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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指数与相关遗传进展的分解原理

袁志发

(叁础课部)

摘 要

选择指数的实质是各选择性状所引起的目标性状的相关遗传进展的分解
。

根据这个原理
,

可

以把选择指数的制订和通径分析结合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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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育种工作中
,

产量等一些复杂性 状
,

一般是 由若干简单性状决定的
,

为了提高其选择

效率
,

先求出选择指数
,

以进行综合判断
。

选择指数的制订及其效率的描述是必要的
,

然 而选择指数的思想性分析可以使我们对选

择策略有更加生动和深入的了解
。

作者认为
,

选择指数的实质是各选择性 状所引起的目标性

状的相关遗传进展的分解
。

从这个原理出发
,

不但可 以制订选择指数和讨论其效率
,

而且可

以和通径系数分析方法融为一体
,

对选择指数的利用策略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

1 相关选择与选择指数

由数量遗传学
〔‘ , 2 ’

知
,

选择
x
性状而引起y性状的相关遗传进展为

C G S , : 二 ) = k 二 h里
, ,

一二 , a . ,

( i )

式中
:

、
—

性状的选择强度
; h Z 二

—
x

性状的遗传力 ,

一

: 二 , -

一 与少的遗传相关系 数 , a Z : ,

—
y性状的遗传方差

。

下面
,

关于选择指数原理作以简述
,

设以
‘ ; , r : ⋯ ⋯

,

x. 作为构造选择指数 (勺 的 m 个

经济性状
,

以产量 作为唯一育种目标
,

则 选择指数与聚合遗传型值分别为
:

] = b , 刃 , + b : ‘ : 十 一 + 怕
。

( 2 )

汀 = 夕 。
( 3 )

其中少 ,

为y 的遗传型值
。

构造选择指数是以 与万的相关系数最大为准则的
。

从这个 准 则 出

发
,

确定乙
: b Z ,

⋯气的正则方程组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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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a , ;

伪
x ,
与

x ,的 丧型协方差
, a : ; ,

为 ,
与 的遗传协方差

。

由于刘
‘

下
的选择

,

而引起少的相关遗传进展为

军艾节丽石军恋不莎的石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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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 :
为 的选择强度

。

设对某户性状
、

‘

选择而引起

为
-

一

C G J

C G 户

二 ‘

召 b , a 。 : , + b : 口 。2 , + ⋯ + z o a ‘。 ,

( 6 )

的相关遗传进展为C G S
, (二 ‘) ,

则用I进 行选择的相对 效率

了 ( I 、

r (x l )
(% ) ( 6 )

2 相关遗传进展的分解原理

从正则方程组 ( 4 )可导出相关遗传进展的分解原理
。

由于 口 , , ‘为
二 ,
的表型方差 。二

; , x ,

与
二 I的表型相关系数为

r , ‘j = a 。 :
i/ a , . a 。j

, x ;

与 的遗

传相关系数为
, ‘ ; , = 口 . ; ;

/ a ‘; 口 : , ,

选择
二‘
引起 的相关遗传进展为 C口S

, (
二 , = k r . ; , 人, 。 . , ,

因此在令
二 : 二 k o , :

b
;

的情况下
,

( 4 )式可恒等变为

a z + r , 1 2 了 2 +

尸 。么 la z + a Z +

十 r 。 l。
‘

。 = C G S ,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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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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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岭为
;
的遗传力

。

在 ( 7 )式的右端分别为由选择
x ‘
而引起 y的相关遗传进展

,

它的左端 由沉个组分组 成
,

即
: , 1 1 ; 一 + r , i : “ 2 + ⋯ + , ; + r , s , 十 一a ; , 1 + ⋯ + r , ,二。二 = CG S , 二 , )

; = 1
,

2
,

⋯
,

m ( 8 )

这就给出了相关遗传进展的分解原因
。

其 巾
a 、= 少 a , , ‘

伪 由于选择
, ,
对少的相 关遗传进展 的

直接贡献
,

而
, ; 3a 、则为 由于选择

二 ;

而通过
二 : (j粉 i) 对少的相关遗传进展的间 接 贡 献

。 a

河
理解为相关选择直接路

“ 。‘H ”
的路径系数 ; r 。 ; ,

. ,可理解 为 相关选择简接路 ,’x
‘
““

j‘

H ”
的路径系数

,

它为直接路径系数们与表型相关路径系数
, p . :之积

。

概括 起 来
,

由(7 ) 式

所给出的相关遗传进展分解原理可表述为
:

当产量为唯 一 育种目标时
,

由二个 经济性状
‘ , ,

x : ,
⋯

, x 二
所构成的选择指数

,

实质上是相关遗传进展的分解
,

其中 由于
‘ :
的选择而 引 起y

的相关遗传进展等于升的直接贡献
a ‘
与所有的

J
、

;

通过
, (j笋 i) 对 y的简接贡献

r 。‘卜 j之 和
。

二 ;

对 CG S , (二 ; ,的直接贡献率 为
, .
/ 二G 夕

, f二 : ) , 二 ,通 过 x j对C G S
, (二 、 ;

的 简 接 贡 献 率 为

r , ‘: i
/ CG S ,

·

二 ,
、 .

易证
,

由于 的选择
,

使
,
的相关遗传进展为

C G S , : ) =
了

a . ‘口。
, (二 ; 、 + 。 2 ‘G 户 , ( : 2 、+ ⋯ + a 二‘G 。 ( 9 )

3 实例分析

根据我国南方稻区十个推广品种的资料 〔“, ,

对于丰产性制 订一个包括单株产量 (x , ,

单

位
:

克 )
、

每穗拉数 ( 之)
,

结实率 (
3
)

,

千粒重 (x
‘

单位
:

克 )的选择 指数
,

并进行相

关遗传进展分解分析
。

指数为

正则方程组为

= 6 l x i + 去: :
,

2 + 右3 x 3 + 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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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
, :
的选择效率为

C‘S ,
(: 、/ C G S r (

二 , 、=

进一步运用相关遗传进展原理进行分析
,

由表 2 可得出以下结论
:

p
·

13 8 8 0
.

0
。

0 6 0 6 7

二 2 2 9 %

其结果如表 2 所示
。

1
.

每穗粒数
:

可以作为水稻品种生产力选育方面的一个可靠指数
。

它的直接贡献在四

个性状中最大 (0
.

0 6 5 9 0 )
,

贡献率为5 4
.

7 %
,

它通过其它三个性状对少的间接贡献 均 为 正

值
,

贡献率在 n ~ 1 7 %之间
,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路径结构
。

它告诉我们
,

在利用指数进行

选择时
,

首先要注意每穗粒数
,

其次要注意结实率和单株产量的选择
,

它们三个的总贡献为

8 8
.

9 %
。

2
.

单株产量
,

的直接贡献为。
.

0 3 1 3
,

它通过每穗粒数的贡献为0
.

0 39 9 7 ,

但它与结 实

率负相关
,

而千粒重的直接贡献亦为负值
,

故其总贡献不大
,

因而它不能作为选育的可靠性

指标
。

3
.

结实率
。

的直接贡献为0
.

0 5 9 2
,

占第二位
,

它冠过每穗粒数和千粒重的间 接 贡 献

是很可观的
,

只有通过单株产量有微弱的负责献
,

故结实率是选育中最重要的辅助性状
。

4
.

千粒重
‘

是选育中的一个限制性指标
,

它的直接贡献为负值
,

它与选育的重 要 指

标每穗粒数和结实率均呈负相关
。

因此在粒重选择上不能过分追求
。

由上述可见
,

相关遗传进展分解原理是把选择的遗传进展 和通社分析结合起来的一种新

统计分析方法
。

它不但能制订选择指数和分析选择的预期结果
,

而且能生动地分析利用选择

指数的策略
,

从而使选择指数发挥更可靠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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