! ++*’’ !,*/, K !,*J+ ’E*+A 7!-*E!8
,’’+B!!- J*+J +A*-" "*J" !,*,! !"*"/ K E+*-’ !A*", 7!E*!’8
,,’-B,’/- !*JE ’,*!! E*+- L’"*A/ ’J*"/ K !E*’A +/*’E 7’J*,A8
,,’-B金 "AA A*E’ ++*A, ,*J- +-*-- !’*!+ K !!*-- +A*A- 7!-*’A8
,,’-B"--! /*!J +"*/, ++*!! -*J/ !,*,, K !A*AE !A*E" 7E-*-/8
,,’-BJA-’ +!*AJ +’*!- +-*-- L+*’" !+*," K !’*/" !E*,E 7!E*’A8
,,’-BCD+/ +,*"! ’-*," ’*EJ L,!*!! !-*EJ K !!*EE !’*A! 7!,*-"8
,,’-B!!- /*,A +"*"J ,*,E !!*/, ’,*", K ’/*,A +,*,! 7’/*+-8
,’/-B金 "AA ,*+! !!*-- LA*+E L+*-E ’+*E- K ’E*++ "*EE 7+J*’+8
,’/-B"--! "*A, "*E- +"*/, ’+*’, E!*"- K E/*E" E"*!A 7!!*,’8
,’/-BJA-’ +/*/E ’*/, +,*’- ’+*’+ !J*A’ K !E*!’ EE*-- 7!A*’-8
,’/-BCD+/ +"*’! ’E*A- !*/, L",*E/ !-*+! K !-*A- ’E*J/ 7’J*",8
,’/-B!!- +"*,! +A*/E L+*++ !’*A- E-*A+ K E’*’’ !E*!, 7!’*’"8
金 "AAB"--! !*’- LE*-J "*’A -*J" E’*J, K !+*EJ !E*JE 7!/*"J8
金 "AABJA-’ +-*/" +A*+J L+*,’ +’*!J !/*/! K !-*AA ’!*-- 7’/*AJ8
金 "AABCD+/ ’-*E’ !’*A! L++*++ L+J*J" !!*E/ K !"*/, +,*’! 7’E*,’8
金 "AAB!!- +*,A !*/- "*"- ’A*JA E-*+" K !J*JA !!*"" 7!E*’J8
"--!BJA-’ ,*-A J*JA J*!! +!*’+ !J*"A K !A*+’ E!*," 7+J*-E8
"--!BCD+/ +*EA ’-*-A E*+/ L+*EJ !A*-E K !A*,’ !!*"A 7E-*!J8
"--!B!!- /*E’ /*,’ "*,A !A*’" !,*E" K E"*J’ ’E*,J 7’’*""8
JA-’BCD+/ +A*’+ !!*+, L’*J, L++*++ !E*,J K !,*/A ’!*A, 7!E*E+8
JA-’B!!- +E*"’ ’!*-J /*,+ ’,*"’ !/*’" K !/*J/ +J*/+ 7’"*,+8
CD+/B!!- E*-! L"*-+ LE*,- L’*/J E-*,+ K E!*E- +,*,+ 7’,*J/8

叶面积7棒三叶面积8

表 ! 水分胁迫下玉米各组合植株性状指标的下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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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速率变缓的同时加速了下部叶片的衰老和脱

落!水分胁迫对棒三叶叶面积的伤害率为 !!"!#$ %
&’"()$"大多数组合棒三叶叶面积的下降幅度大于

全株叶面积的下降幅度! 叶片特别是棒三叶是光合

作用的主要部位和经济器官的营养物质来源" 水分

胁迫导致其生长受抑和功能下降是造成玉米产量降

低的主要原因!
综合分析水分胁迫对玉米植株抗旱性状的影响

后 初 步 认 为 "**’(+##(#*’,(+金 -..#**’(+*’,(#
*’’!+*’,(#**’(+金 -..#-((#+##(# 金 -..+-((##
*’’!+**’( 和 *’,(+/0!, 等 组 合 各 植 株 抗 旱 性 状

的受伤害程度较轻" 说明这些组合受水分胁迫的影

响较小"抵御干旱的能力相对较强!但评价杂交组合

的抗旱性还要考虑一些客观因素" 如株高和穗位过

高造成生殖器官营养供给不充分# 叶面积过大会造

成更多的水分散失# 雄穗分枝数过多造成的雄穗较

大会消耗过多的营养且遮荫严重等均不利于抗旱植

株性状的选择!因此"杂交组合的植株性状是否真正

符合抗旱目标选择还要进一步进行配合力分析和遗

传参数分析!
!"! 植株性状的配合力分析

!"!"# 组合及配合力方差分析 表 ’ 显示" 正常条

件和水分胁迫下"* 个植株性状的组合 1 值均达到

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说明各性状的组合间存在着显

著或极显著的差异!组合 234 的 1 值均达到显著或

极显著水平"534 的 1 值除正常条件下的雄穗分枝

数和水分胁迫下长径茎粗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外"其

余均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并且一般配合力方差明

显高于特殊配合力方差" 说明这 * 个植株性状的遗

传加性效应和显性效应真实存在" 而且加性效应比

显性效应更为重要!

长径 短径

36 /7 & #(’",’ ’ !*!",’ )",’ ,-")- ("’* ("!) !# ),) ((!")-
/8 *!&"#( &.)"#’ ("&) ,")( ("(, ("(* ! !!- -),"#’
1 ,"((99 &"#&99 !)"!,99 .",’99 #",!99 #"((99 !’"&&99
234:7 ! ,-)"-. )),".’ &"’, &-"#) ("!& ("*& * ).# !#-"*#
1 !,"!)99 !("*.99 -#"#’99 #&".!99 !&"((99 &"((99 #,"(,99
534:7 #--"!# !&!",- ("-- !"’’ ("(# ("(# ,(. .)!",!
1 #"&,99 !",!9 *"))99 (".& #"((99 #"((99 #")’99

;5 /7 & &(,"-- ! -’*"’& *"-- #’"-& ("’! ("!- , -&. #*’"),
/8 !**"-. !-&"#- (".. #".& ("!# ("(’ &). ’()"&*
1 ’*"&*99 .").99 *"*’99 )"’*99 !"*’9 ,"-*99 !-"&#99
234:< ! .*#".# ,&-")( ’"#( !-"*! ("(- ("(- # ))- ’&&"..
1 ,(",#99 ’)"..99 !#"#.99 ’#",*99 ’"&)9 !*"*,99 &,"*-99
534:< #(&"#. !!("&# (",( !")& ("(# ("(’ ##) .!!",,
1 !(".*99 &"’.99 &"’-99 ’")(99 !"’. -"’.99 &"!*99

1("(-=’,")&>?!"!* 1("(-=,")&>?’"!! 1("(-=’(")&>?!"*. 1("(!=’,")&>?!".* 1("(!=’")&>?’")- 1("(!=’(")&>?’"(.

单株叶面积
茎粗

雄穗分枝数叶片数穗位高株高变异来源处 理

表 ! 植株性状组合及配合力间方差及 # 值

于海秋等$玉米主要抗旱性状的配合力及遗传参数分析 !"植株性状

!"!"! 一般配合力!$%&"效应分析 **’(#金 -..
及 ##( 表现出较高的 234"且前两者其效应值达到

极显著水平%水分胁迫下"三者的 234 效应值均达

到极显著水平"由它们配制的组合株高较高&表 #’!
*’’!#*’,(#-((# 和 ).(’ 等 不 同 处 理 条 件 下 234
均为负值" 说明这些自交系可配制植株较矮的杂交

组合" 这对抗旱玉米株高和穗位高的筛选具有一定

作用!
叶 片 数 的 234 表 明 "*’’!#**’( 和 -((# 的

234 效应值达极显著水平"说明以这些自交系为亲

本的杂交组合叶片数较多" 且水分胁迫下大体趋势

亦如此!*’,(#).(’ 和 /0!, 的叶片数 234 为负值"
即它们可配制出叶片数较少的杂交组合! 从雄穗分

枝数上看"*’’!#**’(#*’,(#).(’ 和 /0!, 的组合其

雄穗分枝数较少" 而金 -..#-((# 和 ##( 则相反%水

分胁迫下除 /0!, 例外" 其它自交系具有与正常条

件下相同的规律!
*’’!#**’(#-((# 和 ##( 配 出 的 组 合 茎 粗 较 粗

大"其中以 *’’! 表现尤为突出"长径和短径的 234
均达到了显著和极显著水平" 且 *’’! 和 **’( 在水

分胁迫下其组合的茎粗仍具有较高的 234 效应值"
这对于粗大茎秆的抗旱玉米的选育提供了可能! 叶

面积的 234 表明"*’’!#**’(# 金 -..#-((# 和 ##(
等的组合在正常条件和水分胁迫下的 234 均较高"
除正常条件下的 **’( 和水分胁迫下的 -((# 外"其

余的 234 效应值均达显著和极显著水平"说明这些

自交系能组成叶面积较大且抗旱性较强的组合%而

*’,(#).(’ 和 /0!, 的组合有叶面积减少的趋势!
!!



长径 短径

!" #$$% &$’(( $)$* +),#-- &+).$ +)%/-- +)%$- % %**)0.--
##$+ %*)*#-- %$)$*-- %)++-- 1%)#* +)+# +)+% 0,(),/
#$*+ &%$),. &%%),( &%)+, &$)%, &+)+( &+)+# &% ,,/)//
金 .(( $,)#/-- %()$/-- +)+. +)0. &+)%* +)+$ ./*)((-
.++0 &$+)/$ &%%)$* %)%%-- $)0/-- +)+, +)+, % +,+).*--
/(+$ &$+),. &%.),/ &+)#, &$)*. &+)+$ &+)%. &% 0./)+0
23%* ,)(/ %)// 4%)+$ &%)%* +)+0 &+)+$ &(%#)%/
00+ ()0+ $)., +)+/ .).0-- +)+% +)+. .#*)*+-

56 #$$% 40)$/ 4+)0( +),( 4%),$ +)%0 +)%+7- /#0)(/
##$+ %,)#,-- %+)$#-- +)$, &+)$, +)%% +)%,-- ,$/)%/-
#$*+ &%0)+, &%0)/+ &+)(. &%)+$ +)++ &+)+$ &/.0)%0
金 .(( $/)##-- %#)*0-- +)+/-- +),0 +)+. +)+, ($#)/.--
.++0 &.)$, &%)*( +)+$ %)+#- &+)%% &+)%+ %/+),/
/(+$ &$/)0/ &%0)%# &+)(+ &$).$ &+)%% &+)%% &% $#$)#.
23%* &*)%/ &#)., +)%. $)0/-- +)++ &+)+% &,++)/0
00+ %0)/+-- /)#(-- +)%, %)00-- &+)+# &+)+, ,*/)+(--

单株叶面积
茎粗

雄穗分枝数叶片数穗位高株高基因型处 理

表 ! 植株性状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及显著性测定

杂交组合

8% 长径 短径

#$$% 9 ##$+ 10%’,, 1$$’+, 1+’.( 1+’** 1+’$, 1+’$% 1% .,.’#%
#$$% 9 #$*+ /’%/ .’#% 1+’/# 1+’/+ +’+* +’,077 1,*+’*.
#$$% 9 金 .(( 1,’.. %’,0 +’(#7 1+’$( +’%+ +’+0 .((’.*
#$$% 9 .++0 1/’,. %’00 1+’,% +’// +’%. +’+. ,/.’.+
#$$% 9 /(+$ $+’(/ ,’.( +’$, +’#% +’+# 1+’+$ 0((’%+
#$$% 9 23%* %%’.. *’$, +’%0 1+’%* 1+’%* 1+’%% 1*./’,.
#$$% 9 00+ 0’*0 %’/0 +’.0 +’.0 +’+, 1+’%* % 00+’##7
##$+ 9 #$*+ 1%’(* %’#% +’%% 1+’%. +’%. +’+, 1$**’%/
##$+ 9 金 .(( 1(’%+ +’%+ +’%0 +’## +’+# +’+. *.’((
##$+ 9 .++0 %0’$+ $’,0 1%’$, 1+’/* +’+. +’++ 10*+’+0
##$+ 9 /(+$ /’0+ .’*, +’$% +’*# 1+’+. 1+’+$ ,$0’0*
##$+ 9 23%* 1+’$+ 1.’0% +’*(7 +’%/ +’%. +’%* % ##+’+$77
##$+ 9 00+ $%’0/ %*’,/ +’.( +’%/ 1+’%% 1+’+0 0$’(,
#$*+ 9 金 .(( 0’*% %’/, 1+’(, 1+’$* 1+’+% 1+’%( 1,.,’(+
#$*+ 9.++0 %0’,% %$’+, +’*(7 +’/+ +’%. 1+’+. 0((’,0
#$*+ 9/(+$ 10#’(. 1$+’,+ +’%, 1+’%* 1+’0( 1+’$( 1#(%’/*
#$*+ 923%* .’0% 1+’+. %’$077 +’%. 1+’+( 1+’+# ##+’0/
#$*+ 900+ /’0+ 1+’#* 1+’,* +’,. +’%% +’%$ /0,’(+
金 .(( 9 .++0 $’// 1%#’.0 +’$% 1$’.( 1+’$# +’%, ,,’$.
金 .(( 9 /(+$ /’%% 1%’%0 1+’0, %’$. +’%$ +’%+ 1$(+’#.
金 .(( 9 23%* %$’(/ (’(/ 1+’,# %’0# 1+’+# 1+’%% 10*(’$+
金 .(( 9 00+ 1%.’*+ ,’0% +’,, 1+’%, +’+. 1+’+% ,,,’($
.++0 9 /(+$ 1%%’/( ,’,0 +’,( 1+’#( +’+# 1+’+% .##’*/
.++0 9 23%* 1$#’/$ 1(’// 1+’0$ +’#0 +’+0 1+’+. 10,0’#*
.++0 9 00+ %*’## #’%# +’,/ %’/0 1+’%/ 1+’+* 1*/$’$.
/(+$ 9 23%* $$’(% %#’(0 1+’$* 1+’., +’%0 +’%$ 0+*’,0
/(+$ 9 00+ 1%%’0+ 1%+’%/ 1+’,* 1%’$, +’+/ +’%$ 1*%,’%.
23%* 9 00+ 1$.’*, 1%/’(0 1%’+( 1%’#$ +’+$ +’+, 1% %,*’++

单株叶面积
茎粗

雄穗分枝叶片数穗位高株高

表 " 正常条件下植株性状的特殊配合力效应及显著性测定

玉米科学 $++0 年第 %% 卷第 $ 期

综合分析植株性状的 :!; 效应值及其显著性

测定结果! 正常条件下供试自交系在 # 个参试性状

的 加 性 效 应 方 面 的 排 序 为 "#$$%<金 .((<.++0<
##$+<00+<23%*<#$*+</(+$# 水分胁迫下其加性效

应 排 序 略 有 变 化! 金 .((<00+<##$+<#$$%<.++0<
23%*<#$*+</(+$$

!"!"# 特殊配合力!$%&"效应分析 从正常条件和

水分胁迫下所有组合的 6!; 效应值的总体来看=表
,!表 .>!6!; 达到显著水平以上的参试性状约占试

验组合性状总数比例的 0’.*?和 .)#%?! 说明这些

参试性状只在极少数组合中以非加性基因效应起作

用!其余大多数则主要受加性基因效应的作用$

!"



杂交组合

!" 长径 短径

#$$% & ’’$( )*+,-* )%.,-/ )0,+1 )%,0* )0,-/ )0,%’ )2/3,/3
’--% & ’-20 3,+1 ’,0- 0,1* 0,/1 0,-3 0,-044 21/,%+
’--% & 金 1// 2,31 1,+/ )0,3- )0,20 0,0- 0,0* 1-*,-0
’--% & 100* )/,/3 )1,’/ )0,3* 0,’2 0,-3 0,%14 -/’,/*
’--% & +/0- -3,’+44 %0,1* %,-+ -,*14 )0,03 )0,0- %’1,-0
’--% & 56%2 2,1/ *,*% )0,%2 )-,23 )0,%- )0,%3 )%1+,2-
#--% 7 **0 *,’0 )1,*2 0,01 0,10 )0,0* )0,02 )3*0,+3
’’-0 & ’-20 %+,034 )1,0* 0,2+ 0,32 0,0* 0,03 %+%,-+
’’-0 & 金 1// )%%,3’ ’,0/ )0,32 )0,2+ )0,0’ )0,0’ %*-,’0
’’-0 & 100* 2,03 )3,3/ )0,++ 0,0/ )0,0* )0,0% )1’+,%2
’’-0 & +/0- 2,/2 %0,0* 0,0* 0,*2 )0,0- )0,01 )+/,00
’’-0 & 56%2 )1,+* )0,/3 0,’+ -,02 0,%* 0,%0 *0’,’+
’’-0 & **0 --,3+44 /,’3 0,20 )%,%/ 0,-3 0,%14 +*%,1’4
’-20 & 金 1// /,2- )%3,%0 0,’- )0,-0 0,%’ 0,%* 11%,/%
’-20 & 100* %0,3- %2,+24 )%,%0 )0,1* )0,%2 )0,%* )300,11
’-20 & +/0- )*’,+1 )*,+- )%,2+ )%,2* )0,-2 )0,-2 )% %12,3/
’-20 & 56%2 3,’1 3,-- 0,02 %,31 0,0’ 0,01 -*+,//
’-20 & **0 )%%,-* )1,2’ 0,*+ )0,30 )0,01 0,0- )%2*,*-
金 1// & 100* %,-- )%,0% 0,-1 )0,-+ )0,0* )0,0- )-%*,’3
金 1// & +/0- +,+1 )*,// 0,-2 0,+0 0,0/ 0,0+ )’%,-2
金 1// & 56%2 )%1,01 )’,/% 0,3- %,-0 )0,%* )0,02 )%*/,//
金 1// & **0 )0,2* %3,0-4 )0,’2 )0,01 )0,01 )0,0/ )2/-,+0
100* & +/0- )1,+1 *,-* 0,/1 0,%2 0,02 0,01 -/+,-’
100* & 56%2 )’,/2 )%0,’3 )0,30 )0,-* 0,0’ 0,00 )%+,/1
100* & **0 3,02 0,23 %,%- 0,%- )0,%1 )0,0* ’0’,%*
+/0- & 56%2 %2,-/4 3,%* 0,%- )-,*1 0,02 0,%0 10+,1%
+/0- & **0 )%’,10 )-0,%0 )0,+2 0,30 0,%% 0,%% **1,+0
56%2 & **0 )0,%2 ’,+3 )0,2- 0,’0 )0,02 )0,03 )*2’,1-

单株叶面积
茎粗

雄穗分枝叶片数穗位高株高

表 ! 水分胁迫下植株性状的特殊配合力效应及显著性测定

正常条件下!在参试的 -+ 个组合中!株高和穗

位 高 以 ’--%&+/0-"’’-0&**0"100*&**0 和 ’-20&
100* 为最高# 叶片数以 ’--%&金 1//"’’-0&56%2"
’-20&100* 和 ’-20&56%2 为最多!而相应的 89: 效

应值也达到显著或 极 显 著 水 平#’$$"&.00;"’$20&
.00;"金 .//&+/0$"金 .//&56"2 和 .00;&;;0 的雄

穗分枝数较多#’$$"&’$20 的茎较粗大!尤以短径明

显 # 叶 面 积 以 ’$$" &;;0"’’$0 &56"2"’$20 &;;0"
.00;&+/0$ 和 ’$$"&金 .// 为最大! 且前二者相应

的 89: 达到了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水分胁迫下! 各组合的 89: 效应值发生变化!

株高以 ’$$"&+/0$%’’$0&’$20"’’$0&;;0 和 +/0$&
56"2 为最高!穗位高以 ’$20&.00;"金 .//&;;0 为

最高!在株高和穗位高上表现出了不一致的反应#雄

穗分枝数以 ’$$"&+/0$ 为最多#茎粗以 ’$$"&’$20"
’$$"&.00;"’’$0&;;0 较明显# 叶面积以 ’’$0&;;0
为最大&
!"!"# 植株性状配合力传递的整齐性分析 表 ’ 结

果表明! 金 .// 和 .00; 的各植株性状的 89: 方差

均较小!说明其遗传性状的传递整齐性较好!有一定

的利用价值& ’$$"%’’$0%’$20 和 ;;0 有可能筛选出

株 高 适 中 的 杂 交 组 合 & ’$20%56"2 的 叶 片 数 和

’$$"%’’$0%56"2 和 ;;0 的 叶 面 积 89: 变 量 大!说

明由它们组成的组合能出现高配合力的叶片数多和

叶面积大的组合!’$$" 和 ’$20 有希望出现高配合

力的茎粗大的组合&
由于水分胁迫对玉米植株生长发育产生了直接

影响!各植株性状 89: 的方差也发生了变化!其中

金 .//%.00; 的各参试性状的 89: 方差均较小!表

现其遗传性状的传递整齐性较好& ’$$"%’’$0%+/0$
有望出现高 配 合 力 的 高 株 组 合# 由 +/0$%’$20 和

.00; 配 制 的 组 合 有 出 现 多 叶 片 数 的 机 率 #’$$"%
56"2 的组合其雄穗分枝数增加#’$$"%’$20 的组合

茎粗较大# 在叶面积上!56"2%’$20%;;0 和 ’$$" 的

组合有希望出现高配合力的叶面积大的组合&
"#$ 植株性状的遗传参数估算

植株性状的遗传参数估算结果见表 2& 结果表

明!正常条件下!’ 个性状的加性方差均大于非加性

方差!说明这些性状均受加性基因控制!非加性基因

的作用较小&雄穗分枝数%茎秆短径%叶片数%单株叶

面积% 穗位高和茎秆长径的加性基因方差分别占其

遗 传 方 差 的 /<,<$= %+’,/’= %+;,$$= %2’,;0= %

于海秋等’玉米主要抗旱性状的配合力及遗传参数分析 !,植株性状

!"



水分胁迫下!株高"叶片数"雄穗分枝数和单株

叶 面 积 的 加 性 基 因 方 差 分 别 占 其 遗 传 方 差 的

!"#$%&"’!#($&"!)#!!&和 !’#*’&! 加性方差明显

大于非加性方差#穗位高的加性方差$+,-%!&%和非

加性方差$(!-’(&%作用相当#而茎秆的长径与短径

以非加性方差为主! 加性方差占遗传方差的比例较

小!仅为 *+-%%&和 ,,-,,&#叶片数&雄穗分枝数和

茎粗等性状受环境的影响较大’ 各性状的广义遗传

力排序为(株高.单株叶面积.茎粗短径.穗位高.雄

长径 短径

/0 !11) 1%,-"( ,%-(( %-,! 2%-!1 %-%) %-%( 3"’ )(+-,)
!!1% 1)%-)1 3(-1" %-(1 4%-!3 %-%* %-%* 3!’ *1"-"3
!13% 1%1-(" ,%-!, %-!% 4%-"* %-%, %-%+ 11( +*!-3(

金 +’’ *+-3, 41-"+ %-,, %-3+ %-%* %-%* ( %+"-"1
+%%, *"1-(% 13-!, %-(1 *-*% %-%1 %-%% *%’ 1’%-(*
"’%1 ,!’-"’ 33-!" %-%! 4%-13 %-%, %-%* *(’ !,*-’%
56)3 1"3-(’ "(-+’ %-++ 4%-1) %-%) %-%) 3+) +!,-3,
,,% 11’-(( !"-3! %-," %-1! %-%% %-%) !’+ 33)-"+

78 !11) ,!,-,3 +’-"+ %-,3 1-)+ %-%1 %-%1 13( %",-(%
!!1% (%+-,) !,-!" %-() %-3( %-%) %-%) 1,) ",%-!+
!13% ,)’-") "!-)% %-", %-+" %-%1 %-%1 ,(" "!,-+3

金 +’’ 3(-"’ !3-1% %-)1 %-%% 4%-%) %-%% )(3 !1’-+)
+%%, ,!-(’ !)-() %-!1 4%-(% %-%% %-%) ))) %)3-(’
"’%1 (1’-1( ’%-") %-’+ )-’! %-%% %-%1 1," +!,-%’
56)3 !’-+" 1%-’3 %-%’ ,-%% 4%-%) %-%) 31 )(+-13
,,% ),1-’3 ))1-,3 %-(! 4%-)! %-%% %-%) 1’) !++-’,

单株叶面积
茎粗

雄穗分枝数叶片数穗位高株高基因型处 理

表 ! 各自交系植株性状 "#$ 的方差

!3-139和 !!-!3&!加性方差明显) 遗传方差除穗位

高和茎秆长径比环境方差小即说明二者受环境影响

较大外!其余性状的遗传方差均大于环境方差*各性

状的广义遗传大小依次是(茎秆短径.叶片数.单株

叶面积.雄穗分枝数.株高.茎秆长径.穗位高#狭义

遗传力大小依次为( 茎粗短径.叶片数.雄穗分枝

数.单株叶面积.株高.茎秆长径.穗位高*

长径 短径

/0 !1
: (!3-"1 1("-31 )-1( )(-31 %-%( %-1% 1 %!) %+)-,)

!1
; ,,!-)! )1)-%, %-1+ %-"3 %-%1 %-%, !(% ,(’-(!

!1
< "%,-’" ,!’-3+ )-(’ )+-+’ %-%! %-1, 1 3%) (%%-33

!1
= !)(-,% (’"-,1 %-(" 3-"% %-%3 %-%! ) ))+ +"3-,1

!1
> ) ()"-?" "!"-%3 )-’3 ?,-,’ %-), %-?’ , ")! ’""-%’

;?@A&B +!-!’ ,)-%3 3+-!, !!-!+ (!-)+ 3’-,) 3%-33
;1CA9D ,1-’’ 1"-!+ !1-’( !1-’, ,%-33 !"-’3 +(-%%
E<FA9D +"-)’ !3-13 ",-11 ’(-(1 !!-!3 "!-’! 3!-,%
EGFA9D ()-") ,1-3, )!-3" +-+" ,,-,, ),-%( 1,-3%

78 !1
: ++,-)" )%+-’% %-13 1-,% %-%% %-%) +’) %++-+(

!1
; 1+!-3% ’,-3% %-%) )-(, %-%1 %-%1 1!, )3%-3)

!1
< "%’-"" )’’-!% %-1" ,-3, %-%1 %-%, "+( 11!-1+

!1
= )!!-+’ )+(-,+ %-’’ ,-’( %-), %-%1 ("’ 1%"-(!

!1
> ’3!-(3 ,+,-’+ )-13 3-!3 %-)+ %-%+ ) ,(, (,(-3)

;1@A9D "1-’( +!-,’ 11-%+ ("-!, ),-,, !%-%% !,-+’
;1CA9D +!-!+ 1’-’1 1)-1! 1’-’’ 1-%% 1%-%% ((-%%
E<FA9D !"-,% +,-%! ’!-(, !)-!! )+-%% ,,-,, !’-)’
EGFA9D ,)-3% (!-’( ,-+3 ,"-,( "+-%% !!-!3 ,%-")

表注同 12,2)

单株叶面积
茎粗

雄穗分枝数叶片数穗位高株高项目处 理

表 % 植株性状群体遗传参数的估计值

穗分枝数.叶片数.茎粗长径# 狭义遗传力排序为(
株高.单株叶面积.雄穗分枝数.穗位高.叶片数.茎

秆短茎.茎秆长径*

, 讨 论

植株性状是最直观的抗旱性鉴定指标! 也是人

们早期对作物抗旱性研究最多的方面! 株高+ 叶形

态"茎形态"根形态"雄穗分枝数及干物质积累速率

等指标均可用于抗旱性鉴定 H(!+!*,!*!I!一般认为叶片

玉米科学 1J%, 年第 ** 卷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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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12)* 广州 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于海秋

电话! 1*1+(-*(1"/2 手机! ",-,,,)/***
!"#$%&V aDP_DTPhL;QP$R;E

较小’窄而长"叶片薄"叶色淡绿"叶片与茎秆夹角

小"叶片具有表皮毛及蜡质"干旱时卷叶等是抗旱的

形态结构指标!/"("")""-.( 降低株高!"*."缩小雄穗"去雄或

雄不育等均能增强玉米的抗旱性!’""".) 王克胜等对叶

面积及 ]>O=?GO 等对株高和穗位高的遗传分析认为

加性方差大于显性方差!*""1.)
本文通过对正常条件和水分胁迫下玉米植株性

状的配合力和遗传参数分析表明"2**"’2*/1’-11,
和 (’1* 能够降低株高和减少雄穗分枝数"2**" 和

22*1 可以改善茎秆品质"这些自交系都可以作为玉

米抗旱性状选择的优良素材)22*1’金 -’’ 和 ,,1 具

有增加株高的作用"在利用时应采取措施加以克服)
株高’ 雄穗分枝数和单株叶面积特殊配合力为负效

应 的 组 合 有 2**" i22*1’2*/1 i(’1*’-11, i,,1’
(’1*i,,1 和 0;"/i,,1" 利用这些组合可以降低株

高’雄穗分枝数和单株叶面积"符合玉米抗旱植株性

状的要求)
株高’叶片数’雄穗分枝数’茎粗和单株叶面积

均以基因的累加效应为主" 加性基因方差占遗传基

因方差的 22$2/j k ’)$)*j) 狭义遗传力大小排序

为茎粗短径l叶片数l雄穗分枝数l单株叶面积l株

高l茎秆长径l穗位高A其中茎粗短径’叶片数’雄穗

分枝数和单株叶面积的狭义遗传力均高于 -1$11j)
水分胁迫下除株高外"狭义遗传力均下降 "大小排

列序变为株高l单株叶面积l雄穗分枝数l穗位高l
叶片数l茎粗) 植株性状遗传研究和性状选择在正

常条件和水分胁迫进行同样有效)
通过对玉米植株性状水分胁迫下的表现’ 配合

力和遗传参数分析认为" 抗旱玉米优良株型选育存

在较大困难" 各优良的性状不能同居一个自交系或

杂交组合上" 同时还要兼顾产量性状和生理生化性

状以保证其高产优质) 在此方面的研究除了通过注

重亲本间特殊搭配以充分利用优良性状所产生的杂

种优势外"还应切入先进的生物技术手段"以提高其

选择效率!2.)

于海秋等!玉米主要抗旱性状的配合力及遗传参数分析 !$植株性状

书 讯
!*中国玉米新品种动态+++*11* 年国家玉米区试报告, 定价! (1$11 元) 该书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组织编写-

陈生斗书记作序)该书是 *11* 年度最具权威性的国家玉米新品种信息"该书全面总结了 *11* 年国家玉米新品种在各个区域的

各种类型试验结果"包括!国家玉米预备试验’区域试验’生产试验’抗病虫性鉴定报告和品质检测报告等) !另*中国玉米新品

种动态+++*11" 年国家玉米区试报告,尚有少量剩余) !*玉米病虫害田间手册, 定价! (1$11 元) 该书由王晓鸣’戴法超’廖

琴’孙世贤主编) 全书采用 "*( 铜板纸印刷"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玉米生产中常见的病害和虫害 2, 种"以及玉米抗病性鉴

定技术方法和抗性评价标准) !*中国玉米品种科技论坛, 定价! *1$11 元) 该书由廖琴’孙世贤主编) 全书收集了全国玉米

界权威人士围绕玉米的热点’焦点和难点所发表的独到见解)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 号 (1 号信箱 邮 编! "111("
收款人! 丰乐三高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 1"1+2*")2/2( 联系人! 张军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