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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份分析在黄瓜早熟育种上的应用

齐永涛 崔鸿文

( 园 艺 系 )

摘 要

本文分析 了20 个黄瓜杂 交组合的 10 个数量性状
。

根据主成份分析确 定出 3

个主分量性状
,

利 用主分量性状的综合性及 相互独立性进行方向性综合选择
,

根据各供试材料 主分量值的 大小选 出了综合性状优良的早熟性杂交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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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常规育 种 还 是 杂 种优势利用
,

有效地选择至关重要
。

传统的单一性状 选

择存在许多弊端
,

如性状间 不 同 程 度 的 相关性以及某些性状遗传力很低等
,

都会影

响选择的效果
。

因而人们寻求新的技术并进行多性状的综合选择
,

如主成份分析法
〔 ” ,

选择指数法
〔 ” “ ’ ,

典范性状独立地方向性选择法
〔 ` 〕
等

。

本文将根据对 20 个黄瓜杂交组

合 10 个性状的分析
,

讨论主成份分析法在黄瓜早熟育种中的应用
。

1 材料和方法

试验于 1 9 8 6年在本校蔬菜试验站进行
,

试材为黄瓜课题组提供的由 4 个母本
、

5 个

父本接不完全双列杂交法所配制成的20 个杂交组合
。

随机区组设计
,

3 次重复
。

每小区

随机抽样 10 株观察记载必要的性状
。

2 结果分析

2
.

1 主分里性状的构造及分析

主成份的特征根及贡献率分别代表着各主分量的方差值及主分呈的贡献百分率
,

这

是选择主分量的依据
。

表 1的结果说明
,

在构成的所有主分量性状中
,

遗传信息主要集中在前几个主分量

中
,

其中前四 个主分量就包含了叨%的遗传信息
。

按照一般要求累积贡献率大于虾 %的

原则
,

因而把前四个主分量作为选择手段进行综合选择
。

本文于 19 8 8年 4月 2 5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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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主分皿性状的特征值
、

贡献率及累积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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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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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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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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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3
。

7 9 0
.

0

要利用主分量就必须了解其内部构造
,

构成主分量的各性状的载荷体现了该性状在

主分量中相对贡献率的大小
。

表 2 主分 t 中各性状载荷 (特征向皿 )

构成主分量的性状

群体早期产量 (x
,

)

单株早期产量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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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单株座瓜数 ( x
3

)

播种到第一雌花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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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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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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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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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分量 I 包含的信息量最 夫
,

达 总信 空
、

员灼 4 9
.

9%
,

从各构成胜状伐荷看
,

第一雌

花节位最大
,

其次为
.

单徐早期雌花数
,

早期商 钻瓜 日增谊
_

克数和雌花节率
,

因而可以把

主分量 I 看 作是雌花分化主分量
。

主分量 I 占 了总信 匕鼠的巧
.

4%
,

载荷较大的几个
J

比状

是
:

单株早期产量
、

座果率
、

叶面积指数及群休早期产量
,

从其件
一

现的性状载荷看
,

可

以把它看作是 早期产量主分量
。

主 分量 l 体现了总信 密
、

量的 8
.

理%
,

只有叶面积拐 数 的

性状载荷较 友
,

而其它 性状我荷则较小
,

因而主分量 l
一

可吞作 昏仆面积指数分旦
,

这是

物质积累和产量形成的基础
。

主分量 砰体现 了总信 息量的 6
。

4%
,

委冬中载荷较 大的 性 状

有座果率和 旱期单珠座瓜数
,

因而这实际上是反映值侏座果情况的主 分量
。

2
。

2 独立地进行方向性选择

2
,

2
.

1 选择方向的确定

主分量 I 中载荷最大灼是第一雄花节位 ( x 。
)及单侧

、

早期雌花数 ( 二
。
)

,

表 3 的 结呆表

明它们均同群体早期产量 ( x ,
)呈负相关

,

而载荷较大的早期抢侏座瓜数 ( x 。
) 同群体早 期

产 量呈正相关
。

从早熟育种这个 口标出发
,

按主分量 I 进行正向选择
,

即选择该主分量值

高为材料
,

就可获得雌花节位低
,

单 沫早期雌花数适宜而且单株早期座瓜草较高的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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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分量 I中
,

单株早期产量 ( x :
) 分量载荷明显大于其它分量载荷

,

而且同群体早

期产量 x(
,
) 呈显著的正相关

。

因此
,

在进行早熟育种 中必须在主分量 I 选择 的 基 础

上
,

再根据主分量 I 进行正向选择
,

可获得 单株早期产量
、

座果率及叶面积指数较高的

材料
。

对于主分量 l
,

尽竹叶面积指数的分 量载荷较大
,

似乎是一个主要 因素
,

但在主

分量 亚中已进行了选择
,

故在主分量 l 选择中不再放在重要位置
。

除此
,

播种到第一 雌花

开放日数 ( x ;

) 的性状载荷较大
,

该性状同早期产量呈负相关
,

加之群体早期产是分量

载荷也较大
,

而且为 负值
,

因而主分量 l 应进行负向选择
。

主分量 W中座果率和早期 座

瓜数的载荷都较大
,

并且载荷均为负值
,

故按负方向进行主分量 W的选择
。

这样
,

在主

分显 下
,

亚和 l 选择的孔础上再按主分量 W进 行选择
,

就可达到预期选择的目的
。

2
.

2
.

2 选择的结果

利用主成份法进行综合选择时必须考虑各材料的主分量值的大小
,

表 4 所列为木试

验选用的 20 个杂交组合的主分量值
。

表 4 待选材料的主分量值

材料 主分量 I 主分 显 五 主分量 l 材料 主分量 I 主分量 亚 主分量 l

H l ; : 。 0
.

2 9 9 一 0
.

4 0 9 一 1
.

0 5 5 H
。 2 。 0

.

1 0 9 一 0
.

0 5 1 1
.

8 7 3

H
l , : : 一 0

.

3 2 8 一 0
.

8 工5 一 1
.

6 0 1 H
。 。 。 0

.

0 5 1 一 0
.

2 7 2 1
.

4 5 2

士1 2 ; 2 。 0
.

2 12 0
.

3 7 5 一 0
.

3 9 3 H
, 2 2 。 0

.

0 9 8 0
.

0 6 3 0
.

0 0 7

H
x 手 。 。

0
.

3 17 一 0
.

2 9 6 一 0
.

4 8 7 1于 1 2 2 : 0
.

3 7 0 0
.

6 0 8 一 0
.

7 2 6

H
Z 。 2 。

一 0
.

1 5 8 一 0
.

6 5 6 2
.

3 0 7 H
, 2 : ,

0
.

3 1 6 0
.

8 4 0 0
.

1 8 8

H
Z 。 2 7 0

。

4 7 4 一 O一 6 4 一 0
.

4 4 1 H
l , 3 。 0

.

49 1 0
.

5 3 1 一 0
.

3 97

I王 2 。 : 。 0
.

7 7 6 0
.

9 8 2 一 0
.

8 6 4 H
, : 2 。 0

.

2 3 7 一 0
.

1 4 1 一 0
.

8 0 2

H
Z 。 : 。 一 4

.

1 1 5 0
.

6 6 7 一 0
.

3 1吕 H
1 7 2 , 0

.

2 7 9 0
.

8 8 4 一 0
.

3 5 8

H
。 : 。

0
.

2 2 3 0
.

19 4 0
.

4 3 1 IJ 2 7 2 。 0
.

14 2 1
.

0 8 7 1
.

0 7 5

I J
、 2 0

.

3 7 2 0
.

2 6 4 o
.

2 8 3 H
, 了 。 。 一 0

.

16 5 一 3
.

5 3 5 一 0
.

1 6 5

据依主分量 I 进行 : !几向选择
,

入选的材 料 有
:

H
Z 。 2 。 ,

H
, : 3 。 ,

H
Z 。 : 7 ,

H
。 2 7

和

H I : : 了 .

在入选材料 中根据主分 最 I 正向选择
,

入选材料为
:

H
: 。 : 。 ,

H
, : : :

和 H
、 : 3 。 。

再进行主分量 l 的负向选择
,

最终结果为 H
: 。. 2 。

和 H
, 2 。 : .

因此
,

根据主 成份分析法
,

认为在所 了f的杂交组合中以 H
: 。 2 。

和 H
, : : 了

最好
。

如果

按照常规的方法
,

主要是 r己期产量 作为幽量杂交组合优势的标准
,

这里存在的间题是显

而易见的
,

早期产量不仅遗传力较低
,

存在较 人的遗传与环境的互作
,

早熟还必须建立

在其构成性状 良优的从础之上
。

H
: 。 : 。

和 H
, 。 2 7

的评价既注重了其早期产量
,

而且也注

吸了其它重要的构成性状
,

因而它们的总体结构是很 好的
,

在实践中具有更加可靠稳定

的早热性
。

在 19 86 至 1 98 8年
,

这两个组合的表现都是比较理想的
。

3 讨 论

无 论是 自交系
、

品种的选择还是对杂交组合的评价
,

都应当从多个角度去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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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进行多性状综合选择
。

生物体太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统一体
,

所测性 状 间 存 在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对单一性状选择时难于保证选择的效果
,

如果指标过多
,

更难于选

留去舍
。

若将各性状分散于不 同世代逐个选择
,

往往顾此失彼
,

难于把多个优良性状综

合于一体
。

主成份分析是在不损失过多信息基础上的一种降维思 田
,

这使得人们在育 种 过 程

中 可 以 把 分散在多个单一性状的注意力集中到少数几个主分量性状分析上
,

降低了自

交系选择及杂交组合评价时的难度
。

而且会圆满地达到综合选择之目的
。

在构造主成份

时
,

人们本着多维空间椭球各轴应互相垂直的思想
,

对于 正 态 分 布来讲 即 要 求C vo

( F
、 ,

F j
)

= 0 ,

这样使主分量性状间是无相关的
。

因而利用主分量性状可以独立 地

进行方向性的选择
,

简单易行
,

且不会产生顾此失彼的现象
,

可提高选择的效果
。 `

关于主成份综合选择法
,

在作物育种中的应用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如自交系选择

时
,

必须了解主分量性状的遗传力及选择响应
,

这在育种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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