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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 F
Z

单株产量与有关性

状的相关分析及其应用
半

焦 毓 本

(西北农学院农学系 87 级 )

在小麦杂 交育种的杂种后代选择中
,

如何处理单袜产量与其构成因素

的关 系
,

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

本文对单株产量与产量构成因素等性状的关

系进行 了相关
、

通径和回 归分析
,

其结果表明
: 单株穗数

、

每穗粒数和 百

杜 重与单株产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
而且对单株产量的贡献较 大

,

在一 定范

围内
,

可 以 用这三个性状预测单林产量
。

株高与单株产量呈正相 关在 F : 是

一个普遍存在的现 象
, 但通径分析表明

,

株高对单株产量的直接贡献 因如

合而异
,

说明 了株高与单株产量的 关 系是 复杂的
。

抽饱期与单株产量呈 负

相 关
,

但抽穗期甘单林产 量的直接
、

间接贡献都因组合不同 而异
。

单株穗

数 与每穗粒数呈 负相 关
, 与百粒重 的关 系不 密切

。

每德拉数与百粒重呈正

相 关
。

在杂种 后 代选择中
,

不 宜把单林德数作 为一个独立 的选择指标对单

株产量进行单一性状的相关选择
。

每穗粒数
、

百拉重在产量构成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
, 用这两个性状对单株产量进行相关选择是有意 义的

。

以每穗粗

数为选择 目标时
,

对单株产量和百粒重都有所捉 高
,

但可 能引起单株穗数

下 降
。

株高与单株产量的关 系表明 了矮化育种 的可 能性和 复杂性
。

在一 定

条件下
,

选择抽穗早
、

成熟早的品 种不一 定会引起产量下降
。

米 米 米

在 小麦杂交育种的杂种后代选择中
,

F
:

是最重要阴选择 世 代
。

可是
,

由于 F
Z

性状

强烈分离
,

个体间存在着激烈竟争
,

弓}起性状 严重饰变 ; 性状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

系 ,
特别是在有负相关关系存在时

,

选择 中对某一性状的要求过高
,

往往会 引起其它性

状劣变
。

如何处理单株产量与有关性状 的关系
, 目前主要有两 种看法

:

一种认为
, 在

F
Z

对株高
、

抽穗期等遗传力高的性状应进行严格选择
,

每穗粒数
、

百粒重 的 遗传 力 中

等 , 也可进行选择
,
对遗传力低的单株产量和单株穗数不宜进行选择

〔̀ ’ 〔“ ’ ; 另一种认

为
,
在 F

Z

对单株产量进行相关选择是有效的
L“ 〕 〔布 」〔“ 〕。

产生上述 两种看 法 的 主要原因

带本文承宋哲民老师指导
。

在撰写过程中曾先后受到袁志发
、

路明
、

王鸿钧
、

何培儒老师的指

点
,

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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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 :
前者是以遗传力的分析为依据

,

对单株产量进行直接选择的结果
,

后者是通过与
,

单株产量关系密切的性状
,

进行间接选择的结果
。

本文的 目的在于
: 通过对单株产量与

有关性状的相关
、

通径和回归分析
,

进一步了解这些性状 的相互关系
,

为在杂交育种的

杂种后代选择中
,

合理处理这些关系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

一
、

材料与方法

本试验于 1 9 8 0一 1 98 1年在我院农作一站小麦育种试验地进行
。

选用的材料有73 <36 》

9一 9
、

7 4 1 0 0八一 1
、

7 5 3 92和 7 6一 3 3 8
。

7 3 ` 3 6 , g一 9是我院选言的一个稳定品系
, 74 1 0 0 /

1 一 1 是陕西省农科院选育的一个品系
, 7 5 3 9 2是西北植物所选育的品系

,

76 一33 8是青

海省选 育的优良品种
。

这些材料 在武功地区都能正常生长发育
。

我们 以 76 一 3 38 作为共

同父本
,

配了三个组合
,

分别 是 7 3 ` 3 6 , 9一 9 X 7 6一 3 3 8
、

7 4 10 0八一 1 义 7 6一 3 3 5和 75 3 9么

x 7 6一 3 3 8
。

田间种植采用亲本在前
,

杂种世代在后
,

顺次排列 , 点播 , 南北行
,

行长 5 尺
,

行

距 0
.

75 尺
,

株距 0
.

3尺
。

亲本按组合各种三行
,

F
,

各种一行
,

F
Z

各 种 九行
,

每行十七

株
。

高产是各麦区主要的育种目标
,

单株穗数
、

每穗粒数和百粒 重是 产量 直接构成 因

素
。

株高和抽穗期对产量的影响较大
, 而且矮化育种和早熟育种 日 益被人 们重视

,

为

此
,

我们对上述各性状进行了考查
。

单株产量为实收产量
,

单株穗数为实收有效穗数 ,

穗粒重 以主穗粒重为代表
, 每穗粒数为单株平均每穗粒数

, 百粒重是 以单株为单位随机

取一百粒称重
,

株高的标准是从分粟节到穗顶部 (不计芒 )
。

为了使抽穗期有一个统一

标准
,

我们以穗轴最下节片 与旗叶叶环重合之日记为抽穗 日期
,

逐株挂牌记载
。

试验地

两边种有保护行
,

统计分析时除去每行行头各两株
,

环境影响用不分离世代的方差
、

协

方差平均数估计
。

统计 分析方法见参考文献〔 6〕
、

〔7〕
、

〔8 〕
。

二
、

结果与分析

(一 ) 简单相 关分析

我们分别估算了三个组合的单株产量与单株穗数
、

每穗粒数和百粒重等六个性状以

及这六个性状之间的相关系数
,

其结果见表 I
。

从表 I 的结果可以看出
,

大部分表型相关系数与遗传相关 系数 方向一致
、

大小接

近
,

遗传相关系数稍大于表型相关系数
,

但也有少数性状例外
。

这可能是 由于我们试验

无重复导致统计分析中的误差造成的
。

总的趋势说明
:
表型相关有环境因素的影响

,
而

遗传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环境条件的影响
。

根据遗传相关进行性状选择
,
可以减小

环境条件的干扰
。

1
.

单株产量与产量构成三要索的关系

单 株产量与穗粒重在本试验的 二个组 合中均呈正相关
,

相关系数 分别 为0
.

7 9 1 8
、

0
.

8 2 6 5和 0
.

3 4 0 8 ,

表明穗粒重与单株产量的关系密切
。

穗粒重是由每穗粒数和粒重组成

的
。

由于小麦具有 自动调节作用
,

将穗粒重作为穗粒数和粒重的统一指标更为实际
。

因此
,

可把穗粒重作为一个重要的选择性状
,

不应对穗粒数和百粒重 进行 过分 单一
_ ,

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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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F
Z

各性状表型
、

遗传相关系数计算结果

止ǐ去ù内匕丹匕n匕一八0
JJ工一Llùì Qé0000一才任 Q一击一卞十一琦任咋了内匕一 9自户 O一七压梦一月吮门叮子日一 87J一一工山

.
一八口n U八 U一八 UCé一性状

单株产量

…
主穗粒重

…
单株穗数

百粒勇 …
株 高

…
抽穗 ”

OOOOO
。

7 9 1 8二二 0
.

3 1 65二二 0
.

4 4 2 6二二 0
。

7 75 9二二 0
。

7 30 9二二

OOOOO
。

82 65
.’’

0
。

0 9 8 6二二 O
。

7 7 8 6二二 0
.

5 60 0 二二 O
。

2 50 1二二

00000
。

34 0 8
.’’

0
。

7 32 6二二 0
。

7 8 6 6
.’’

0
.

6 67 9二二 0
。

4 7 9 6二二

主主主 0
.

54 85二二二 一 0
.

54 2 7二二 0
。

2 4 3 8二二 0
。

2 54 6
.’’

一 0
。

0 1 777 80
。

3 50 2 二二

穗穗穗 0
。

63 1 8
.’’’

一 0
。

0 64 2 二二 0
。

7 9 64
.。。

0
.

5 64 2 二二 0
.

5 87 5二二 0
。

4 2 3 6
.’’

粒粒粒 0
。

0 3 3 8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

单单单 0
.

63 9 8二二 一 0
。

14 833333一 0
.

4 52 2 二二 0
.

192 999一 O
。

3 3 1 7二二 0
。

2 1 3 666

株株株 0
.

60 9 1二二 一 0
.

2 2 4 44444 一 O
。

4 5 9 6二二 0
,

1 3 4 333 0
.

3 9 4 6二二 一 0
.

2 2 3 777

穗穗穗 0
.

6 7 0 9二二二二 一 0
.

2 4 1 5
...

0
.

3 1 3 2二二 一 0
。

1 4 1 555 0
.

2 8 2 8
...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每每每 0
.

4 7 0 2二二 0
。

7 1 4 9
’ ...

0
。

1 5 5 66666 0
。

3 3 8 2二二 0
。

4 9 6 9 二二 一 O
。

1 0 6 000

穗穗穗 0
。

5 9 1 9
. ’’

O
。

6 0 4 0
. 件件

一 0
。

0 8 2 88888 O
。

2弓2 8二二 U
。

0 6 9 555 0
。

1 1 6 666

粒粒粒 0
。

6 3 6 9二二二 0
.

0 1 6 55555 0
。

4 2 0 8二二 0
,

6 4 7 3 ”” 一 0
。

6 5 9 0 二二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百百百 0
。

4 6 2 9
’ ...

0
.

2 6 1 3二二 一 0
.

10 3 555 0
。

2 4 6 9
.....

O
。

8 1 7 9
’ ... 一 0

。

2 9 6 6
’’

粒粒粒 0
。

4 0 3 9二二 0
.

5 5 9 1
’ ...

0
。

0 5 7 777 0
.

0 1弓88888 0
.

5 1 0 0二二 一 0
.

3 4 7 2
中 ...

重重重
.

0
.

56 5 2二二二 0
。

0 9 5 111 0
。

忿6 3 8二二二 0
.

9 0 4 8二二 0
,

6 6 19 二二

株株株 0
。

5 2 5 6
’ ...

0
。

0 1 1 999 一 O
。

1 0 1 000 0
.

4 0 8 3
. ’’

0
:

7 4 4 1
. ’’’

一 O
。

3 5 2 9二二

局局局 0
.

3 4 7 1
’ ...

0
。

5 5 0 2 二二 0
。

2 6 4 5
...

0
.

0 8 2 888 0
.

3 9 1 9
. ,,,

一 0
.

0 3 5 111

..... ’

0 , 选5 5 7二二二 一 O
,

0 3 7 777 0
.

5 1弓8二二 0
。

8 3 0 8二二二 一 0
。

3 15 0二二

抽抽
.

. ,,

一 0
。

1 5 5 888 O
_

1 1 1 只只 一 0
。

1 1 3 888 0
.

0 6 6 777 一 0
.

2 3 8 3
...

一 0
。

3 0 3 1二二二

穗穗
`̀

一 0
。

0 3 5 222222222222222 一 0
.

1 7 2 888 0
。

1 5 8 000 一 O
。

C5 2 444 0
,

0 8 0 44444

期期期 一 0
。

1 5 3 333
.

0
.

1 8 7 888 0
.

0 1 8 000

…
0

.

1。 : 了了 0
.

2 7 5 3
...

一 0
。

2 6 2 11111

说明
.

①空格上方为遗传相关系数
,

下方为表型相关系数
。

⑧每格内从上到下分别为 7 5 <3 6 ) 9
一。 >: 7 6

一
3 5 8

、
7 4 2 0 0 / 1 1 x 7 6

一
3 3 8

关数
。

③兴浓
、

浓分别表示。 .

01 和 。
.

叱 的显著水平
。

样 本 容 量 为 7(J
,

0
.

3 02
、 a = 0

.

0 5的临界 Y值为 0
.

2 3 2
。

、
7 5 3 9 2 x 7 6一 3 3 8的相

a 二 0
.

01 的临 界 Y 值为

,

单株产量与单株穗数
、

每穗粒数
、

一

百粒重的表型
、

遗传相关在本试验的三个组合 中

均 为极显著正相关
。

在表型相关中
,

单株穗数 为 第一 (Y
P

分 别 为 0
.

6 3 9 8
、

0
.

6 9 0 1
、

0
。

6 7 0 9 ) , 每穗粒数次之 ( Y
P

分别为 0
.

4 7 0 2
、

0
.

5 9 19
、

0
.

6 3 6 9 ) , 百粒 重 第三 ( Y ,

分

别为 。
.

4 6 2 9
、

0
.

4 0 3 9
、

。
.

5 6 5 2)
。

但是
,

在遗传相关 中
,

从总的趋势看
,

单株产量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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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粒数的相关 臼
g

分别为 0
.

4 2 2 6
、

0
.

7 7 8 6
、

0
.

7 6 8 6 )
、

比百 粒重 臼
`
分别为 0

.

7 5 5 9
、

0
.

5 6 0 0
、

0
.

6 67 9 )
、

单株穗数 (丫 g

分别为 0
.

31 65
、

0
.

9 6 8 0
、

0
.

7 3 6 2 )更为重要
。

每穗粒

数第一
,

单株穗数第二
夕

百粒重第三
。

单
一

株产量与单株穗数的表型相关为第一
,
而遗传

相关反而小于每穗粒数
,

说明单株穗数受环境条件影响大
,

不宜作为一个独立的指标对

单株产量进行相关选择
。

每穗粒数与单株产量的相关最为重要
夕

在产量构成 中占有重要

地位 , 在杂种后代的选择中应给于重视
。

百粒重在本试验中的遗传相关系数虽然比上述

两个性状小
,

但比较稳定
,

很多研究表明其遗传力较高
,

因此
,

一

也可在选择 中予以适当

重视
。

2
.

单株产量与株高
、

抽穗期的关系

单株产量与株高无论是表型相关 ( Y
,

分别为 。
.

5 2 5 6
、

0
.

34 71
、

0
.

4 5 5了)
,

还是遗传相

关 仃
`

分别 为0
.

7勿 9
、

0
.

5 2 0 1
、

。
.

4了6 9 )
,

均为极显著正相关
。

这与矮化育种似有矛盾
。

我

们认为
,

不能简单的作此结论
, 因为同类性状的相关系数 因环境和材料不同会有变化

,

而且本试验用的是 F
:

分离世代作材料
,

高杆植株的冠层所处环境条件好
,

矮杆植株的条

件不利
,

加之试 验材料未发生倒伏
,

矮杆对产量的积极作用未能得到应有的表现
。

单株产量与抽穗期在三个组合中均为负 相 关 ( 丫
`

分别 为一 0
.

3 0 0 4
、

一 0
.

0 18 5
、

一 0
.

3 0 43 )
,

说明抽穗早的单
.

株产量高
。

这与抽穗早的 单株开花灌浆期所处的条件好
,

灌浆时间长有密切关系
。

在杂种后代中
夕

选择抽穗 早
、

成熟早的单
.

株
,
在一定条件下

,

可能增加单株产量
。

3
.

产量构成三因素之间的关系

在本试验的三个组合中
,

单株穗数与每穗粒数均呈负相关 ( 丫
:

分别 为一 。
.

4 6 2 2
、

一 0
.

5 49 6
、

一 。
。

2 4 1 5)
,

在杂种后代的选择 中
,

对单株穗数要求过 高
,
就可能 引起每穗

粒数下降
。

单株穗数与百粒重的关系除 7 5 3 9 2 欠 76 一 3 38 这一个组合的相关系数 (Y
` “ 0

.

3 13 2 )

达极显著水平外
, 其它两个组合的相关系数均不显著

夕

说明单株穗数与百粒重的关系不

密切
,

单株穗数 的增减对百粒重影响不大
。

每穗粒数与百粒重的相关系数在本试验 的三个组合 中 均 为 显著 或极 显著 正相关

(Y
:

分别为 0
.

33 82
、
0

.

2 5 28
、
0

.

4 0 8 2 )
。

表明每穗粒数与百粒重的关系密切
。

在杂种后代

的选择 中
, 以多粒为选择 目标时

,

似可增加百粒重
。

这与五恒立
、

许有温等人用高代品

系材料 的研究结果不 同
; 与麦克尼尔用株高相似

、

产量结构不 同的高杆春小麦品种间杂

交通过八代选择的结果
〔“ ’相似

。

这一结果与本试验所用的材料是 F
Z

有密切关系
。

4
.

株高与其它有关性状的关系

在本试验中
,

总的看来株高与单株穗数的相关系数 大 小和 方 向因 组合 不同 而异

(Y
:

分别 为 一 0
.

3 31 7
’ . 、

。
.

39 46 二
、 一 。

。

1 4 1弓) , 与每穗粒数 ( 丫
`

分 别为 0
.

4 9 6 9二
、

0
.

0 6 9 5
、

0
.

6 4 7 5二 )
、

百粒 重 ( Y
。

分别为 O
。

5 17 9 ”
、

0
.

5 1 0 0二
、

0
.

9 0 4 8二 ) 均为 正相

关 , 与抽穗期为负相关 (丫
`
分别为 一 0

.

3 52 9
. ’ 、

一 0
.

0 3 5 1
、

一 0
.

31 50
. ’

)
。

株高与每穗

粒数
、

百粒重
、

抽穗期的关 系密切
。

在 F
:

群体 中
夕

株高增加
, 对提高每 穗粒数

、

百粒

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

并可提早抽穗
。

这与高杆植株所处的条件有利是分不开的
。

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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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国内外小麦矮化育种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
。

这与本文的计算结果不尽一致
,

说明用

F
Z

计算 的相关系数不能完全代表品种群体的相关系数
。

简单相关分析只表 明某一性状对单株产量总巨
。影响力

。

这种总 。! J影响力既包括该性

状的直接影响力
,

也包括该性状通过其它性状的间接影响力
。

因此
,

它不 能确切表明某

一性状对单株产量影响的大小和方向
。

为了进一步了解上述各性状对单株产量的作用
,

我们进行 了通径分析
。

(二 ) 通径分析

通径分析可以把一个相关系数根据其成因分解 成若干组成部分
,

从而可以认识不同

性状对单株产量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大小和万向
。

1
.

产量构成因素对单株产量的 贡献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
,

穗粒重与单株产量呈高度正 泪关
。

而通 径分析结果表明 (
_

见

表 I )
,

穗粒重对单株产量的直接贡献为负值
。

这与穗粒重与单株穗数呈负相关有密切

的关系
。

穗粒重通过单株穗数对单株产量的影响也为负值
。

在杂种后代的选择中
, 不可

单方面的强调穗粒重
,
应同时兼顾单株穗数

。

单株穗数
、

每穗粒数
、

百粒重与单株产量均呈正相关
。

通径分析表明
, 单株穗数

、

每穗粒数对单株产量的直接贡献均为正值 (0
,

7 4 4 8簇 p 毛 3
。

。 5 6 ) ; 百粒重对单株产量明

直接贡献 73 ( 3 6 > x
76 一 3 38 为负值 ( P为 一 2

.

56 4 4 ) ,

其它两个组合为正值 ( P为 1
.

9 3 2 5
、

。
.

2 5 0 8 )
。

这与相关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
,

每穗粒数对单株产量的直接贡献最大
,

其次

是单株穗数
,

第三是百粒重
。

单株穗数通过每穗粒数对单株产量的间接效应为负值 ( 一 1
。

6 7 9 6 ( P 《 一 o
。

3 0 2 7 )
,

通过百粒重对单株产量的贡献因组合不 同而异
。

每穗粒数通过单株穗数对单株产量的间

接贡献为负值 ( 一 1
.

8 9 4 8《 P簇 一 0
.

1 2 0 1 )
,

通过百粒重对单株产量的 贡献 因 组 合而

异
。

百粒重通过单株穗数
、

每穗粒数对单株产量的间接贡献均 为 正 值 (0
.

2 3 1 3镇 P 成

0
。

7 7 5 6 )
。

上述分析表明
,

在杂种后代选择中
夕

以每穗粒数和百粒重对单株产量进行相关选择

是有效的
,
对单株穗数的要求要适当

,

不能过高
,

否则会 引起每穗粒数下降
。

2
.

株高
、

抽穗期对单株产量的贡献

本试验三个组合中
,

株高与单株产量均呈正相关
。

通径分析结果表明
夕

株高对单株

产量的直接贡献在不同的组合中差异很大 ( P分别是 3
.

钾 78
、

一 1
.

3 5 0 8
、

一 0
.

3 2 7 8)
。

株高通过每穗粒数对单株产量的间接贡献为正值 (0
.

2 12选毛 P ( 。
,

8 1愿)
,

通过 单 株穗

数
、

百粒重对单株产量的间接贡献在不 同的组合中差异很大 ( 一 2
.

1犯成 P ( 0
.

9 8 7)
。

从表 I 和图 I 可以看出
,

在杂种群 中
,

株高对单株产 量的贡献主要是通过每穗粒数
、

百

粒重实现的
。

株高与单株产量呈正相关是由于株高通过每穗粒数
、

百粒重对单株产量的

间接贡献大于直接贡献造成的假象 (在 7 4 1 0。 / 1 一 1 x 76 一 3 3 8
、
7 5 3 0 2 x 7 6 一 3 3 8两个组合

中 )
。

株高对单株产量的直接贡献因组合不同而异
,

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矮化育种的

可能性和复杂性
。 -

抽穗期 与单株产量呈负相关
,

而通径分析表明
, 抽穗期对单株产量的真接贡献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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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F
:

各性状对单株产里的部分通径系数

通径路线 …
7 3< 36 > 9

一

。 又 7。

…
4 7 1。。 / 1

一 1、 7。

{
7 5 3、 、

而扁
l 一 8 3 3 1一 8 3 3 1

通过
穗 粒 重

单株穗数

一 2
。

2 98 7

一 0
.

94 3 5

一 0
。

1 56 1

一 0
。

4 79 1

穗粒重

通过

单株穗数

每穗粒数

百 粒 重

2
。

24甘 2

一 0
.

6 3 38

一 0
.

4 94 8

1
。

72 2 0

一 1
。

6 76 9

0
。

2 5 9 9

0
。

7 903

一 0
。

2 30 7

0
。

0 78 6

通过

每穗粒数

单株穗数

百 粒 重

O
。

了4 4 8

一 1
。

0 1 7 1

一 0
。

8 6 了 3

3
.

0 56 J i

一 0
。

4 96 4

0
。

4 9 12

1
.

2 56 3

一 0
。

1 9 15

0
。

10 10

单株数穗一每穗粒数

_
_ _

_
_

一 1 _ _

_
_:

.

~ _ _ _ _ _

—
通过

通过

百 粒 重

单株穗数

每穗粒数

株 高

单株穗数

每穗粒数

百 粒 重

一 2
。

56 4 4

0
。

4 4 3 9

0
。

2弓 1 9

1
.

9 32 5

0
。

2 3 1 3

0
。

7 76 5

0
.

2 508

0
。

24 8 4

0
。

054 9

百粒重

3
。

08 7 7

一 0
.

74 6 1

0
.

36 4 8

一 2
.

102 0

一 1
。

38 05

0
。

6 8 76

0
`

2 24 1

0
。

98 70

一 0
。

32 78

一 0
。

1 12 2

0
.

8 1 1 5

0
.

2 26 9

株高

通过

抽 穗 期

单株穗数

每穗粒数

百 粒 重

一 0
.

3 76 3

0
。

4 8 4 0

一 0
。

0 78 9

0
。

76 06

1
.

4 28 3

一 0
。

38 2 5

0
。

3 56 3

一 0
。

6 6 0 3

0
.

0 94 4

0
。

2 24 3

一 0
。

8 26 1

0
。

16 6 0

抽穗期

接贡献均 因组合不同而异
。

在一定条件下
,

选择抽穗早
、

成熟早的植株不一定 引起产量

下降
。

3
.

株高
、

抽穗期
、

单株穗数与每穗粒数
、

百粒重的通径系数

在相关分析 中
夕

每穗粒数与单株穗数呈负相关
,

与百粒重
、

株高呈正相关
, 与抽穗

期的关系不密切
。

通径分析 的结果与上述基本一致 (图 1 )
。

这进一步说明
,
每穗粒数

主要受株高
、

单株穗数的影响
,

而抽穗期对每穗粒数的影响不大
。

百粒重主要取决于株

高和每穗粒数
,

其次是单株穗数
。

株高对每 穗株数
、

百粒重也有重要的作用
,

这 与 F
Z

群体中高杆植株所处环境条件较好是分不开的
。

因此
,

对 F
:

单株的有关产 量 性 状进行

选择时
,

对高杆植株的要求一定要严
,
对矮 杆植株的要求要适 当放宽

。

产量构成 因素对单株产量的直接贡献大于总贡献
夕

这主要是由于各因素对单株产量

间接贡献的方向不同
,

由于正负相抵消而使总的贡献小于直接贡献
。

小麦长期适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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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成的自调能力
,

使各性状之间协调统一
。

通过选择
,

使某一性状发生变化
夕

也会 引

起其它性状的变化
。

这种伴随而来的变化
,

由于性状不同
夕

相关关系不同
,

变化的方向

和程度也不同
。

在有负相关关系存在时
,

对某 一性状要求过高
,

进行 单一选择
,

就有打

破性状间原有的协调性
,

引起某一或某些性状的劣变
。

因此
, 寸守

_

杂种后代选择中
,

要以

各性状的生物学协调性和育种 目标为依据
,

对性状的要求要合理
,

使各性状得到协调发

展 ,
才能达到综合提高的理想效果

。

通过上述分析
,

初步认识了各性状对单株产量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

为了进一步认识

上述各性状的变化对单株产量的影响程度
,

在相关
、

通径分析的基础上
,

我们进行 了回

归分析
。

说明
:

闯卜森不六个长杯晌吴幸菊通多
二

日

①双箭头表示相 关 ,
单箭头表示通径

。

②直线上的数据从上到下分别 为 7 3 ( 3 6 ) 9
一

甲 x 7 6 一 3 3 5
、

7 4 1 0 0八 x 7 6 一 3 3 8
、

7 5 3 9 2 X 7 6 一 3 3 8的通径或相关 系数
。

③
. , 、 . 分别表示 0

.

01 和 0
.

0 5的显著水平
。

④图中有三组通径 系数 , 单株产量的通径 系数是由 图中的六 个性状 为一组计

算的
; 每

一

穗拉数的通径 系数是 由每穗粒数
、

单株穗数
、

百拉重
、

株高
、

抽

穗期五个性状 为一组计算的
; 百粗重的通径 系数是由百拉重

、

每穗粒数
、

抽

德期
、

单林穗数
、

株高五个性状为一组计算的
。

(三 ) 回 归分析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
,

单株穗数
、

每穗粒数
、

百粒重对单株产量的回归系数无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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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极显著水平
,

从回归图看
,

点的分布比较集中
,

距 回归直线距离近
夕

其中每穗粒数点

的分布最集 中
,

表明每穗粒数与单株产量的回归关系最密切
。

看来在一足范围内可用这

三个性状预测单株产量
。

这与相关
、

通径分析灼结果基本一致
。

株高与单株产量的回归系数在三个组合中虽均达极显著水平
,

但回归图表明
,

点的

分布比较分散
,

距回归 直线较远
。

说明回归关系不够密切
,

用株高预测单株产量必然出

入较大
。

这与相关分析的结果不尽一致
,

而与通径分析的结果相似
。

抽穗期对单株产晕的回归系数在本试验的三个组合中均不显著
,

二者之间不存在有

回归关系
,

也说明选择抽穗早的植株不一定会 引起产量下降
。

三
、

小结与讨论

1
.

单株穗数在单株产量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
。

但是
,

单株穗数与每穗 粒数 呈 负相

关
,

而且通过每穗粒数对单株产量的间接效应也是负值
夕

加之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大
,

因

此
,

在杂种后代选择 中
,

不宜把穗数作为一个单一选择指标对 单株产量进行相关选择
,

否则可能引起每穗粒数下降
,

最终导致产量下降
。

2
.

每穗粒数
、

百粒重在产量构成中起重要作用
,

其中每穗粒数比百粒重更为重要
。

结合有关研究结果
〔。 ’ 〔̀ 2 ’看

,

每穗粒数对单株产量的决定作用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
。

每

穗粒数 与百粒重呈正相关
,

在杂种后代选择中
,

通过每穗粒数
、

百粒重对单株产量进行

相关选择是有意义 的
。

由于每穗粒数与单株穗数呈负相关
,
以每穗粒数为选择目标时

,

对单株产量和百粒重都有所提高
,

但可能引起单株穗数下降
。

在选择 中
,

应注意协调三

者的关系
。

3
.

在 F
,

群体中
,

株高与单株产量呈正相关是一个普遍存在的 现 象 〔, 。 ’ 。

但 是
,

通

径
、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
,

这是一种假象
。

从相关
、

通径
、

回归分析的结果和有关育种

实践经验看
,

我们认为
:

在高产育种中
, “

矮 化
” 是一种基本趋 势应当肯定 ; 但对株高

的具体要求
,

要根据当地的生态条件和育种目标区别对待
。

离开一定的生态条件
,

孤立

强调矮杆品种的缺点或优点都是不全面的
。

公当前矮化育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株高下降后
,

籽粒成熟不好
,

引起产 量 下

降
。

这与本文相关分析的结果是 一致的
,

但通径
、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
,

株高与单株产

量 的关系是阜杂鲍:
_

因此
,

将 目
·

前某些矮杆材料的缺点产生的原 因归之于
“
矮化

” ,

显

然是一种过于裔单的作法
。

我们认为
,

.

目前矮化育种的重要任务之一
,

应是从矮源
、

株

型
、 认

性林选择
几

以尽栽培措施等方面
,

研究如何协调各性状间的关系
,

以便使产量构成因

素同时得到发展提高
。

5
.

群体结构不同
, 产生的环境影 响也就不同

。

本文用不分离世代群体的表型方差
、

协方差来估计 F
Z

的环境影响
,

这是目前广泛采用的一种方法
。

但是
,

不分离世代的群体

结构与 F
Z

群体结构有很大差异
。

在不分离世代中
,

株高一致
,

冠层条件一致
,

个体间的

竞争相互抵消
。

F
Z

群体株高不同
,

不同高度所处的田间生态条件不同
,

高株影响矮株
,

强株影响弱株
。

这种个体间的相互影 响是造成 F
Z

环境误差的重要因素
。

用不 分 离 世代

的方差
、

协方差估计 F
Z

环境影响
,

必然会造成较大的 误差
。

因此
,

在
一

育种 实 践 中
,

应

用分离世代 F
:

估算的遗传参数时
,

应持谨慎态度
,

要结合育种实际具体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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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育种实践经验证明
,

对 F
Z

单株产量进行直接选择
,

结果不够可靠
,
其主要原因是

F
Z

分离及个体间的激烈竟争
,

引起性状严重饰变
。

科马尔对单 株 竞争 性能 的 研 究表

明 〔“ ’ ,

株高不同的品种混 种时
,

高杆品种的单株产量有所增加
,

矮杆品种的 兰株产量

有所下降
。

在 F
,

中也必然存在着类似的现象
。

本文统计分析采用的基本数据是 P
l 、

P
Z 、

F
: 、

F
:

的表现型值
,

因此
,

分析结果在育种 中的应用必然有其局限性
。

.

解决这个问题的

可能途径之一是
:

选用一定数量的典型材料
,

在有代表性的生态条件下
,

人工创造模式

群体
,

进行多年试验
,

把有利条件引起的正效应和不利条件 引起的负效应校正到同一水

平上
,

得到有一定实用价值的结果
,

这可能会对提高选择效果起一定积极作用
。

本文仅是一年试验结果
,

试验材料
、

组合数目少
,

加之本人的知识水平有限
,

上述

的结果和认识还有待于实践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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