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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采用1 / ZP (P 十 1) 双列设计
,

选用G r iff in g方法 l 模型 I 和H a y m a n 提出的W
r

和V r 回归 法

与和差方差法
,

在旱地条件下研究了不同生态地区八个旱地小麦品种十个单株产量性状的配合力和遗传模

型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1 杂种一代的配合力

双亲G
· c · a都高

,

能否组 配出高S
·

c. a组合
,

还要受到具体性 状的限制
。

配合力分析表明
,

同一

性状不同亲本杂交
,

F l差异较大
,

同一亲本在不同性状上同时 表 现客个高 G
· c · a 。

挑选 前 五 名 高S.
。· a 组合

,

发 现在株高
、

穗下节距和株穗数上
,

双亲 G
· 。 · a 以高 又高组配的有6 3

.

G%
,

而在株粒数
、

百粒重和株粒重上以高 x 中组配的则是 63
。

6 %
,

值得注意的是在穗粒重等四个穗部性状上以双亲均为高 火

高极端方式组配的为数不多
,

而以高
、

中
、

低 混 合方式组配的高达70 %
。

纵观所有性状
,

高 x 中居多
,

高 x 高次之
。

故笔者认为
,

要获得高S
·

。
·

a组合
,

必须 结合具体性状决选亲本
,

对于株穗数和百粒重
,

双

亲G
·

c
·

a都高为宜
,

对于其它性状 所选亲本之一必 须是G
· c

·

a高的才行
。

另外
,

为了更适宜于杂交育

种选育纯系品种
,

除了强调双亲或双亲之一G
·

c ‘ a要高外
,

还要按照G
· C . a 效应大

,

5. c. a方差小

的原则选配亲本
。

本试验中陕合六号和庆丰一号分别属于株
、

穗两个不 同类型的优良材料
,

9 6 1 5一 n 的综

合性状好
,

在杂交育种中
,

都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

2 性状的遗传橄型

在性状遗传上
,

所有十个性状可以分为株
、

穗两个不同的遗传类型
。

利用W r + V r 和W r 一 V r 值分别

检验各性状的遗传模型
,

发现株高
、

株粒数
、

株粒重和穗长主要是加性一一显性作用所支配 , 株穗数
、

穗

粒数和小穗数只受加性作用的影响 , 而穗下节距和穗粒重则是加性一上位性作用所控制; 唯一的区别是百

粹重是由加性一显性一上位性共同作用所决定
。

总而言之
,

这十个性状共分为两大类
,

一是单株为单位的

性状
,

除株穗数外主要是以等位基因的非累加效应遗传, 二是单穗为单位的性状
,

主要以等位基因的累加

作用或累加作用与少量非等位基因的加性 x 加性交互作用共存的方式遗传
。

由于杂交育种所能利用的仅是

累加效应和少量的互作效应
,

所以在制定杂交育种方案时
,

首先应考虑亲本穗部产量因素的遗传
。

因为是

加性遗传支配
,

在分离世代中穗部优良结合的S. 。 · a效应可能不致于降低或降低幅度较小
。

3 提高性状选择可泉性的途径

由于个体产量与群体产量相符程度不高
,

使单株选择工作的可靠性降低
。

但是产量三要素中的亩穗数

受株高和株穗数的影响
,

穗下节距又是株高的线性组份
,

而且干旱条件下
,

其它两个要素对亩产量具有和

亩穗数一样的影响
。

在抗旱性方面 , 不少学者还把株穗数
、

穗粒数
、

穗粒重和穗下节距作为衡量抗旱性的

一个最终指标或形态指标进行研究
。

所以选育旱地小麦品种
,

从株高
、

株穗数和穗部性状着手
,

也是提高选

择可靠性的方法之一
。

经遗传分析表明
,

上述体现抗旱的诸因素均以基因累加性为主要遗传方式
,

其中穗

粒重和穗下节距还包括加性 x 加性的上位性作用
。

因此
,

在旱地小麦杂交育种中
,

这些性状不仅实用性高
,

而

且有较稳定的遗传基础
,

故应进一步研究和加 以利用
。

从选择世代来看
,

株高
、

穗粒数和小穗数 的h
. “较

高
,

分别为7 3
.
8 %

,

4。
。

4%和 46
。

3%
,

早代选择效果较好 ; 株 粒数和株粒重的h
。 名较低

,

早代选择效果较

羞
.

为了更好地进行性状重组
,

株高的选择世代不宜太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