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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异胞质 M O 7 1

雄性不育系

籽粒产量的配合力
吴光成 张改生 海江波 郭群彦

(西北农业大学农学系
,

陕西杨陵
·

71 21 0 0)

摘 要 玉米异细胞质 M认
,

雄性不育系籽粒产量的配合力无显著差异
,

雄性不育的

M O , ,

与可育 M O I ,

的配合力也无显著差异
.

直观看
,

穗长等农艺性状的表现也基本一致
.

因

此
,

在玉米杂种优势利用中
,

可用异细胞质 M q
,

雄性不育系组配同一个杂交种
,

不会因利用

单一的雄性不育细胞质而带来潜在性的危险
。

关锐词 玉米
,

雄性不育
,

细胞质
,

籽粒产量
,

配合力

中图分类号 5 51 3
.

0 3 5
·

1

关于玉米自交系转育成雄性不育系后所配杂交种的产量是否会发生变化
,

国内外学

者研究报道甚少
。

T al ee b[
, 〕曾对三种玉米细胞质雄性不育系所配杂交种的籽粒产量进行

过初步研究
。

为了克服雄性不育细胞质的单一化问题
。

一些学者提出利用抗玉米小斑病

T 小种的 C 型不育细胞质
。

但国内部分学者 Z[] 报道已发现玉米 c 型雄性不育细胞质的小

斑病专化生理小种—
C 小种

,

从而给玉米雄性不育的利用又蒙上了阴影
。

本研究的 目的

是探讨玉米同核异细胞质雄性不育系籽粒产量的配合力效应
,

若有差异
,

筛选出高配合力

的雄性不育细胞质供生产上利用
;反之

,

也可以在符合亲本选配原则的前提下
,

在玉米生

产 士同时利用多种雄性不育的细胞质类型
,

从而避免利用单一的雄性不育细胞质可能带

来的潜在性危险
,

为玉米利用细胞质雄性不育系制种提供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用经回交转育 10 代以上的 T
,

M
,

S
,

P S
,

C
,

C W
,

双
,

唐徐等 8 种玉米雄性不育细胞质

来源的 M O
I ?

不育系和可育 M O
I ,

自交系与埃及 2 0 5
、

黄早四
、

E 2 8
、

自 3 3 0
、

紫 2 4
、

白多 2 2 9

和 T S 32 等 7 个 自交系按不完全双列杂交配成 63 个组合
。

1 9 9 1和 1 9 9 2年在西北农业大

学农场夏播
。

试验采用 3 次重复和随机区组设计
。

单行区
,

行长 s m
,

行距 0
.

6 67 m
,

株距

0
.

33 4 m
,

密度 4
.

4 株 / m
Z 。

前茬小麦
,

采用大田 的管理方法
,

记载生育期
,

散粉后测量株

高
、

穗位高和茎粗
。

每小区收获 10 株考种
。

脱粒后籽粒风干到恒重时
,

称取千粒重和小区

籽粒产量
。

用刘来福等.3[
` 〕不完全双列杂交的配合力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

2 结 果

表 1 是 8 种玉米细胞质的 M OI
,

雄性不育系和 M O
, ,

自交系与埃及 2 05 等 7个 自交系

进行不完全双列杂交的籽粒产量结果
。

经对籽粒产量进行方差分析
,

组合间达到了极显

收稿 日期
:

19 9 3
一 0 2

一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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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异 (表 2 )
。

进一步对组合的父母本进行配合力分析
,

结果表明
,

异细胞质 M O
, 7

雄性不

育系间籽粒产量的配合力方差无显著差异
,

而组合间籽粒产量的极显著差异主要是由父

本的配合力方差组成的
。

表 1 异胞质 M O
, ,

不育系所配组合的产皿

细胞质 年份 埃及 2 05 黄早四 E28 自 5 30 白多 2 29 TS 32 k g
·

h m 一 2

IA.七份̀口gnù1上口亡已é,妇O曰O曰00̀七,人自b
1.几J吮O曰,妇,几nù0óljóO臼OJó匕月了丹rtl甲̀月了,

`̀
0.b自b̀七

佗̀0UJ内I
心.L,L几̀日性IL0甘已h
ù曰匕̀0̀,OQ甘00口卜
ù月了

,工日Unù均̀J性̀吸0.,二óU月吃.了
,止,人亡é2曰月性,J

80“19“8061招62阳62766277“766077铭
,人óÙJ冉UJ,nù,曰nó内月nù0.nU口rJ
ù
Uù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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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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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40

表 2 籽粒产 t 配合力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重复间

组合间

母本间

父本间

母 X 父互作

误 差

总变异

F
o

.

0 5
F

o
.

o -

0
.

0 0 7

3
。

8 3 0

0
。

0 6 9

2
。

3 4 8

l
。

4 1 3

2
.

6 5 3

6
.

4 9 0

0
.

0 0 3 5

O
。

0 6 1 8

0
。

0 0 8 6

0
。

3 9 1 3

0
。

0 2 9 4

0
。

0 2 1 4

0
.

16 3 6

2
.

8 8 79 . *

0
。

4 0 19

1 8
.

2 8 5 0二
1

.

3 7 38

3
.

0 7

1
.

3 9

2
。

0 1

2
.

1 7

1
.

45

4
。

7 5

1
.

5 9

2
。

6 5

2
。

9 5

1
。

6 8

ǹ,曰Q目ùb八巴4n6

6连
ōǹ09

一.几,人

* * 表示在 0
.

01 的概率水平上差异显著
。

由表 3 可知
,

异细胞质 9 个 M O
: 7

籽粒产量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值和特殊配合力效应值

均差异不显著 (尸 = 0
.

05 )
。

M O
; ,

自交系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值为一 0
.

0 27
,

并且与 8 种异细

胞质的 M O
: 7

雄性不育系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值均差异不显著
。

这说明
,

不同类型的雄性不

育细胞质没有显著影响玉米杂种一代籽粒产量的配合力效应
。

因此
,

更进一步证实影响玉

米杂种一代籽粒产量配合力效应的主要遗传物质存在于细胞核 内的染色体上
,

而细胞质

只是与细胞核相互作用控制玉米雄性不育的特性
。

为了更进一步 比较各雄性不育细胞质的一般配合力效应
,

用各效应值占总平均数的

百分 比计算出籽粒产量一般配合力的相对效应值 (表 3 )
。

尽管前述异细胞质 M O
; 7

雄性不

育系籽粒产量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差异不显著
,

但就其籽粒产量一般配合力的相对效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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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异胞质 MO
, ,

雄性不育系籽粒产量的配合力

来说
,

双型
、

S 型
、

M 型和 C W 型细胞质的为正值
,

其余 4 种雄性不育细胞质和可育细胞质

的为负值
。

双型雄性不育细胞质较高的一般配合力相对效应值
,

正好说明一些育种单位用

双 M O
, , s
所配组合的籽粒产量一般都比较高的原因

。

表 3

细胞质 埃及 2 05 黄早四

0
.

15 9

一 0
.

00 8

0
。

19 2

0
。

0 59

0
。

1 92

0
。

2 26

0
。

1 59

0
。

1 26

0
.

0 5 9

各不育系籽粒产 t 配合力效应

自 3 3 0 紫 2 4 白多 2 2 9 T S 3 2
一般配合 一般配合力
力效应值 相对效应

双 M O 一, .

M M O 一, .

S M O 一, .

C W M O 一, .

唐徐 M O
, , .

M O 一,

T M O一

C M O
一, .

P S M O一

0
。

2 2 6

0
。

12 6

0
。

2 9 2

0
。

1 2 6

0
。

0 5 9

0
。

0 9 2

0
。

0 5 9

O
。

0 9 2

0
。

1 5 9

0
。

0 9 2

0
。

3 5 9

一 0
.

0 4 1

0
。

0 0 8

0
。

1 5 9

0
。

0 2 6

0
.

0 9 2

0
.

0 2 6

0
.

1 5 9

0
。

0 26

一 0
.

0 4 1

0
.

0 92

0
.

0 92

一 0
.

1 74

一 0
.

1 6 8

一 0
。

0 9 2

一 0
。

1 4 1

一 0
。

0 74

0
.

0 2 6

一 0
.

0 4 1

一 0
.

1 6 8

0
。

0 7 4

0
。

0 5 9

一 0
。

0 7 4

一 0
.

0 7 4

一 0
。

0 7 4

一 0
.

0 4 1

一 0
.

1 6 8

一 0
.

0 4 1

一 0
.

0 7 4

一 0
.

1 6 8

一 0
。

0 7 4

一 0
。

1 6 8

一 0
.

2 4 1

一 0
.

2 0 8

一 0
.

0 4 1

一 0
.

1 7 4 0
.

0 3 5 a

一 0
。

0 7 4 0
.

0 2 6 a

一 0
.

1 6兮 0
。

0 3 5 a

一 0
.

0 4 1 0
.

0 0 7 a

一 0
.

2 7 4 一 0
.

0 0 8 a

一 0
.

2 4 1 一 0
.

0 2 7 a

一 0
.

3 0 8 一 0
.

0 3 2 a

0
。

0 2 6 一 0
。

0 2 2 a

一 0
。

3 0 8 一 0
.

0 12 a

2
。

3 0

l
。

7 2

2
.

3 0

0
。

5 7

一 0
。

5 7

一 1
。

7 2

一 1
。

7 2

一 1
。

1 5

一 0
。

5 7

注
:

一般配合力效应值后的相同字母
。 表示 在 0

.

05 水平上差异不显著
.

本研究中还对玉米异细胞质 M O
: 7

雄性不育系与埃及 20 5 等自交 系所配组合的农艺

性状进行了鉴定 (见表 4 )
。

可以看出
,

异细胞质 M O
: 7

雄性不育系和 M O
: ,

自交系所配组合

的穗长等农艺性状表现也基本一致
。

过说明
,

雄性不育的细胞质及其细胞质的类型差异未

明显影响玉米杂种一代的有关农艺性状
。

表 4 M q
,

不育系与埃及 205 等组合的农艺性抉

细胞质
植 长 结实长

( e m ) ( e m )

移 粗 茎 粗 播 种
一

吐丝
( e m )

移行数 行校数
千校重 出籽率 株

( g ) ( % ) ( e

m

萨 ( e m )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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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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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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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

4

Z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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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

5 ::
4

。

6

4
。

5

3 2 4
。

0

3 2 4
。

1

3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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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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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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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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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3 16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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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5
。

3

85
。

l

8 5
。

3

8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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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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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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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5
。

0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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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5 5
.

1

2 5 9
。

8

2 5 4
。

2

2 5 7
。

9

2 5 3
。

l

2 6 0
。

3

2 5 0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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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 5 2
.

2

2
。

3

2
。

3

`
任

4
。

6

移位高
( e rn )

1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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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14
.

5

1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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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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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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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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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根据本研究结果
,

在玉米杂种优势利用中
,

可以利用具有雄性不育特性的自交系作母

本配制杂交种子
,

不会因雄性不育的细胞质及其不育细胞质的类型差异
,

而影响杂种一代

籽粒产量的配合力效应和穗长等主要的农艺性状表现
。

这就便于充分利用玉米雄性不育

的特点
,

降低杂交种子的生产成本
,

提高种子纯度
,

有利于集约化种子生产
,

最大限度发挥

玉米杂交种本身的增产潜力
。

本研究所采用的 M o
l 7

不育系
、

M q
7 、

自 33 0
、

黄早 四和 E 28 等 自交 系
,

其 目的在于紧

密结合我国 目前的玉米生产实际
。

因近年来
,

中单 2 号 ( M O
I , x 自 3 3 0 )

、

户单 1 号 (烟单

1 4 号
,

黄早四 x M O
1 7

)
、

丹玉 1 3 号 ( M O
I , 义 E 2 8 )和陕单 9 号 (武 一0 9 义 M O

1 7
)等杂交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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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面积较大
,

而且用 M o
l ,

作亲本之一的杂交种多达几十个
。

本研究 已证明
,

8 种细胞质

来源的 M O
I :

不育系籽粒产量 的配合力效应无 显著差异
。

因此
,

可以利 用双 M O矿 又 自

3 3 0
,

5 M O
I , ·

X 自 3 3 0
,

C M 0
1 7,

x 自 3 3 0
,

唐徐 M O
I , ,

x 自 3 3 0 和 P S M O
1 7’ 又 自 3 3 0 等多

种细胞质类型的中单 2 号杂交种
,

对丹玉 13 号
、

户单 1号和陕单 9 号等杂交种也可这样

组配
。

本研究所用的 8 种细胞质按分类方法分属 T
,

S
,

C 和未定组 四个组群
.

常用杂交种的

父本往往不能全恢复这些组群的细胞质
.

如 中单 2 号
,

其父本 自 3 30 可以恢复 S
,

C 和未

定组
,

对 T 组则不能恢复 sj[
.

然而玉米的花粉量很大
,

花粉轻
,

随风力传播
,

在生产上能用

可育种子和不育种子进行掺合法种植
.

只要杂交种植株中有一半恢复散粉
,

就足以使玉米

结实饱满
。

所以
,

即使父本不能恢复的细胞质雄性不育类型
,

只要符合亲本选配原则
,

也可

配制杂交种子
。

或者把多型恢复系的恢复基因回交转育到有关父本上
,

再加以利用
。

综上所述
,

既充分利用了玉米雄性不育的特点
,

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在玉米生产上利

用单一的雄性不育细胞质类型而带来潜在性危险
,

使玉米杂交种高产而又稳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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