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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性状遗传进度的分析

杨改河

(农学系 )

摘 要

本文通过对 F : 主要性状遗传进度
、

相关遗传进度
、

选择指数的估算分析
,

得出在有些组合中

可对单株粒重进行直接选择
,

一些组合可用株高
、

抽穗期
、

百粒重
、

每穗粒数对单株粒重进行 间

接选择
,

其它产量组成因素以直接选择为佳
。

提出可用 Y 二 一 3
。

4 9 2 3 X : 一 1 1
.

75 90 X : + “
。

3 4 l l X 。

十 。 .

8 9 0 9 X 。 (株高 + 抽穗期 + 百粒重 十每穗粒数 ) 指数式进行组合评定和单株选择
。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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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种后代的选择是小麦育种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

F
:

尤为重要
,

它是决定能否 育 成

新品种的关键世代
,

F
Z

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以后各世代的表现
〔” 。

因此
,

在 F
:

对杂 交

组合
、

单株选择做出正确公正的评价就显得更为重要
。

育种家在这一方面虽 已做了 大 量 工

作
,

但以估算分析变异系数
、

遗传力等参数为多
。

本文通过对三个组合 F
Z

主要性状遗 传 进

度
、

相关遗传进度及选择指数的分析
,

试图为组合评判
,

杂种后代的选择提供一些有川的资

料
。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1 9 5 1一 1 9 5 2年在西北农 ;)\ 农一站进行
。

供试材料为 7 6 3 3 8 x 7 5 3 92 ,

7 6 3 5 5 x 7 4一0 0 /
`

l 一 1 , 7 63 3 8 x 73 <3 6 > 9一 9 (以下简称为第一
、

二
、

三组合 )
。

田间采取顺序排列
。

管理同一般

试验田
,

三个组合均生长发育正常
。

收获时除去边行
,

其余全部收获
,

进行室内考种
。

考种项目为
:

株高
、

抽 穗 期
、

百 粒

重
、

有效分孽
、

籽秆比
、

每穗粒数
、

单株粒重等 14 个性状
。

参数估算亲本随机抽取30 株
,

F
;

10 株
,

F
2

80 株考种资料
。

估算公式 〔 2
一 ` 〕
如下 ( 中间 公

式略 )
:

遗传进度△ G
二 = K 。 `

亿 h . 之

相关遗传进度△ G , = K r ` 二
.

,

了 a , , z
h

二 Z
h

, “

相对效率 (% ) =

警
、 : 00

入

选择指数 Y 二 b
; x : 十 b Z x : 十 b 。 x 。 +

·

” … b
。 x .

本文于 19 8 8年 10月2 0日收主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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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

1 遗传进度

遗传进度是杂种后代在 一定的选择压下获得的遗传进展
,

它将选择 强度
、

遗传 变 异 系

数和遗传力结合在一起
,

反映了经过选择后子代从亲代所获得的遗传增量
。

因此它是估计选

择效果的重要估计值
。

从表 1 可见
:

多数性状的遗传进度在三个组合 中 基 本一致
,

在 5 %

的选择压下
,

三个组合子代群体株高平均值将比 F
Z

分别增加 2 9
.

1 2 c m
、

2 2
.

0 2 。 m
、

2 8
.

9 9 c m ,

百粒重增加 1
·

4 1 9
、

l
·

0 4 9
、

1
·

4 6 9 ,

有效分孽增 加 2
·

7 4个
、

2
·

2 4个
、

2
.

3 1个
,

每穗粒数增加

15
·

47 粒
、

1 5
·

3 5粒
、

1 5
·

17 粒
。

说明这些性状在三个组合中子代比亲代增加的绝对 量 差异不

入
,

从育种角度来讲三个组合优劣程度基本一致
。

表 1 冬小安 7 个性状的遗传进度与相对效率

遗传进度 (选择率 5 多) 相 对 效 平 (拓 )

,

}生 状 了5 3 9 2 x 了4 10 0 / 1一 1 x 7 3 < 3 6 ) 9一g x 7 5 3 9 2 x 74 1 0 0 / 1一 l x 73 ( 3 6 ) 9一 g x

7 6 3 3 8 7 6 3 3 8 763 3 8 7 6 3 3 8 7 6 3 3 8 7 6 3 3 8

林高 (
c m ) 2 9

.

12 2 2
.

0 2 2 8
.

99 3 9
.

6 9 2 0
.

5 3 3 2
.

6 3

抽 德期 ( d ) 1
.

4 3 6
.

2 5 3
.

8 4 2 0
.

3 6 了5
.

5 0 6 3
.

6 6

百 拉重 ( g ) 1
.

4 1 1
.

0 4 1
.

4 6 3 2
.

9 2 19
,

19 3 2
.

5 3

有效分集 (个 ) 2
.

7 5 2
.

2 4 2
.

3 1 3 0
.

4 1 2 7
.

7 1 2 6
.

7 9

籽杆 比 0
.

10 0
.

2 7 0
.

2 6 2 3
.

18 4 4
.

70 3 6
.

0 3

每德 拉教 ( 杜 ) 15
.

4了 1 5
.

3 6 15
.

1 7 3 8
.

1 5 3 5
.

5 8 3 1
.

8了

单株拉重 ( g ) 1 2
.

5 1 2
.

4 6 6
.

2 4 7 8
.

1 6 1 2
.

了8 3 4
.

19

单株粒重和抽穗期在三个组合中差异较大
,

据此
,

可依据选择的目的来判断组 合 的 优
劣

。

2
·

2 相关遗传进度

州
几

状间的相关只是相对地说 明 了两性状的关系密切程度
,

而不能说明选择某性状时引起

另
一

性状选择 效果的变化
,

为了进
一

步评价选择效果
,

我们将用相关遗传进度来讨论间接选

择效果及选择某性状时引起另
一 些性状的相关反应

。

( 1 ) 单株粒重的间接选择效果 从表 2 可见
:

在施加 5 %的选择压下
,

第一组合以直

表 2 单一选择与单株拉 , 显普相关性状时单株较 , 的遗传进度

相关遗传进度 (选择率 5多 ) 相 时 效 率 (拓 )

性 状 7 5 3 9 2 x 7 4 1 0 0 /1一 l x 7 3 <3 6 ) 9一 g x 7 5 3 9 2 x 7 4 10 0 /1一 l x 7 3 <3 6 ) 9 9 x

7 63 3 8 7 6 3 3 8 7 6 3 3 8 7 6 3 3 8 7 6 3 3 8 7 63 3 8

单林粗重 ( g ) 12
.

5 1 2
.

4 6 6
.

24 1 0 0 1 0 0 100

林 高 (
e。 ) 6

.

6 1 3
.

25 2
.

1 6 5 2
.

82 1 32
.

2 5 1 14
.

8 2

抽穗期 ( d ) 一 2
.

3 2 0
.

1 1 0
.

3 4 一 18
.

54 4
.

4 8 一 5
.

41

百 柱重 ( g ) 8
.

T T 3
.

18 7
.

2 0 70
.

1 2 12 9
.

3 4 1 1 5
.

3 9

有效分集 (个 ) 7
.

0 1 2
.

9 5 1
.

3 7 5 5
.

9 8 1 1 9
.

8 5 2 1
.

9 0

每撼 粒数 (拉 ) 9
.

13 4
.

4 1 3
.

4 5 7 2
.

9 2 1 7 9
.

1 4 5 5
.

2 7

籽杆 比 7
.

0 3 0
.

8 5 4
.

18 5 6
.

1 8 3 4
.

3 8 6 7 04

-

一一一
一~ ~ 一 -~ 一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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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选单株粒重为最佳
,

用其余几个性状对单株粒重进行间接选择效果均低于直接入选
。

当

以抽穗期对单株粒重进行间接选择时
,

其相对效率为
一

1 8
.

5 4%
,

说明该组合选抽穗期早的单

株
,

对产量形成有利
;
第二组合以株高

、

百粒重
、

有效分孽
、

每穗粒数对单株粒重进行间接

选择
,

其效果均超过直接入选
,

相对效率依次超过直接 选 择 3 .2 2 5 %
、

2 .9 3 4%
、

1 9
·

85 %
、

7 9
.

14 % ;
第三组则以株高

、

百粒重对单株产量进行沉接选择为好
,

其它性韦
、

皆不及直 接 选

择效果
。

( 2 ) 百粒重
、

每穗粒数的间接选择效果 从表 3
、

表 4 可见
,

对百粒重
、

每糖粒数选

表 3 单一选择与百拉盆显 , 相关的性状时百粒盆的遗传进度
. . , , . , . . . . r . . . . . . . 喇. . . .叭 . . , . . . . 阳 . . . . . 门叫内 . . . . . . . . . . . . . . . . . . . . .

相关遗传进度 ( 选择率 5 男 ) (拓)相 叉寸 效 率 ( 书少

性 状 7 5 3 9 2 X

7 6 3 3 8

74 10 0八一 l x

7 6 3 3 8

7 3 < 36 > 9一 g x

7 6 3 38

7 5 3 92 X

了if 3 3 8

74 10 0 / l一 1火

7 6 3 3 8

7 3 < 3 6少9一g X

7 6 3 38

百 粒 重

林 高

抽 德 期

有效分菜

籽 杆 比

单株粒 重

1
.

4 6

1
.

2 3

一 0
.

3了

0
.

1 8

0
.

2 8

0
.

7 2

10 0

5 6
.

1 6

一 3 5
.

7 5

9
.

9 9

5 1
.

9 8

2 4
.

2 6

10 0

日4
.

1 7

一 2 5
.

6 0

1 2
.

6 4

19
.

3 7

4 9
.

2 0

8642的1812
100.94服捻46除5804103T5425L.0.0认.0.0

一

413454663290.1L..00.0.0

表 4 单一 选择与每稼粒教显粉相关的性状时每称粒橄的遗传进度

相 关遗传进度 (选择率 5 拓 ) 时 效 率 (多)

性 状 了5 3 9 2 X

了6 3 3 8

7 4 1 0 0 / 1一 l x

7 6 3 38

每穗粗数

林 高

籽 杆 比

百 拉 重

有效分 集

单株产量

, .

4 7 15
.

3 5

1 1
,

肥 1
.

18

8
.

3 4 0
.

6 1

6
.

9 0 3
.

9 1

2
.

9 9 一 6
.

3 0

1 2
.

5 3 5
.

2 0

7 6 < 3 6 > 9一g X

7 6 3 3 8

1 5
.

1 7

9
.

0 5

9
.

15

7 5 3 9 2 X

7 6 3 3 8

7 4 1 0 0 / 1一 I X

7 6 3 3 8

了6 < 3 6 > 9一g X

76 3 3 8

7
.

6 0

一 5
.

2 5

4
.

8了

100

了5
.

0 8

5 3
.

9 0

4 4
.

56

19
.

3 5

8 1
.

0 0

1加 10 0

7
.

6 8 5 9
.

6 9

3
.

9 4 6 0
.

2 9

2 5
.

4 8 5 0
.

12

一 4 1
.

0 2 一 3 4
.

58

3 3
.

8 6 3 2
.

12

择时
,

均 以直接选择为好
,

用其余性状进行间接选择的相对效率均低于直接选择
。

但在实际

应 用时
,

为了达到其育种目栋的要求
,

也可配合其它格对效率较高的性状加以综合选择
。

( 3 ) 选择单株粒重
、

抽穗期
、

株高时引起的相关反应 从表 5一 7 可以看出
,

在各组

合
,

11
,

选择某
一

性状时引起其它性状遗传进度的变化不一
,

有些表现为上升
,

有的则趋于下

降
。

对抽穗期进行正向选择
,

株高有明显的下降现象
,

其下降幅度三个组合分别为 5
, 1 ,

9 c m
,

说明矮秆有晚熟趋势
, ’

场对株高进行正向选择时
,

百粒重
、

每穗粒数
、

单株粒 重 均

有较 大幅度的增加
,

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可能是高秆在分离群体 中占有利地位
,

但也不排除

株高对单株粒重的真正作用
。

2
.

3 选择指数

作物产量是 各性状综合作用之结果
,

产量各组成性状对产量有着不同的作用
,

且相互联

系
,

相互制约
,

在组合评定
,

单株选择中不仅要考虑性状的单独作用
,

更重要的是应综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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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选择单株拉孟时其它性状的遗传进度

7 5 3 9 2 X 7 6 3 3 8 74 10 0 / 1一 l x 了6 3 3 8 了3 了 3 6 ) 9一 9 x 76 3 3 8

性 △ G △ G /双 % ) △ G △ G / X (坏 )

06
八j八」ǎUQ口0001产D

JJ.甲Jn1一z

2066洲2704.4.4()11,.12株 高

百 拉 重

抽 性 期

有效分集

每德粒数

籽 行 比

12
.

7 0

0
.

9 0

一 0
.

7 1

1 7
.

3 1

2 0
.

9 4

一 10
.

17

2 9
.

4 4

3 0
.

90

2《 )
.

2 0

4
.

5 0

0
.

2 5

()
.

0 5

0
.

9 1

5
.

2 0

0
.

( )2 3
.

2 4

△ G

1 3
.

4 4

0
.

7 2

一 0
.

12

0
.

5 0

4 8 7

0
.

14

△ G /X (多 )

15
.

1 7

20
.

2 1

6653帕
,ó ,一0

表 6 选择抽称期时其它性状的遗传进度

7 5 3 9 2 x 7 6 3 ;; 8 了4 1 0 () / 1一 l 又 7 6 3 3 8 7 3 了3 6少 9一 9 x 7 6 3 3 8

寸生

△ G △ G / X ( 形 ) △ G △ G

一 8
.

6 3

△ G / X ( % )

盯62邵0734.0上.()氏.0一一ùù

一 6

一 6
.

9 9

1 2
.

6 4

一 1
.

6 1

左
ù尸介一J工匕

的9949

株 高

百 粒 重

每德 拉数

有效 分革

籽 秆 比

单株拉 重

一 5
.

0 8

()
.

6 2

一 0
.

0 3

一 2
.

3 2

一 了

一 1 4
.

一 笼)
.

7 4

一 0
、

3了

1
.

8 8

一 0
.

7 1

0
.

0 3

0
.

1 1

△ G / X (拓 )

一 0
.

6 9

一 6
.

8 6

4
.

: 16

一
8 7 3

4
.

7 7

〔〕
.

5 8

一 9
,

7 1

一 8
.

3 5

一 3
.

4 1

了
.

弓6

1( )
.

3 7

一 1
.

8 5

表 了 选择株高时其它性状的遗传进度

7 5 3 9 2 欠 76 3 3 8 74 1 ()0 / 1一1 x 7 6 3 3 8 7 3 灯3 6 ) 9一9 X 7 63 3 8

性
△G △G / X (拓 )

百 拉 重

抽 德 期

每穗 拉教

有效分 禁

杆 杆 比

单株拉重

1
.

0 4

一 0
.

8 1

1 1
.

6 2

一 0
.

5 6

0 0 1

0
.

6 1

24
.

3 2

一 1 1
.

5 8

2 8
.

6 4

一 6
.

2 3

巧
.

5 1

4 1
.

2 8

△ (子

0
.

5 8

一 (〕
_

2 :亏

△G / X ( 书 )

10
.

了8

一 2
.

了9

2
.

7 ,

16
.

19

4
.

5 7

1 7
.

16

乙 C △ G / X (多 )

1
.

2 3 2 7
.

4飞

一
1

.

6 1 一 2 6
.

了2

9
.

0 5 19
.

0 2

一 1
.

2 1 一 13
.

9 7

0
.

0 2 2
.

5 0

7
.

16 2 9
.

2 6

铭:11m肠110
八j

虑各性状间的关系
。

因而
,

应用任何一个单 性状或
一

单
一
参数都是不可靠的

,

我们曾测算了

37 < 3 6 ) 9
一

g X 7 6 3 3 8组 合 的5 1个指 数式 (见表 8 )
,

从所测得的指数式可见
,

!司一性状在

不同的指数式中其权重系数 人小不
。 ,

方向也不尽一 致
,

说明单一性状的效应值与多 补性状

的综合效应值是不同的
,

综合选择的可靠性大
。

从测得的指数式可见
,

」

有些指数式的遗传进度较大
,

相对效牛较高
,

但性状多
,

应用繁

杂
,

通过比较认为用株高 十 抽穗期
+ 百粒重

+
每秘粒数 ( Y

。 :

指数式 ) 较为合适
,

这儿 个性

状易测
,

且有较大的遗传进度和相对效 率 ` 18 5叫 )
。

3 建 议

可在 一些组合中对单株粒重进行直接选择
,

若加之以百粒重和每穗粒数则有 较 好



4艺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7 1卷

效果
。

3
·

2可用 Y
3 7 =一 3

.

49 23 x;一 z z
.

7 5 9o x Z+ 65
.

3 4 z l x。 + o
.

9 9 8 0 x5

指数式
,

并辅之以 遗

传进度对组合进行评定
。

3
·

3 本研究的组合误偏少
,

难以得出普遍规律
,

但仍可为育种工作者提供
一

定参 考
。

表 8 7 5 3 0 2 x 了6一 3 3 8单株粗盆的选择指数

逸 峥 拐 a 式 遗传进度 相 对效率

临064605164130犯288563蛇5834?..536.78.75..6880.59...857357.56.73..6878

41筋7664的8697盯27411800的31465410n52%846816.75140.78.120.69.92.85.73.94.91.81.92份.100.57.93.93.88.77.86.76.41t.185

Y : ” 0
.

2 1 l l X 几一 0
.

1 2 9 1X 2

Y : 留 一 0
.

0 12 0X 玉+ 6
.

5 28 2X -

Y , = 0
.

2 2 5 4 X土+ 1
.

2 0 4 5 X
`

Y一 二 0
.

0 8 4 9 X I + 0
.

3 56 7 X -

Y一 ” 0 1 6 6 7 X一+ 2 9
.

1 98 0X .

Y e 二 一 1
.

04 9 2 X z + 6 2 72X0 .

Y了 “ 一 0
.

50 12 X含+ 1
.

1 6 8 8X `

Y一 = 一 0
.

2 8 0 7X 2 + 0
.

4 1 13 X -

Y . ` 一 0
.

3 3 3 4 X z + 3 5
.

5 3 9 9 X -

Y 1 0二 5
.

0 3 8了X . + 1
.

0 3 2 5 X -

Y 1 1” 3
.

8 7 1 4X : + O
.

3 1 3 1X
.

Y 主七二 4
.

3 3 8 9 X , + 17
.

7 3 9 6 X
e

Y
1 5` 1

.

3 7 3 0 X一+ 0
.

125 5 X -

Y 呈̀ = 1
.

1 4 1 0X 一+ 3 4
.

7 5 6 5 X e

Y一二 0
.

3 4 6 5 X . +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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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

Y, s = 1
.

0 6 0 3 X I + 3
.

3 3 2 2X 2 一 1 9
.

0 7 0 6 X . + 8 1
.

2 0 7 9 X -

Y * . 二 0
.

0 90 7X I 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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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0 3 X 2 + 1
.

1 6 1 5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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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2 8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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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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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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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 0弓X Z+ 5
.

1 18 1X s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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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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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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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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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代表 单株拉 重 ; X 卜 X
2

.

X 3
,

X
` .

X
` ,

X . 分别代表 林高
、

抽德期
、

百 拉 重
、

有效 分 革
、

每 穗拉数
、

籽

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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