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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昌7-2玉米自交系配合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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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13个玉米自交系，按NCⅡ不完全双列杂交设计配制成42个杂交组合，随机区组排列，田间品比

鉴定和室内鉴定相结合。结果表明，西农672产量配合力高于昌7-2和7117，穗长、结实长、穗行数和行粒数性状的

配合力高于昌7-2、PH6wc和7117；西农672出籽率性状配合力低于昌7-2，株高配合力低于PH6wc，高于昌7-2，也
高于7117；西农672穗位高配合力高于PH6wc和7117，低于昌7-2。西农672出籽率配合力与PH6wc相近；叶面积

系数、穗长、穗行数、结实长、行粒数比昌7-2高，百粒重、小区产量配合力比PH6wc略低。用PH6wc来改良昌7-2得
到的西农672，综合性状改良效果较为显著。用PH6wc改良昌7-2育成西农672与用昌7-2×武117育成的7117和
昌7-2相比较，其产量配合力、产量性状、农艺性状配合力等均有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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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mprovement of Maize Inbred Line Chang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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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mplete Diallel Croreid Design(NCⅡcroReid design), forty-two croreides were made with thir⁃
teen inbred lines, plot arrange randomly, field determination integrate with laboratory determination.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yield C. A. of Xinong672 was higher than Chang7-2 and 7117; the C.A. of ear length, ear length for
grain, rows per ear, grains per row of Xinong672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hang7-2, PH6wc and 7117; the C.A. of
grains percent of Xinong672 was lower than that of Chang7-2; the C.A. of plant height by Xinong672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hang7-2 and 7117, and lower than that of PH6wc; the C.A. of ear height by Xinong672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PH6wc and 7117, and lower than Chang7- 2. The C.A. of grains percent by Xinong672 was fairly with
PH6wc; the C.A. of LAI, ear length, ear height, ear length for grain, rows per ear, grains per row of Xinong672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hang7-2; The C.A. of LAI, 100 grain weight, yield of Xinong672 was lower than that of PH6wc
slightly. The Xinong672 was bred from using PH6wc improvement Chang7- 2, and it collected the advantage of
PH6wc and Chang7- 2, the synthesis improvement effect of Xinong672 was better than 7117 which from using
Wu117 improvement Chang7-2 obviously. The yield C.A., yield characteristic and agronomy characteristic C.A. of
Xinong672 which from using PH6wc improvement Chang7-2 had been more promoted than 7117 which from using
Wu117 improvement Chang7-2 obv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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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农672和7117均采用二环系法系统选育育成。

各父本自交系选育系谱如下：

自交系改良是玉米育种研究永恒的基础课题。

有关不同类群玉米自交系产量及农艺性状配合力的

研究分析报告较多[1～9]，有关对昌 7-2玉米自交系系

统改良的研究报告尚不多见。本文通过5个黄改群

玉米自交系和 PH6wc配合力的研究测定，就改良

昌 7-2育成新系西农672和7117的配合力进行研究

分析，并对其有关性状的遗传效应进行比较，对

昌 7-2玉米自交系改良进行探讨，为优异玉米自交

系及其强优势组合选育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本研究以 6个Reid群自交系郑 58、5276、478、
9558、5003、沈137和PH4vc作母本，以5个黄改群自

交系昌 7-2、西农 672、k12、7117、LX9801和 PH6wc
作父本，配制杂交组合 42个，各亲本自交系名称及

其遗传组成见表1。各供试自交系的农艺性状见表

2，是陕西省杨凌地区自交系性状鉴定结果。

表1 参试自交系亲本遗传来源

Table 1 The parents of experiment inbred lines
父本系NSS
Father
PH6wc
昌7-2
西农672
K12
7117
LX9801

遗传来源

Parent
美国自交系

黄早4／潍春／Sw901
昌7-2／PH6wc
黄早4／潍春／户718
昌7-2／武117
掖502×H21

母本系SS
Mother

郑58
PH4vc
5276
478
9558
5003
沈137

遗传来源

Parent
478选
美国自交系

5003／沈137
U8112／5003
(9058×5276)×9058
美杂3147
美杂6JK111

陕西周至玉米       铁岭黄马牙                       获嘉白马牙   Oh43× Cree67 

↓⊕             ↓⊕                              ↓⊕        ↓⊕ 

  〔(127-32 ——×——铁 84) (W24——×——W20)〕     获白 ----×-- 自 330 

↓                     ↓                       ↓⊕ 

                 F1----------×--------F1                     武 117----------- 

                             ↓⊕                                             ︱ 

                         吉 69(杂株)   塘四平头                            ︱ 

                             ↓⊕            ↓⊕                             ︱ 

                           潍 59——×——-黄早四                              ︱ 

                                    ↓⊕                                      ︱ 

                                 昌单7号  泰国苏湾1号群体                   ︱ 

                                     ↓⊕           ↓⊕                      ︱ 

               ∣--------------------昌 7——×——suwan-1                    ︱ 

               ︱                           ︱               PH01N×PH09B     

︱ 

︱        广西玉米群体         ︱                     ︱          

︱ 

︱           ↓⊕            ↓⊕                  ↓⊕        ︱ 

                --——×——718            昌 7-2--------×------PH6wc        ︱ 

                   ↓⊕                  ︱         ↓⊕                 ︱ 

                      K12                   ︱         西农 672(2012年育成) ︱ 

︱----------------×--------------- 

塘四平头   旅 9×有稃玉米    塘四平头  墨西哥白玉米       ↓⊕ 

    ↓⊕        ↓⊕              ↓⊕        ↓⊕          7117(2009年育成) 

 黄早四---×---丹 340           黄早四---×----墨白 

          ↓⊕                          ↓⊕ 

        掖 502-----------------×------------H21 

                         ↓⊕ 

                       LX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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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NCⅡ不完全双列杂交设计，随机区组

排列，单行区，行长3.5 m，每行16株，5次重复(收获

时取中间 3行计产)。试验行距 65 cm，株距 23 cm，

密度66 892株/hm2。

1.3 试验方法

玉米开花期田间测定各试验处理的株高、穗位

高、叶面积系数；玉米成熟收获后室内测定统计各试

验处理区的收获果穗穗长、结实长、穗行数、行粒数、

穗粗、小区产量、百粒重和出籽率。

叶面积系数的测定采用邓良佐叶面积系数快速

测定法[3]。

各试验处理的产量、产量构成性状及植株性状

的田间鉴定和室内测定均采用常规的育种方法

进行。

对试验结果采用SPSS分析软件程序和LNT[4]进

行有关性状的方差和配合力分析，并估算群体遗传

参数。

2011年冬在海南省陵水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育种基地，以 PH4vc 和 6 个 Reid 群自交系郑 58、
5276、478、9558、5003、沈 137作母本，以 PH6wc和 5
个黄改群系昌 7-2、西农 672、k12、7117、LX9801作

父本，采用NCⅡ不完全双列杂交设计，手工配制并

收获42个杂交组合的F0种子；2012年春在陕西省杨

凌区西农大杨凌育种基地播种，进行大田试验。

42个杂交组合的大田品比试验地前作夏玉米，

播前冬季休闲，4月18号拖拉机旋耕，4月21日拖拉

机开沟，人工点播、覆土；2012年4月23日播种，8月
31日收获。 试验地土壤肥力中等。玉米试验管理

同大田管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参试自交系各性状方差分析结果

表3结果表明，各性状区组间差异不显著(穗行

数差异极显著)，各性状组合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

不完全双列杂交的42个组合在所研究的11个性状

上存在着遗传差异，这种遗传差异是由加性基因和

非加性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将组合间的方

差分成P1和P2亲本的一般配合力方差及特殊配合

力方差。F测验分析表明，P1组亲本和P2组亲本的

一般配合力效应对F1代杂交种的 11个性状均达极

显著水平，即参试自交系性状表现存在显著差异。

P1×P2的特殊配合力方差分析表明，11个性状均存

在极显著的特殊配合力效应，即新育成玉米自交系

西农 672、7117等与昌 7-2、478、郑 58等自交系性状

上存在显著差异，可进一步分析其一般配合力效应

和特殊配合力效应。

2.2 参试自交系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分析

从表 4可以看出，不同自交系同一性状的一般

配合力效应有很大差异，表现正向和负向两类效

应。一般配合力效应，6个父本系的产量一般配合

力从高到低为 K12、LX9801、PH6wc、西农 672、
昌 7-2、7117；其中，西农 672、7117和其亲本系的产

量一般配合力从高到低依次为 PH6wc、西农 672、

表2 供试材料自交系植株性状产量性状

Table 2 The Traits of experiment inbred lines
自交系

名称

Inbred line
PH6wc
昌7-2
西农672
K12
7117
LX9801
郑58
PH4vc
5276
478
9558
5003
沈137

株高(cm)
Plant
height
190
140
175
180
145
165
130
140
140
145
140
135
135

穗位高

(cm)
Ear height

65
75
75
70
65
55
45
50
45
45
50
45
45

穗长(cm)
Ear
length
15.0
12.0
14.0
16.0
12.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3.0
13.0

穗行数(行)
Rows per
ear

16
18
18
16
14
16
12
16
14
12
12
14
12

穗 型

Ear type

柱型

柱型

柱型

柱型

柱型

柱型

柱型

柱型

柱型

柱型

柱型

柱型

柱型

穗轴色

Ear axie
colour

白

白

白

红

白

白

白

红

白

白

白

红

白

子粒色

Grain
colour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黄

子粒型

Grain type

浅硬粒

浅硬粒

浅硬粒

浅硬粒

浅硬粒

浅硬粒

马齿

浅马齿

马齿

马齿

马齿

马齿

浅马齿

倒1～3叶叶角

Degrees of
1-3 leaf
15～35°
20～40°
10～30°
15～35°
15～35°
10～30°
10～30°
15～40°
10～40°
10～30°
10～30°
10～45°
15～40°

株 型

Plant type

紧凑

半紧凑

紧凑

紧凑

半紧凑

紧凑

紧凑

半紧凑

紧凑

紧凑

紧凑

半紧凑

半紧凑

备 注

Note

子粒长

子粒长

子粒长



昌7-2、7117；西农672的产量一般配合力高于昌7-2，
低于PH6wc，远高于 7117。从产量性状的一般配合

力效应看，西农 672的穗长、结实长、穗行数和行粒

数性状配合力高于昌7-2、PH6wc和7117，行粒数性

状低于 7117；西农 672的出籽率性状配合力低于

昌 7-2、高于PH6wc和 7117；西农 672的百粒重性状

配合力均低于昌7-2、PH6wc和7117。6个父本系株

高的一般配合力，昌 7-2、K12、7117为负效应，说明

这 3个自交系均有降低株高的遗传效应；LX9801、
PH6wc、西农 672的株高配合力为正值，PH6wc的株

高效应值最大；西农672的株高配合力低于PH6wc，
高于昌 7-2，也高于 7117。从穗位高的配合力效应

值看，西农672的穗位高配合力高于PH6wc和7117，
低于昌7-2；此外西农672的叶面积系数配合力低于

PH6wc，但高于昌7-2和7117。

表3 参试自交系性状的配合力方差分析值(F值)

Table 3 Variance analysis of agronomic traits and yield traits for selected materials (F test)
变异来源

Variation
source
区组间

组合间

P1
P2

P1×P2
注：**表示0.01水平下差异显著。

Note: ** indicate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1 level.

自由度

DF

2
41
5
6

30

穗 粗

Ear
diameter

-
4.41**
6.87**

11.59**
2.73**

穗 长

Ear
length
1.138

14.86**
18.13**
6.73**

59.72**

结实长

Ear length
for grain
0.504

13.12**
12.92**
6.11**

55.43**

穗行数

Rows
per ear
0.735**
5.56**

13.64**
2.05**

16.89**

行粒数

Grains
per row
6.818
5.23**
5.50**
9.10**
4.53**

出籽率

Grain
percent
0.017
2.14**
3.05**
7.84**
1.00**

叶面积

系数

LAI
0.388

12.74**
11.36**
53.93**
6.14**

株 高

Plant
height
0.0027

34.72**
89.50**
11.16**

110.29**

穗位高

Ear
height
58.72
16.73**
13.91**
1.72**
5.62**

百粒重

100-grain
weight
1.522
7.14**
6.46**

35.14**
2.61**

小区产量

Yield

0.0001
4.99**
2.08**
4.52**

11.26**

表4 参试自交系性状一般配合力效应

Table 4 The G.C.A. effects of each trait of experiment inbred lines
自交系

Inbred line

PH6wc
昌7-2
672
K12
7117
LX9801

穗 粗

Ear
diameter
-0.06
0.01

-0.12
0.14

-0.12
0.16

穗 长

Ear length

0.28
-1.79
0.64
1.22

-0.46
0.11

结实长

Ear length
for grain

0.07
-1.48
0.62
1.24

-0.57
0.11

穗行数

Rows
per ear
0.46

-0.07
0.73
0.38

-0.59
-0.90

行粒数

Grains
per row
-1.72
-0.18
0.42

-0.36
0.96
0.87

出籽率

Grain
percent
-0.19
1.20
0.82

-1.30
0.76

-1.28

叶面积

系数

LAI
199.78

-556.3
-193.3
-191.8
-237.4
979.25

株 高

Plant
height
16.86

-14.44
5.65

-5.29
-10.03

7.25

穗位高

Earheight

-2.26
4.28
3.65

-4.57
-3.27
2.17

百粒重

100-grain
weight

2.42
-3.94
-4.38
4.99
4.18

-3.27

小区产量

Yield

0.02
-0.09
-0.08
0.27

-0.20
0.09

自交系 PH6wc叶面积系数是其所有性状中一

般配合力效应表现最为显著的，说明可以用其作亲

本培育光合效率的F1代；另外，有利性状如穗长、结

实长、穗行数、百粒重以及小区产量都表现为正向效

应，所以在遗传育种中可以加以改良利用。自交系

昌 7-2，大部分性状表现出负向效应，只有穗粗、出

籽率、株高的配合力效应较高。自交系 672其叶面

积系数的一般配合力与PH6wc刚好相反；出籽率表

现最佳，有利性状如穗长、穗行数、结实长、行粒数都

有较高的正向效应，但百粒重、小区产量等产量指标

表现为负向效应，所以在育种中要根据杂交玉米性

状优势互补原理，科学选配亲本或对其进行进一步

改良提高。自交系K12，其产量和产量农艺性状配

合力效应较优；同时其百粒重和小区产量的配合力

也表现出了较高的正向效应，说明其综合性状较好，

可作为优异亲本直接利用，是选育强优势组合的优

良自交系。自交系7117，其各个性状的一般配合力

普遍较低，负向效应明显大于正向效应，只有行粒

数、出籽率及百粒重表现为正向效应，所以在育种中

要对这3个性状进行改良利用。自交系LX9801，其
大部分性状表现为正向效应，它可以增加穗粗、穗

长、结实长、行粒数、叶面积和小区产量，说明其综合

性状较好可直接利用，是选育强优势组合的优良自

交系，但其穗行数、出籽率、株高、穗位高、百粒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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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力效应较差。 2.3 参试自交系特殊配合力效应分析

表5 参试自交系各性状的特殊配合力效应(SCA)

Table 5 The S.C.A. effects of each trait of experiment materials
组 合

Combination

郑58×PH6wc
郑58×昌7-2
郑58×672
郑58×k12
郑58×7117
郑58×LX9801
PH4vc×PH6wc
PH4vc×昌7-2
PH4vc×672
PH4vc×k12
PH4vc×7117
PH4vc×LX9801
5276×PH6wc
5276×昌7-2
5276×672
5276×k12
5276×7117
5276×LX9801
478×PH6wc
478×昌7-2
478×672
478×k12
478×7117
478×LX9801
9558×PH6wc
9558×昌7-2
9558×672
9558×k12
9558×7117
9558×LX9801
5003×PH6wc
5003×昌7-2
5003×672
5003×k12
5003×7117
5003×LX9801
沈137×PH6wc
沈137×昌7-2
沈137×672
沈137×k12
沈137×7117
沈137×LX9801

穗 粗

Ear
diameter

0.02
0.13

-0.10
-0.01
-0.05
0.00
0.10

-0.10
0.25
0.08
0.03

-0.36
0.07
0.01
0.01

-0.11
-0.01
0.04
0.13

-0.09
0.06

-0.02
-0.12
0.03

-0.06
-0.06
0.11

-0.20
-0.07
0.28

-0.13
-0.06
-0.31
0.19
0.33

-0.03
-0.14
0.17

-0.02
0.07

-0.12
0.04

穗长

Ear length

0.48
-0.39
0.13

-0.49
2.25

-1.98
-0.24
-0.36
0.06

-0.76
0.54
0.76

-0.07
0.49

-0.40
-0.92
0.42
0.47
0.49

-0.35
0.60
0.71

-1.01
-0.45
-0.78
0.78
0.47

-0.51
-0.63
0.67
0.82

-0.15
-1.17
1.15

-1.49
0.85

-0.71
-0.02
0.31
0.83

-0.09
-0.32

结实长

Ear length
for grain

0.53
-0.22
-0.33
-0.45
1.98

-1.51
-0.53
-0.32
0.46

-0.53
0.39
0.53
0.05
0.77

-0.80
-0.68
0.29
0.37
0.36

-0.64
0.66
0.90

-0.87
-0.42
-0.56
0.48
0.51

-0.51
-0.51
0.59
0.18

-0.26
-0.97
1.36

-1.31
1.00

-0.03
0.18
0.48

-0.09
0.02

-0.56

穗行数

Rows
per ear
0.41
0.07

-0.47
-1.30
1.45

-0.16
0.00

-0.01
0.95
0.20

-0.40
-0.75
-0.10
0.34
0.17
0.20

-0.42
-0.18
0.21

-0.45
0.03

-0.08
0.18
0.13

-0.62
0.11

-0.32
0.42

-0.45
0.85
0.35

-0.06
-0.66
0.66
0.34

-0.63
-0.25
0.00
0.30
0.28

-0.69
0.37

行粒数

Grains
per row
1.66

-1.12
0.65
0.00
1.71

-2.91
-0.60
0.70
1.04

-3.10
1.56
0.39

-1.28
0.50

-1.87
1.04
1.44
0.16
1.21

-1.49
1.82
1.69

-3.59
0.35

-2.17
2.21

-0.48
-1.17
0.34
1.27
0.23

-1.58
-1.80
2.49

-2.03
2.69
0.93
0.78
0.64

-0.96
0.56

-1.95

出籽率

Grain
percent
1.86
0.40

-1.19
-0.78
-0.35
0.06
0.64
0.18

-1.16
-0.11
-0.15
0.60

-1.39
-0.10
0.31
0.56
0.33
0.29

-0.86
0.36
0.21

-0.38
1.62

-0.95
0.30

-1.69
0.64
0.38
0.82

-0.44
-1.63
-0.07
0.57
1.46

-1.43
1.10
1.09
0.92
0.61

-1.12
-0.83
-0.67

叶面积

系数

LAI
-365.17
-50.07
-15.36

-183.17
316.07
297.69
844.44

-835.46
408.25

-471.89
57.35
-2.70

549.28
-80.63
72.42

415.28
-521.49
-434.87
-409.78
216.98

-188.30
134.89

-119.87
366.08
417.67
673.43
277.14

-294.33
-444.76
-629.14
-380.61
401.15

-119.80
253.05
27.63

-181.42
-655.83
-325.41
-434.36
146.17
685.07
584.36

株 高

Plant
height
-4.25
10.72

-12.15
0.01

-3.02
8.69
9.15

-11.56
13.68

-21.82
3.81
6.75
5.27
2.57

-6.96
12.30
-6.28
-6.90

-19.37
1.82

14.94
7.43
0.18

-5.00
2.46
8.76
1.44

-7.62
-1.43
-3.61
7.61

-5.54
0.92
0.64

-5.17
1.54

-0.86
-6.78

-11.87
9.06

11.92
-1.48

穗位高

Ear
height
3.37
0.16

-11.32
4.57

-4.95
8.16
6.96

-9.36
3.06

-10.16
1.20
8.31
2.59

-6.95
0.80
8.91

-0.51
-4.84
-7.61
-1.71
0.15
7.92

-0.82
2.07

-0.35
14.88
9.85

-13.59
5.11

-15.90
-2.21
1.92
1.89

-1.44
-5.30
5.14

-2.74
1.05

-4.43
3.80
5.27

-2.95

百粒重

100-grain
weight
-2.12
4.13

-3.93
-1.01
4.28

-1.34
0.87

-2.45
2.92

-0.82
0.13

-0.65
1.90
1.07

-0.45
0.08
0.19

-2.79
-1.30
-2.35
1.85

-3.16
2.36
2.60
1.60
1.56
4.97

-3.85
-1.66
-2.61
1.26

-0.88
-4.83
6.54

-5.08
3.00

-2.21
-1.07
-0.53
2.22

-0.22
1.80

小区产量

Yield

0.08
0.33

-0.26
-0.27
0.35

-0.24
-0.02
-0.12
0.12

-0.20
0.12
0.10
0.00
0.13

-0.06
-0.12
0.06

-0.01
0.03

-0.18
0.28

-0.15
0.15

-0.12
-0.09
-0.03
0.28

-0.22
-0.08
0.15

-0.06
-0.05
-0.46
0.81

-0.57
0.33
0.06

-0.07
0.10
0.16

-0.02
-0.23



从表5可以看出，同一组合不同性状、同一性状

不同组合间特殊配合力效应均有较大的差异。从增

加产量看，配合力高的组合有郑 58×PH6wc、郑 58×
昌 7- 2、郑 58 × 7117、PH4vc × 672、PH4vc × 7117、
PH4vc × LX9801、5276 ×昌 7- 2、5276 × 7117、478 ×
PH6wc、478 × 672、478 × 7117、9558 × 672、9558 ×
LX9801、5003×k12、5003×LX9801、沈 137×PH6wc、
沈137×672和沈137×k12；在这些组合中，有西农672
参与组配的组合有4组，高于昌7-2、PH6wc，与7117
持平。

从增加百粒重看，配合力高的组合有 5003×
k12、9558×672、郑 58×7117、郑 58×昌 7-2、5003×
LX9801、PH4vc×672、478×LX9801、478×7117、沈137×
k12、5276×PH6wc、478×672、沈 137×LX9801、9558×
PH6wc、9558×昌 7-2、5003×PH6wc、5276×昌 7-2、
PH4vc×PH6wc、5276×7117、PH4vc×7117 和 5276×
k12；在这些组合中有新系672参与的组合有3组，与

昌7-2持平，少与PH6wc和7117。
从降低植株高看，配合力高的组合有郑 58×

PH6wc、郑 58 × 672、郑 58 × 7117、PH4vc ×昌 7- 2、
PH4vc×k12、478×LX9801、5276×672、5276×LX9801、
478×PH6wc、沈137×LX9801、9558×k12、9558×7117、
9558×LX9801、5003×昌7-2、5003×7117、5276×7117、
沈 137×PH6wc、沈 137×昌 7-2和沈 137×672；在这些

组合中，有西农 672参与组配的组合有 3组，少于

7117，与PH6wc和昌7-2持平。

从降低穗位高看，配合力高的组合 5003×k12、
郑 58×672、郑 58×7117、PH4vc×昌 7-2、PH4vc×k12、
478×7117、5276×LX9801、478×PH6wc、478×昌 7-2、
沈 137×LX9801、9558×PH6wc、5003×PH6wc、9558×
k12、9558×LX9801、5276×昌 7-2、5003×7117、5276×
7117、沈 137×PH6wc和沈 137×672；在这些组合中，

有西农 672 参与组配的组合有 2 组，少于昌 7-2、
PH6wc和昌7-2。

从扩大叶面积系数看，配合力高的组合有

5003×k12、9558×672、郑 58×LX9801、郑 58×7117、
PH4vc×672、478×LX9801、5276×672、沈 137×k12、
478×昌7-2、5276×PH6wc、478×k12、沈137×LX9801、
9558×PH6wc、9558×昌 7-2、5003×昌 7-2、PH4vc×
PH6wc、5003×7117、PH4vc×7117、沈 137×7117 和

5276×k12；在这些组合中，有西农672参与组配的组

合有3组，少于7117，与PH6wc和昌7-2持平。

2.4 各性状的群体遗传参数分析

遗传力反映的是亲代的性状遗传给子代的传递

能力。在自交系选育过程中，可根据性状遗传力的

大小确定不同性状的选择世代，对遗传传递力强的

农艺性状以及抗病性等可早代选择，对遗传传递力

弱的产量及产量性状等可晚代选择。

表6 参试自交系各性状的遗传参数估算

Table 6 The genetic index of main agricultural yield trait
遗传参数

Genetic index

一般配合力方差

特殊配合力方差

广义遗传力

狭义遗传力

穗 粗

Ear
diameter
53.13
46.87
55.10
29.27

穗 长

Ear
length
62.32
37.68
83.51
52.04

结实长

Ear length
for grain

61.53
38.47
81.59
50.20

穗行数

Rows
per ear
79.4
20.6
62.9
50.0

行粒数

Grains
per row
18.78
81.22
59.16
11.11

出籽率

Grain
percent
99.70
0.30

30.57
30.48

叶面积

LAI

59.9
40.1
81.1
48.6

株 高

Plant
height
72.81
27.19
92.57
67.40

穗位高

Ear height

73.28
26.72
85.22
62.45

百粒重

100-grain
weight

76.65
23.35
69.70
53.42

小区产量

Yield

86.40
13.60
57.60
7.83

从表 6 可以看出，11个农艺性状的一般配合力

方差除行粒数外均显著大于特殊配合力方差，说明

这 11个性状杂种优势的表现以加性基因效应为

主。在实际育种工作中，要注重自交系加性效应的

选择，优异自交系和强优势组合的选育改良应尽可

能地实施“优亲×优亲”的基础组材。

2.5 西农672、PH6wc、昌7-2和7117的配合力效

应比较

西农672与PH6wc昌7-2和7117的配合力效应

比较，4个父本系的产量配合力从高到低为PH6wc、

西农672、昌7-2和7117。进一步分析比较这4个自

交系的性状配合力可以看出，与7117比较，西农672
产量一般配合力效应有显著上升，产量构成性状也

有较大改良提高；植株性状方面，增高了植株有利于

增加产量，降低穗位使植株抗倒能力增强，叶面积系

数的增加有利于杂交组合光合面积的快速扩大，也

有利于产量潜力的提升，表明西农 672 集中了

PH6wc和昌7-2的优点，比较用武117对昌7-2改良

而得到的7117来讲，其综合性状改良效果较为显著。

与血缘亲本 PH6wc比较，西农 672产量配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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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有所下降，但产量构成基础因素没有明显的下

降，表明其在与特定亲本杂交组配时其F1代增产潜

力较大，且在植株性状方面，降低了株高，有利于玉

米抗倒，穗位高的增高也有利于产量的提高。

与血缘亲本昌7-2比较，西农672产量配合力效

应有所升高；昌 7-2高穗位常使新组合倒伏的风险

增大，西农 672株高配合力高于昌 7-2，有利于新组

合丰产性的提高；穗位高配合力低于昌 7-2、7117，
能使新组合穗位降低，抗倒伏性增强。

表7 西农672与PH6wc昌7-2和7117的配合力效应比较

Table 7 Combining ability compare of Xinong672 with Ph6wc, Chang7-2 and 7117
PH6wc

↓
↓
↑
↑
↑
↑
↑
↓
↓
↑
↓

注：↑表明西农672相对列表中自交系配合力上升；↓表明下降。

Note: ↑ indicated Xinong672 was higher than Ph6wc, Chang7-2 and 7117; ↓indicated that was lower than Ph6wc, Chang7-2 and 7117.

西农672 Xinong672
产 量

穗 粗

穗 长

结实长

穗行数

行粒数

出籽率

叶面积

株 高

穗位高

百粒重

昌7-2 Chang7-2
↑
↓
↑
↑
↑
↑
↓
↑
↑
↓
↓

7117
↑
↓
↑
↑
↑
↓
↑
↑
↑
↑
↓

(1)产量配合力：昌7-2 配合力高×PH6wc配合力高

↓
西农672配合力高

(2)广适性来源：昌7-2 广适性强×PH6wc广适性一般

↓
西农672广适性较强

(3)抗倒性来源：昌7-2抗倒性差×PH6wc抗倒强

↓
西农672抗倒性中等

(4)抗病性来源：昌7-2 抗病性强×PH6wc抗病性强

↓
西农672抗病性强

(5)株型来源：昌7-2 叶角稍大×PH6wc叶角小

西农672叶角小

(6)植株高来源：昌7-2植株低×PH6wc植株高

↓
西农672株高中等

(7)穗位高来源：昌7-2 穗位高×PH6wc穗位低

↓
西农672穗位中等

(8)穗行数来源：昌7-2 16～18行×PH6wc 16～18行
↓

西农672 18～20 行

(9)雌雄花行为来源：昌 7-2吐丝早于散粉×PH6wc吐丝

早于散粉

↓
西农672吐丝早于散粉

(10)雌雄花行为来源：昌7-2花丝多吐丝集中×PH6wc花
丝多吐丝集中

↓
西农672花丝多吐丝集中

(11)子粒结实性来源：昌7-2多花多粒型×PH6wc多花多

粒型

↓
西农672多花多粒型

(12)雌雄行为来源：昌7-2雄花大×PH6wc雄花小

↓
西农672雄花小

(13)穗轴来源：昌7-2果穗白轴×PH6wc果穗白轴

↓
西农672果穗白轴

(14)粒深来源：昌7-2子粒深×PH6wc子粒深

↓
西农672子粒深

(15)穗位株高比：昌7-2大×PH6wc小
↓

西农672中等

2.6 田间鉴定和室内鉴定显示，西农672性状遗传表现



大田种植和室内鉴定表明，西农 672产量及产

量性状、农艺性状、生育期等均表现双亲中亲值的数

量性状遗传特点。

2.7 西农672自交系的应用

有 西 农 672 参 与 组 配 的 新 组 合 西 农 233
(西农 672×PH5AD)，2017年已通过陕西省省级审

定。汇集 2012年陕西省玉米育种协作组全省多点

试验总结报告、2013年陕西省玉米育种协作组全省

多点试验总结报告、2015年陕西省玉米育种协作组

全省多点试验总结报告、2015年河南省金粒种业多

点试验总结报告、2016年陕西省玉米育种协作组全

省多点试验总结报告和 2016年陕西省关中夏玉米

区试验 XQ608 组产量结果，统计结果显示，有

西农 672 参与组配的新组合西农 212、西农 158、
西农4157，表现较郑单958平均增产2.8%～11.7%、

较先玉 335平均增产 0.2%～1.4%，参加陕西省玉米

区域试验(表8)。

表8 杂交组合多点试验产量结果与对照的比较

Table 8 Yield compare of the hybrids which by Xinong672 with check variety

名称代号

Name

西农233

西农212

西农4157

西农158

西农158

西农158

西农158

杂交组合

Combination

672-305×PH5AD

672-326×H48vs

672-326×HBMS

672-H3026×H48vs

672-H3026×H48vs

672-H3026×H48vs

672-H3026×H48vs

试验年份

Year

2012年

2013年

2015年

2015年

2016年

2016年

2015年

试验名称

Experiment

陕西省玉米育种协作组

全省多点鉴定9点8增1减
陕西省玉米育种协作组

全省多点鉴定7点全增

陕西省玉米育种协作组

全省多点鉴定12点10增2减
陕西省玉米育种协作组

全省多点鉴定12点7增5减
陕西省玉米育种协作组全省

多点鉴定11点8增3减
陕西省关中夏玉米区试10点
9增1减
河南省金粒种业多点鉴定

全省5点4增1减

产量效益(%)
Over check variety

较郑单958
Zhengdan 958

2.80

8.80

11.70

-1.40

5.04

4.64

5.4～20.3

较先玉335
Xianyu 335

0.9

1.4

0.2

-

-

-

-

3 结论与讨论

昌7-2玉米自交系是国家玉米区试对照品种郑

单 958的父本，用其组配的郑单 958高产、稳产、多

抗、广适，结实件好，适合我国各玉米区种植，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代表了目前我国玉米育种的最

高水平。昌 7-2自交系配合力高、抗逆性强、耐干

旱、耐高温阴湿，它既是我国本土化种质黄改系中具

有突破性的标杆自交系，也是我国本土化玉米种质

轮回改良提高的经典自交系。20多年来，国内上千

家育种单位使用昌7-2培育出近百个杂交种通过了

省级审定；与此同时，国内上千家育种单位近万名玉

米育种人员围绕昌 7-2的应用和克服它“根系发育

差，不抗根倒伏，穗位过高，成熟偏晚，叶片较宽大，

穗上部分过于繁茂”的不足开展攻关研究。

本研究表明，用PH6wc改良昌7-2育成西农672
与用昌7-2×武117育成的7117，和昌7-2相比较，其

产量配合力、产量性状配合力均有了显著提升，农艺

性状也得到了明显改良，初步达到了在保持配合力

不降低前提下改良昌7-2有关性状不足的育种目标。

西农 672自交系的选育以及其与 7117、昌 7-2
的产量及性状配合力分析比较说明，基于玉米产量、

产量性状及农艺性状生育期等的数量性状遗传表

现，高基点组材暨高配合力供体自交亲本的选用是

优异自交系选育改良的基础，直接关系到优异自交

系选育改良的成败。西农 672的选育证明了“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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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交系，必须使用来改良自交系的配合力高于

(至少相当于)被改良自交系的配合力”的原则，也印

证了优异自交系选育改良组材所秉持的“优中选优、

持续选优”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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