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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菇主要性状的配合力分析

王晓峰 崔鸿文
(西北农业大学园艺系

,

侠西杨陵
·

71 21 0 0)

摘 要 选用 8 个平菇 (尸le “ r砚 us ost er al us )菌株进行不完全双列杂交
,

对杂交组合的菌

丝生长速度
、

产量等 15 个性状进行了配合力分析
.

结果表明
:

各性状具有不同的遗传差异和

基因效应
.

通过配合力效应值估算
,

得出了 8 个亲本中的 2 个优良亲本
.

同时
,

根据特殊配合

力效应值
,

初步评选出了理想的杂交组合
.

关键词 平菇
,

性状
,

配合力
,

不完全双列杂交

中图分类号 5 6 4 6
·

5 3

杂交育种是新品种选育的一条重要途径
,

进行杂交育种能否获得优异的后代
,

关键是

亲本选择是否得当
。

进行配合力研究
,

对杂交亲本选配及杂交组合选择具有指导和参考意

义
.

S im e h e n G 〔 , ,
最先将配合力概念引入了食用菌育种领域

,

W
a n g S S 和 A n d e r s o n N

A即研究了美味侧耳产量性状的配合力
,

获得了高产组合
。

张引芳
〔 3 ,
对金针菇主要性状进

行了配合力分析
,

得到了 5 个菌株主要性状的一般配合力值
。

本文选用了 8个平菇 (尸 1
.

os t er at u : )亲本菌株进行不完全双列杂交
,

对平菇产量及其构成性状
、

生育期
、

形态等 15

个性状进行了配合力分析
,

以便为平菇杂交育种中亲本的选择选配提供参考依据
,

并试图

通过对菌丝生长速度和产量两性状配合力的评判
,

选育出优 良的杂交组合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供试菌株

供试的 8 个菌株 (丰 l
、

肖平菇
、

8 1 0 9
、

上平
、

平 3 5
、

P 8 1 1 1
、

黑平 l 和青平 4 号 )是 1 9 8 1

一 1 9 9 1年从全国各地 引进及作者分离的 20 0 余个菌株中随机选取的
.

1
.

2 试验培养基

单抱分离及母种培养采用 P D A 培养基
;原种用玉米粒培养基

;
栽培料用棉籽皮

,

配

方为
: 1 0 0 k g 棉籽皮 + 2 k g 磷肥 + 1 k g 石灰+ 一4 0 k g 水

,

1 2 6℃下灭菌 1
.

5 h
.

1
.

3 试验方法

1
.

3
.

1 单艳分离及检验 在无菌条件下采集八成成熟的平菇抱子
,

采用平板稀释法挑选

单抱菌落
,

以锁状联合的有无作为判断单抱菌株的依据
。

1
.

3
.

2 杂交组合配制 采用北卡罗来纳设计 ( N C I ) 〔
`

·
5 , ,

每套 4个亲本
。

第 1 套为丰 1
、

肖平菇
、

8 1 0 9 和上平
;
第 2 套为平 35

、

P 8 1 1 1
、

黑平 1 和青平 4 号
。

每亲本各用 20 个单抱系

与相应亲本 20 个单袍系杂交
,

每组合留取可育组合 4 个
。

1
.

3
.

3 试验设计 每组合内保留 3 个亚组合参加试验
,

每亚组合栽培 巧 瓶
,

瓶 装 干料

收稿 日期
: 1 9 9 3

一

1 1一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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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5 9
,

设置 3 个区组
,

区组内随机排列
。

试验从 19 9 2
一

0 1~ 19 9 3
一

0 2一 1 5
.

1
.

3
.

4 性状观浏记载 ①菌丝生长速度 从接种后第 10 ~ 1 3 d (共 72 h)
,

菌丝体在栽

培料中的线性生长量 (c m / d )
。

②出菇期 从菌丝满瓶至菇原基形成所需天数 (d )
。

③产

量
、

菇数 每瓶中商品菇重和菇数 ( g /瓶
、

个 /瓶 )
。

④含水量 在 55 ~ 60 ℃下烘烤 12 h 的

第 1 茬菇含水量
。

1
.

4 配合力估算方法和模式

用单因素区组试验方差分析模式进行
.

配合力分析采用北卡罗来纳设计 ( N C I )的分

析方法进行
.

数据处理在西北农业大学计算中心进行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各性状组合间方差分析

组合间各性状均值 (表 l) 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除盖厚差异不显著外
,

其余性状均达

到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

由于亲本是从品种群体中随机抽取
,

所以认为
,

平菇盖厚品种间遗

传差异小
,

受环境影响变异大
。

在现有试验精度下
,

对现有群体的盖厚选择意义不大
。

表 1 杂交组合主要性状测定结果

亲本组合
.

1 x 5 l X 6 1 x 7 l X 8 2 x 5 2 X 6 2 X 7 Z X 8 3 X 5 3 X 6 3 x 7 3 X 8 一x s 峨x 6 峨x 7 一x s

( m m d/ )

出菇期 ( d )

间歇期 ( d )

第一茬产 t
(g /瓶 )

第一茬菇致
(个 /瓶 )

第一茬单菇 t
(g /个 )

第二茬产量
(g /瓶 )

第二茬菇数
(个 /瓶 )

第二茬单菇重
( g /个 )

总产量
( g /瓶 )

含水量 (% )

盖径 ( cm )

盖厚 (cm )

柄长 (c m )

柄粗 (e m )

10
.

3 7
.

6 19
.

4 1 0
.

9 11
.

2 8
.

2 2 5
.

3 7
.

4 1 2
.

5 12
.

5 12
.

3 19
.

1 4 6
.

0 10
.

6 12
.

7 7
.

5

57
.

5 3 4
.

8 95
.

7 6 6
.

1 6 7
.

3 4 3
.

2 10 2
.

8 52
.

8 3 9
.

3 6 0
.

9 4 3
.

5 4 7
.

1 4 6
.

4 46
.

9 76
.

2 88
.

2

36
.

4 5 0
.

1 27
.

5 4 2
.

6 34
.

5 5 0
.

2 3 1
.

5 4 2
.

3 4 8
.

0 4 5
.

6 57
.

6 53
.

4 29
.

1 45
.

1 40
.

7 3 7
.

4

3
.

9 5
.

4 2
。

9 4
.

2 3
。

4 3
。

2 2
.

8 4
。

2 5
。

2 5
.

7 6
.

9 5
.

3 4
.

6 5
.

4 4
.

2 4
。

8

10
.

7 5 13
.

4 3 13
.

0 7 13
.

7 4 13
.

12 2 1
.

9 4 14
.

2 1 12
.

62 10
.

7 4 10
.

6 6 10
.

4 3 14
.

2 6 9
.

r 7 10
.

9 4 11
.

14 9
.

11

3 1
.

4 49
.

1 6
.

8 38
.

4 2 5
.

8 52
.

4 1
.

1 38
.

1 38
.

9 35
.

7 39
.

9 4 3
.

4 19
.

5 46
.

8 30
.

2 3 0
.

7

2
.

7 2
.

4 1
.

9 3
.

0 3
.

0 1
.

8 3
.

0 2
.

0 1
.

9 3
.

3 2
.

9 2
.

3 4
.

0 1
.

9 2
.

7 3
.

0

2 3
.

5 1 30
.

46 3 0
.

60 2 4
.

59 18
.

06 3 3
.

84 1 3
.

30 29
.

5 3 30
.

5 9 20
.

3 8 22
.

8 8 2 5
.

52 12
.

92 3 1
.

19 21
.

16 2 1
.

81

6 7
.

8 9 9
.

2 34
.

4 8 1
.

0 6 0
.

3 10 2
.

6 3 2
.

6 80
.

3 8 6
.

9 8 1
.

2 9 7
.

4 9 6
.

7 48
.

6 9 1
.

8 70
.

9 68
.

1

8 9
.

5 8 9
.

7 89
.

4 9 0
.

7 8 8
.

6 8 9
.

1 8 9
.

2 8 9
.

7 9 0
.

1 8 8
.

5 90
.

1 8 9
.

4 88
.

8 8 9
.

4 90
.

0 90
.

0

7
.

50 6
.

9 1 7
.

43 7
.

8 1 7
.

42 8
.

50 7
.

曦7 7
.

19 7
.

30 6
.

62 7
.

51 7
.

8 6 6
.

2 9 6
.

64 7
.

34 6
.

5 1

0
.

8 3 0
.

8 8 0
.

83 0
.

9 4 0
.

80 0
.

92 0
.

96 0
.

97 0
.

86 0
.

75 0
.

86 0
.

94 0
.

8 1 0
.

82 0
。

83 0
.

8 9

3
.

0 3 4
.

3 2 2
.

5 3 3
.

0 4 2
.

9 2 3
.

8 6 2
.

2 7 3
.

03 4
.

50 了
.

8 7 4
.

24 3
.

67 3
.

8 1 4
.

15 3
.

80 3
.

5 9

1
.

2 7 1
.

2 7 1
.

22 1
.

4 0 1
.

4 3 1
.

8 8 1
.

4 1 1
。

44 1
.

2 8 1
.

1 3 1
。

38 1
.

50 1
.

2 0 1
.

12 1
.

44 1
.

20

注
: * 亲本组合中数字代表亲本为

: 1
.

丰 1 ; 2
.

肖平菇
: 3

.

8一。 , . 4
.

上平 . 5
.

平 35 . 6
.

P 8 l l l ; 7
.

黑平 一; 8
.

青平一号

2
.

2 配合力方差分析

将组合间方差分析差异显著的性状进一步进行配 合力分析 (表 2 )
。

结果表明
,

出菇

期
、

第 2 茬菇数两性状主要表现为由基因的非加性效应决定
,

其余性状由加性效应和非加

性效应共同决定
。

从 g o a
.

s/ ca
.

可以看出
,

大多数性状主要表现由基因加性效应决定
,

非加性效应也起

一定的作用
。

产量及其构成性状加性成分较大
,

柄长的加性成分最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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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性状配合力方差分析

性 状

0000一吕七d,
.,几门月才了Ò一吕内了ó舀̀bnJ,工

J啥盈é0卜.0L...232.2.0..02菌丝生长速度 ( m m / d)

出菇期 ( d )

间歇期 ( d)

第一茬产量 ( g /瓶 )

第一茬菇数 (个 /瓶 )

第一茬单菇重 ( g /个 )

第二茬 产量 ( g /瓶 )

第二茬 菇数 (个 /瓶 )

第二茬单菇重 ( g /个 )

总产量 ( g /瓶 )

含水量 (% )

盖径 ( e m )

柄长 ( e m )

柄祖 ( e m )

g e a : )

川万 F

4
.

4 0 X 10
一 2 3

.

3 7 .

2 0 4
。

9 8 2
.

1 4

1 7 16
.

3 6 7
.

4 2
. *

3 6 3
.

75 1 6
.

7 9二
6

.

5 8 38 1 0
.

5 4二
4 2

.

4 1 6
.

6 0二
8 9 5

.

2 1 8
.

2 9 * .

0
。

5 8 2 3 1
.

1 4

9 4
.

0 8 2
.

5 8
.

2 1 2 5
.

9 5 8
.

5 6
. *

1
.

3 0 7 3 8
.

4 8
. *

1
.

1 1 8 7 6
.

5 6二
9

.

4 4 5 8 8 6
.

9 2
. *

0
.

1 1 1 4 4
.

3 0二

s c a
·
足 ,

机 误

川 S F 入1 5

3
.

6 4 X 10一 王 2
.

8 2
.

1
.

3 0 X 1 0一 ,

3 3 3
.

57 2
.

6 9 . 1 2 3
。

8 7

1 0 0 8
.

6 4
.

3 6
* .

2 3 1
.

4

1 4 4
.

60 6
.

6 7
* *

2 1
。

6 6

1
.

8 5 1 8 2
。

9 7 . 0
.

6 2 4 4

1 8
.

0 7 2
.

8 1
.

6
.

4 2 3 9

4 1 1
.

9 6 8
。

4 1二 4 8
.

9 5

1
.

4 1 1 3 2
.

7 7 . 0
.

5 0 8 7

1 0 7
.

7 2
.

9 5
.

3 6
.

4 8

1 0 2 4
.

8 2 8
.

2 3 . * 3 6
.

3 1

0
.

9 2 0 1 5
.

9 7
. * 0

.

1 54 2

0
.

8 6 8 0 5
.

0 9二 0
.

1 7 0 6

1
.

7 6 0 7 16
.

2 0 . * 0
.

1 0 8 7

9
.

4 9 6 X 10 一 2 3
.

6 7二 2
.

5 9 0 X 1 0一 2

g e a
.

/
, e a

.

1
.

4 2

1
。

2 9

5
。

3 7

1
.

1 7

注
:

1) 为特殊配合力值
; 2) 为一般配合力值

。

2
.

3 配合力效应值比较

对菌丝生长速度和总产量两个重要经济性状的配合值进行估算
,

结果见表 3
,

4
.

从表

3 看出
,

青平 4 号
、

上平
、

P 8 1 1 1 和 8 1 0 9 的菌丝生长速度一般配合力值高
,

8 1 0 9 x 黑平 1
、

丰 l x 青平 4 号两组合特殊配合力值大
。

表 3 菌丝生长速度配合力分析

亲 本

丰 l

肖平菇

8 1 09

上平

g C a ·

五了5 (
s e a .

)

平 3 5

一 0
。

l

0
。

2

0
。

2

一 0
.

2

0
.

0

P 8 l l l

一 O
。

4

一 0
.

3

一 0
.

3

0
.

1

0
.

1

黑平 l

一 0
.

6

0
。

1

0
。

3

0
.

2

一 0
.

3

青平 4 号
g C a

· 人25 (
s e a

.

0
.

3

0
.

0

O
.

一 O
。

一 .0

一 0
。

0
.

0

0
。

1

1
.

8 6 X 1 0一 2

8
.

4 4 X 1 0一 `

1
.

4 4 X 1 0一 2

一 1
.

8 4 X 1 0一 `

9
.

6 8 X 10 8
.

3 3 X 1 0 一 3 4
.

0 3 X 1 0一 2

0
.

2

4
.

0 0 X 1 0

表 4 总产量配合力分析

亲 本
S C a -

平 3 5

6
.

3 0

0
。

4 2

5
.

4 2

一 1 2
.

1 4

一 9
.

0 9

6 3
。

1 3

P 8 1 1 1

9
.

8 8

14
.

9 2

一 2 8
.

0 4

3
.

2 4

18
.

7 2

3 6 3
.

2 4

黑平 1

丰 1

肖平菇

8 1 0 9

上平

g C a
·

刀S (
s e a .

)

青平 4 号

3
.

8 5

4
.

8 3

一 0
.

38

一 8
.

30

6
.

5 4

2 6
.

6 5

g C a
- 材 5 (

s e a
.

一 2 0
.

03

一 2 0
。

18

2 3
.

0 0

1 7
.

2 0

一 1 6
.

1 8

5 3 5
.

2 4

一 4
。

4 1

一 6
.

0 4

15
.

5 9

一 5
.

13

17 5
.

3 7

2 0 8
。

7 0

4 3 9
.

1 8

16 5
.

1 3

从表 4 看出
:

81 09
,

P 8 1 1 1 一般配合力值显著高于其他亲本
,

且特殊配合力方差明显

大于其他亲本
。

8 1 09 x 黑平 1
、

肖平 x P 8 1 1 1
,

总产量特殊配合力值高于其他组合
。

依据两个重要性状的配 合力效应值大小得知
,

P 8 l ll 和 8 10 9 为两个优 良的亲本材

料
。

它们的后代在产量性状上不仅一般配 合力值高
,

而且特殊配合力方差也大
,

因而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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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加性效应对亲本进行选择
,

同时对组合的选择利用其非加性效应也有重要意义
。

在此

基础上
,

结合特殊配合力值
,

初步认为 8 1 0 9 x 黑平 1
、

肖平菇 x P 8 1 1 1 为理想的高产组合
。

3 讨 论

1) 在对平菇性状差异显著性检验中
,

组合间性状差异不显著的原因
,

一是该性状遗传

基础单一
,

组合间遗传差异小
;
二是性状受环境影响变异大

。

采用数量遗传学方法来研究

性状时
,

以性状在群体中遗传差异大小决定取舍
,

而育种实践中则 以其经济意义决定性状

的重要程度
,

为使数量遗传学研究更好地应用于育种实践
,

就需要对经济意义大而差异不

显著的性状 (如盖厚 )
,

着力于挖掘新的遗传资源和严格试验控制
,

以便区分其本质差异
。

2 )平菇是一种既可进行有性生殖
,

又能进行无性繁殖的菌类
,

在平菇育种中易于做到

同时利用基因的加性效应和非加性效应的作用
.

本研究表明
,

平菇性状由基因加性效应和

非加性效应共同决定
,

因此通过有性杂交能有效地发挥资源的潜力
,

育出优良品种
.

3 )在多个重要性状同时考虑的情况下
,

可根据配合力测定结果
,

重视亲本中加性成分

大的性状选择
。

对非加性成分大的性状
,

应重视对组合以及组合内个体间的性状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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