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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部分显性矮秆小麦亲本的 

杂种优势和配合力分析 

张晓科 杨天章 f， - ；、 

矗 ‘西北农业大学农学系t陕西杨睦 0口 
摘 要 对 5个部分显性矮秆小麦的杂种优势分析表明t半矮秆杂种小麦存在明显的产 

量优势，其中具有正 向超亲效应的组合占 Z6 ，超亲优 势平均为 l1．8 }以本地推广品种小 

偃 6号为对照，超标组合为100 ．超标优势平均 24．86 0Al以新育成品种陕 2l3为对照，超标 

组合为 48 ，平均超标优势 8．75 }对产量掏成因素的分析表明，超亲优势太小次序为穗粒 

数>千粒重>穆数，穗粒效优势较强是半矮秆杂种小麦的一个特点。对 8个农艺性状配合力 

小麦杂种优势利用的研究表明，株高有很强的杂种优势 ，平均为 8 ～1O ，超亲优 

势选 2 ～6 ．由于杂种小麦穗粒重增大，高产条件下，随施肥量的增加经常引起倒伏， 

不能充分发挥杂种小麦的增产潜力，直接影响了杂种小麦的推广应用 ，因此利用矮秆亲本 

来降低株高，充分发挥杂种小麦穗粒重优势 ，就成为杂种小麦研究利用的一个关键 。 

赵寅怀等利用具 Rht3矮秆基因的亲本进行 了半矮秆杂种小麦 的研究，提出了杂种小麦 

育种的方向 。本试验针对这一问题，用 5个部分显性矮秆小麦亲本与 5个高秆品种(品 

系)进行不完全双列杂交，分析了其后代的杂种优势和配合力，为利用矮秆亲本选育强优 

组合提供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参试的 5个矮秆材料为XN0004(简称 0004)、XN5746(简称 5746)、7539—2、三秦不倒 

翁和矮特早。5个高秆品种(系)分别为 88131 24、84-1 29、84选 l、89F5774和陕 213． 

利用化学杀雄方法，以矮秆材料作母本，按不完全双列杂交方式配制了25个杂交 

种，1991年秋季播种在大田，3妖重复，行长2m，株距 4 CiTt，行距25 CiTt，采用完全随机排 

列，对照品种为小偃 6号和陕 2l3．太田调查项 目为 ；最高分蘖数 、抽穗期、单位面积穗数、 

栋高 、穗粒数；室内考种项 目为千粒重 、生物学产量和经济学产量。 

统计参数包括超亲(高亲)优势和超标优势，以及各材料的—般配合力和特殊配合力效应 。 

2 结果与分析 

2．1 杂种优势分析 

2．1、l 植株高度 从 25个杂种 F 表现看，株高具有倾低优势，平均为 31．69 ，与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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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相比，8o 以上的组合高于双亲均值，平均优势率为 4．14 ，明显低 于一 般材 料 的 

株 高 杂种优 势(8 ～1o )， 但 在超 亲 和超 标 优势 方 面，株 高均 表现 负 优势[平均 

为一l3．3o (超亲)、一17．40 (超陕 213)和一22．15 (超小偃 6号)]。显著低于一般的 

超亲优势(2 ～6 )。在当年亲本和对照大面积倒伏情况下，参试半矮秆杂种大部分未发 

生倒伏。由于矮秆小麦亲本的利用，基本上控制了杂种小麦的倒伏问题 

2．1．2 产量及产量构成圈素 从 1可以看出，F 在产量方面有明显的超亲优势 ，最高 

可达 23．75 ，在超标优势方面，与小偃 6号相 比，所有杂种的产量均表现正超标优势，最 

高优势达 49．16 ，最l低为 1．4 ；与陕 213相 比，超标优势有正有负，最高可达 19．92 ， 

煨低的为一l8．47 ，与两 个对 照小 偃 6号和陕 213的超 标 优势 平均分 别为 24．86 

和 0．45 ，产量的超亲优势平均为 8．24 ．如果按 5个矮秆亲本分别计算各种优势指标， 

可以看出，5个矮秆亲本的优势率有明显不同，以 0004作亲本的杂交组合的优势率最高， 

其次为三秦不倒翁 ，其余三个矮杆亲本则主要表现负优势。 

表 1 25个杂种一代产量爰其构成因素的优势表现 

从产量构成 3因素分析 ，25个组合的单位面积德数、德粒数和千粒重的超亲优势均 

有正负．但总起来说．德粒数表现为正优势．穗数表现为较强的负优势 ．而千粒重表现为较 

弱的负优势 ．而以骢粒数优势最大。这一结果与赵寅槐等对 Rht3的研究中所得出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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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致的⋯． 

2．2 配合力分析 · 

2．2．I 一般配合力 各性状的一般配合力效应见表 2．显著性测验表明，同一性状不同 

亲本的一般配合力存在不同程度差异。5个矮亲产量的一般配合力以0004较高‘千粒重 

的一般配合力也以 0004最高，与其余 4个矮亲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穗粒数的一般配合力 

以矮亲三秦不倒翁和矮秆早较高；穗数以 0004和 5746较好，但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株 

高顺矮性的一般配合力在矮亲中以 5746和三秦不倒翁较好，而以矮特早最差。当【}I早熟 

性做为育种目标之一时，以矮特早的一般配合力最好，与其余4个矮亲存在明显差异。分 

蘖力的一般配合力以 7539—2较高，但与 0004无显著差异，三秦不倒翁表现较低 

表 2 亲本性状的一艟配合力效应和特殊配合力方差 

0004 VGCA 

VSCA 

7∞ 9—2 VGCA 

VSCA 

5746 VGCA 

VSCA 

三毒不倒 翁 VGCA 

VSCA 

矮特早 vGcA 

VSGA 

另外，同一亲本的不同农艺性状一般配合力表现是不一致的。0004的分蘖力、有效分 

蘖率、株高、千粒重、穗数和经济产量的一般配合力较高 ，穗粒数和抽穗期的一般配合力较 

差；相反，矮特早的穗粒数和早熟性的一般配合力较高，而其余农艺性状的一般配合力较 

差。 

2．2．2 特殊配合力 由表 8可以看出，特殊配合力效应在不同组合不同性状间差异很 

大。对经济产量来讲，效应高的组合有 23，15，9和 I，组 合 6和 25最低}就穗粒数而言，组 

合 2I表现较好；千粒重则以组合 12和 3较高；穗数以组合 2I，7和 5较高}株高以组合 

3，23和 22较低，而组合17和 8较高。另外，同一组合不同性状表现也不相同，例如组合 

2l的穗粒数表现最高 ，但千粒重表现不好。 

5个矮亲 中，在父本相同情况下 ，它们的特殊配合力效应大部分有 明显差异，其大小 

顺序并不同于矮亲的表现 一般配合力较高的矮亲配制的组合其特殊配合力大小常固父 

本而异。因此在亲本选配时要全面考虑一般配合力效应和特殊配合力方差 。 

根据一般配合力效应和特殊配合力方差的大小，可将亲本划分为以下 5类：①一般配 

合力效应大，特殊配合力方差也大，这类亲本最好}②一般配合力效应大，特殊配合力方差 

不大 ，为较好类型；⑧一般配合力效应一般，特殊配合力方差大，为一般；④一般配合力效 

应一般 ，特殊配合力方差也一般，这类亲本较差；⑤一般配合力效应小，特殊配合力方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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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这类亲本最差。据此将参试矮亲给以归类和评价(表4)。从表4可以看出，籽粒产量的 

配合力以 5746和 0004最好 ，矮特早、三秦不倒翁和 7539—2较差。从 8个农艺性状的总评 

来看 ，也以 0004和 5746较优，其次为 7539—2和矮特早 ，三秦不倒翁较劣。 

表 3 25个杂交组合8个性状的特殊配合力 

0004 

7539—2 

5746 

三辜不倒翁 

矮持早 

2O 

26 

2O 

29 

24 

3 结 论 

从以上结果分析看，5个部分显性矮秆小麦亲本主要经济形状的杂种优势是客观存 

在的。利用矮秆亲本不仅能够选配出强优组合，而且能够有效地降低杂种 F。的株高 ，使杂 

种小麦因株高优势引起的倒伏问题得到控制。杂种}尤势的太小因不同组合而异，所以进行 

矮秆亲本有关性状配合力的研究，对于选配具有较大增产潜力的强优势杂种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根据上述 5个矮亲配台力的研究 ，矮秆亲本的选配以一般配合力效应较大 ，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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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力也大的亲本最优。这与余毓君和 吕德彬等(1982 9的研究结果相似 。但在实际工作 

中进行亲本选配时，要根据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灵活应用配合力分析法，这样才有助于 

强优组合的筛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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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Heterosis and Combining Abilities of 

Five Partial Dominant Dwarfing W heat 

Zhang Xiaoke Yang Tianzhang 

(Department oj Agrc~omy，N~thwesternAgriculturalUnh,efslty，Yangling，ShaanM ，7121oo) 

Abstract Heterosis analysis of 25 crosses showed that 76 ，3_00 and 48 of 

crosses had stronger heterosis as com pared with their higher parents，control Xiaoyan 5 

and control Shaan 213 respectively．The yields of semi—dwa rfing hybrid wheat was in— 

creased by II．8 ，24．86 and 8．76 in compairson with their higher parents，control 

Xiaoyan 6 and control Shaan 213 respectively．The sequanees of heterosls for three c0m— 

panent factors of grain yield waskernel numbers per spike over 1 000一kernel weight over 

spike numbers per area．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increase of kernel numbers per 

spike was one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sties for gaining higher yield of semi— 

dwa rfinghybrid wheat． For 8 characters concerned， the sequance of combining abil[一 

tiesof the dwarfing materials would be XN 0004 and XN5746 over No．7539—2 and Aiteza— 

o． 

Key vmrds dwarfing wheat，heterosis，combining ability，wheat 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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