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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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33245 双列杂交-"*方法"分析了 / 个玉米自交系的穗长%秃尖长%穗粗%穗行数%行粒数%单穗重%

单株产量和百粒重等与抗旱性相关的性状在雨养地和水分胁迫下的 067%867 及遗传变量& 结果表明!穗长%单穗

重%穗行数%行粒数和单穗产量以加性基因效应为主"穗粗%百粒重以非加性基因效应为主& &((!%&&("%#"") 及 ))"
能产生抗旱高产且产量性状良好的杂交组合"是有利用价值的亲本&&((!9/%"(%&((!9#"")%&((!9&(+"%&&("9/%"(%
&&("9&(+"%&&("9))"%金 #%%9/%"( 和 :;!+9))" 等组合可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示范种植& 产量性状在不同水分环境

下的遗传特点存在一致性"对其遗传改进和产量潜力的选择宜在无胁迫条件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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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灾难性气候变化的日益频繁" 水匮乏问题

已刻不容缓的摆到了世人面前& 缺水给人类带来的

最直接也是最严重的影响是农业减产& 玉米是世界

三大粮食作物之一"也是需水较多"对干旱比较敏感

的作物"选育抗旱的玉米新品种来保证干旱%半干旱

收稿日期! (""($!"$!(
作者简介! 于海秋-!%+!$V"女"博士"从事植物逆境生理研究&

地区玉米的产量和品质意义重大& 玉米育种实践表

明"要较快选育出适应性强%抗逆%株型合理%高产优

质的玉米新组合"首先要有相应的种质资源"其次要

熟悉其主要数量遗传性状的一般配合力-067V%特殊

配合力-867V和相应的遗传参数"这对合理利用优良

的抗旱玉米自交系和杂交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鉴于干旱环境对杂种优势表现的强度有很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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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本试验研究正常条件和水分胁迫下与玉米抗旱

性有关的产量性状差异"配合力分析及遗传规律!对

所选耐旱玉米自交系进行综合评价! 并以期对抗旱

玉米育种工作提供可靠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材料来源

选 用 经 过 抗 旱 筛 选 表 现 较 好 的 #$$!"##$%"
#$&%"金 ’(("’%%)"*(%$"+,!&"))% 八个自交系!按

-./00/12 双列杂交法$!%配制 $* 个杂交组合作为研

究试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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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重复!小区面积 ’ 3 !") 4$!双行区!
每小区种 )% 5 )’ 株’ ’ 月 $ 日座水播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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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座水播种!出苗至成熟不供水’
抗旱棚设计&铝合金骨架!中间高 )"’ 4!长 !$

4!宽 #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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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深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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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处’
!") 研究项目

$%%%"$%%! 连续两年测定穗长"秃尖长"穗粗"
穗行数"行粒数"单穗重"单株产量和百粒重等产量

相关性状’
!"7 统计方法

按照 -./00/128!9的一般配合力$-:;%"特殊配

合力$<:;%以及遗传参数的计算定义!用 =>:=? 软

件对试验数据进行分析@!A’

$ 结果与分析

$"! 水分胁迫对玉米产量性状的影响

亲本及组合 穗长 秃尖长 穗粗 穗行数 行粒数 单穗重 单株产量 百粒重

#$$!3##$% ))"$’ )"’! $%"(* $"77 ’%"#’ #7"%# #)"*% !%"’$
#$$!3#$&% !#"(7 B%"%# !’")$ !$"!# !#"&! 7!"$7 7!")$ !#")!
#$$!3金 ’(( $$"7( !")’ !&"&& !!"!* 7("$! #!"(% #$")7 !!"&’
#$$!3’%%) !*"77 ’"*& !7")! !$"!( )7"%( B!#")’ 7%"*! !&"&7
#$$!3*(%$ !7"&% !"77 !%")$ %"%% $’"%# 7%"%& 7%"#* !*"’&
#$$!3+,!& $!"’& )"7# !’"!7 ’")% $#"$# )(")$ )("($ !&"’#
#$$!3))% $#"77 $"7) !$"’% &"*& $*"7* 7("#! ’%"7( !&"!’
##$%3#$&% $("(7 !"$$ !7"*’ !%"%% )&"’% ’%"$# 7("&7 *"’7
##$%3金 ’(( $%"$* 7"%% !’"() *"$$ 7%"7& 7*"(7 7("(* *")&
##$%3’%%) )7"$% !"!$ !)"$( !)"!) )&"(# ’#"!( ’#"(# !’"$%
##$%3*(%$ $("$# %"&! $"7* &"%7 )("&7 ’&"&) ’*"!) $%"%!
##$%3+,!& !’"$) $"&! *"7( )"&& )$"&7 77"’$ 7’"%& *"&&
##$%3))% !*"*( %"$) !#"&) !’"%% ))")% 7*"&# ’!"&% &"#!
#$&%3金 ’(( $$"%) %"’* !7"’# ’")# $("$7 7&"&! 7*"$% !$"77
#$&%3’%%) )%"’7 )"$# !&"’# $#"$’ 7!"(% ’$"%’ ’$"’( #"&$
#$&%3*(%$ $*")& $"#! $!"#* $%"7’ )#"(( ’’"!7 ’#")# !&"’%
#$&%3+,!& )7"&! %"’) !&"!7 !7"(# 7)")* #("%) &$"%’ !)")$
#$&%3))% $%"#& %"!* !$"#) 7"$$ )!"%7 77")# 7’"7* ("$#
金 ’((3’%%) )!"#( %"*& $%"%7 !*"’7 7%"#7 7’"$( ##"%% !7")#
金 ’((3*(%$ $#"#7 %"!) !7"$$ ("’# $$"&7 ’7"!7 ’7"*’ $%"$)
金 ’((3+,!& !$"%& %"$# !!"’# ’"#% )*"$( 7*"() ’%"!# !#"(7
金 ’((3))% ("$# %")& ("&’ &"$* #"$) $&"** $*"#) B7"&!
’%%)3*(%$ ))"&* !"$7 !7")& 7"$) 7%"*$ #!"%’ #%"’% $("(7
’%%)3+,!& !)"$) !"7# !$"7’ #"&# )$"$! ’%"*# ’!"’( !("’#
’%%)3))% !*"7* %"(! #")# !"!* )%"!7 )*"!& )&"*# !’"’*
*(%$3+,!& ))"7! %")7 !%"(* B’"%% )7"’’ ’#"%% ’#"!# $$"*)
*(%$3))% ))"*& %"$) !%"*$ &"#( )’"’& 7$"#% 7$"*( B%"$’
+,!&3))% $)"&& %"#& !%"&$ B&")’ !(")’ 7#"$* 7’"&# $("*)

注& <C(敏感指数 <CD8E<B:F9 G :F

表 ! 水分胁迫下玉米各组合产量因素的下降率"#$

于海秋等&玉米主要抗旱性状的配合力及遗传参数分析 ""产量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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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结果表明!水分胁迫使玉米穗长变短!秃尖

增长!穗粗降低!穗行数"行粒数下降!单穗重"单株

产量及百粒重均降低! 这与大多数玉米抗旱研究的

结论相同 "#$%&# 水分胁迫下! 杂交组合的穗长下降

’(#)* + ,%(-!* ! 穗 粗 下 降 #(%.* + #!().* $ 除

)##!/.’0#%.’0#/12!-"12!-/,,0 外! 其它组合的

穗行数下降 !(!.* $ #)(#3*$ 行粒数降幅为 )(#,*
$ 30()3*$水分胁迫下除金 3’’/,,0".’0#/,,0 的百

粒重略有增加外!其余组合的百粒重均下降$各组合

的秃尖大幅增加! 这也是干旱造成玉米产量下降的

原因之一&
水分胁迫对单穗重和单株产量的影响最大& 单

穗重降低 #-(.. $ )’(0,*4)##!/300, 除外5! 单株产

量降低 #.(),* + -#(03*!这是水分胁迫对各产量性

状影响而产生的最终结果!其中金 3’’/,,0% 300,/
,,0% )##!/12!-% )##!/)#-0% )##!/300,% )##!/
.’0#% )##0/12!-% )#-0/,,0% .’0#/,,0 和 ))#0/

,,0 的产量降幅较小! 说明这些组合的抗旱性相对

较强&
#(# 产量性状的配合力分析

实践证明! 亲本自身的表现与其杂交后代的表

现不相一致! 运用配合力分析可在较早世代初步鉴

定出组合和亲本的优劣!从而提高育种效率"36)7&
#(#(! 组合及配合力方差分析 首先对正常条件和

水分胁迫下的产量性状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8表
#9!除正常条件下的穗长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外!供试

亲本及 :! 代组合间存在着显著或极显著差异& 重复

间差异不显著!区组方差均小于误差方差!表明本试

验的环境控制较好! 人为因素或环境条件对试验结

果的影响甚小&配合力方差分析表明!除正常条件下

的穗长% 单穗重以及水分胁迫下的穗粗% 百粒重的

;<= 外! 其它产量性状的 ><= 和 ;<= 均达到显著

或极显著水平! 说明这些性状由加性基因和非加性

基因共同决定其性状表现&

处 理 变异来源 穗 长 秃 长 穗 粗 穗行数 行粒数 单穗重 单株产量 百粒重

1? ’(%) #(0# 0(,. !,(%3 3#(’) % ’#’(%% # )3!(#’ !!,()%
1@ !!(!’ 0(%3 0(#, 0(.- !0(,) # ’-%()) #-#(%- #)(-)
: 0(.3 %(%’AA !()3A !3(%)AA 3(!!AA !())A ’(-,AA %(#3AA

><=B? ,(3! 0(). 0()# -(0’ ##(%! # %.,(,’ ! #.0(-! ’(3#
: !(.. ’(0-AA !)(!-AA %.(’0AA !#(’.AA 3(0!AA #.(#0AA #(!%A

;<=B? 0(%. 0(,% 0(3) 0(3# %(-’ %’)(%3 !#’(-) ’(!,
: 0(#) %(3,AA !!(’!AA ,()0AA #(-.AA !(00 #(.)AA #(03A
1? #)(%0 %(#) 0(3! !,(#0 ’’(,, ) )-0(’3 % !)%(’- ,.(0,
1@ 3()! 0()! 0(#! #()! !(.- # #’!(-, .#,()! !0(’)
: %(-!AA )(’.AA #(%,AA 3(0)AA 3,(!#AA #(’!AA 3(0)AA ,(%-AA

><=B? .(!’ !(’# 0(!. 3()3 !’(3’ , -,!(,- ! 0,)(-. !!(#)
: .(-)AA ,(!3AA 3(!%AA !#(’’AA )#(.)AA ’(--AA -(33AA %(!!AA

;<=B? ,(!) 0(,0 0(03 0(’’ !)(.0 # -’#(,! 3.!(#0 ,(-,
: ,(,.AA #(’3AA !(%, #(#.AA 3,(.%AA -(,!AA %(#,AA !(,)

:0(03 8#-6.%9C!()! :0(03 8-6.%9C#(!! :0(03 8#06.%9C!()’ :0(0! 8#-6.%9C!(’) :0(0! 8-6.%9C#(.3 :0(0! 8#06.%9C#(0’

D;

<E

表 ! 产量性状的组合及配合力方差及 " 值

#(#(# 组合一般配合力!><="效应分析 一般配合

力是指某一自交系在某杂交后代中的平均表现!是

由基因的加性效应决定的!是可遗传的部分& 从表 ,
可以看出! 不同处理下同一自交系同一产量性状的

一般配合力存在差异! 同一产量性状不同自交系的

一般配合力相差很大! 同一自交系在不同产量性状

上的表现也不一致!前者是由于环境胁迫造成的!而

后二者则是由于亲本遗传特性而致&
表 , 说明!)##! 在穗长%穗粗%穗行数%行粒数%

单穗重% 单株产量和百粒重等 - 个参试性状方面都

表现出较高的 ><=! 且穗行数和单株产量的 ><=
效应传达到显著或极显著水平$水分胁迫下!穗长%

穗粗%百粒重呈较小的负效应!穗行数%行粒数%单穗

重%单株产量等表现出较高的 ><=!其中单穗重的

><= 效应值达到极显著水平& 这表明由 )##! 组成

的杂交种穗长%穗粗增加!穗行数%行粒数较多!百粒

重较大! 单株产量较高! 同时在干旱时能保证穗行

数%行粒数的稳定和较高的单株产量!是稳产优质且

抗旱的良好亲本& 同理!以 ))#0 为亲本配成的杂交

种会改善行粒数性状!产量较高!抗旱能力较强!干

旱胁迫下百粒重较高& 300, 在穗粗%穗行数%单穗

重%单株产量%行粒数等参试性状上都表现为较高的

><=!且受水分胁迫影响较小!是稳产优质抗旱组合

的良好亲本!虽然穗长和百粒重性状不佳!但未影响

玉米科学 #00, 年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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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产量的增加! !!" 作为抗旱组合的良好亲本也有

一定的利用价值!因此"要组配出稳产优质抗旱的玉

米杂交种"应考虑以 #$$%###&’#(’’! 和 !!’ 作为亲

本! 供试自交系在 ) 个参试性状加性效应效果方面

的 排 序 是 $(’’!*!!’*#$$%*##$’*+,%-*#$-’*金

(..*)."&!

处 理 基因型 穗长 秃尖长 穗粗 穗行数 行粒数 单穗重 单株产量 百粒重

#&&/ /0’% ’0’) ’0%! ’01) ’0!% .011 %%0(!22 ’0!1
##$’ ’0-! 3’0’1 ’0&% ’0!) &01#22 %10.. %10(122 ’0.(
#&-’ 4’0.- 4’0112 4’0’& 4’0!- 4’0!. 4/#0’& 4-0’# ’0&’
金 (.. 4’0!1 ’0’1 4’01# 4’0’& 4’0.! 4/&0’- 4/10’/ 4&0’/
(’’! 4’0(( 4’0/) ’01/2 /0&/22 /01) !#0//22 /)01’22 4’0(#
).’& 4’0)1 ’0&# 4/01- /0&. 4/0.. 4&.0/& 4&/01- 4’0’1
+,/- ’0!. 4’0!! 4’0/) 4/0-’ &0’!2 4(0/& 4)0// &0/-
!!’ ’0(- ’0#!22 ’0’1 /0!/22 4&0.# /0)’ #0/. 4/0’(
#&&/ /0!&2 ’0(.22 4’0’1 ’0#/ ’0(! !-0-’22 /&0)1 4’0/(
##&’ ’0’- ’01(22 ’0/1 ’0!/ 4/0!( 4)0(& /0-. &0&(2
#&-’ 4/0&) 4/0&122 4’0&/ 4/0/) 4’01/ 4/-0/’ 4-01( /0&#
金 (.. ’0#& ’0/( 4’0’. 4’0&# 4’01/ 4/(0(! 4.0.) 4’01&
(’’! 4’0)- ’0!’ ’0&-2 ’011 4’0#1 &.0’)2 10#- 4/0(!
).’&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 ’0)! 4’0/. 4’0/1 4’0)’ &0’/22 4/-0.) 4#0/1 ’0’.
!!’ /0’. 4’0’1 ’0/# /0-#22 /0#’22 //0(. &!0))22 ’011

56

78

表 ! 产量性状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及其显著性测定

&0&0! 特殊配合力!679"效应分析 特殊配合力的

高低决定于亲本基因型的非加性基因效应" 即显性

和上位性基因效应的高低" 是杂交组合与其双亲平

均表现基础上的预期结果的偏差" 受外界环境条件

的影响较大" 但它可以指导杂种优势的利用和杂交

种的选育! 从 &) 个组合#) 个参试性状#&&) 个 679
效应值的总体来看"正常条件和水分胁迫下 679 达

到显著水平以上的参试性状分别占试验组合性状总

数比例的 &0%.:和 (0&#;" 说明这 ) 个参试性状只

在极少数组合中以非加性基因效应起显著作用"其

余大多数则主要受加性基因效应的作用! 在参试的

&) 个组合中" 不同组合的任意某一性状的 679 效

应都有很大差异!正常条件下"单株产量表现最好的

是 #&-’<+,/-" 其 679 效应值达到了显著水平"其

次 是 (""!<)."&###&"<)."&###&"<#&-"# 金 (..<
)."&##&-"<(""! 和 #&&/<)."&% 穗 行 数 以 #&&/<
!!"#金 (..<(""! 为最多"相应的 679 效应值也达

到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水分胁迫下 =表 (>" #$$%<
(’’!##$$%<).’$# 金 (..<!!’###$’<+,%-###$’<
#$-’###$%<+,%-##$$%<#$-’ 等单株产量的 679 值

较 大 " #$$%<#$-’##$$%<(’’!##$$%<).’$##$$%<
+,%-###$’ <#$-’###$’ <+,%-# 金 (.. <).’$# 金

(..<!!’ 和 +,%-<!!’ 的行粒数较多"#$$%<).’$ 的

穗长最大"#$$%<(’’! 的单穗重最高"##$’<).’$ 的

穗粗最大! 综合分析不同处理的 679 效应值"多数

性状表现正向 679 的组合有$#$$%<).’$# 金 (..<

).’$##$$% <#$-’##$$% <(’’!###$’ <).’$###$’ <
#$-’###$’<!!’ 和 +,%-<!!’ 等!
$0$01 产量性状配合力传递的整齐性分析 品种各

产量性状一般配合力传递的整齐性与品种的利用价

值有重要关系" 一般用特殊配合力方差的大小来表

示该性状的一般配合力传递的整齐与否! 从表 # 得

出"+,%- 各产量性状的 679 方差均较小"表明其传

递整齐性好" 有一定的利用价值! #$-’# 金 (..#
(’’!#).’$ 和 !!’ 的 单 株 产 量 和 单 穗 重 的 679 方

差较大"表明这些自交系遗传性状的整齐度较差"但

有希望出现高配合力的高产组合%由金 (..#(’’! 组

成的组合一般出现穗粗#穗行数多的特征%由 ##$’#
#$-’#(’’!#).’$ 组 成 的 组 合 有 望 行 粒 数 多 % 由

#$$%###$’##$-’#).’$ 和 !!’ 组成的组合有子粒大

的倾向! 水分胁迫下"由于自交系抗旱能力的差异"
各 产 量 性 状 的 679 方 差 发 生 了 变 化 $ 由 #$$%#
##$’# 金 (..#(’’! 和 !!’ 配成的组合抗旱能力较

强" 水分胁迫下能保证穗大高产%#$$%###$’#).’$#
+,%- 和 !!’ 等可以改善其组合的穗长%##$’##$-’#
(’’!#+,%-#!!’ 等可以改善其组合的穗行数%#$$%#
#$-’#金 (..#!!’ 等组合的行粒数最多%#$-’ 和 !!’
的组合会出现较大的粒重! 综合分析各自交系产量

性状配合力传递的整齐性可以初步得出" 可能产生

抗旱高产且产量性状良好组合的自交系应选 !!’#
#$$%###$’##$-’ 及 (’’!!

于海秋等$玉米主要抗旱性状的配合力及遗传参数分析 !0产量性状

!"



杂交组合 穗长 秃尖长 穗粗 穗行数 行粒数 单穗重 单株产量 百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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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正常条件下产量性状的特殊配合力效应及显著性测定

杂交组合 穗长 秃尖长 穗粗 穗行数 行粒数 单穗重 单株产量 百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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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水分胁迫下产量性状的特殊配合力效应及显著性测定

玉米科学 "%%, 年第 ## 卷第 # 期

!"



处 理 基因型 穗长 秃尖长 穗粗 穗行数 行粒数 单穗重 单株产量 百粒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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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自交系产量性状 "#$ 的方差

处 理 项目 穗长 秃尖长 穗粗 穗行数 行粒数 单穗重 单株产量 百粒重

!"3 #%$#$ $%##& $%$"$ #%!&" )%(*& !!"%+#& +(+%!)$ $%#+$
!"4 $%#*! $%++& $%)"* $%+*# &%$$( &+(%!"+ ##$%""$ *%*&)
!"5 #%#(! $%&&( $%)&* "%$#+ ’%((" # #$$%’+* &’+%(*$ *%(*)
!"6 ##%#’$ $%&)$ $%"+$ $%(*$ #$%+!$ " ’*&%!!$ "*"%&*$ "!%*!$
!"7 #"%+*! $%(’( $%*** "%((+ "$%"&" & $*)%)’* *!!%+&$ +&%!+)
4"89:; ’%)(+ &’%((’ *$%+’’ !’%("+ &(%(#’ "*%$#+ !&%&&) ""%*+*
4"<9:; (%#!# #"%!’) "%)*& )!%’)) "’%$#’ #!%")# )$%$!+ +*%)$$
=5>9:; ()%#!$ ")%&&! +%!)! (#%)*$ )’%&&# !$%#)’ **%!($ #%!)#
=?>9:; #&%(&$ *&%))& ’!%+&& #(%&+$ &$%))’ +’%(&# ""%+"$ ’(%+&’
!"3 #%!*! $%)&$ $%$&& #%))& $%’+$ +#+%$"$ #)#%(!$ "%)#$
!"4 "%’*’ $%(") $%$&# $%*$& #!%##" " **(%#"# #&#%!!$ "%&&$
!"5 &%!)) $%!#$ $%$() "%")( #*%$&" + $’#%#&# "’+%)"$ &%’)$
!"6 )%!#$ #%&+) $%"#$ "%!#$ #%(*$ " "’#%*+$ ("+%!#$ #$%’!$
!"7 #$%"!) )*%&’# $%"’) &%(!( #(%’#" ) +("%(*# # ##*%#+$ #)%’#$
4"89:; &)%+&( +*%!+# "(%(#& &!%+() ’$%##" )*%&"! "!%"*& +#%##+
4"<9:; #!%+"* !&%&)) #&%’#) +#%’"+ &%’#( )%(#) #+%)’& #)%**!
=5>9:; +!%$$& !)%&&) )#%*!) !(%("" )%&)* #$%#"! )#%*(+ )$%*$*
=?>9:; !+%’’! +&%)&) &(%"+) +#%#*( ’&%)&+ (’%(’& &(%"!" &’%"’+

注! !"3,加性方差" !"4 ,非加性方差" !"5,基因型方差" !"6,环境方差" !"7 ,表现型方差" 4"8 9:;,广义遗传力" 4"< 9:;,狭义遗传力"

=5>9:;,加性方差 @ 基因型方差A#$$:" =?>9:;,非加性方差 @ 基因型方差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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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产量性状群体遗传参数的估计值

"%+ 产量性状的遗传参数估算

表 * 结果表明! 加性基因方差占遗传方差的比

例大小是穗长B穗行数B单株产量B单穗重B行粒数B
秃尖长B穗粗B百粒重#非加性方差占遗传基因方差

的比例大小正好相反"在单株产量的遗传方差中#加

性 基 因 方 差 约 占 **%!(:# 非 加 性 基 因 方 差 仅 占

""%+":#说明参试自交系中#杂种优势主要表现为

加性基因方差为主# 而这种优势归根于自交系配子

的加性效应所生产的 C1D"穗长$穗行数$单穗重和

行 粒 数 的 加 性 基 因 方 差 分 别 占 其 遗 传 方 差 的

()%#!:$(#%)*:$!$%#!:和 )’%&&:# 加性基因效应

明显%秃尖长$穗粗和百粒重的杂种优势一般表现为

非加性基因方差为主# 而这种优势归根于自交系配

子的非加性效应所产生的 01D% 从基因型方差与环

境方差的比例上来看#穗粗&"%+*(’$穗行数&"%+#+’
和单株产量&#%(#+’的基因型方差大于环境方差#说

明它们受环境影响较小#而其它产量性状#特别是穗

长&$%#$!’和百粒重&$%"’&’受环境影响较大%从广义

遗传力上分析#穗粗B穗行数B单株产量B行粒数B单

穗重B百粒重B穗长" 而狭义遗传力为穗行数B单株

产量B百粒重B行粒数B单穗重B穗长B穗粗% 除穗行

数&)!%’!:’和单株产量&)$% $!:’外#其它产量性

状的狭义遗传力都小于 )$:#说明这些性状不易在

早代进行选择%

于海秋等!玉米主要抗旱性状的配合力及遗传参数分析 "%产量性状

!"



分析水分胁迫下各产量性状的遗传参数估计值

得出! 遗传基因方差中的加性方差和非加性方差的

比例发生了变化!单株产量"穗粗"穗行数及百粒重

的杂种优势表现为加性方差为主! 其它产量性状的

杂种优势表现为非加性方差占主导# 大多数产量性

状受环境的影响较大$ 各产量性状的广义遗传力大

小依次是% 行粒数!单穗重!穗行数!穗长!百粒重!
穗粗!单株产量&狭义遗传力大小依次为%穗行数!
穗长!百粒重!穗粗!单株产量!单穗重!行粒数$

" 讨 论

#$%&%’( 等研究发现!玉米基因型间存在着广泛

的抗旱遗传变异$ 不同水分梯度控制下的玉米单株

产量的遗传以加性效应为主 )*+!在水浇和中等水分

胁迫下子粒产量的选择与干旱环境中的选择一样有

效!可取得良好供水环境下较大的遗传进展 ),+&-./0
123,34"5607%678’233"(认 为 干 旱 条 件 下 子 粒 产 量

的 遗 传 力 降 低 ! 选 择 效 果 不 大 )392:+&-;.%’;8 等 人

’233"(解释产生该现象的原因是由于随着试区干旱

胁迫的加剧! 代表子粒产量遗传力的遗传方差比环

境方差降低得更快! 同时次级农艺性状干旱时的适

应值和交互作用也影响了产量选择效果)22+$
鉴于众多学者对于玉米抗旱性遗传研究是在正

常条件还是干旱条件下进行更为有效存在异议!本

文同时进行了两种环境下与玉米抗旱性有关的产量

性状配合力和遗传特点研究!结果表明%
产 量 指 标 一 般 配 合 力 以 <==2"<<=:">::" 和

"": 表现较好! 这 ? 个自交系在提高产量和抗旱性

上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 产量性状特殊配合力均较

好 的 组 合 有 , 个 ! 为 <==2@,3:=" 金 >33@,3:="
<==2 @<=*:"<==2 @>::""<<=: @,3:="<<=: @<=*:"
<<=:@"": 和 A;2*@"":!应加强这些组合的应用$

玉米产量以加性基因效应为主! 占其遗传方差

的 **B<,C&与产量相关的性状如穗长"穗行数"单穗

重 和 行 粒 数 的 加 性 方 差 分 别 占 其 遗 传 方 差 的

,>B2<C",2B>*C"<:B2<C和 >3B??C!加性效应明显!
这种优势归根于自交系配子的加性效应所生产的

DEF$由于水分胁迫的影响!产量和与产量有关的性

状的遗传方差比环境方差变化更为强烈! 遗传方差

中的加性和显性份量的比例也发生了变化$
综合分析认为! 产量性状本身在不同水分环境

下的遗传特点存在一致性! 对其遗传改进和产量潜

力的选择宜在无胁迫条件下进行! 以避免水分胁迫

对其产量的影响而引起研究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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