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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冠层温度的遗传和配合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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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于 1 997～1 999年用 6个不同的材料配制 成完全双到杂交 ，研究小麦冠层温 

度的遗 传。结果表明 ，小麦冠层温度的遗传符台加性一显性遗 传模型 ，以加性效应为主 ．呈部 

分显性 ，显性方向为低温型。不受上位性影响 ，狭义遗传力为 86．95 。一般配合力方差和特 

殊 配台力方差分别达 到极显 著和显著水平 。小偃 6号为最有 价值 的亲本 ，其次 为陕 229， 

87B1—303和 205。 

[*键词] 小麦；冠层温度；遗传模型；加性效应；配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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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层温度的测量具有快速 、简单、准确的特点 ，所以人们分别从土壤、空气、作物等角 

度研究其在农业生产和育种工作中的应用价值 ，张 嵩午等 s 研究发现，小麦冠层温 

度与叶功能期 、根系活力、旗叶的叶绿素含量 、蒸腾率和净光合率等重要性状密切相关 ，冷 

型小麦的一些重要性状较暖型小麦为优。目前，困扰小麦育种工作的一个难题是品种后期 

叶片不能有效地抵抗高温干旱胁迫 ，容易早衰，不能保证 良好的灌浆，对高产稳产影响很 

大。由于冠层温度能综合反映叶片功能、根系活力等生理性状，所以利用这个定量指标将 

有助于组合选配和后代评价，有助于选育出灌浆 良好、籽粒饱满的高产稳产品种 。本研究 

旨在探索小麦冠层温度的遗传力和配合力 ，为在育种实践中更合理地应用这一综合生理 

指标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I 试验 材料 

选用 6个 叶功能持续时间不同，种子饱满度有差 异的小麦品种 (系)陕 229
、 小偃 6 

号 、205、87B1·303、259和 8871，采用完全双列杂交 ，共获得 36个杂种 F 。 

1．2 试验方法 

试验于 1997~1 999年在西北农业大学试验农场进行。随机区组设计，2次重复 。6行 

区，行距 25 cm，株距 3．3 cm，行长 1．7 m，小区面积 2．55 m 
。 田问管理同大田，并注意防 

治病虫害和例伏。 

温度观测采用 BAU·I型红外测温仪 ，从 4月 22日小麦抽穗到 6月 1日结束，每隔 3 

d观测 1次，下雨顺延 ，共观测 10次。观测在晴朗天气中午 12：00~14：00进行 ，要求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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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云阳光充足 ，气象 条件稳定。采用往返观测法 ，即从第 1个小区开始，迅速观测到最后 1 

个 小区，然后从最后 1个小医顺序回到第 1个小区，求两次观测的平均值 ，时间限定在 

5～i0 rain。测点选在小区中部生长一致有代表性的地方 ，测定时面向北方 ，探头置于植株 

顶部 20~30 cm高度 ，探头与地面成 4 。夹角。 

2 结果与分析 

按参考文献[6，7]的方法分析遗传模型 两年数据经过分析 ，结果基本一致。 

方差分析结果(表 1)表明 ，试验材料间冠层温度存在极显著的差异，这样可以做进一 

步的分析。 

表 l 小麦冠层温度方差分析 (1999年 ) 

协方差 ( r)在行 列方差 ( )上的 回归系数 6—0．864，其标 准误为 O
． 108，￡检验 回归 

系数 6与 0有极显著的差异 ，与 I差异不显著 ，说 明小麦冠层温度的遗传符合加性一显性 

模型 。 

—  

的多样性是 由非等位基因的互作或上位性效应引起的 。通过对 W ， 一  同 

质性检验 ，结果不显著 ，进一步说明不存在上位性效应 ，与回归系数 的检验结果一致
。  

截距 口=W 一V 一0．476，故回归直线方程为 W =O．476+0
． 864V 。由于 回归系数 6 

与 1无显著差异， 可以度量平均显性度，则有 D—H=4a>0即 D>H
，说 明小麦冠层温 

度的遗传为部分显性 

2、2 W，／v 回归图分析 

以 Vr为横坐标 ，Wr为纵坐标作图(图 1)。W⋯V 平面上各个点( ⋯V )( 1
， 2， 

⋯ ⋯

，6)均在方程 ， 即 }==2．179V，所描述的抛物线 的下方
，该抛物线给出点 

( i，Wj)的变化范围。 

依据各亲本在 WJVr回归图形上的分布位置 ，可以推断亲本中显 隐性基因的分布
。 

从图 1中可知 ，陕 229、小偃 6号离原点较近 ，具有较多的显性基因
。 相反，距离原点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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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亲本 205和 8871具有较多隐性基因。而 259和 

87B1—303的显性基因频率介于两者之间。205较 

为例 外 ，远离 回归线。 

2．3 方差分量和遗传参数的估算 

方差分量计算结果见表 3。 

因为 D和 日 都显著 ，说明方差中加性效 

和显性效应都是重要的。D—H 值表示加性和显 

性 基 因 作 用 的 相 对 重 要 性 ，该 值 D —H 一 

1．768~0，说明基因加性效应比显性效应更为重 

要 。 

在所 有亲本 中 显 性和 隐性 基 因的 比例 为 

2．o38(嚣 )，该值大于1，说明亲本的 
显性基田较多。F值也表明了这一点，F的符号和 

数值可决定显性和隐性等位基因的相对频率 ，F 

值为 0．565：：>0，则不论显性等位基 因是增效还是 

减效 ，说明诸亲本的显性等位基因此隐性等位基 

因要多。 

，  

l型 l 小麦冠层温 度的 ， ，圉 

1陕 229}2．小偃 6号；3．259； 

4．87B1—303；5 8871 L6．205 

表 3 遗传分量及其标准误 

遗传分量 估值 标准误 遗传分量 估值 标准误 

D 2．094‘ 0 049 H 1 0．167 0．12l 

F 0．565 0 】30 E 0．084 8 0．020 

H】 0．326’ 0 l35 

分析 u，， V 和亲本值 ，的相关性 ，7"--0．1 54>0，说明有较多增效基因的亲本有较 

高的 ，+ ，值 ，而显性方向指向低温，即低温是部分显性 。据此，亲本的显性顺序依次为 

陕 229、小僵 6号、87B1—303、259、8871和 205，而冠层温度 由低到高的次序是陕 229、205、 

小偃 6号、87B]一303、259和 887]。亲本陕 229的冠层温度最低 ，带有的显性基因最多(显 

性基因具有减效作用)。亲本 205虽然具有最多的隐性基因 ，但冠层温度却是较低的，与回 

归图上的分布一样，都是特殊的例外 ，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狭义遗传力 h2N=0．869 5，这说明小麦冠层温度有较高的遗传力 ，比较稳定 ，且主要 

是受加性基因的控制 

2．4 配合力分析 

双列杂交配合力方差分析见表 4。由表 4可知 ，冠层温度的一般配合力(gca)达极显 

著水平 ，特殊配合力(sca)达显著水平 ．两种方差之比为 29．38，这进一步说明该性状的遗 

传既受到基因加性效应的控制，又受到基因显性效应的影响，但以加性效应为主。 

一 般配合力效应值见表 5。经多重比较分析 ，其中 8871与 259之 间没有显著差异， 

87B]一303与 205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小偃 6号与陕 229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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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冠层温度低对产量形成具有利作用，gca效应值乘以一l以后再比较其大小 。小 

偃 6号的 gca值和 砖值均较大 ，说明该亲本最好 ，既可利用其较高的 gca，还可利用其较 

高的特殊配合力杂交选育低温型杂交 F 组合 ；陕 229的 gca值高，醴值小，为较好亲本 ， 

可以预计以其为亲本的杂交 F 组合普遍表现较低的冠层温度 ；8713~一303和 205的 gca 

值低 ，越值大，以其为亲本的杂种 F 有可能出现特殊低温类型 ，这与实际情况相符 ；8871 

和 259的 gca低 ，砖值小，以它们作亲本很难得到低温型杂交种 。当然 ，各个材料的优劣还 

要考虑其性状特点，这里仅仅就冠层温度而言。参照亲本冠层温度表现的平均值可以看 

出 ，亲本值的高低同gca效应值的大小虽有些不同，但总体来说 比较一致 。因此 ，这种一致 

性给亲本的选配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3 讨 论 

叶功能期、根系活力和抗早衰是小麦品种重要的高产、稳产性状 。要求在具有合理密 

度 、穗粒数的基础上 ，保证后期功能叶保持一定面积和活力 ，并维持足够长的时间 ，使籽粒 

充分灌浆。冠层温度能综合反映这些特性 ，温度较低类型的材料后期叶片功能好 ，维持时 

间长。因此，育种中可利用这一定量指标衡量品种的综合生理特性 ，特别是生育后期的活 

力 。 ． 

冠层温度有较高的遗传力 ，主要受加性效应控制，虽然低温为部分显性 ，但显性作用 

相对较弱。所 以，如欲利用杂种优势 ，配制组合时应该选择两个较抵冠层温度的材料作亲 

本，或者一个温度较低，而另一个为中间类型材料；一低一高两个材料的杂交，不易得到理 

想低温型杂种 ；应该避免两个高温类型材料做亲本 ，否则 ，其后代倾向于具有较高温度，可 

能出现叶片功能差，早衰现象严重 ，难以选择出优良的杂交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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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nheritance and combining ability of 

the canopy tem perature in wheat 

SHEN Guo—an，W ANG Zhu—lin，LI W an—chang， 

DONG Pu-hui，LIU Shu—along，HE Pei—ru 

(COlIeg,of Agro．~*y·Nothwe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rslty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Yah ing．Shaanxi 7121O0，China) 

Abstract：The g~netic model and combining ability of the canopy tem perature were 

studied in 36 wheat hybrids crossed with 6× 6 dialle1 from 1 997 to 1 999．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heritane of the canopy temperature was fit to addition—dominant 

model，The additive effeCt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dominant effect．The 1OW 

temperature was partially dominant to high temperature．The narrow heritability was 

86．95 ．The variance of the general and special combining ability was very significant 

and significant respectively．The Xiaoyan 6 was the best in al1 parents． 

Key words：wheat；canopy tem perature；genetic model；additive effect；combin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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