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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亲本自交系几个数 t 性状

配合力及其遗传分析

崔鸿文 邓军均

( 西北农业大学园 艺系 )

摘 要

采用不 完全双列杂交法
,

研 究 了黄瓜八个亲本系所配十六 个组合的主要数

量性状
,

时配合力及其相应 的基因型 效应
、

遗传力进行 了估算 分 析
。

试 验表

明
:
不 同亲本间各性状 的配合力有差异 ; 早熟性 以 非加性遗传为主

,

狭 义遗传

力较低
,

总产黄
、

雌 花节率以 加性遗传为主
; 群体雌花开放期主要取 决于基 因

型
。

总产量
,

雌花节率
、

瓜条发育速度
、

瓜条长度的变异受环境影响较 大
,

杂

种优势育种对早熟性比丰产性 更重要
。

关键词 :
黄瓜

;
不完 全双列杂交

; 配合力
; 基因型效应

; 遗传力

数量性状与作物育种有着最密切 的关系
。

研究黄瓜亲本 自交系主要数量性状的配合

力及遗传力
,

分析其基因的作用形式
,

为杂种优势利用的组合选配
,

二环系的选育及重

组合育种中预测性状的遗传进度
,

均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国内外在作物数量性状及其配合力研究方面作了不少工作
,

特别是对农作物的研究

较多
,

也比较系统
。

国外早已有关于蔬菜作物 (包括黄瓜 ) 的数量性状及配合力的研究和

论 述
「` 一 3 ’ 。

就 国 内而言
,

对蔬菜作物数量性状的研究起步较晚
,

自80 年代以来
,

仅有

关于番茄
、

黄瓜
、

大白菜
、

甘兰
、

萝 卜几种作物配合力研究的初步报道
〔 ` 一 ` ’ 。

这些
,

虽

然对进一步开展杂种优势育种及数量性状的研究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

但 已有研究还不

可能从理论和实践土完全解决早熟
、

丰产
、

优质
、

抗病的优良杂交组合的选配及在重组

合育种中更有效地提高数量性状的选择效果问题
。

本 试验拟分年度通过对现有自交系主

要数量性状配合力及遗传效应 进行研究
,

为黄瓜优良杂交组合选配
、

数量性状选择和预

测杂交后代遗传进度提供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试验于 1 9 8 5年春季在西北农业大学蔬菜站进行
。

于 2 月 1 1日冷床纸筒育苗
,

中棚覆

本文于 1 9 8 6年 3月 29 日收到
。

本研究还有林兴
、

于志彰
、

范秀玲等参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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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栽培
。

试验采用不完全双列杂交法配组
。

共选用 8个亲本自交 系和雌性系
,

按父
、

母本分

为两组
,

母本为 l , 1 5 , 1 9 , 2 1号
,

其 中 2 5号和 一9号为雌性系
,

父本为 2 6 , 2 7 , 2 8 , 30

号
。

两套亲本间相互杂交
,

共 16 个杂交组合
。

田间随机区组排列
,

三次重复
,

小区面积

。
.

01 亩
。

每小区40 株
。

试验除早期产量及总产量为全区测产外
,

按不同的性状分别采用对角线定点取样或

随机取样
,

并进行相应的调查和记载
:

① 早期产量及总产量
:
按全国统一规定进行

,

以长春密刺为标准
。

② 群体雌花开放期
: 计播种至各试验材料 50 %植株第一雌花开放所需天数

。

③ 第一雌花节位
:

每小区抽样 10 株
,

记载第一雌花着生节位 ( 包括子叶节 )
。

④ 雌花节率
:

每小区取样 10 株
,

以 10 节内着生雌花数为准
。

⑤ 单株采瓜条数
: 从标准品种开始采收至一个月以内各组合 单株采瓜平均数

。

⑥ 瓜条发育速度
: 5 月下旬每小区随机记载 10 朵雌花

,

调查 从开花至商品瓜 成 熟

所需夭数
。

⑦ 瓜条长度
: 5 月下旬收获时

,

每小区随机测定 10 个商品瓜 的 平 均长度 ( c m )

⑧ 单瓜重
: 取样时期及方法同上

,

求单瓜重 ( 市两 )
。

试验数据根据不完全双列杂交模型 I ( 固定模型 ) 和模型 I ( 随机模 型 ) 进 行 分

析
,

并对供试材料相应性状进行配合力
、

遗传力估计
。

配合力效应值估算

一一
八g

一般配合力
:

X
.

一 X

特殊配合力
:

配合力相对效应值
:

S j = X
i j 一 X 一 X j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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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力基因型方差及环境方差估算

一般配合力基因型方差
:

5
2 , (

.

) 一 S
艺 . ;

m ( f )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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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配合力基因型方差
:

J 之
川 = 5

2 。 , 一 S
乞

,

环境方差
:

a Z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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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配合力方差估算

一般配合力方差
:

V
。

( % )
a Z。 +a

u气
又 10 0 %

特殊配合力方差
:

V
,

( % )

叮 2 二

一 a 2 9

义 1 0 0%

群体遗传力

广义遗传力
: h

盆 。
( % ) =

住 艺 `

a Z ` + a 之 。

又 1 0 0%

狭义遗传力
:

h
Z 、

( % )
+ 叮

a 0 2 + a
。 1

X 1 0 0%

2 结果与分析

对九个性状的试验数据进行随机区组设计方差分析表明
:

第一雌花节位组合间差异

不显著
,

其他性状区组间差异不显著
,

组合间差异显著
,

说明这些性状基因型效应存在

本质差异
,

试验可靠
,

有必要进行配合力及遗传力分析
。

2
.

1 配合力方差分析及配合力效应

2
.

1
.

1 配 合力方差分析
:

配合力方差分析及显著性检验列于表 1
。

从表 1固定模型 F 值

可以 看出
,

母本 的一般配合力在八个性状中
,

除单瓜重达显著水平外
,

其余性状均极显著 ;

父 本 的 一般配合 力及父母本 互 作 的特殊配合力对早期产量
、

群体雌花开放 期
、

瓜

条 长 度 三个性状 的效应达到极显著水准
,

其它都不显著
。

说明本试验所选用的四个母

本 中 有 一 般配合力较高
,

且对士述诸性状有显著效应的亲本系存在
,

父本及父
、

母木

互作只在早期产量
、

群体雌花开放期及瓜条长度三个性状配合上有重大影响
,

并存在特

殊配合力较好 的组合
。

随机模型 F值表明
:

母本各自交系在群体水平士
,

除早期产 量 和

群体雌花开放期外
,

其余六个性状群 体间的一般配合力均达到显著水平
。

而父本 自交系

群体间的一般配合力表现基本一致
。

2
.

1
.

2 配合力效应值及其相对应值的估算
:

①一般配合力
:

从表 2 可知
,

不同亲本

在同一性状以及同一亲本在不同性状 中的配合力效应有差异
。

父本在早期产量和瓜条长

度性状的配合中
,

表现最高正向效应的亲本系分别是 27 号和 26 号
,

群体开花期的负向效

应值越高则雌花开放越早
,

有利于早熟
,

其中以亲本系 27 号负向效应值较高
。

因此
,

可

以认为在四个父本中
,

27 号是这三个性状配合的优良亲本
。

父本间其它性状的一般配合

力
,

差异不显著
。

母本在各性状的配合中一般配合力均有明显差异
,

虽然亲本系 15 号在总

产量
、

瓜条长度
、

单瓜重的一般配合力效应最差
,

但另外五个性状的正 (负 )向效 应 值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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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配合力方差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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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明 15 号是选配早熟杂种及获得具有上述优良性状的二环系的最好亲本
。

亲本系

1 号瓜条长度
、

单瓜重及总产量的一般配合力最高
,

但雌花节率
、

采瓜数
、

单 株座瓜数正

向效应值最低
.

可用于丰产型及大型瓜条的杂交育 种 及 品种
、

自交系改 良
。

其它两个

亲本诸性状的一般配合力均介于 1 号与 15 号之间
。

2
。

特殊配合力
:

根据配合力方差分

析
,

各组合的特殊配合力只在表 3所示的三个性状中存在极显著 差 异
,

其 余 性 状 差异

不 显 著
。

从 表 中 可 以 看 出
:

早 期 产 量 特 殊 配 合 力 为 正 向 效 应
,

表 现 突

出的几个组合是
: 2 1 x 3 0 , 19 拭 2 6 , 1 9 火 2 8和 一 汉 2了; 特殊配合力最差的组合 是 1 x 2 5 ,

21 x 26 和 1 9 x 2 7 ,
.

表现了较高的负向效应
。

群体雌花开放期负向效应 较 高的组合是
:

2 1 x 3 0 , 1 0 x 2 6 , 一 、 2 7
,

2 1 x Z了, 1 5 又 2 6和 1 9 X 2 8 ,

其 中有三个组合与早期产量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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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15 号是选配早熟杂种及获得具有上述优良性状的二环系的最好亲本
。

亲本系

1 号瓜条长度
、

单瓜重及总产量的一般配合力最高
,

但雌花节率
、

采瓜数
、

单 株座瓜数正

向效应值最低
.

可用于丰产型及大型瓜条的杂交育 种 及 品种
、

自交系改 良
。

其它两个

亲本诸性状的一般配合力均介于 1 号与 15 号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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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特殊配合力
:

根据配合力方差分

析
,

各组合的特殊配合力只在表 3所示的三个性状中存在极显著 差 异
,

其 余 性 状 差异

不 显 著
。

从 表 中 可 以 看 出
:

早 期 产 量 特 殊 配 合 力 为 正 向 效 应
,

表 现 突

出的几个组合是
: 2 1 x 3 0 , 19 拭 2 6 , 1 9 火 2 8和 一 汉 2了; 特殊配合力最差的组合 是 1 x 2 5 ,

21 x 26 和 1 9 x 2 7 ,
.

表现了较高的负向效应
。

群体雌花开放期负向效应 较 高的组合是
:

2 1 x 3 0 , 1 0 x 2 6 , 一 、 2 7
,

2 1 x Z了, 1 5 又 2 6和 1 9 X 2 8 ,

其 中有三个组合与早期产量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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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配合力总效应及其构成

优良杂交组合经济性状 的表现是双亲各个性状显性效应
、

上位性效应和加性遗传效

应共同作用 的结果
。

综合几个主要性状在不同组合中配合力总效应值列于表 4
。

六个性状配合力总效应值

组 合
早期产量

(斤 / 区 )

表 4

总 产 量

( 斤 / 区 )

群体雌花开放期

( 天 )

雌 花 节 率

( % )

单株采瓜数

( 条 )

单瓜重

(两 )

瓜条长度

( 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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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随机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及表 4 所示可以看出
:

各性状在不同组合间 的配合力

总效应值存在明显差异
。

在黄瓜育种中
,

最重要的经济性状是熟性及产量
,

其次要考虑瓜

条的商品性等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早期产量表现较好的组合是 1 X 27
, 1 5 X 2 7和 21 又 30

。

总产量表现较好的组合依次是 1 9 只 2 8 , 一 x 2 7 , 2 9次 2 7
,

1 x 2 8 , 1 X 3 o
。

其中 1 5 X 2 7

总产量为负向效应
,

除瓜条长度及单瓜重总效应值稍低外
,

其它性状均表现较好的配合

力
,

为优 良的早熟组合
,

其次为 2 1 又 30 ; 总产量效应最高 的是 1 9 丫 28
,

瓜条长度及单瓜

重较好
,

但早期产量及与其有关的性状的配合力均较差
,

是优 良的丰产组合
; 1 X 27 除

单瓜重外
,

其它性状配合力总效应均表现较好
,

为十六个杂交组合中既早熟又丰产的最

优组合
。

同一性状在不同组合中
,

配合力总效应构成也不尽相同
。

依熟性较优的两个杂

交组合的早期产量为例
.

1 5 x 2 7特殊配合力只占 总 效 应值的 2 2
.

4 9%
,

父
、

母本 一 般

配合力分另JJ占4 5
.

6 7%和 3 1
.

83 % ; 1 又 27 特殊配合力占总效应值 5 3
.

5 7 %
,

父
、

母 本 一

般配合力则分别只 占7
.

端和 39
.

2 9%
。

可见
,

前者加性遗传效应为主
,

后 者是显性
、

上位

性遗传效应起主要作用
。

2
.

3 配合力基因 型方差和群体配合力方差估算

2
.

3
.

1 配合力基因型方差估算
:

从表 5 可 以看出
,

不同性状的遗传基因和环境的效

应大小不同
,

多数性状受环境影响比较大
,

总产量
、

雌花节率
、

瓜条发育速度
、

单瓜重

的环境方差均大于基因方差
,

在环境影响下更易发生变异
。

一般配合力是对基因加性效应的度量
,

特殊配合力是对非等位 基因包括显性作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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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性作用 的度量

差异
。

黄瓜亲本自交系几个数量性状配合力及其遗传分析 6 9

。

进一步分析群体配合力方差可知各性状的加性效应和非加性效应 的

表 5 八个性状基因型方差估算值

一般配 合力基因型 方差
特殊配 合力
基 因型方差

基因型方差 } 环 境 方 差 表 型 方 差

一 : { :
}

: {
a m J m f a g

二
: {

。
吞

状性

早 期 产 量

总 产 量

群体雌花开放 期

雌 花 节 率

单 株 采 瓜 数

瓜条 发育速度

0
。

49

5
。

5 2

一 0
。

5 9

2
。

2 8

重

度

0
。

0 0 1

0
。

09

0
。

0 1

1
_

4 2

一 0
。

0 5

5 1
。

7 2

4
。

29

15
。

1 6

0
。

0 8 4

单

瓜 条

::
:;

3
。

4 8

2
。

5 4

5
。

7 5

0
。

7 6

一 0
。

0 03

一 0
。

15

一 0
。

0 4

6
_

3 2

3
。

9 2

5 9
。

7 8

9
。

45

1 8
。

2 0

0
。

0 8 2

1
。

0 6

0
。

1 0

2 1
_

2 2

2
。

0 8

7 6
。

03

1
。

连 0

2 2
。

0 8

0
。

0 49

7
。

1 6

0
。

6 5

6
。

0 0

13 5
。

8 1

1 0
。

85

4 0。 2 8

O
。

13

8
。

2 2

0
。

7 5

2
.

3
.

2 群体配合力方差估算
:

从表 6可以看出
,

在不同群体性状 的遗传上
,

两种 基因

效应的相对重要性不同
。

多数性状如总产量
、

雌花节率
、

瓜条发育速度等一般配合力在

杂种群体性状构成上更重要些
,

而雌花开放期
,

特别是早期产量的特殊配合力则占显著

主导地位
。

加性效应受环境影响较小
,

基因也容易固定
,

非加性效应基因将随世代的增

加而递减
。

因而得出结论
:

群体一般配合力方差较高的性状
,

可以通过杂交选育获得相

应性状更加优良的选系
,

杂种优势利用则是早熟育种的重要途径
。

表 6 八个性状群体配力合方差估算值
` ’

群体配合力

方 差
旱期 产量 总 产 量

群 体

雌花开放期
雌花节率 单株采瓜数

瓜 条

发育速度
单 瓜 重 瓜条 长度

V g ( % )

V
s ( % )

11
。

2 2

8 8
。

7 8

7 6
。

5 8

2 3
。

4 2

3 9
_

1 5 9 5 8 2
1 0 0 1 )

6 0
_

8 5 4 1
_

18

8 5
。

8 5

1 4 1 5

6 0
.

0 0

4 0
_

0 0

7 0
。

2 2

2 9 7 8

注
:

1) 根据生统遗 传学基本理 论
,

单株瓜条数 V g ( % ) 实际计算结果大于 1。。
,

可看作为 1。 。
。

2
.

4 遗传力

通过对四个性状遗传力的估算可知
,

广义遗传力最高的性状是群体雌花开放期 ( 87
.

D

其次是早期产量 ( 6 5
.

3% ) > 瓜 条长度 ( 5 8
.

3% ) > 总产量 ( 4 4
.

0% )
。

说明不同性状受

基因型及环境影响的程度不同
,

其中群体雌花开放期主要决定于遗传基因
,

受环境影响

的程度较小
。

依狭义遗传力 的大小依次是总产量 ( 42
.

1% ) > 瓜 条 长 度 ( 40
.

9% ) >

群体雌花开放期 ( 3 4
.

1% ) > 早期产量 ( 6
.

7% )
,

因而
,

在以早熟为目标 的 重 组 合

育种中
,

早熟性变异较大
,

早期世代选择不及其他性状容易稳定
,

应注意高世 代 的 选

择
。

3 结 论

本试验采用不完全双列杂交法对八个亲本系所配十六个杂交组合的九个性状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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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除第一雌花节位在组合间无差异外
,

对其它性状 的配合力及其相应的基 因 型 效

应
、

遗传力进行了分析
,

试验所得结果如下
:

3
.

1 母木在八个性状中均有配合力较高的亲本系存在
,

父本只在早期产量
、

群体雌

花开放期
、

瓜条长度方面有较好的亲本
。

3
.

2 综合早期产量
、

群体雌花开放期及瓜条长度
,

父木以 27 号一般配合力最好 ; 母

本的丰产性
、

早熟性一般配合力高的亲本系分别是 1 号和 1 5号
。

3
.

3 早期产量特殊配合力高的组合是 21 X 30
,

19 x 26
, 1 x 27

,

其相应的雌花开放

期的特殊配合力也较好
。

3
.

4 配合力总效应高且表现优 良的早熟组合是 1 5 x 2 7
,

2 1 x 30
,

半产性 组 合 是

1 9 x 2 8
,

早熟
、

丰产组合是 1 X 2 7
。

3
.

5 在八个性状 中
,

总产量
、

雌花节率
、

瓜条发育速度
、

瓜条长度
,

在环境影响下

较其它性状易发生变异
。

3
.

6 总产量
、

雌花节率等性状以加性遗传效应为主
,

通过杂交选育可获得优良二环

系
,

早熟性则以非加性效应为主
,

杂种优势利用是其育种的重要途径
。

3
.

7 群 体雌花开放期
,

主要取决于基因型
,

受环境影 响相对较 小
。

早期产量狭义遗

传力最低
,

性状不易稳定
,

重组合育种中应注意高世代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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