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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番茄品种模式化选育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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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30个加工番茄品种(系)为试材，对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生育期性状、形态性 

状进行了典型相关分析；针对新疆自治区的生态条件，栽培技术和品种资源现状，提出了加工 

番茄早熟和丰产品种的模式；并对早熟 

关键词 加工苎堑典型相关分析 
中国分类号 竺 ： 

期因子和形态性状进行了优化。 

州乞忭 

番茄(Lycoperslcon escutentum Mil1)的加工品种在番茄的生产和消费中占有重要地 

位，有些国家如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对加工番茄的需要甚至超过鲜食番茄[ 。 

早熟、丰产是加工番茄的重要育种目标。早熟品种不但可以避免生长后期不利气候条件如 

高温、多雨等的影响，并且可使番茄加工厂提早开始生产，执而使其生产的集中性和季节 

性得到适当的缓解，并提高了机械设备的利用率。丰产品种可以在一定的生态环境和栽培 

技术条件下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每一育种目标是多种性状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各性状 

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为了使各性状的互作处于最佳的组合状态， 

Donald最早提出了“理想株型(Ideotype)”的概念 ]。其后人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使其理 

论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 ]。周化榜等口 的研究无疑更进了一步，他提出了“品种模式化 

选育”的概念，并在小麦高产品种选育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蔬菜作物上有关这方面的 

研究甚少 。本研究将模式化选育的理论最先应用到加工番茄上，以期为加工番茄的品种 

选育提供理论依据。 

i 材料和方法 

试验于 1994~1996年在新疆农业科学院试验农场进行，1995 1 996年对第一年度 

的材料进行了优选t共得到30个品科(系)，其中大多数为新疆推广种植的品种(系)，所以 

选材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试验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3次重复，株行距为 35 cm×65 cm，每小区30株。每小 

区随机观察 10株，记载 23个农艺性状。除早期产量(EY)和总产量(TY)外，其余性状根 

据生物学意义分为以下 4组：生育期因子组(GPFG)包括出苗期(z )、四叶期( )、现蕾期 

( a)、开花期( )、座果期( s)、绿熟期( )、转色期( )和红熟期( 。)；形态性状组 

(MCG)包括始花节位( 。)、第一花序花数( 。)、每花序花数( )、花序间隔叶数( 。)、第 
一 ：芘序果数( ：s)、每花序果数(z t)、封顶节数( )、株高( )和株幅( )；早期产量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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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组(EYCG)包括早期单株采果数( )和早期均果重( )；总产量构成因素组(TY— 

C．G)包括单株采果数(z )和均果重( ! )。 

典型相关分析采用西北农业大学计算机中 ~{ANALYST》软件包中典型相关程序， 

在FAcOM 340S计算机终端实现；育种目标及有关性状的优化分析，采用BAsIc语言程 

序，在 386微机上完成。 

2 结果与分析 

2．1 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生育期性状、形态性状的典型相关分析 

从典型相关分析结果(表 1)可以看出，早期产量与早期产量构成因素组和生育期性 

状组之间，总产量与总产量构成因素组之间，早期产量构成因素组与生育期因素组之间， 

总产量构成因素组与形态性状组之问，生育期因素组与形态性状组之间的典型相关系数 

都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这说明产量是产量构成因素、形态性状、生育期因素综台作用的 

结果，这些性状之间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但从决定系数看，以产量构成因素对产量的决 

定系数最大，引起产量的变异最大，这表明对产量起决定作用的是产量构成因素。 

表1 产量爱其构成因素、生育期性状、形态性状的典型相关分析 

2．2 早熟、丰产品种模式的理想设计 

参照国内外近年来选育的加工番茄新品种的早熟和丰产水平，现假定今后早熟、丰产 

的育种目标为：早期产量18 000~22 500 kg／hm ，总产量82 5o0～90 000 kg／hm。．根据 

本试验的株行距，参考新疆自治区加工番茄的一般栽培密度，选定 45 000株／hm 作为适 

宜的种植密度 ，即株行距为35 em×65 cm． 

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同一基因型的不同植株生产能力差异不大。这样上面假定的早 

熟和丰产育种目标又可描述为：早期产量 400~500 g／株，总产量为1 800~2 000 g／株。 

2．2．1 总产量构成因素的优化 前已述及，产量构成因素(单株采果数和均果重)是产量 

最直接、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且产量构成因素问存在极显著的负相关(r一--0．830一)。因 

此应考虑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产量形成的影响 逐步回归分析表明，单株产量与其构成因素 

的关系可用下列方程来描述(R一0．99851一) 

y盯一 一1．59567x 一 0．42287x2】一 1．00864x2o + 53．5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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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函数：1 800≤Y ≤2000 

约束条件：1 2≤ 。≤36 

5O≤ 21≤1 28 

：。， 的值域均在供试材料的变幅之内，其步长根据它们的变异系数分别取 1和 5 

在上述约束条件下，共解出36个不同产量结构组合。对它们的评价方法是： 

令 一 —(X__；-- Xy
，这里 一2，自由度为 1'查表知 los,l=3．84 

表2 l1十产量较高的产量结构组台 

凡X2<《。s的组台·说明产量构成因素和供试材料均值的差异未达5 显著水平，在 

育种实践中易于实现。在36个组合中，有22个组合的,Z2<z；o5，在这22个组合中又有11 

个组合的产量较高(大于 1 900 g／株)(表 2) 取这 11个组合产量构成因素的平均值作为 

丰产品种产量结构的基本单位，Xi--si即可作为这一产量水平下产量构成因索的理想取 

值 即： 

x2o土 2。 2：±s2】 土 

28．45+ 4．89 70．00+I2．85 1951
． 55±27．24 

约为： 24~33个／株 57～83 g／个 1 924~1979 g／株 

2—2·2 早期产量构成因素的优化 早期产量与其构成因素的关系可用下列方程来描述 

( 一0．98766一 ) 

yⅡ一一5—65928xl8一O．04201x】9+ 1．08082xl8XI9+3．92288 

目标函数t400≤y ≤500 

约束条件： 1≤ ≤8 

55≤zi，≤1 05 

丑s曲s的值域均在供试材料的变幅内，其步长根据它们的变异系数分别取1和5． 

按总产量构成因素的评价方法，得出早期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取值范围为： 

xl8土 ：8 I9--s】g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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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士 0．8Z 75．OO± 7．07 448．55± 32．12 

约为： 5～7个／株 68~82 g／个 416～481 g／株 

从上面的分析发现，早期产量水平下的果重与总产量水平下的果重稍有差异，现取其 

交集 68~82 g／个作为果重最理想的设计。 

2．3 生育期和形态性状的优化 

2．3．1 丰产品种的生育期和形态性状的优化 逐步回归分析表明，总产量与生育期和形 

态性状的关系以下式的复相关系数最大(R=0．86738～)，所包含的信息最多。因此以该 

模型对出苗期( )、第一花序花数( 。)、花序间隔叶数( )、每花序果数( )进行优化。 

Yrr一 138．20091x1+ 198．583227x1o4-338．71606x124- 195．48923xl‘一 1532．48657 

目标函数：1924≤ ≤1979 

约束条件：5．00≤而≤7．o0 

3．50≤ 1。≤6．50 

1．40≤丑：≤1．76 

3．50≤ 1 ≤6．12 

z ，z z X 。的值域均在供试材料的变幅内，其步长根据它们的变异系数分别取 

1．0，0．5，0．2和 0．5． 

采用同样的方法，得出丰产品种对应的生育期性状和形态性状的取值范围为： 

出 苗 期：6．25+0．79 约为：5～7 

第一花序花数：5．1 5±0．73 4～6 

花序间隔叶数：1．41-4-0．10 1～2 

每 花 序 果 数：5．154-0．73 4～6 

2．3．2 早熟品种的生育期和形态性状的优化 在上述早期产量的取值范围内，经逐步回 

归得到早期产量与生育期和形态性状的相关关系式如下： 

y =一 35．10229xs一65．07603xu--237．96875x】24-4423．82422 (R一0．90644一 ) 

y = 一35．10655xB一273．4511 7xl2—68．56889xl{4-4421．90234 (R一0．919975一 ) 

ze(红熟期)、 (每花序花数)、 (花序间隔叶数)、 (每花序果数)的约束条件分别 

为其在供试材料的变幅内。即93．0≤zs≤105．3，4．80≤ ≤6．92，1．40≤ 2≤1．76，3．50 

≤ ≤6．12．其步长根据它们的变异系数分别取 1．0，0．5，0．2和 0．5． 

经计算机求解后，采有同样的评价方法，得出早熟品种相对的形态和生育期性状的取 

值范围为： 

红 熟 期：93．504-0．70 约为：93～94 

每 花 序 花 数：5．20±0．39 5～6 

花序间隔叶数：1．52士0．06 1～2 

每 花 序 果 数：3 854-0．39 3～4 

3 讨 论 ， 

以往的育种实践中，虽未提出模式化选育，但在育种设计时，其育种 目标中已有一个 

将来育出新品种的大体轮廓。这一方面说明了设计模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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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地设计模式．以指导品种选育．从而使育种工作摆脱盲 目性，增加科学性的问题。 

本研究表明，早熟、丰产品种的产量和其构成因素及形态、生育期性状之阔都存在一 

定的相关关系，各类性状综合胁调发展是产量和熟性进一步提高的保证，也是模式化育种 

的中心内容。弄清影响产量和熟性的所有性状因素、它们之间的固有关系以及这些性状对 

产量和熟性的影晌程度和性质是模式化育种的关键。并且品种的理想模式是“动态的 和 

“无限的竹[ ，因此在实践应用中应不断地对现有的模式进行验证和校正．使其更加完善和 

更具实用价值。另外在进行早熟、丰产品种模式化选育时还应兼顾到抗逆、优质等其它育 

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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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hivar Model Breeding for Processing Tomato 

(Lycopersicon esculentum Mil1) 

W ang Yongfei W ang Ming W ang Deyuan Wang 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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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earliness and high yield breeding 

of processing tomato，30 cul rivars(breeding lines)were used to study the canonical eor— 

relation among early yield，total yield，yield components，growing period factors and moT- 

phologieal characters．Based on the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according to eco— 

logical condition，cultivation technique and germplasms of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the cuhivar model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earliness and high total yield was made．The 

growing period factors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of early maturity and high yield 

cultivars were optimized． 

Key words processing tomato，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cultivar mode1 breed—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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