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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烟品种间杂种优势及其配合力研究
曾慕衡 马守才 刘景春

(西北农业大学农学系
,

陕西杨陵
·

7 12 1 0。 )

摘 要 对 5 个烤烟 品种采用部分双列杂交
,

得到 10 个杂交组合
,

并对组合的叶部性状

进行了杂种优势的表现
、

配合力和遗传力估算与分析
.

结果表明
:

多数组合叶产量性状表现出

平均优势
,

属于双亲中间型
.

组合 ( 1 )
.

(4 )和 (5 )表现出较强的超亲优势
.

叶产量平均优势表现

3种类型
。

一般配合力和特殊配合力效应值较高的亲本品种有 N C . 。 ,
S C

, :
.

遗传性较稳定的亲

本品种是 N .C
:
和 N C :. 叶长

、

叶宽和叶产量的广义遗传力较高
,

均可在早期选择
。

叶产量和叶

宽的狭义遗传力显著高于叶长
,

早期选择的可靠性较高
.

关键词 烤烟品种
,

杂种优势
,

配合力

中图分类号 5 5 7 2
,

5 3 3 4
.

5

烤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
。

随着育种工作的发展
,

烤烟杂种优势的利用愈来愈

受到重视
。

为了给烤烟育种工作提供依据
,

有必要对烤烟品种间杂种优势及配合力进行深

入研究
。

这方面的工作虽有报道
,

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限
。

为了从理论上深入探讨烤烟

杂种优势及其性状遗传规律
,

本文通过对烤烟品种几个性状杂种优势的表现和配合力的

研究分析
,

试图对这些性状的遗传特性
、

性状间的相互关系作深入探讨
,

为烤烟优势育种

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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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与设计

试验于 1 9 9 0~ 19 9 1年在西北农大农

作一站进行
。

选用 N C
。 : ,

N C
: , ,

S C
, : ,

M L
Z: ,

M L 60 ,
5 个 品种作 亲本

,

进行部分 双列 杂

交
,

获得 10 个杂交组合 (表 1 )
。

在相同的

条件下随机区组排列种植
,

重复 3 次
.

表 1 配 t 的部分双列杂交组合

亲本
1 2 3 4 5

N C . : N C 一 3 二, : M L 21 M L “ .

1
.

2 分析内容与方法

杂种优势刻定

优势测定方法
,

成熟时对

定
。

计算公式为
:

采取通用的杂种

7
,

9 ,

n 叶的长
、

宽和单叶产量性状进行平均优势和超亲优势测

平均优势 ( % ) -

F ;
一

音
( p l

+ 尸 2
,

合
`尸 1

十 尸
2’

X 1 0 0

超亲优势 (% ) -
F

l
一 尸优

尸优
X 1 0 0

收稿日期
: 1 9 9 4一 0 1一 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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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牟合力浏定 运用 G r
iff in g 双列杂交第 4 种试验方法

,

对单叶产量性状进行配合

力估算
〔` , :

一般配合力效应

特殊配合力效应 亏
。 ~

1
.

2
.

3 遗传力枯葬

广义遗传力

1

P ( P一 2 )
(尸戈

.

一 ZX )

1
人 ` ,一万二厄

`人 `

.

+.x
, )长万两最不丽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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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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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

1 杂种优势的表现及分析

各组合与其亲本比较
,

叶长
、

叶宽和叶干重的杂种平均优势和超亲优势见表 2
,

.3

表 2 杂种平均优势

叶 长
组合

—
7叶 , 叶 n 叶 平均 7叶 , 叶

宽

11叶

叶干里

平均 7叶 9叶 1 1叶

1 27
.

6 0

平均

5 3
.

1 9 36
.

5 4 5 4
.

9 1 4 8
.

2 1 一 3 0
.

0 0 一 5 3
.

60 一 [ 5
.

45 一 33
.

02 14 1
.

4 5 1 34
.

88

0
.

3 2 一 3
.

10 0
.

31 一 0
.

8 2 一 8
.

4 0 一 8
.

0 0 一 10
.

20 一 8
。

8了 一 6
.

4 0 一 3
。

10

58
.

2 1 53
.

18 5 8
.

46 5 6
.

62 6 6
.

4 0 6 2
.

0 3 4了
.

0 1 58
.

15 2
.

5 6 一 7
.

9 5

一 6
.

7 1 一 9
。

15 一 1 6
.

26 一 10
。

71 一 4 4
。

62 一 4 6
.

4 0 32
.

2 5 一 4 1
.

0 9 3 2
。

12 3 7
。

6 8

40
。

6 5 3 7
。

69 3 8
。

12 3 8
.

82 50
.

3 4 4 9
.

0 0 4 9
.

5 3 49
。

62 9 9
。

0 0 10 0
。

9 3

64
.

8 2 5 9
。

4 9 6 8
.

1 3 6 4
.

15 95
.

2 2 9 7
。

0 8 9 0
。

0 9 94
.

1 3 14
.

6 1 一 2
.

17

一 2 7
.

54 一 3 5
.

3 1 一 3 1
.

5 1 一 31
.

45 一 4 1
.

8 6 一 4 2
.

86 一 3 4
.

85 一 39
.

8 6 27
.

54 2 8
.

62

5 8
.

60 4 7
.

5 9 59
.

5 6 55
.

2 5 70
.

0 0 8 9
.

97 10 7
.

48 8 9
.

1 5 15
.

4 3 8
.

36

2 6
.

0 2 20
.

6 9 32
.

9 2 26
.

54 6 5
.

3 5 5 4
.

47 7 1
.

80 6 3
.

8 7一 2 7
.

5 一 8
.

68

13 4
。

64

6
。

4

2
。

6 4

一 1
.

0 3

一 0
.

9么

3 3
.

72

10 6
.

84

34
.

5 1

2 8
。

9 4

21
.

2 3

1 0 2
.

2 6

13
.

79

( 9 )

( 10 )

12
。

6 2

2
.

7 7

25
。

8 0

12
.

14

、 .产、尹、.`、声、 J、 .声` .户、 .夕,人弓山认J月,匕J̀0月了OU
了、矛吸了`、

目
户、了.、了、矛.、了、

一 11
.

1 4

32
.

53 4 7
.

20 2 0
.

96 3 3
.

56 10 8
.

8 9 6 7
.

7 7 9 3
.

0 0 89
.

8 9一 45
.

65 一 4屯
.

0 2 一 4 8
.

08 一 45
.

9 2

表 2 中除第 ( 1 0 )组合外
,

各组合叶干重均表现出平均优势
,

其 中 ( l )
,

( 5) 组合的平均

优势表现较强
,

而多数组合表现为双亲的中间型略偏 向高值亲本
。

结合叶长
、

叶宽的平均

优 势可看出
,

组合 ( 5 )
,

( 6 )
,

( 8 )
,

( 9) 的叶长和 叶宽平均优势表现为正值
,

这几个组合叶干

重优势表现为以增加叶长和叶宽而使叶重增加
。

组合 ( 4 )
,

( 7) 的叶长
、

叶宽平均优势表现

为负值
,

可能是通过叶增厚或使叶片结构致密而引起 叶干重增加
。

组合 ( 1 )则表现为通过

叶长和叶厚或者叶长和叶致密结构的增加而使叶重增加
.

从表 3 看
,

叶干重的超亲优势表现为组合 ( 1 )
,

(4 )和 (5 )为正值
,

其余各组合为负值
.

这 3 个组合中叶增重类型分别为
:

组合 ( l) 以增加叶长
、

叶厚或叶致密程度使叶重增加
; 组

合 ( 4 )以增加叶厚或叶结构致密使叶干重增加
;
组合 ( 5) 以增加叶长和叶宽使叶干重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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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以上分析可知
,

在杂种优势利用中
,

选择好的亲本是必要条件
。

N C
S : ,

N C
。 ,

均属于

优势利用中较好的亲本
。

S C” 和 M sL
。 ,

也可以利用
.

表 3 杂种超亲优势

。

一
。

一
组 合

1 1叶

4 6
。

93

平均 7叶 9 叶 11 叶 平均

叶干重

7叶 9叶 11 叶 平均

1)2)3),)5)6)”8)龟了、了、了̀矛气矛̀矛爪、了、了、

思

52
.

7 1 30
。

78

一 3
。

5 6 一 7
。

8 4

3 3
.

33 2 5
。

10

一 12
.

58 一 1 8
。

24

3 4
。

79 3 7
。

69

3 9
.

58 3 4
。

90

一 3 2
.

2, 一 3 9
.

40

3 9
.

32 2 4
。

84

2 3
。

4 1 1 3
.

0 6

1 9
。

18 3 1
。

86

一 4
。

9 5 一 5
.

45

22
。

3 8 2 6
.

94

一 29
。

11 一 19
.

98

3 7
。

96 36
。

87

3 5
。

10 36
.

53

一 3 9
。

29 一 36
。

99

2 8
。

32 30
.

8 3

1 7
。

92 18
.

1 3

8
.

0 0 19
.

68

一 3 5
.

9 0 一 50
.

9 2 一 24
.

9 1 一 3 7
.

2 4 1 10
.

13 9 6
.

8 4 12 3
.

3 1 110
.

0 9

一 1 8
.

3 2 一 1 7
.

2 7 一 20
.

5 8 一 18
.

72 一 25
.

95 一 16
.

67 0 一 l屯
.

21

1 6
.

2 1 15
.

11 2
.

1 7 11
.

16 一 13
.

79 一 21
.

86 一 15
.

8 6 一 17
.

17

一 6 0
.

44 一 6 1
.

15 一 5 4
.

8 7 一 58
.

只2 11
.

84 19
.

70 9
.

6 2 13
.

7 2

4 5
.

37 4 8
.

0 0 4 8
.

8 4 47
.

0 0 7 7
.

7 8 100
.

9 3 14 6
.

8 4 9 5
.

18

4 4
.

0 5 4 9
.

78 4 2
.

79 45
.

5 4 一 1 3
.

79一 2 6
.

5 1 8
.

1 7 一 1 0
.

71

一 55
.

95 一 5 5
.

56 一 5 3
.

49 一 5 5
.

0 0 一 3
.

51 一 1
.

4 8 一 5
.

2 9 一 3
.

43

28
.

3 0 4 5
.

0 5 5 6
.

34 4 3
。

2 3 一 19
.

4 0 一 18
.

60 一 12
。

0 2 一 16
.

67

28
.

3 0 20
.

72 2 3
.

00 2 4
.

0 1 一 4 9
.

工2 一 3 0
.

0 5 一 19
.

7 1 一 32
.

9 6

1 0 0
.

9 5 62
.

4 0 78
.

70 8 0
.

6 5 一 4 6
.

12 一 4 5
.

5 8 一 4 8
.

0 8 一 4 6
.

60

2
.

2 配合力效应及其分析

对部分双列杂交 F
,

叶干重进行了一般配合力和特殊配合力估算
,

其效应值见表 4

表 4 亲本间一般配合力效应和特殊配合力效应

配合效应

一般配合力

特殊配合力

亲 本

1 2 3 4 5

一 5
。

1 3 2 4
。

2 0

14
.

8 3

1 4
。

5 3 1 4
。

2 0 一 4 7
.

8 0

一 3 7
.

5 0 13
。

8 3

2 0
.

1 7 一 4
.

5

一 1
。

8 3

一 3 0
。

5

19
。

1 7

一 2
。

5

据表 4 ,

从一般配合力来看
,

N C
。 ,

> S C
7 2

> M .L
。 ,

> N C
o Z

> M L Z:
.

而特殊配合力效应值

中 (2 x 3) 配合最优
,

其次为 (3 x s) 和 l( x Z )
。

这说明除了选择好的亲本外
,

仍要注意亲本

之间特殊配合力的表现
,

选择特殊配合力强的亲本
,

应该用特殊配合力好的组合
。

表 5 亲本一般配合力效应和特殊配合力效应方差
. . . . . . . . . . . . . . . .

亲 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白 ,目卜 . . . .. 口~ 口 . .. 口. . . 目. . . . ,

. 目
. . .

甲~ ~
~ 目

. ,
目

1 2 3 4 5

一一
一

一一
, ~ 叫. . .

. ~
.
门

~ 门` . 户. .
.

~ ~ 门.

一 `
..
目

` .

一
.. . .

, ~ ~
. .月

一
目

~ ~ ~
心̀

-
`

一
.. . .
毛

. . .
目 , 目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

4 8

6 0 7
。

2 1

5 7 5
。

80

4 9 9
。

8 1

2 0 1
.

2 8

7 0 2
.

0 3

19 1
.

8 0

9
.

9 9

2 2 7 5
.

0 0

4 7 2
。

4 8

略必

表 5 显示出各亲本遗传给后代整齐性和一致性的能力
。

N C
: 2

的一般配合力效应方差

最低
,

即遗传能力的整齐性最好
。

N sC
,

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和特殊配合力效应方差变化居

中
,

其遗传能力的整齐性较好
。

M L 60 ,

的遗传整齐性很高
,

但其配合力效应值中等
,

在优势

育种中
,

注意组合选择的同时
,

可以考虑应用
。

2
.

3 配合力方差及遗传力分析

对叶长
、

叶宽和单叶重配合力进行方差分析 (表 6) 结果表明
:

叶长的一般配合力方差

和特殊配合力方差较高
,

而叶宽和叶重的配合力方差值较低
。

说明前者受环境条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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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后者大
。

表 6 性状配合力方差分析

变异原因 D F
叶长( m c) 叶宽( m c) 叶孟 ( g )

11 叶

9 0ù吕自 b3 .2 .凡
` .`ó .几

7 叶 9 Pt 1 1 叶

78
.

5 5 6
.

6 1 01
.

8

62
。

4

2 8
。

7

::::
4 0

。

6 3 9
。

l

18
.

9 17
.

0

1 5
.

4 11
.

6

3 5
。

7

1 3 .6

1 0
。

3

糕

::{:

一一
甩̀七曰nù

.`

滋通差日N误

对叶长
、

叶宽和叶干重的广义遗传力和狭义遗传力进行估算 ( 表 7) 结果表明
:

叶长
、

叶宽和叶干重均存在较高的广义遗传力
,

这些性状受环境条件影响较小
,

可在育种的早期

进行选择
。

狭义遗传力估算结果表明
:

叶宽和叶重的狭义遗传力显著高于叶长
,

说明基因

的加性效应比重较大
,

所以
,

前者早期选择的可靠性更大
。

表 7 遗传力估算结果

。

一
。

一一
遗传力

1 1叶

广义

狭义

5 8
。

1 3

2 2
。

7 9 ::::: :;{:: ::::: ::::: 算:: ;::::

3 小 结

10 个杂交组合的叶长
、

叶宽和叶重的杂种优势
,

多数组合表现为介于双亲的中间型
。

叶重的杂种优势表现为 3 种类型
。

在优势育种 中 N C
S ,

和 N aC
Z

均属较好的亲本
。

.

N C
. ,

亲本品种的一般配合 力效应值较高
,

配合力效应方差值中等
,

遗传给后代的整齐

性较好
。

N C
S:

配合力效应方差值低
,

能整齐地遗传给后代
。

叶宽和叶重的狭义遗传力高于叶长
,

在育种的早期选择效果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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