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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品种生态类型及其演变的统

计分析方法研究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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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物品种生 态型的基本特点 及其演 变规律
,

对制 定作扮育种 目标
、

亲本选配
、

杂种

后代选择
, 以 及品种适应性 鉴定等一 系列基本

一

育种环 节
,

都具有极 为重要 的指导意义
。

因此品种生态类型的研究
, 日益 引起育种工作者的关 注

。

本 文在前人研 究的基砍
_

匕,

给出 了生 态型基本特征和可 变特征的 含义
,

韭给出 了区

分它们的初 步的统计方 法

—
单 变量分析法和 多变量分析 法

。

单变量分析法运用方 差分析和 多重比较来判断 品种性状的 区分能 力
,
以 确定性状的

稳定性
,

运用N ai r水平分组 法给出各性状的定量的 区分类 型
。

多变量分析法运用R 型因子分析来判断品种生 态型的基
.

本特征和可 变特征
。

相关拒

阵的 第一主成分代表品种生态型的基本特征
,

第二
、

第三等主成份代表生态型的 可 变特

征
。

按主 因子进行聚类来区分生 态型的亚型
。

运用Q型因子分析判 断生态地区的代表品

种
。

多变量分析方法比 单变量分析方法 花得的信息丰富
、

集中
,

且便于 分类和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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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品种生态类型的基本特点及其演变规律
,

对制定作物 育
.
、

种 目标
、

亲本选配
、

杂种后代选择
,

以及品种适应性鉴定等一系列基本育种环节
,

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

义
。

在一定意义上
,

品种适应性的好坏
,

育种工作成效的大小
,

很大程度取决于对当地

品种生态类型及其演变规律 认识灼深度和广
一

度
。

因此
,

品种生态类型的研究
,

日益引起

育种工作者的关注
。

陕西关中地区的小麦品种生态类型
,

王玉成
、

赵洪璋 (1 9 47 ) 曾划分为五个生态亚

型 ￡幻 , 金善宝等 (1 9 5 9
、

1 9 6 1 ) 在全国生态类型的研究 中
,

划入华北平原生 态 类 型
,

并分为三个亚型 〔“, 。

以后
,

在有关全国小麦品种生态分类中
,

根据新的情况 和 资 料
,

将关中地区的小麦品种称为黄淮平原生态类型 阁
。

育种实践表明
,

这些研究工 作 对 关

带本刊编辑室收到此稿时间
: 1 9 8 4年 6 月3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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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区小麦育种
,
己经并将继续起重安的指导作用

。

关于品种生态类型的基本特点及演变问题
,

近几年
,

赵 洪璋 内
、

李振声
〔副 等 许多

研究者从不 同角度进行了探讨
,

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

综析前人的研究
,

我

们认为
:

对一个地区小麦品种生态型及其演变的研究
,

可建立如下的概念和相应的研究

方法
。

1
.

生态型的基本特征
。

生态型的基本特征是指作物品种受本地区生态条件长期制约
、

白然的选择和人工选择形成的基本生态特征
,

具有相对稳定性
,

如冬性
、

春性等
。

一个

地区的生态型的基本特征中
,

除了明显的如冬春性之类的性状外
,

还有哪些性状 ? 这个

问题的解决显然是必要的
。

2
.

生态型的可变特征
。

随着本地区重要栽培条件的改变
,

小麦品种的基本特征和其

它特征将会向适应于新的栽培条件的变化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

这种变化将受基本特

征稳定性的约束
、

协调达到新的统一
。

显然这些信息的获得对育种工作有现实意义
。

木文在于探索区分生态型的基本特征及可变特征的统计分析的初步方法
。

二
、

试验材料与试验设计

设当地的农家品种有K 。
个

:
A 。: ,

A 。: ,
.

⋯
,

A
。、。 。

本地区栽培条件的重大改变有 l次
:

t : , t : ,

⋯
, t , 。

在每个生态阶段 t ;

中所出现的新品种有K
;

个
:
A

; , ,

A
; 2 ,

⋯
,

A
: 、:

(i 一
,

l+ 1

2 ,

⋯
,

1)
。

目前待鉴定的品种有K
, + : 个

:
A

, + : , , ,
A

, 十 : , : ,

⋯
,

A
, + : , 、 :十 : 。

共有材料
叉
1 二 口

K
。二 K 个

。

每一品种 用编号j表示 (j
= 1 , 2 ,

⋯
,

K )
。

按随机区组进行试验
, r次重

复
。

各品种为单行 区
,

每行 15 株左右
。

测定的性状可根据生长阶段按所需酌定
。

用 X p j表示第j个品种第p 次重复的某性状的小区平均值
,

则试验资料符号如 表 1 所

示
。

表 1 资 料 符 号 表

\一\ 品 种
复

‘ 、

\
、

K

kk

.。。

O
‘。

:r

XX

护

.

⋯
.

⋯

丫 t :

X
: 2

X
:

j

X
:

j

X : k

X
。

k

一
·

1一一一

⋯
J
;
J

P
护1XXP:

。rXXX PI

X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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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单变量统计分析方法

由生态型沟基本特征灼含意可知
,

在统计上某性状对品种无区别能力或区别能力甚

差
,

则此性状为生态型的基本特征
,

否则应视为可变特征
。

为此
,

对每一性状进行方差

分析
,

即

1
.

进行F检验
,

若不显著
,

则此性状为基本特征
。

2
.

若 F检验显著
,

应用 q 法进行多重比较
,

再按奈尔 (N ai r ) 方法 ￡‘ 进 行 水 平 分

组
,

以确定该性状的分组和区分 品种的能力
。

下面以西北农学院小麦育种研究室1 9 8 1年品种区域试验总结 中的资料为例
,

说明这

种分析方法
。

经对原资料整理得旱肥组小麦各性状的方差分析 (表 2 )
。

冬冬季分孽孽 株高高 每穗粒数数 千粒重重 抽穗期期

八八八八八八八邝阳八匕八匕八卜�丹0no八匕八匕八h
�九匕4 / 1 9

.

4八7

4八7

4八 8

4 / 2 0

4 / 1 9

4 / 1 9

4八 9

4 / 1 8

:
,

⋯⋯
QU八ObULat才J件g0J0口匕OdJLL�odnoCa注通月任no八O

...

⋯⋯
八h�n�O口口JO口才任50以弓自,曰00CO几O八乙q乙O乙n乙。Jnot了7.nUn厅甘才,‘

.

⋯
O

:
比O内了八UQ甘八己内了QUO�O以J.占八艺00OUt了

月.上

no叮‘

:

八h�八U�b行‘1一
..

⋯
,土八O,1�U
月1‘.上,上‘主1二. .占

1 (小僵 6 号 )

2 ( 7 5 7 6 / 3矮 7 )

是_ ( 6 8 G ( 2 ) 8 )

4 ( 7 0 1 9 0一l )

5 ( 9 6 1 5一 1 1 )

6 ( 9 6 1 5一1 3 )

7 ( 7 3 ( 3 6 ) )

8 (丰 3 )

9 (矮 3 )

机误均 方S :

1 1
。

5

9
。

0

7
。

9

9
。

1

1 19

8 7

888
。

999 5
。

666 0
。

7 222 0
。

1 555

555 3
_

6二二 1 2
_

6 二二 7 3
_

3 二二 2了二二

表 2 结果说明各性状的F检验都是极显著的
,

用奈尔方法进行水平分 组 来 确 定各

性状 的分组
。

奈尔方法的步骤用冬季分孽说明之
:

¹ 选取显著性水平
a ,

我们取a = 。
. 0 5

º计算
d

, = 。
“

( f
.

口二面r
这里fe 为机误均方 S二的自由度

, r为重复数
, t .

是自由度为f e 的 t临 界 值
。

这 里 r 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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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 1 6 , t。
. 。5 = :

.

1 2。,
S : = ;

.

7 ,
d

t 二 :
.

1 2 。
_

l亚亚
一 2

.

3

拼 3

» 把各品种均值按大小次序排队
,

并计算相邻二均值差
,

然后

的分为一组
。

比d
.

小的分为一组
。

关于冬季分孽的初步 分组如表 3 ,

d
。,

故只 能 分 为 一组
。

与d
:

比较
,

凡比 d
.

大

因相邻差数均小于

表3 旱肥组品种冬季分集的奈尔分组法

分组
结果

均值

相邻
差数

!
5

⋯
_

“
、

{
}望旦竺二111⋯哩竺型}
⋯

11
· 6 ) 11

·

6 1
4 0 0

, } 。 1 8
_

1 4 { : ! 8

, J
, 。 。 、I (矮丰J (丰产I ( 7 01 9}( 7 5 7 6 / 1 ( 6 8 G

气 / l、 l」义 0 1 ;于 , 】~ 口
、 l 八 口

、 { 八 , 、 } 。 盆心亡 ~ 、 I 八
_

~ 、

—
{兰宜立上{兰宜塾上1坠二望

一

{些鳖卫竺}二兰二兰2
一

11 · 5 }11
· 1 }10

· 7 {”
·1 1”

· o } 7
· 9

O
。

4 0
。 4 1 。 6 0 .

¼ 如果按上面的分组
,

每一组都不超过两个品种
,

则分组工作就到此结束 , 如果有

的组超过两个品种
,

对这些组再进一步考查
。

上面只分了一个组
,

包括 g 个品种
,

因而

需再考查
。

¾ 对超过两个品种的组进行考查
。

令 q表示该组的品 种 数
, X q 表示这q个均值的平

均
, d q表示q 个均 值与X q 之差的绝对值最大 者

,

再 计 算

‘
,

j
: i

1Q q 时

—
一 二

一

{ S : 乙

}一 - 一一一二厂一一二二一一 ,
当 q = 3 ,

1 ~ , 1 1 、

l 吕 L 二~ + 下一 少

} 4 t .

U = 尸

厂芬一
d q 闷

—
6

一 百lo q

。 , 1
石 气一丁 十

4

1 、

下一 ,
i 。

,

当 q > 3⋯
l\

在 a 二 0 .

此之下
,

当U > 1 .

96 时 ,

则将 该组离 X 。

最远的那个均值剔 出这个组
,

如此

逐个剔除
,

直到U < 1 .

96 为止
。

对于剔除掉的品种另成一组
,

再按此法确定是否 剔除
,

是否需另外成立新组
,

直到各组无剔除的品种为止
,

分 组 就 告 完 成
。

对于上例
, q =

、

公 ,

i一9X
, = X 。 二

d , = d 。 二 2 . 7

( 13 + 11
. 6 + ⋯ + 7

。 9 ) == 10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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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甘匀
5

十

_

l三亚
2

·

7 树 1
.

7

U 二
3

。

5 8 6 7 一 1
。

1 4 5 1

d
‘

9 3 7 5
= 2

。

愁0珍> 1
.

9 6

3 (

备
+

壳
,

由于10
.

6 一 7
.

9 二 2
.

7,

1 3 1 1
。

6

7
。

9

又第一 组 q = 8
,

13 一 1 0
.

6 二 2
。

4 ,

故应剔除品种 3
。

因此分组情况变为二组
:

1 1
。

G 1 1
。

5 1 1
。

1 1 0
。

7 9
。

1 9
.

0

X s 二 1 0
。

9 5 ,
d 。== 1 3 一 1 0

.

9 5 = 2
.

0 5
, {介J

了落尸
2

·

0 5对不下
一

6 , 。

下丁二g 石
O

U 二
2

.

7 2 3 3 一 1
。

0 8 3 7
= - - - - , 万不了万石石万丁

~

一一 之 1
。

U 一妙 J l a
7 4 8 9 < 1

.

9 6

。 (

奋
+

矗
,

这说明上述分组从统计观点已经确定
。

如果将品种 6 除
,

则分组亦满足统计学要求
。

.

这时

分组为
:

一 1 3

薄1
.

6 1 1
.

6 1 1
.

5 1 1
。

1 1 0
.

7 9
.

1 9
.

0 , 7
.

9 (X 。 = 1 0
.

3 )

从生产实践来看第二种分组是合适的
。

多重比较的方法可参考有关书籍
‘. , 。

我们用q法
,

取a = 0
.

01
,

则冬季分荣的 多 重

比较结果为

品 种 号 : 6 5 7 1 9 8 4 2 8

均 值 : 1 3 1 1
。

6 1 1
。

6 1 1
.

5 1 1
。

1 1 0
。

7 9
.

1 9
。

0 7
。

9
-

比较结果 : A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B

一般来讲
,

如果参加试验的品种为K 个
,

应比较36 对
。

从比较结果看
,

只有一对

种的能力为1 / 3 6
。

。t ,

二 * ~
. _ ,、 * * K (K 一 1 ) 、

、

、。 tr _ n

火lJ 贡贡布目 进工 「口笼X

—
六习

。 习乙日巳 l 、 一 廿 ,

艺

( 6 号与 3 号) 是显著的
,

因此冬季分集区分品

上述试验 (旱肥组) 各性状的奈尔分组结果及区分品种能力如表 4 所示
.

表 4 早肥组品种各性状鑫尔分组及区别品种能力

品品种号号 666 555 777
.

111 999 888 444 222 888

(((((9 6 1 555 (9 6 1 555 (7 333 (小僵僵 (矮丰丰 (丰产产 (7 0 1 999 7 5 7 6 /// (6 8GGG
一一一 1 3 ))) 一 1 1 ))) (3 6 )))) 6 号 ))) 8 号))) 8 号)))

一0 一 1 ))) 8 矮 777 (2 ) 8 )))

均均
.

值值 l333 1 1
。

666 1 1
。

666 1 1
。

555 1 1
。

111 1 0
。

777 9
.

111
‘

9
。

OOO 7
。

999

分分 组组 多集集 中 少 莫莫 少莫莫

组组均值值 1 333 10
·

7 {
7

·

””

区区分品品 1 / 3 C = 0
.

0 2 888

种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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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J 口
Z

株
均泣

分组

1 1 9 价⋯“”
·

7
}

二⋯二⋯土
}二

8 9
{

8 8 { 8 7
·

7 1 8 7
4

高杆 中杆

高 组均
r

宜

区分品
乖{,杯

二

力

jJ〔}
.

7

2 3 / 污。
二 O

。

剑

一

二几呀口三
一

}
一

二
_

一

母三}国一勺二可三
瘾 】卢州四

一

‘
一

竺
‘
一

竺注些竺理畔皇些里些里些二口i至上胜生
耘 1

万

骂竺⋯哩一
一 -
竺‘一遭色一 二

_* }皇型岌}
.

兰互二玉二 一一一一一兰二一一 一一一-
-

~
一

日丫
户

乙卜少刁 l

}毓岌骂! 1 0 / 3 6 = 0
.

2 8
l,l 宁 日匕 / J I

千

}弊阵⋯二⋯⋯止⋯二
一

⋯土⋯
一

三
一

⋯上阵三
-

_

}些竺{兰生⋯全
~

兰匕竺
一

}
一

垫创塑创塑二}
~

竺土竺且
.

兰兰
“

}嘿{遭竺
~

⋯一垫
.

二⋯一 少竺一⋯一
- 三竺一一一

重

}黑!生旦一兰l一上一 兰卫 上 一
一

竺生一- 一
二

!毓二立骂 } 2 5 / 3 6 = 0
。

6 9
l寸甲 招匕 / J {

品品种号号 555 666 777 111 888 444 9

{{{
2

}}}
均均值值 4 / 2 000 1 / 1 999 4八 999 4 / 1 999 4 / 1 999 4 / 1 888 4 / , 8

{{{
; 、/ 1了

}}}
1 4 / 1 777

分分组组 晚晚 中 晚晚 中中 早 ;;;

组组均值值 2 000 1 999 1 8

}}}
1 7

,,

区区分品品 2 8 / 3 6
= 0

.

7 888

种种能力力力
品品种

一

号号 666 555 222 888 777 333 999 111
矛矛

44444444444444444444444
}}}}}}}}}}}}}}}}}}}}}}}

均均位位 6 / 777 6 / 777 6 / 666 盯555 6 / 嫂嫂 6 / 333 6 / 333 6 / 222 七/ 222

分分组组 晚晚 中中
...

{{{{{{{{{{{

早早早早早早 哥哥哥哥哥哥

}}}}}}}}}}}

组组均值值 777 5
。

555 222 .........

8 ;;;

区区分品品
}}}

种种能力力 1 4 / 3 6
二 0

.

3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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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肥组试验各性状的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
。

奈尔分组结果如表 6 所示
。

表5 水肥组品种各性状的方差分析
、

卜卜
\

\
品种号 \ 一⋯

二 每穗粒数
千重
粒

抽穗
期

成熟期

一a乃l月4�片月了Q自月了一�行了一匀八匕
产了产了/

J 夕I
J

了产声产//了/产产了/了/
户泞 /z 尹/了n卜只U八h八卜八匕八匕八n八h�八h�b八b1 ( 7 4 1 0一 R O )

2 ( 7 5 7 6 / 3矮 7 )

3 ( 7 3 ( 1 5 ) 一 5 一 1 )

4 ( 9 6 1 5 ) 一 1 1 )

5 ( 9 6 1 7 一 1 3 )

6 (堰师 4
一

号)

7 ( 7 3 < 3 6 》)

8 ( 7 7 ( 2 ) )

9 ( 阿勃 )

1 0 (郑引1号 )

2 1 (矮丰 3 号 )

1 1
.

1 0
.

7
.

3

1 1
。

2

1 3
。

0

1 0
。

1

9
。

9

8
。

0

8
。

6

8
.

5

1 0
。

4

1 0 0

1 0 0

8 5
.

9 1
。

9 1
。

8 8
,

8 2
。

9 1
。

1 2 0

1 0 2

8 7
。

2 5
。

8

2 7
。

6

3 8
。

6

2 8
。

2

2 2
。

3

3 0
。

4

2 5
。

2

29
。

6

3 0
。

6

3 8
。

9

3 0
。

7

4 1
。

4

4 9
。

5

4 0
。

5

3 8
.

0

4 5
.

2

4 6
.

4

一

}7
。

2

4 4
。

4

3 9
。

6

3 7
.

2

3 6
。

8

4 / 2 1

4 / 1 8

4 / 1 0

4 / 2 1

4 / 2 0

4 / 1 1

4 / 2 1

4 / 1 3

4 / 2 0

4八 6

理/ 1 9

n口行r。0nU一一.

:
八曰八jnono八“�,‘

:
nJ.00一-

,口只�

��8
机误均方 ”

·

9 8
⋯
“

·

7 8
{

4
·

8

1
‘

·

‘

⋯
“

·

1 5
1

”
·

6 0 _ _ _

888
。

9 2 ”” 9 2
。

0”” 1 6
。

4
. ’’

5 2
.

1”” 2 1
.

0 ””F 佑

表 6 水肥组品种各性状的奈尔分组及 区分品种的能力

品种号

均值

分组

组均值

区分品
种能力

品种号

1 3
。

0 1 1
。

7

·

止⋯立⋯土⋯上⋯
一
二⋯上⋯兰{人⋯二

1 1
·

“】1 0
·

“ }‘0
·

4 }‘0
·

‘
{
”

·

9
{
“

·

6 }竺兰
~

竺二
多莫 中孽 中少粟

1 3
。

0 1 1
。

7 9
。

9

少莫

7
。

7

冬季分某

6 / 5 5 = 0
.

1 1

株 均值

分组

1 2 0
。

3

高 组均值

区分品
种能力

高杆

1 2 0
。

3

兰{立}上{立{二1二⋯二阵阵阵
介粼笠⋯兰监哭罗厂墨

1 0 1
·

”
1

”o
·

o 】8 3
·

5

3 7 / 5 5 == 0
。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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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鲤⋯上⋯川
均值 }

4 / 2 1 {
4 / 2 1 】魂/ “i

⋯上}土⋯兰⋯二匡{二
{
4 / “0 }

4 / “o }4 / 1 9 ! 4 / 1 8 }
4 / 1 6 }

4 / 1 3

每每每 品种号号 1 00000 1 111 999 666 888 444 222 111 777

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穗

粒粒粒 均值值 3 3
。

999 3 3
。

666 3 0
。

777 3 0
。

666 3 0
。

选选 2 9
。

666 2 8
。

222 2 7
。

666 2 5
。

名名2 5
。

222 2 2
。

333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分分分组组 多粒粒 中
.

粒粒 少粒粒

组组组均值值 3 8
。

7 555 2 8
.

555 2 2
。

333

区区区分品品 2 2 / 5 5 = 0
。

4 000

种种种能力力力

干干干 品种号号 222 777 666 555 888 111 888 999 444 1 000 1 111

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粒

重重重 均值值 4 9
。

555 4 7
。

222 4 6
。

444 4 5
。

222 4 4
。

444 4 1
。

444 4 0
。

555 3 9
。

666 3 8
。

000 37
。

222 3 6
。

888

分分分组组 重粒粒 大粒粒 中粒粒 小粒粒

一一一

组均值值 4 9
。

555 4 5
。

888 4 0
。

555 3 7
。

333

区区区分品品 3 6 / 5 5 = 0
.

6 555

种种种能力力力

⋯川李
}4 / 1 1

}
‘/ 1”

穗 分组 按天分组

瑙一堪称血盆
”

}竺{
-

一一
一

生
一

一
-

一
一

⋯一一一鱼一扁一⋯立
-

期
{望竺堕}一一一

一

二竺

—
一止‘一卫止一

一

一上二高{
!区分品}

。 , , 二 二 _ 。 二 o

l矛
一
人“」一 铆 Q 自 I 口心 一 , 一 。 U

l种 可甘刀I

据上述分析
,

由各性状区分品种的能力可看出它们的稳定性
,

这对我们确定生态型

的基本特征和可变特征提供了依据
。

各性状稳定性的位次如表 7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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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 各 性 状 稳 定 性 的 位 次

彝谕世⋯
·

⋯卜⋯ 成熟期 株高

干粒·

⋯一
旱旱旱 区分品种能力力 0

。

0 2 888 0
。

2 888 0
。

3 999 0
。

6 444 0
。

6 999 0
。

7 888

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
组组组 位次次 111 222 333 444 555 666

水水水 区分品种能力力 0
。

1 111 0
。

4 000 0
。

5 888 0
。

6 777 0
。

6 555 0
。

7 555

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
组组组 位次次 111 222 333 555 444 666

表8 各 品 种 的 生 态 学 特 征

冬冬季分孽孽 株
、、、

每穗粒数数 千粒重重 抽穗期期

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
成成成成熟期期期期期

777 0 1 4 一 R ooo
中 一 中少少 中矮矮 中早早 少少 中中 中晚晚 弱冬冬

777 5 7 6 / 3 矮 777 中少少 中中 中晚晚 中少少 重重 早早 半冬冬

666 8 G < 2 > 888 少少 中中 早早
.

多多 中中 早早 弱冬冬

777 3 1 9 一 0 一 111 中少少 矮矮 早早 中多多 小小 中中 弱冬冬

999 6 1 5 一 1 111 中少少 矮矮 晚晚 中少少 刁
、、

晚晚 冬冬

999 6 1 7 一 1 333 多多 矮矮 晚晚 少少 大大 中晚晚 冬冬

777 3 < 3 6 >>>
中少少 矮矮 中中 少少 大

‘‘

中晚晚 弱冬冬

丰丰产 8 号号 中少少 高高 中中 少少 中中 中晚晚 弱冬冬

矮矮丰 3 号号 中少少 矮矮 中早早 中多多 小小
‘

中中 弱冬冬

777 3 < 1 5 > 5 一 111 少少 矮矮 早早 多多 中中 早早 半春春

僵僵师 4 号号 中少少 矮矮 早早 中多多 大大 早早 春春

777 7 < 2 >>> 少少 中矮矮 中中 中多多 大大 早早 半春春

阿阿勃勃 中少少 高高 晚晚 中多多 中中 中晚晚 半春春

郑郑引 1 号号 中少少 中中 中中 多多 小小 中中 半春春

如果说参加试验的品种能代表陕西关中地区小麦的生态类型
,

则上述分析中可以给

人们如下的初步印象
:

从品种的异质性来讲
,

主要起作用的是株高
、

千粒重和抽穗期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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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个位次的性状主要说明品种的同一性
。

从生态学观点看
,

前面位次的性状
,

尤其是

分萦特性是品种生态型的基本特征
,

而后三个性状是可变的性状或者说它们的可塑性较

大
。

也可以说
,

品种在分萦
、

每穗粒数
、

成熟期等方面没有什么重大突破
,

而其它三个

性状变化很大
。

下面我们对上述试验中各个品种作一个初步的生态学的描述 (如表 8 所示)
。

四
、

多变量分析方法

上述单因素分析方法虽简单
,

但有一些缺点
,

如它未考虑品种各性状之间或强或 弱

的相关性
,

因此
,

须进行多变量分析
。

多变量分析方法回答以下几个间题
:

¹ 在本地区内推广的小麦品种中
,

起支配作用的性状是什么 ? 即要回答生态 型的基

本特征和可变特征
。

º本地区小麦品种的生态型中
,

存在着那些小的类别 ?

» 本地区小麦品种中的代表品种是仆么?

为了回答此问题
,

可采用R 型与Q型因 子 分析方法
。

R 型因子分析是研究小麦品种各性状间的相关关系的
,

通过相关矩阵内部结构 的 研

究
,

找 出控制 所有 性状的 几个主成分
,

这几个主成分是由各性状的不同线性组合成的

综合性状
,

它们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

每个主成分不同程度的代表着支配所有品种的几个

性状或一个性状
,

它反映了小麦品种各性状间结合的一种遗传的和生态的作用
。

R 型因

子分析可以帮助我们 回答上述的前两个问题
。

Q型因子分析与 R 型因子分析的方法是一样的
,

不过Q型因子分析是研究各 品种 间

相关关系的
,

可以找出各品种中共同的代表性品种和脱离代表性品种的两极品种
。

关于旱肥组的因子分析

1 .

R 型因子分析

¹ 计算各性状间的相关系数
,

组成相关矩阵
:

抽穗期

成熟期

{分莫

⋯
‘

株高 粒数

一 0
. 48 18 一 0 .

8 8 7 5

1 0
。

436 9

1

粒重

0
.

145 6

一 0
。 0 8 5 3

一 0 。 47 0 9

1

抽穗期

0
。

8 123

一 0
。

29 7 9

一 0 。

6 8 83

一 0
。 16 53

1

成熟期

0
。 4 0 44

一 0 。

0 5 0 8

一 0 。4320

0 。 51 48

0
.

34 9 3

1

萦高数重分株粒粒

一一R

º计算 R 的特征根入
: 妻入

:
》入3夕入‘夯入。》肠

,

求出相应于各特征根的特征 向量
,

并

组成特征向量矩阵 U = ( U : , U : ,

U s , U 一, U 。,

U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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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3
。

1 6 5 6 3

、l-1ol |||||
l

!J
/
了

一

0
.

5 2 68 4

一 0
‘

3 0 1 1 1

一 0
.

5 2 94 7

0
.

2 0 7 4 1

0
.

4婆5 0 6

0
.

3 3 2 1 7

1
。

3 8 5 0 0

一 0
。

1 8 9 1 0

0
.

2 3 9 4 6

一 0
。

0 5 3 8 0

0
。

7 3 4 8 4

一 0
。

3 7 3 97

0
.

廷7 3 4 5

0
。

8 5 9 5 3

0
。

0 5 8 3 4

0
。

7 8 5 5 0

0
。

0 6 8 0 2

一 0
。

2 8 0 27

0
。

3 9 1 6 9

0
。

3 7 8 14

0
。

4 5 7 5 8

一 0
。

1 6 5 3 8

一 0
.

4 7 1 7 1

0
。

4连7 8 2

一 0
.

2 8 2 2 0

0
.

0 2 9 7 1

0
。

6 8 4 8 9

0
。

1 0 7 7 3 1

一 0
.

6 9 6 3 0

一 0
。

1 1 1 5 2

一 0
。

0 6 3 4 4

0
。

2 6 0 4 8

0
。

6 4 4 5 5

一 0
。

1 2 垂1 0

0
。

0 2 4 4 6

0
。

4 1 3 6 3

5
。

8 8 x 1 0

0
。

7 1 2 4 4

0
。

4 3 6 9 7

0
。

3 0 3 8 4

一 0
。

1 9 5 0 4

» 计算因子载荷矩阵A 一
〔侧万万

-

U , ,

侧

了不万U 。) = ( a ij)
。

A 的元素a ij叫做性状 X i在 Fj上的载荷
,

万 U Z ,

训
呻

一瓜
一 U 3 ,

侧
一

仄丁U
‘ ,

训呱
一U 。,

/

⋯
!!l!
.

/

F比比拍465666

aaaaaa

了
JF15巧朽4555舫

aaaaaa

A 可表示如下
:

因
F 3 F ‘

主瓦

A = 原性状

a 15 a l 毛

a 23 a Z 名

a 33 a 3 毛

a ‘a a ‘毛

a 6 3 a s ‘

a 6 3 a o 4

,-,一,n�卜2,
,‘,,3毛5翻叭�aaaaaa

F j = a , , X : 十 a 2 jX
Z + a 。 jX 3 + a ‘jX ‘+ a o jX S +

一

a o jX
。,

j
= 1 , 2 ,

一
, 6

X * = a * : F ; + a 。,

F
Z + a ‘3

F 3 + a : 4 F‘ + a ; 。
F
。 + a ; 。F 。, i = 1 , 2 ,

⋯
, 6

各主因子F j的方差贡献为入
j,

入j愈大
,

F j所反映的性状组合所代表生态学作用愈 稳

定
。

具体计算结果为
:

F
1

F
Z

F
s

F
‘

F
。

F ,

A一一

厂

⋯
1

分 萦一X :

株 高一X Z

粒 数一X
3

粒 重一X ‘

抽穗期一X 。

成熟期一X 。

0
。

9 3 7 3 6

一 0
。

5 3 5 7 5

一 0
.

9 4 2 0 5

0
.

3 6 9 0 2

0
。

7 9 1 8 5

0
。

5 9 1 0 1

方差贡献累计 ( % ) :

由上述的结果可看 出
,

生物学意义如下
:

一

0
。

2 2 2 5 4 0
.

0 5 4 0 8 一 0
.

1 1 1 9 0
一

0
。

2 2 8 5 4 0
。

0 64 4 1

0
.

2 8 1 8 1 0
.

7 2 8 2 4 一 0
。

3 1 9 1 8 一 0
。

0 3 6 6 0 0
.

0 0 0 9 2

一

0
.

0 6 3 3 2
.

0
,

0 6 3 0 6 0
.

3 03 0 2
一

0
。

0 2 0 8 2 0
。

1 1 0 9 3

0
。

8 6 4 8 2 一
0

。

2 5 9 8 4
一 0

。

1 9 0 9 5 0
。

0 8 5 4 9 0
.

0 6 8 0 4

一 0
。

4 4 0 1 5 0
.

3 6 3 1 4 0
。

0 2 0 1 0 0
。

2 1 1 5 5 0
.

0 4 7 3 1

0
。

5 5 7 1 8 0
。

3 5 0 5 8 0
。

4 6 3 4 2 一 0
。

0 4 0 7 3
一

0
。

0 3 0 3 7

5 3 2 5
。

8 9 0
。

2 9 7
。

8 9 9
。

6 1 0 0

前三个主因子是重要的
。

因为它们的方差贡献为9 0
.

2 %
,

其

F : : 反映了各性状组合成品种的情况
,

反映了品种生态型内性状组合的稳定性
,

由

F :看出
,

参试品种基本上以分莫 x 粒数 x 抽穗期 x 成熟期为主
。

F
Z : 基本组分为粒重

,

说明它是可变的
。

F。: 主要组分为株高
,

说明它是可变的
。

因此
,

第一主因子 F : 反映了性状组合的稳定性
,

即分莫
、

粒数
、

抽穗期
、

成熟期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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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基本特征
,

另外
,

粒重和株高分别是F
Z 、

F
3

的主要组分
,

它们的变化形成了各品种

的主要差异
,

反映了生态型的可 变特性
。

以上分析和单因素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
。

6

¼ 计算 因子得分
。

为了对品种进行分类和 进 一 步 的解释
,

可利用 F , 二

艺
· ; IX 。

i 二 了

( 由表 2 数据 ) 计算各 品种的主因子得分
,

其结果如表 9 所示
。

表 9 旱肥组各品种的因子得分表

10 。 7 7 9 6 4

8 。

43 6 24

7 。 40 514

8 。 52 9 9 7 6

1 0 。 8 7 337

1 2 。 18 56 9

1 0
。 8 7 337

10 。 0 2 9 7 5

10
。 40 47 0

一 2 。 5 5 9 21

一 2 。 0 0 28 6

一

1
.

7 5 8 0 7

一

2
。 0 2511

一

2 。 5 8 146

一 2 。 8 9 30 2

一 2 。 5 8 14 6

一 2 。 38 118

一 2 。 4 7 0 19

0 。 6 219 2

0 .

48 6 7 2

0 。

4 27 23

0 。 49 2 13

0 。 627 33

0 . 7 0 30 4

0 。 6 27 33

0 . 5 7 8 6 6

0
. 6 0 0 29

一 1 . 28 6 8 5

一 1 。 0 0 7 1

一 0 : 8 40 1

一 1 。 0 18 29

一1 。 29 8 0 4

一1 。 4547 0

一 1 。 29 8 0 4

一 1 。 19 7 33

一 1 . 24 20 9

一 2 . 6 28 21

一 2。 0 56 8 6

一 1 。 8 0 54 7

一 2 . 0 7 9 7 7

一 2 6 510 6

一 2。 9 7 10 2

一 2。 6 51 0 6

一 2 。 4453 8
一 2 。 5367 9

0 。 7 40 7 2

0 。 5 7 9 6 9

0 。

50 8 8 4

0
.

58 6 1 3

0
。

7 47 1 6

0 。 8 3733

0 . 7 47 1 6

0 。 6 8 9 19

0 。

7 149 5

214356789

从表 9 中可以看出
:
各品种在 6 个主因子得分的趋势相当一致

,

这说明参试 各品种基

本上属于一个大的生态型
,

它们之间仅大同小异而 已
。

另外品种 5 与品种 7 相应的得分

完全一样
,

这说明克服 了相关性以后
,

品种间的相似性更清楚了
。

为了直观起见
,

取F : 、

F :
两个轴作因子得分 ( 图 1 )

。

压津

石 , 8 9 10 , I , 2 _

一
‘‘ ~ 一~ ‘占‘ - ~ ~ ‘~ - ~ - “一- 一玲

。 @ 盯瑞
、、二/ ¹

图1 早肥组目子褥分图

由因子得分图可看出
: 9 个品种基本属于一个类型

,

其特征F 、轴得正分
, F Z

轴得负

分
。

如果再细分
,

直观上可分为 4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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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数量上进 行聚类分析
,

6

D 、。 ·

艺
(F

卜 ; 一 F
、 , )

2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第 i
、

j两个品种之间的距离

k 二 l

D
Z , j
可解释为品种 间生态和遗传上的 距离

。

我们现取 F
: 、

F
: 、

F
3

计算各

表10

品种间的距离
,

其结果如表10 所示
。

D
Z

表

品种
}

3 2 4 8 9 ‘ 5 7 6

0 1
。

1 2 6 6 1

0

1
.

3 4 0 8

0
.

0 0 9 3

7
.

2 9 97 9
.

5 34 4 1 2
.

0 6 7 0 1 2
。

7 4 6 6 1 2
.

7 4 6 6 2 4
。

2 1 7 8

2
。

6 9 0 9 4
。

1 0 6 1 5
.

8 1 9 3 6
。

2 9 4 2 6
。

2 9 4 2 1 4
。

4 9 7 5

2
.

9 8 3 6 3
.

7 2 4 4 5
.

3 6 3 1 5
.

8 1 9 3 5
.

8 1 9 3 1 4
.

1 6 1 9

0 0
。

1 4 9 0 0
。

5 9 5 9 0
。

7 5 4 2 0
。

7 5 4 2 4
。

9 2 6 3

0 0
.

1 4 9 0 0
。

2 3 2 8 0
。

2 3 2 8 3
.

3 6 1 3

0 0
。

0 0 9 3 0
。

0 0 9 3 2
。

0 9 5 0

0 0 1
。

8 2 4 9

0 1
。

8 2 4 9

0

324985176

聚交木平护

子峪内

2. 3 。减犷

.

2 习3 7

〔4 5业

叹夕呼9 口

... . 目‘. ~~~~~~~

品种代号

分色华
,、山)

夕(次、丫.之
�盆八次)勺八冬六卜咖)八礴之(令思气,olg

t6-f)(诺滋奋敏思气舜令2勺)

图 2 品种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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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0 可进行聚类分析
。

开始每个品种自成一类
,

每两品种间的距离
,

即为开始间

的距离
。

然后把距离最小的两类并为一个新类
,

新类到其它各类的距离
,

采用
“
类平均

法”
来计算

。

以上聚类过程
,

每聚一次
,

类数减少一个
,

直到所有品种并成一类为止
。

根据聚类过程
,
按照聚类的次序和水平可画出品种聚类图 (如图 2 )

。

当聚类水平 D 名 == O
。

4 5 3 2时分成四类
:

第 工类 :
{ 3 }类内距离为 0

第 I 类
:
{ 2

,
4 }类内距离为0

.

0 0 9 3

第 l 类
:
{ 8 , 9 , 1 , 7 , 5 }类内距离为0

.

2 8 87

第万类
:
{ 6 }类内距离为 。

各类间距离分别为
:

D 飞l 之 1
·

“8 3 7 D 、F “ 1 4
·

“2 9 7

D ,I I “ 1 0
·

8 7 8 7 D l万
二 “

·

8 0 65

D 么 I 万 = 2 4
。

2 7 8

D
,
I 皿 二 4

.

8 3 1 4

这里类内距离都小于类 间距离
,

各类呈自然聚集状态
,

分类是较合理的
。

为了更清楚地看出各类品种的性状组合规律
,

结合单因子分析结果
,

整理得各类别

性状组合规律 (表 1 1)
。

表11

羹犷\月

旱肥组各类品种性状的组合规律

冬季分 ,

⋯
株高

{一⋯
千。·

抽穗期
( 4 月)

成熟期
( 6 月)

一兰二立⋯土卜冬
~

阵熟
一

⋯二⋯
⋯

⋯
} 4 } 中少 ! 矮 } 甲多 } 小 } 18 !

皿 !

—
】

—
l
ee一二下丁一】

—
}一一, 一}

—
1

}
“

1 中少 { 中矮 } 中少 1 重 }
1 7

{

3

2

6

中多

中多

中少

中多

少 大

中矮

3

4

2

中少

矮 小

,

}下奋
一

⋯三二⋯圣扛⋯二三二⋯二⋯
1。

’

⋯
7

按类序 性状动态
I少
杏多

个多

}少
}早
杏晚

l早
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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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n 中所列 4 类
,

大致的 趋势是
:

在分桑上是由少到多的
,

在每穗粒数上是由多到

少
,

在抽穗期与成熟期土是由早到晚的
,

而其它性状是参差不齐的
。

2
.

Q型因子分析

9 个品种灼相关系数很接近
,

在 0
.

9 5 8 4与 0
.

9 9 8 5 之间
,

其第一个特征根为入
: 二 8

.

9 2 4
,

占方差贡献的99 %
,

说明这些品种基本上属于一个生态型
。 ‘

相应的特征向量为

U
’ l = (0

.

3 3 4 0 6 ,
0

.

3 3 2 4 5 , 0
.

3 3 2 0 4 , 0
.

3 3 2 5 8 , 0
.

3 3 4 6 2 , 0
。

3 3 2 9 9
, 0

.

3 3 3 1 0 ,

0
.

3 3 3 9 2 , 0
.

3 3 4 23 )
。

9 个品种按分量大小排队
,

次序为
:

分量

{
“

·

3 3‘6 2 。
。

3“‘2 3 ”
·

3 3 4 0 6 “
·

3 3 3 9 2 ”
·

3 3 3‘。 ”
·

3 3 2 9 ”。
。

3 3 2 5。。
·

3 3 2‘5 ”
·

3 3 2“‘

品种号

{
5

1 8 7 6 4 2 3

结合得分图看出
,

两极品种为 5 和 3 : 5 代表中少分孽
,

粒数少
、

粒 重 小
、

抽穗 晚 品

种 ; 而品种 3 代表分
一

萦最少
,

粒数最多
、

粒重中等
、

早抽穗
、

早成熟品种
。

居中品种为

1
、

s 即7 0 1 4 一 R O 和丰产 3 号
,

可视为代表品种
。

关于水肥组因子分析结果

1
.

R 型因子分析

¹ 相关矩阵
:

、

⋯
leeJ

尹

1 一 0
. 0 9 1514 一 0 。 7 9 56 9

0
。 0 8 229

」
.

0 。 2339 4

一 0 . 2120 9

一 0
。 52134

1

0 。 637 56

0 。 28 4 7 6

0
。 633 7 0

一 0
。 10 9 8 4

1

0
。38 0 0 1

0
.

2320 0

一 0 。

4 6 6 7 0

一 0
。

0 6 517

0 。 8 15 9 2

1

了
了

⋯⋯
11

º特征根与特征向量矩阵
:

入= 2 . 9 2 8 5 9 433 1 . 6 0 39 9 8 4 0
.

7 7 61325 18 0 。 49 0 7 525 56

一

⋯
0

。 48 7 4 8 3228

0 。 0 6 9 14 8 9 336

一 0
。 5 16 5 8 6 17

0
。

14 647 0 49 8

0
。 520 95 29 14

0
。 4 448 27 7 31

一0 。

19 3 8 6 7 34 8

0
。 5 5 0 51 8 57 5

0 。 29 6 8 49 624

一 0 。 6 1 37 6 1123

0 。 29 6340 7 3

0 . 326 6 55332

一 0 。 1 8 8 27 9 6 7 8

0 。 7 6 4 7 9 3241

一 0
。 10 6 6 7 28 26

0
。

58 8 11 11 6 7

一 0
。1 18 8 8 6543

一 0
。 0 9 0 8 52 7 0 6 8

一 0 。

5 9 6 5 9 3 8 31

一 0 . 3 0 0 9 6 61 7 1

0 。

0 8 19 36 0362

0
。 32222947 8

0 。 0 2 0 8 530 9 8 2

0 。 6 65 217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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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1 2 4 7 3 8 6 7 6

0
.

5 7 7 2 5 8 2 8 3

0
.

0 6 2 3 0 1 0 8 1 9

0
。

5 9 7 7 2 8 8 8

O
。

2 0 2 6 6 1 3 0 8

一

0
。

3 4 1 2 7 3 8 3 2

0
。

3 8 4 8 0 1 5 0 9

0
.

0 7 5 7 8 3 5 2 9 1

一

0
.

0 1 3 2 2 8 4 3 2 5

一

0
.

1 1 3 0 3 5 2 2 1

0
.

5 1 9 2 7 5 0 8 2

0
。

3 3 3 2 6 4 8 8 5

0
.

7 1 3 9 6 9 7 0 9

一

0
.

3 1 0 7 7 8 3 8 7

À 因子载荷矩阵
:

F 1

分 菜一 X :

株 高一X
卜

粒 数一X 。

粒 重一X
‘

抽穗期一X 。

成熟期一X
。

0 。 8 342 4

O
‘

1 18 34

一 O 。 8 8续0 5

O 。 2 50 6 6

0 . 8 9 151

0 。 7 6 12里

A

方差贡献累计 ( %) 才8
。

g

F 2 F 3 F ‘ F S F 。

一 0 . 2左553 一 O
。

I G537 一 0
.

417 9 3 0 。 2036 8
一 0 , 0 0 3肠理

0 .

G 9 6 3己 0
.

6 7 37 6
一 0

,

21 0 3甚 0
.

0 220 0 一 0
。

0 3112

O 。

37 5选9 0
.

0 9 39 7 0
.

0 5 7 40 0 。 21111 0
.

14 29 5

一 0 . 7 7 6 35 0 . 518 1 1 0 . 2 257凌 0
、

0 7 15 8 0 。 0 0 17 4

0
.

37 48 龙 0
‘

10 47 选 0 . 0 1 46 1 0
。

1 20 5 3 0 . 19 6 5 5

0
‘

4131 9
一 0 。 0 8 0 0 4 0

。

4 6 6 0 1 D . 1359 1 一 0
‘

0 25 5 5

7 5 。 5 夕8 。 5 9 6 . 7 9 8
.

7 1 0 0

F 、

- 反映了各性状如何组成品种 }分清况
,

基本上以分萦
又 粒数 只 抽穗期 x 成熟期

为主
,

反映了生态型内的稳定性
。

F : , F ,

-
株高与粒重为主要组分

,

反映了生态型内的
一

可变性
。

¼ 因子得分与聚类
:

表 12 水肥组各品种因子得分表

31 。 7 2 6 9

3 0
。

31 0 4

4 。 136 3

2 9
。 55 44

36 。 42 40

1吐
。 9 5 9 8

31
。

5 6 63

1 7 。 8 8 30

2 7
。 4439

1 2。 16 7 1

22 ,. 59 7 3

54 。 7 56 5

49 。 0 45 4

45 . 8 51 1

53
。 0 924

44 。 0 57 3

39 。 35 0 6

38 。 2534

45 。 47 5 4

7 2 。

7 9 6 2

6 2 。

7314

50
。

7 9 7 7

8 2 。 0 6 3 0

8 6
。 6 635

7 2
。

0 47 4

7 3
。

8 54 9

7 8
。

02 59

7 7
。

6 8 9 1

7 2
。 9 331

7 8 。

917 6

9 4
。 6 134

8 0 。

8 558

7 0
。

8 0 55

一 12 。 57 32

一 9 。 4612

一 7
。

6 037

一 9 。 6 9 8 1

一

9
。 6 444

一 9 。

5 261

一 5 。 7 555

一 8 。 4351

一 14 。 7 0 7 6

一 11 。

8 6 34

一 9 。 6 0 9 2

11 . 1550

12
. 56 9 0

13 。

7 445

11
. 5 215

11
。 1430

12 。 6 8 6 8

10
。

9 412

12
. 1 8 8 1

12
。

2353

13 . 6 0 30

1 1 . 6 8 16

8 。

0 220

8
。 2625

8
. 18 49

8 。 0 7 8 4 4

7
.

7 7 8 0

7
。 8 0 8 7

8 . 8 7 33

7
。 5 49 2

7
.

5 6 43

8 . 4 8 54

8
。 2311

21345695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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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D
Z

表 (F
, 、

F
: 、

Fs
得分参加运算 )

_

_ {卫
_ _

{」
~

{一土
一

{竺 }一兰
_

}二
~

}二 }
-

二 {- 竺
-

}
-里一}

”

7 4 2 2 3 2 8 2 5 2 8
。

5 1 4 6
。

5 34 5 4 5 2
。

5 5 1 2
。

2 ! 9 3 5
。

6

2 2 9 3 1 4 2 2 7 4 1 0
。

2 1 3 6
。

4 3 0 5
。

1 5 5 0
。

2 6 35
。

5 1 9 0 8
。

9

6 3 2 1 9 4 1 6
,

5 1 4 6
。

2 2 2 5
。

1 4 4 4
。

2 8 2 3
。

6} 7 0 1
。

8

1 1 1 1 6 2 3 6
。

8 2 8 8
。

8 2 4 2
。

2 35 2 2 }1 0 7 4
。

5} 3 6 6
。

8

竺1鹦⋯些⋯鲤1叫翌o
{
‘”3

·

“
{
2 9 9

·

6
}
5 6 4

·

“
}
1 5 6 0

·

”
! 圣91些

一O一4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

一J任�一�一�

O自一卜一0一一一一
..一9口一l一一�一

一户匀一一一一一

⋯
l!
esll
.ll

es
es
.

esweee
l
.

9 4 5
.

1}1 1 8 1
。

7 . 1 0 8 1
.

5

1 0 3 8
.

311 6 8 0
。

2 1 8 1 0
.

9

10 0 { 5 2 3
。

9 1 4 2 7
。

0

-

石
一

}
—

}
—

}
—

{
—

}
—

{
—

}
—

{
—

}
—

} 万一
1 7 7 8

。

7

l

|
es
es

一引川州习习洲州||川|一|月|刊|川|引||川别司叫司引引|引||川|一|习|习|川|少||

-

百一}—}—}—}—}一 一}—{—}一
一}—}—}

。

圈 3 因子褥分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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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类水乎护

as不名

‘占6
一

4

5 2 子叮

3 之0. 2

2 2认夕

2 1改 3

分3. 2

6 三。

万3
.

毕

才不二娜

? 一 Jr J 2 6 乡
一

3
IO 夕 品种代号

(遭念)(咨恩一咖)八诺食也J场�J八闷1八,)仙(片羲书吹)�;7c/,粼,)(乙"六6咖)(敬妞3咖劝(q仇、场f之勺(怂八.尔))�京、嘴上场�

圈4 品种旅类圈

在聚类水平D , = 6 3
.

0时分成八类
I 。

{ 6 ) 类内距离为 。

万. { 7 } 类内距离为 0

1 . { 4
,

1 1} 类内距离为 6 3
一

0

扮 .
{ 1

,
‘

2 } 类内距离为5 3
一

4

V :

{ 9 } 类内距离为 0

厄 .

{10 } 类内距离为 0

砚 .
{ 6

, 8 } 类内距离为 47
.

6

, :

{ 3 } 类内距离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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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4 类间距离表

IIIII { III 工工 万万 YYY 砚砚 飞飞

lllll 8 3
。

222222222222222

lllll 2 1 7
。

555 2 3 3
。

7777777777777

万万万 l遂1
.

555 3 2 5
。

222 2 1 0
.

33333333333

VVVVV 1 1 8 1
。

777 1 6 8 0
。

222 9逐9
。

111 5 7 3
。

999999999

矶矶矶 9 4 5
,

1 一一一 3 9 8
.

222 5 0 1
。

444 5 2 3
。

9999999
1111111 0 3 8

.

2222222222222

孤孤孤 4 1 4
。

888 2 8 7
。

廷廷 2 4 C
.

222 3 6 2
。

000 1 32 2
.

666 4 4 9
。

44444

顶顶顶 1 0 8 1
。

555 8 1 0
。

999 5嫂3
。

333 9 2 2
。

333 1 7 7 8
。

333 4 2 7
.

000 2 1 3
。

777

表 15 水肥组品种各类性状的组合规律

~ ~ ~ ~
~

、 _

类glj 与品种

性状
{
冬季分二

}
每穗粒数

!坤然{宪赘锡}
株高

!
千粒重

一

~
一

{ J }
、 ’月 ‘

]
‘ ” 月

’

{ {

飞毕{行
一一井

2. Q型因子分析

参加试验的n 个品种相关系数在 0
.

9 6 0 4 ~ 0
.

9 9 8 5之间
,

相关矩阵的第一个特 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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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 10
.

85 73
,

占方差贡献的99 %
,

说明它们属于一个大的生态类型
。

2
、

:相应 的特 征向

量按大小次序排列以及它们所对应的品种为
:

分 量 { “
。

3 0 3 0 4 0
。

3 0 2 9 3 0
.

3 0 2 8 5 0
。

3 0 2 7 1 0
。

3 0 2 2 1

品种代号 4 1 8 1 0 1 1

0
。

3 0 1 3 7 0
。

3 0 1 3 6 0
。

3 0 0 5 9 0
.

3 0 0 5 6 0
。

3 0 0 5
‘

盛 0
。

2 9 8 9 4

6 { 7 : 5 3 。

由因子得分图及性状 的 组合 规 律知
, 5 ( 9 6 1 5 一 1 3 )

, 3 (7 3( 1 5 )5一 l ) 在 分

莫
、

粒数
、

早熟性上各居一 端 ; 9 (阿勃) 在株高上很高
,

它们所对应的 特征分量在小

的一端
,

说明为极端品种
。

品种10 (郑 引一号)
,

n (矮丰 3 号) 居中
,

实际上为代表

品种 ; 4
、 1

1
、

8 在一些性状上有所突破
: 1 (小僵 6 号) 在分桑上与粒重灼组合上 趋

于代表品种的上限
, 8 (7 7( 2 )) 在粒重与早熟上趋于代表品种的上限

,

但这两个品种

都未脱 离本地区生态型的规范
。

从上述分析中可 以看出
,

因子分析 比单因素分析法所获得的信息全面而集中
。

根据上述单因素或多因素分析方法
,

可对参试品种的下列组合K 。 ,

K 。 十 K : ,
K 。 +

K : 十 K
Z ,

⋯
,

K 。 + K
:

+.
二 + K

, ,

K 。 十 K :

+.
二 *一 K

, + K
. 十 : ,

逐次进 i于分析
,

便可分析

出那些性状组合在生态条件不断变化中是保持稳定院
,

那些性状在随着栽培条件的变化

而变
,

从而看 出生态条件在作物品种时改 良中所起的制约作用
,

这将有助于我们在生态

学和遗传学的背景下去解决育种中的 决策问题
。

五
、

结果与讨论

陕西关 中地区小麦品种生态类型的研究
,

前人多采用性状观察比较
,

结合生态条件

特点进行综合分析的方法
。

在生态研究中
,

这是一 种基本的研究分析方法
,

具有许多突

出的优点 ;
但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

主要是不易确切的定性定量的分析品种生态型的特征

性状
。

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
,

试图探求一种适宜的统计分析方法
,

并以 此抛砖引玉
,

引起争论
,

以助此项研究的深入和普遍展开
。

(一) 本试验结果表明 (表 9
、

表12 )
,

供试各品种 (系 ) 在六个主因子上的得分

相当一致
,

且各分量十分接近
,

可以认为属于一个大的品种生态类型
。

供试品 种(系 )是

同一个大生态地区
—

黄淮麦区大面积种植的品种和选育的稳定优系
,

属于同一品种生

态类型
,

是符合育种和生产实际的
。

这说明本研究采用的统计分析是基本可行的
。

(二) 供试各品种的六个主 因子得分图和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
,

它们虽属一个品种

生态类型
,

但仍 可划分为若干个生态亚型
:

早肥组共 9 个品种 (系)
,

划为四个生态亚

型 ; 水肥组共1 1个品种 (系 )
,

划为八个生态亚型
。

由于试验研究的 种种局限
,

这里划

分的生态亚型
,

当然不能作为定论 已 它的意义在于
:

¹ 说明品种生态类型是一个具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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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多层性的开放 系统
。

关中地区的小麦品种生态类型
,

包含着若干生态亚型
。

这与前人

的研究结果有相似的趋势
。

这一特点
,

在研究育种 目标的针对性和品种布局等方面应子

以充分重视 , º说明本研究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具有相当的 “灵敏
”
性

,

在品种生态类

型和生态亚型的研究中可以试用
。

(三 ) 由因子得分图 (图 1 、

图 3 ) 可以看出 ,

旱肥组 9 个品种属于一个类型
,

其

特征为F :轴得正分
、

F Z
轴得负分

,
水肥组 n 个品种亦属于一个类型

,

其特征为F :轴得正

分
、

F Z
轴亦得正分

,

这说明水
、

旱两组品种的性状表现的差异相当明显
。

由于水
、

旱两

组品种的大多数是重复的
,

仅是水
、

肥 管理条件不同
,

所以本研究中两组品种在生态分

类上的差异
,

不能认为完全是品种类型的差异
。

它部分地反映了品种类型的分化 (如阿

勃
、

郑引一号与丰产 3 号
、

小僵 6 号 ) ,

部分地反映了水
、

肥栽培条件对品种性状表现

的强烈影响
。

这再次表明
,

育种试验地的地力培养
、

因地用种和因种栽培的重要性
。

( 四 ) 用两种方法研究分析的 6 个性状中
,

冬季分孽
、

每穗粒数和成熟期三个性状较

为稳定
,

可作为关中地区小麦品种生态类型的基本特征
; 抽穗期

、

株高和千粒重三个性状

变幅较大
,

可作为可变特征
。

从性状发育的特点和关中小麦品种性状演变的有关资料看
,

这一结果有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参考价值
。

同时应当指出
,

用上述 6 个性状研究品种生态

类型的基本特征和可变特征
,

显然是不够的
,

这里只是作为品种生态类型研究方法的一

种探索而已
。

品种生态类型的问题相当复杂
,

目前还缺乏完善的研究方法
,

本文仅是一个初步的

尝试
,

有关问题尚需继续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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