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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酚棉亲本产量有关性状的遗传研究
刘有良　李　胄

(陕西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陕西三原 713800)

　　摘　要　应用双列杂交法研究低酚棉亲本产量性状的遗传表现。 结果表明: 陕 9702,中

13和冀 2031为一般配合力较好的优良亲本。 结合特殊配合力分析表明 ,较强杂种优势组合

是陕 9702×中 13,石 16×中 13和陕 9702×冀 2031;单株籽棉、单株皮棉、单株铃数一般配合

力和特殊配合力效应值均较高。 根据遗传力的表现 ,这些性状在低酚棉育种后代选择中应放

在早代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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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酚棉是棉酚含量在 0. 02%以下
[1 ]
,皮棉产量和品质与常规棉相当 ,以综合利用为

主的棉花新类型。由于棉酚含量的影响 ,低酚棉经济性状的遗传与常规棉不同 [ 2]。虽然国

内外对常规棉经济性状的遗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3～ 6 ] ,但所得结论对低酚棉育种指导有

限。前人对低酚棉亲代之间遗传力、遗传进度进行了研究 ,认为产量性状中衣分、籽指遗传

力高 ,单株籽棉、单株皮棉遗传进度快 ,也有人认为铃重和衣分的遗传力高 ,单株铃数遗传

进度快 [7～ 9 ]。而对一般配合力和特殊配合力研究较少。本研究选取低酚棉具有代表性的 6

个亲本及其杂交 F1代 ,就产量性状对低酚棉亲代与子代关系进行遗传分析 ,为低酚棉的

杂交育种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材料　由陕 9702,陕 D2 ,石 16,陕 9516,冀 2031和中 13组成 ,其中石 16,冀 2031和

中 13为审定通过低酚棉品种 ,经济性状表现良好 ;中 13为对照品种 ;陕 9702,陕 D2和陕

9516为本课题自选低酚棉品系 ,产量性状表现突出。这些品种 (系 )纯度较好 ,均为中熟品

种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全国低酚棉的育种水平。

根据不完全双列杂交第 4种方法 ,上述材料可组成 15个杂交组合 ,其编号见表 1.

表 1　各品种杂交组合

陕 D2 石 16 陕 9516 冀 2031 中 13

陕 9702 陕 9702×陕 D2 陕 9702×石 16 陕 9702×陕 9516 陕 9702×冀 2031 陕 9702×中 13
1 2 3 4 5

陕 D2 陕 D2×石 16 陕 D2×陕 9516 陕 D2×冀 2031 陕 D2×中 13

6 7 8 9
石 16 石 16×陕 9516 石 16×冀 2031 石 16×中 13

10 11 12
陕 9516 陕 9516×冀 2031 陕 9516×中 13

13 14
冀 2031 冀 2031×中 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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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试验于 1994年在陕西省棉花研究所进行。试验采取随机区组设计 ,单行区 ,重

复 3次。行长 4 m,行距 0. 6 m,每行留苗 18株。 10月底 1次收获 ,各行内随机取样 6株 ,

记录和测定各性状 ,分小区按性状求均值。试验管理按统一要求进行。根据杂种优势的计

算方法
[10 ]
和不完全双列杂交法

[ 11]
对试验资料进行处理 ,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品种优势的表现

　　低酚棉 F1代杂交组合的单株产量具有较强杂种优势。多数组合的产量相关性状表现

明显的对照优势和超亲优势 ,优势的变化因组合和性状而异。

表 2　低酚棉产量性状杂种优势分析 %

组
合

铃重 衣分 籽指 衣指 铃数 /株 籽棉 /株 皮棉 /株

对照
优势

超亲
优势

对照
优势

超亲
优势

对照
优势

超亲
优势

对照
优势

超亲
优势

对照
优势

超亲
优势

对照
优势

超亲
优势

对照
优势

超亲
优势

1 8. 68 - 6. 73 8. 70 - 1. 04 - 0. 62 4. 02 13. 36 0. 49 40. 45 36. 03 54. 66 29. 69 68. 10 27. 98

2 13. 45 - 2. 64 7. 50 - 2. 13 1. 45 - 1. 61 13. 54 - 2. 86 36. 21 19. 93 54. 94 29. 93 67. 77 27. 73

3 24. 65 6. 97 7. 47 - 2. 36 - 3. 40 1. 09 8. 16 - 2. 67 1. 84 - 1. 37 27. 55 6. 96 37. 64 4. 79

4 21. 85 4. 57 12. 01 1. 98 - 2. 39 - 7. 21 15. 40 - 2. 96 43. 28 9. 75 74. 03 26. 41 95. 36 31. 11

5 19. 61 2. 64 11. 09 1. 14 - 4. 46 - 4. 46 13. 54 2. 17 75. 81 70. 27 111. 34 77. 23 135. 43 79. 24

6 0. 84 1. 41 6. 16 - 2. 88 - 1. 66 - 4. 63 7. 98 - 7. 62 20. 23 5. 85 21. 34 8. 09 29. 14 4. 74

7 3. 36 2. 22 10. 42 0. 33 - 7. 89 - 3. 57 7. 98 - 4. 28 - 0. 56 8. 15 1. 86 17. 51 12. 58 18. 60

8 6. 16 0. 26 6. 69 - 2. 07 - 3. 43 - 8. 19 7. 05 - 9. 98 - 9. 05 - 30. 34 - 4. 86 - 30. 89 1. 21 - 32. 07

9 10. 36 10. 36 1. 53 - 6. 80 - 6. 23 - 6. 23 - 2. 78 - 13. 82 - 21. 78 - 21. 78 - 14. 11 - 14. 11 - 12. 80 - 12. 80

10 12. 88 11. 63 5. 32 - 4. 30 3. 12 0. 00 7. 98 - 7. 62 - 6. 65 - 17. 81 - 3. 83 - 7. 50 9. 60 - 11. 10

11 15. 13 8. 73 5. 60 - 3. 39 1. 45 - 3. 55 10. 58 - 7. 02 33. 38 2. 17 53. 87 11. 77 62. 25 8. 89

12 17. 93 17. 93 8. 53 - 0. 71 - 5. 82 - 8. 66 10. 38 - 5. 56 72. 14 51. 56 102. 49 80. 39 119. 98 78. 42

13 10. 08 3. 97 9. 89 - 0. 15 1. 76 - 3. 26 18. 36 - 0. 47 2. 26 - 21. 67 13. 95 - 17. 23 25. 06 - 16. 07

14 11. 48 10. 25 10. 59 0. 48 - 4. 46 - 4. 46 17. 99 17. 99 - 0. 56 - 0. 56 10. 55 10. 55 23. 29 23. 29

15 26. 33 19. 31 11. 32 3. 12 0. 00 - 9. 18 6. 31 - 10. 61 24. 04 - 4. 98 56. 13 13. 41 74. 06 16. 81

　　同一组合不同性状的杂种优势变化很大。由表 2可以看出 ,对照优势以皮株 /株、籽棉

/株、铃数 /株变化较大 ,铃重、衣指、衣分变化次之 ,籽指的变化较弱。超亲优势的变化表现

在皮棉 /株、籽棉 /株、铃数 /株上较为突出 ,其次为铃重和衣分 ,最后是籽指和衣指。总的来

说 ,两种优势对产量性状的变化趋势一致 ,说明与育种密切相关的对照优势同遗传密切相

关的超亲优势达到较好的统一。

同一性状不同组合杂种优势也有差异 , 7个性状的杂种优势分类比较 (表 2)显示 ,铃

重以组合冀 2031×中 13,陕 9702×陕 9516,陕 9702×冀 2031表现较为突出 ;衣分则以冀

2031×中 13,陕 9702×冀 2031,陕 9702×中 13表现较好 ;籽指以石 16×陕 9516,陕 9516

×冀 2031,石 16×冀 2031较大 ;衣指以陕 9702×陕 D2 ,陕 9516×中 13,陕 9702×中 13

较高 ;铃数 /株以陕 9702×中 13,石 16×中 13,陕 9702×冀 2031最佳 ;皮棉 /株和籽棉 /株

以陕 9702×中 13,石 16×中 13最好 ,其次为陕 9702×冀 2031,陕 9702×石 16.

7个产量性状综合分析可以看出 ,陕 9702×中 13,石 16×中 13,陕 9702×冀 2031等

组合有较强的对照优势和超亲优势 ,同时显示陕 9702,中 13,冀 2031,石 16为较好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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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亲本。

2. 2　一般配合力分析

分析结果 (表 3)表明:同一亲本不同性状的一般配合力不同 ,籽棉 /株、皮棉 /株和铃

数 /株的变幅较大 ,其余 4个性状的变幅较小。根据一般配合力效应值可以看出 ,籽棉 /株、

皮棉 /株、铃数 /株的一般配合力值相对较大 ,其次为衣分和铃重 ,籽指和衣指最小。

表 3　亲本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值

亲　本 铃重 衣分 籽指 衣指 铃数 /株 籽棉 /株 皮棉 /株

陕 9702 0. 18 0. 52 0. 03 0. 16 1. 66 8. 43 4. 34

陕 D2 - 0. 34 - 0. 67 - 0. 22 - 0. 25 - 1. 32 - 8. 24 - 2. 59

石 16 - 0. 07 - 0. 70 0. 23 - 0. 02 0. 91 2. 99 - 0. 78

陕 9516 - 0. 05 0. 25 - 0. 001 0. 12 - 1. 89 - 8. 31 - 2. 37

冀 2031 0. 11 0. 41 0. 20 0. 08 - 0. 17 0. 25 1. 02

中 13 0. 16 0. 13 - 0. 24 - 0. 09 0. 81 4. 88 0. 38

　　同一性状不同亲本一般配合力效应值变化很大 (表 3) ,将亲本相互比较得出 ,

籽棉 /株以陕 9702,中 13和石 16居参试亲本之首 ;皮棉 /株以陕 9702,冀 2031和中 13最

高 ;铃数 /株以陕 9702,中 13,石 16表现最为突出 ;衣分以陕 9702,中 13,冀 2031最好 ;铃

重以陕 9702,中 13,冀 2031最大 ;籽指和衣指均为陕 9702、冀 2031表现较好。将各性状综

合比较得出: 一般配合力表现较好的亲本有陕 9702、中 13、冀 2031;表现差的为陕 D2、

陕 9516.这同 2. 1的分析结果一致。

2. 3　特殊配合力分析

特殊配合力分析结果 (表 4)表明 ,同一组合不同性状之间籽棉 /株、皮棉 /株的效应值

较大 ,其次为铃数 /株 ,其余 4个性状的效应值较小。说明上述 3个产量性状对组合的要求

较严 ,表现在特殊配合力上对组合的变化较为敏感。 而其余 4个性状的变化相对稳定 ,对

组合的敏感性较差。因而在低酚棉育种时应根据性状 ,分别对待 ,以选出优势组合来。

表 4　组合的特殊配合力效应值

组合 铃重 衣分 籽指 衣指 铃数 /株 籽棉 /株 皮棉 /株

1 - 0. 02 0. 33 0. 33 0. 24 1. 05 4. 07 0. 57

2 - 0. 12 - 0. 07 0. 09 0. 03 - 1. 48 - 7. 09 - 1. 27

3 0. 26 - 1. 03 - 0. 15 - 0. 39 - 1. 10 - 2. 72 - 2. 41

4 0. 01 0. 44 - 0. 25 0. 03 0. 11 0. 48 - 0. 58

5 - 0. 13 0. 33 - 0. 01 0. 09 1. 42 5. 28 3. 69

6 - 0. 05 0. 64 0. 04 0. 14 0. 37 1. 08 2. 16

7 0. 02 1. 22 - 0. 33 0. 01 1. 71 7. 45 2. 25

8 - 0. 03 - 0. 78 - 0. 10 - 0. 01 - 0. 62 - 2. 81 - 2. 17

9 0. 07 - 2. 91 0. 07 - 0. 38 - 2. 50 - 9. 78 - 2. 80

10 0. 09 - 0. 57 0. 28 - 0. 23 - 0. 95 - 3. 28 0. 16

11 0. 02 - 0. 64 - 0. 08 0. 05 0. 15 0. 82 1. 54

12 0. 06 0. 63 - 0. 33 0. 12 1. 91 8. 48 - 2. 59

13 - 0. 18 0. 05 0. 18 0. 24 0. 76 2. 02 - 0. 24

14 - 0. 19 0. 42 0. 02 0. 38 - 0. 42 - 3. 47 0. 22

15 0. 19 0. 52 0. 25 - 0. 21 - 0. 41 - 0. 51 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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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同一性状不同组合进行分析得出: 籽棉 /株的优势组合为石 16×中 13,陕 D3×陕

9516,陕 9702×中 13;皮棉 /株优势组合为陕 9702×中 13,陕 D2×石 16,陕 D2×陕 9516;

铃数 /株的优势组合为石 16×中 13,陕 D2×陕 9516,陕 9702×中 13.

2. 4　遗传力

低酚棉由于棉酚含量极低 ,遗传力的大小与常规高酚棉不同 ,其遗传及育种与常规高

酚棉有区别。

由表 5可知 ,低酚棉产量性状广义遗传力大小依次为籽棉 /株、铃数 /株、皮棉 /株、衣

指、籽指、衣分、铃重 ;狭义遗传力以籽棉 /株、皮棉 /株、铃数 /株的遗传力较强 ,其次为铃重

和籽指 ,衣分和衣指的遗传力最弱。因而低酚棉育种后代处理过程对籽棉 /株、皮棉 /株、铃

数 /株早代选择有效 ,衣分和衣指晚代选择效果较好。

表 5　产量性状的遗传力 %

遗传力 铃重 衣分 籽指 衣指 铃数 /株 籽棉 /株 皮棉 /株

广义遗传力 68. 56 71. 17 74. 25 77. 54 89. 87 90. 41 89. 36

狭义遗传力 63. 48 50. 52 60. 82 54. 50 77. 68 81. 56 80. 09

3　讨　论

杂种优势在低酚棉育种上的应用应注意亲本的选择及组合的配置 ,主要参考亲本一

般配合力和组合特殊配合力。要充分发挥陕 9702,中 13,石 16和冀 2031等优势亲本的作

用。对陕 9702×中 13,石 16×中 13和陕 9702×冀 2031等组合 ,继续进行产量性状测试 ,

希望早日选出优良品系来。

低酚棉是一种棉酚含量极低的以综合利用为主的棉花新类型 ,它的性状形成以及遗

传规律与常规棉 (高酚棉 )不同
[ 2]
。为了避免育种上的盲目性 ,对低酚棉的亲本选配、后代

处理等育种过程应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 认为低酚棉产量性状的遗传应由亲代产生的子

代进行研究 ,然后由子代的表现及配合力的高低预测亲本的优劣及组合的好坏。由亲本的

当代表现预测其优劣有局限性。 此外低酚棉单株籽棉和单株皮棉等性状应直接在早代选

择效果较好 ,这和前人只重视衣分、铃重等性状的早代选择有所不同。关于遗传力的研究

除衣分和铃重外 ,其余性状的广义遗传力与前人结果基本一致 [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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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s Heredity of Yield Cha racters in Glandless Co tton

Liu Youliang　 Li Zhou

( Shaan xi Cotton Research Inst itute, Sanyuan , Shaan xi 7138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diallel cross, the h eredi ty of yield characters in g landless

cot ton w as studies. Th e results show ed that the parents wi th high general combining a-

bi li ty were Shaan 9702, Zhong 13 and Ji2031. The specific combining ability analysis

show ed that the combinations wi th high hetero sis w ere Shaan 9702× Zhong 13, Shi 16×

Zhong 13 and Shaan 9702× Ji 2031. The cha racters wi th bo th high general combining a-

bi li ty and speci fic combining abi li ty w ere seedcot ton /plant , lint yield /plant and bol l

numbers /plant, and when heri tabi li ty considered, the characters should be selected early

in g landless co t ton breeding .

Key words　 g landless co t ton, yield cha racter , hetero sis, combining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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