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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菇菌株的主成分分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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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了主成分分析法在平菇分类中的应用
。

利用从 7 个量化综合性状选出的三

个主成分性状
,

将来自不同产地的 14 株平菇分为 4 类
.

关键词 平菇
,

数量性状
,

主成分分析
,

菌株分类

中图分类号 5 6 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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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1
,

0 1 7 5
.

9

无论是平菇种质资源研究或是菌种的选育
,

都必须对原始材料进行快速
、

准确的分类

鉴定「’三 ,

以确定其生态型及其利用价值
。

由于生物各性状之间的相关性
,

采用传统的单一

性状分类则存在着许多弊端
,

从而影响分类的准确性
。

关于采用多性状进行分类的方法 目

前 已在动
、

植物研究中应用较多
「,一 `丑 ,

但在食用菌研究方面的报道极少
。

本研究拟用主成

分分析法对 14 个不同来源的平菇菌株进行分类研究
,

以便为平菇菌种的筛选及育种材料

亲本组合提供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L l 供试菌种

8 17 8
,

8 1 8 0 引自陕西省微生物研究所
; 8 1 82

,

8 1 8 1 引 自渭南市瑞泉 中学
; 8 1 7 7 引自陕

西 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
; 8 1 4 1 从山东枣平经筛选组织分离后获得

; 8 1 4 8 引自山东省农科

院 ; 8 1 7 4 引 自河北冀弊县食用菌研究所
; 81 59 引 自河南省农科院

; 8 1 4 6 引 自南京农业大

学 ; 8 1 2 2
,

8 1 6 4
,

8一7 5 由野生菇经组织分离获得
; 8 1 6 1 引 自北京农业大学

。

试验母种采用 P D A 培养基 ;
原种采用玉米粒培养基

;
栽培种培养基 为棉籽壳 93 %

、

过磷酸钙 1%
、

熬皮 5 %
、

黄豆饼粉 1% ; 栽培配方为
:

棉籽壳 87 %
、

鼓皮 7%
、

玉米粉 3 %
、

过磷酸钙 2%
、

生石膏 1%
、

p H 自然
。

1
.

2 栽培方法

采用规格为 45 0 m m 又 2 00 m m x 0
.

04 m m 的聚乙烯塑料筒按常规法熟料栽培
,

每袋

装风干料 1 k g
,

每个供试菌种重复 30 袋
,

每次采收后记录鲜菇重量
、

丛径
、

最大菇盖直径
、

菇柄长度
、

直径
,

并对鲜菇颜色进行评分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数据处理及计算

将 14 个菌株各性状所得原始数据
,

剔 除 又土 2 , 以外的数据后再求其平均值 x
`

(表

1 )
,

以其各性状的变量就得到 14 又 7 的原始矩阵 (略 )
,

利用 A P P L
一

I 计算机将原始数据

标准化
,

求得相关系数矩阵 R 见表 2
,

其计算公式为
:

收稿 日期
: 1 99 盛一。 , 一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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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4 个菌株各性状的试验结果

菌 株
生物学效率 二 ,

丛径 众
(% ) ( e m )

成 菇朵数 x3

(个 )

盖 径 为

( e rn )

柄长 几
( e rn )

柄 粗 x6
(
e
m )

色泽评分 x7

8 1 7 8 10 0
.

1 1 7
.

3 8
.

6 1 ( )
.

9 4
.

7 1
.

4 3
.

8

8 1 8 0 1 10
.

3 1 7
.

9 8
.

6 10
.

5 7
.

9 2
.

1 4
.

5

8 1 8 1 64
.

2 1 5
.

4 6
.

7 1 1
.

4 4
.

5 2
.

2 1
.

0

8 1 8 2 85
.

4 1 5
.

6 5
.

3 10
.

3 5
.

8 2
.

0 1
.

0

8 1 7 7 1 1 9
.

1 1 6
.

7 8
.

4 1 1
.

0 7
.

9 2
.

0 5
.

0

8 1 4 1 1 1 0
.

4 1 3
.

6 1 1
.

5 9
.

9 2
.

5 2
.

2 4
.

0

8 1 7 4 7 9
.

1 1 8
.

6 6
.

9 1 1
.

1 7
.

8 1
.

8 3
.

0

8 1 5 9 7 6
.

2 1 4
.

4 5
.

7 1 1
.

4 1
.

8 2
.

0 2
.

0

8 1 4 6 8 3
.

8 1 6
.

1 6
.

9 9
,

0 5
.

2 1
.

9 2
.

0

8 1 4 8 6 5
.

2 1 6
.

5 6
.

8 1 2
.

0 2
.

8 2
.

8 3
.

0

8 1 6 4 7 9
.

5 1 3
.

2 7
.

5 1 1
.

1 1
.

3 1
.

8 3
.

0

8 1 7 5 6 1
.

日 1 5
.

8 6
.

5 8
.

8 注
.

3 1
.

亏 2
.

5

8 1 2 2 4 7
.

0 1 3
.

7 4
.

9 8
.

5 2
.

0 2
.

4 3
.

0

8 1 6 1 4 3
.

2 1 4
.

6 6
.

6 8
.

5 2
.

3 1
,

9 3
.

0

x
。

8 0
.

3 9 1 5
.

6 3 7
.

2 1 1 0
.

3 1 4
.

3 4 2
.

0 3 2
.

9 1

厅1 2 3
.

3 2 1
.

6 8 1
.

4 8 1
.

1 7 2
.

3 4 0
.

3 2 1
.

1 8

F
,

3
.

0 0 二 2
.

6 4
“ ’

3
.

9 0
“ ’

1
.

7 3
“

3
.

6 8
’ .

1
.

3 2 9
.

7 7
’ .

表 2 菌株各性状的相关系数矩阵 双 (7 火 7)

性 状 二 , J : x : x ; x s 几 x7

1
.

0 0 0 0

0
.

38 90 1
.

0 0 0 0

0
.

72 22 0
.

0 8 9 3 1
.

0 0 0 0

0
.

43 4 7 0
.

3 5 3 2 0
.

1 0 2 5 0
.

10 0 0 0

I自石.曰月叼XXXX

0
.

54 99 0
.

8 5 3口 0
.

1 5 3 6 ( )
.

2 0 6 7 0 ( ) 0 0

一 0
.

26 54 一 0
.

18 5 9 一 0
.

1 4 5 7 0
.

0 7 6 3 一 O
,

2 3 7 1 1
.

0 以 ) ()

一 0
.

1 1 8 3 0
.

0 7 5 2 0
.

0 0 7 4 一 0
.

3 66 1 0
.

0 4 5 9 一 ( )
,

1 2吕7 0 0匀O

七J6,
.XXX

利用相关系数阵 ( R )进行主成分分析
「6 ,

计算主要参数见表 3
.

从丧 3 可知
.

第一主成

分 的特征向量主要 由产量 (生物学效率 )
、

菇柄长度
、

丛径成菇朵数和盖径等形态因子组

成
,

故称为朵形因子 ;
第二主成分的最大特征向量是鲜菇颜 色

,

其次是菇盖直径及柄粗
,

故

称为颜 色菇形因子 ;
第三主成分称为朵数因子

。

这三个主成分的线性组合如下
:

F ,
一 0

.

3 1 8 l x :
+ 0

.

2 8 6 9 x :

十 0
.

1 9 9 2 x 。

+ 0
.

19 0 1工 ;

+ 0
.

3 0 4 x 。
一 0

.

1 2 9 1沈 。
一 0

.

O3 1 4 x ?

卢
’
:
= 0

.

10 4 8刃 :
一 0

.

1 5 5 7忿:
十 0

.

O 5 7 l x 3

+ 0
.

4 4 3 3 x 、
一 0

.

1 9 1 2 x ;
十 0

.

3 3 9 4 x 。
一 0

.

5 6 1 3x 7

F 3
= 一 0

.

3 1 Z x ,
+ 0

.

庄 0 8 9 x :
一 0

.

6 0 8 2
,

:
+ 0

.

18 8 8 x
、

十 0
.

2 9 5 9 x 5

+ 0
.

19 3x 。
一 0

.

0 6 8 5 x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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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特征根和特征向呈

第 23卷

特征根
贡献率

( % )

累 积
( % )

X】

2 X

2
.

7 0 7 4

1
.

4 2 4 8

1
.

2 5 1 1

::
.

: 59
.

1

7 6
.

9

特 征 向 量

XZ 1 X X3 X4 XS X6 X7

0
.

8 6 1 3 0
.

7 7 6 7 ( )
.

5 3 9 3 0
.

5 1 4 6 0
.

8 2 2 9一 0
.

3 4 9 4一 0
.

0 8 5 0

0
.

1 4 9 3一 0
.

2 2 1 9 0
.

0 8 1 4 0
.

] 6 3 6一 0
.

2 7 2 4 0
.

4 83 6一 0
.

8 0 0 0

一 0
.

3 9 0 4 0
.

5 1 1 5一 0
.

7 6 0 6 0
.

2 3 6 2 0
.

3 70 2 0
.

2 4 14一 0
.

0 8 5 8

将标准化的原始数据代入上式求得 14个菌株的第一
、

二
、

三主成分 F
;,

F
Z ,

F
3

的综合

性状值
,

然后作样品的散点图 〔 6

(] 见附图 )
。

从附图可以看 出
,

14 个菌株可分为 4 大类
,

第 1

类
:

{ 8 1 7 8
,

8 1 7 7
,

8 1 8 0
,

8 1 7 4 } ;
第 2 类

:

( 8 1 4 1
,

8 1 4 6
,

8 1 8 2 } ;
第 3 类

:

{ 8 1 4 8
,

8 1 8 1
,

8 1 5 9
,

8 1 7 5
,

8 16 4全;
第 4 类

:

{ 8 1 2 2
,

8 16 1 }
。

第 1 类属 于高 产菌株
,

各菌株的颜色差

别不大
,

但 8 1 7 4 相 对于其他菌株丛径 较大
,

菇柄长 (柄长与丛径的相关系数
:
一 0

.

8 54 )
,

在整丛菇中菇柄所占的比例大
,

食用性差
。

所

以 8 1 7 4 虽然属于高产菌株但不宜作为鲜 销

菌种推广
,

若用于加工平菇蜜饯则是一个 较

为理想的菌株
。

第 2 类的 3 个菌株属于中产 菌株 (一般

菌株 )
,

从附图可以看出
,

3 个菌株在盖径
、

色

泽 方面差别较大
,

8 1 4 1 的鲜菇颜色较深
,

菇

盖较大
,

丛径很小
,

菇柄较短
,

鲜菇叠生紧凑
,

食 用性好
,

是 目前市场颇受消费者 欢迎的菌

种
,

可 作为鲜销优 良菌种加 以推广
; 8 18 2 相

反
,

丛径大
,

菇柄长
,

不适宜大量推广
。

第 3 类属于低产菌种
,

其中 8 1 4 8 为大菇

产量 }
`」f

盖深褐色菌株 ; 8 1 75 则色浅 (近白色 )
,

盖小
,

附图 样品散点图

丛径也较小
; 8 1 4 8 的丛径最大

,

8 1 6 4 的丛径 在 lP 一 F : 坐标系 中群品以一表示 ;

最小
。

在 lF 一 F : 坐标系中
,

样品以
。 x ” 表示

.

第 4 类为劣种
,

在生产上不宜推广
。

以上主成分分析结果与 14 个不同菌株的实际表现特征相比
,

其分类与实际情况完全

吻合
,

说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平菇菌株分类是可行的
。

3 结 语

1)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平菇菌株进行分类是可行的
。

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

2) 本试验选 出的第 1类菌株及 8 14 1 可作为当地的推广菌种
,

近几年的推广效果也证

明了这一点
,

由于本试验于 1 9 9 2 年 10 月至 1 9 9 3 年 3 月进行
,

所以
,

分类结果只适于冬季

栽培 ; 在本试验表现为劣种的菌株 由于其对环境条件的要求不同
,

因而在其他季节栽培不

一定表现为劣种
; 同样 8 1 78

,

8 1 80
,

8 1 74
,

8 1 4 1在其他季节栽培也不一定表现为 良种
,

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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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栽培选种时应加以 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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