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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不同生态类型品种穗分化杂种优势研究 

，塞圭： 银岗，奚亚军，刘曙东，何蓓如 s ． ． 
(西北农业大学农学系t陕西扬瞳 712100) 

[摘 要] 对 6个不同生态类型小 麦品种及其完全双列杂交 F 幼穗分化特点和穗分化 

杂种优势的研究表明t杂种幼穗分化各主要时期普遍存在杂种优势 不同生 态类 型组配方式 

的杂种穗分化优势不 同 穗分化杂种优势与产量杂种优势具有一定相关关系；黄淮麦区杂交 

小麦最佳生态组配方式为春性品种×冬性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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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杂种优势的利用经过几十年的研究 已取得 了很大的进展 ，但至今仍未能大面积 

生产应用，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强优势组合的选配。许多学者在杂交小麦的亲本选配方 

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 ，为杂交小麦强优势组合的选配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技 

术手段。但从幼穗分化这一深刻刻化小麦品种生态类型，并与小麦产量因素构成及最终产 

量密切相关的角度反映杂交小麦的亲本选配，尚缺少系统的研究报道。本研究从幼穗分化 

角度，反映不同生态类型品种产量结构和穗部性状形成的差异及其与杂种优势的关系 ，探 

索黄淮麦区杂交小麦亲本选配的生态类型适宜组合方式 ，为杂交小麦 的亲本选配提供依 

据。 

l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1 995～1997年种植于西北农业大学教学实验农场 。试验选用安农 84351(强 

冬性)、小偃 107(冬性)、丰产 3号(弱冬性)、阿勃(弱冬性)、绵阳 8745(弱春性)、TB一902 

(春性)共 6个不同生态类型的亲本，采用 6×6完全双列杂交，36个材料采用随机区组设 

计。3次重复，4行区，小区面积 1．667 m 。 

从播种后 2O d至小麦抽穗 ，每隔 3～5 d(冬前 5 d，冬后 3 d)取样 1次，各组合随机取 

样 5株，剥主茎生长锥置解剖镜下观察，按众数确定幼穗分化时期 ]。在小麦成熟收获前， 

调查单株穗数、单穗粒数、穗长、有效小穗数 ；收获后小区计产，并调查千粒质量 。 

以双亲平均值(MP)、高值亲本值 (HP)为基础数分别计算杂种优势率和超亲优势率 ： 

杂种优势率( )： ×1oo 超亲优势率( )： ×1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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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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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亲本的穗分化类型 

选用的 6个不同生态类型的亲本品种，在幼穗分化进程上存在明显差异(表 1)。从播 

种到生长锥伸长的时间 ，随品种冬性程度逐渐增强而增大，冬性越强 ，穗分化起始越迟。伸 

长期的持续时间冬性和过渡型明显长于春性品种(表 2)。 

表 】 不同生态类型品种穗分化持续时间 d 

类 嚣
／
骺
d

伸
／ d
期 单蝴

／d ／d 筹簿 

单棱期和二棱期是不同类型品种差异最大的时期 单棱期持续时问冬性品种最长(平 

均为 76 d)，过渡型次之(平均为 66 d)，而春性品种只持续很短时间(平均 18 d)就进入二 

棱期。而二棱期刚好相反，随品种冬性增强 ，持续期明显变短。 

二棱期完成 以后，各类型品种都很快完成 以后各分化期(表 1，2)，护颖分化期和小花 

分化期各类型品种间差异很小；雌雄蕊分化至药隔分化期完成，春性品种长于冬性和过渡 

类型品种．而幼穗分化总时间各类型间差异较小。但单棱期和二棱期的总时间有明显差 

异，春性品种最 长(平均为 119 d)，过渡型次之 (平均为 93 d)，冬性品种最 短(平均 为 

89．5 d)。由以上分析可见，品种的穗分化差异与品种生态类型有明显对应关系，可以以穗 

分化差异反映生态类型差异，特别是单棱期和二棱期可以作为描述品种冬春性的一个发 

育指标。根据品种穗分化差异，把 6个亲本按生态类型分为 3大类(表 2)。 

2．2 杂种的穗分化类型 

根据杂种穗分化单棱期 、二棱期长短，可将 30个杂种分为 4类 (表 3)：①单棱期 长 

(平均为 73．8 d)，二棱期短(平均为 15．2 d)；②单棱期长(平均为 67 d)，二棱期较短(平均 

为 22．5 d)；③单棱期较短(平均为 30．9 d)，二棱期长(平均为 83．3 d)；④单棱期非常短 

(平均为 7 d)，二棱期特别长(平均为 108．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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疰 ：过 指过 攫型 品种 ·眷指 鲁性 品种 }冬指 冬性 品种 。下表 同 

由表 2和表 3可见，相同类型亲本间杂交 ，杂种的穗分化进程与亲本类型分化进程基 

本一致 }不同类型亲本闻杂交 ，杂种的穗分化进程介于两亲本之闻，但倾向于春性较强(或 

冬性较弱)的亲本 杂种闻穗分化差异主要表现在单棱期和二棱期，分化起始时间、伸长期 

及护颖一药隔分化等也有一些差异 ，分化总时间无 明显差异。 

2．3 穗分化各时期的杂种优势 

不同生态类型品种间杂交，杂种各分化时期的杂种优势表现不一(表 4)。伸长期杂种 

优势 以“冬性×过渡 正向优势最大，“过渡×春性”和“冬性×春性”都表现很强的负向优 

势 ；单棱期。过渡×春性”和“冬性 ×春性”表现很强的负向优势；二棱期 以。过渡×春性”、 

。冬性 ×春 性 正 向优 势 最 大，“冬性 ×过渡”负 向优 势 最 大；护颖一药 隔 分 化 期 以 

。过渡×过渡 正 向优势 最大，。冬性 ×过渡 ”次 之。各 期超 亲优 势多 为 负 向优 势，以 

“冬性×春性”、。过渡×春性 类型各期的负向超亲优势最明显 。综合 6种组配方式各期杂 

种优势及超亲优势 ，优势最强的(包括正、负优势)是“过渡 ×春性”和“冬性×春性 杂交组 

配类型。 

由表 4还可看 出，各类杂种伸长期、单棱期的总平均优势都为负值，反映出杂种在生 

育前期普遍表现有明显的早发育性{二棱期和以后各期都表现正向优势，有利于穗部性状 

的形成；分化总时闻也表现为负向优势，穗分化结束早，有利于杂种后期灌浆成熟，产生穗 

质量优势。 

表 4 不同组配方式杂种的穗分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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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穗分化杂种优势与产量杂种优势的关系 

由表 5可见，产量杂种优势与穗分化杂种优势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不同分化类型的 

亲本间杂交，由于穗分化各主要时期优势明显，产量杂种优势也比较大。其中“冬性 ×春 

性”类型杂种的伸长期和单棱期表现负向优势．二棱期的正向优势很大，杂种的小穗分化 

时间明显高于双亲平均值 ．易成大穗，所 ．最终产量杂种优势最大。“过渡×春性”杂种各 

期优势趋势同“冬性×春性”类型，二棱期的正向优势和伸长期、单棱期的负向优势也都特 

别大，但杂种前期分化发育时间太短，影响了植株的分蘖 ，成穗率低 ，影响了最终产量 ，所 

以，杂种优势远远小于“冬性 ×春性”类型杂种。可见．前期的负 向优势并不是越大越好。 

冬性×过渡”类型杂种的产量优势仅次于“冬性×春性”类型，但穗分化优势与前两类明 

显不 同，伸长期和单棱期表现为正 向优势，二棱期却表现为负 向优势。这说明该类型杂种 

主要是通过增强前期分蘖优势，提高成穗率和群体穗数来影响最终产量优势 

表 5 不 同组配方式的穗分化杂种优势与产量杂种优势 

同类型亲本间杂交，“冬性×冬性”、“过渡×过渡”杂种的穗分化优势和产量优势都很 

低，但“春性×春性”类型有一定的杂种优势 “春性×春性”杂种的二棱期具正向优势 ，前 

期负 向优势大，表明春性明显强于双亲平均值，产量优势也是通过大穗途径产生的。 

3 结论 与讨论 

1)小麦品种的不 同生态类型实质上是小麦品种对温光反应的不同要求，特别是幼穗 

分化发育过程 中对温光反应的不 同要求。多数研究认为 ]，小麦的春化反应和光周期反 

应都是在小麦幼穗分化发育过程 中完成的，因此，幼穗分化类型及差异是准确评价小麦品 

种生态类型的最好方法 。在生产应用上传统的划分小麦生态类型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小麦 

苗期 ，特别是越冬前后植株的形态特点来判断品种的冬春性，虽然直接方便，但并不准确 。 

2)小麦杂种幼穗分化各分化期普遍存在杂种优势。不同生态类型组配方式杂种穗分 

化优势不同。其 中以“冬’性×春性”和“过渡 ×春性”杂交组配类型优势最强(包括正、负优 

势)。穗分化杂种优势与产量杂种优势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不同分化类型亲本问杂交， 

穗分化各主要时期优势明显，产量杂种优势也比较高。 

3)穗分化优势、产量优势分析都表明，不同生态类型品种间杂交 ，其 F 的杂种优势都 

比同类型品种间杂种高。其中以“冬性×春性”最高 ，“过渡×春性”次之。结台黄淮麦区杂 

交种的适宜生态类型，可 以认为 ，黄淮麦区杂交小麦最佳生态类 型组配方式为“春性×冬 

性”。该类杂种在穗分化特点上接近春·性亲本，冬前进入二棱期，二棱期持续时问长，易成 

大穗，且早熟，但其伸长期和单棱期又比春性亲本增长，分蘖成穗提高；同时，抗寒性受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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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亲本影响，越冬性好。因此，这种组配方式可以协调“穗、粒、质量”的关系，选出“大穗、多 

穗、抗寒 、早熟”的优 良杂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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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heterosis of spike differentiation 

in different wheat eeotype varieties 

MA Ling—jian，SONG Xi—yue，HU Yin—gang， 

XI Ya—jan，LIU Shu—dong，HE Pei—ru 

‘m  nn n￡of Agr~omy．Nwch esc m Ag⋯ h Ⅱi University，YangHng，ShaanM 712100、China) 

Abstract：In the study，six different ecotype varieties of comm on wheat and F1 de— 

rived from 6× 6 com plete diallel crossing system were selected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heterosis of spike differentia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eterosis 

existed in most key spike differentiatiDn phases and varied with different ecotype vari— 

eties．Heterosis of spike differentia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eterosis of hybrid 

yield．Finally，the author concluded that it was the best way to produce strong heterosis 

combination by selecting the m ode of “Spring wheat × W inter wheat’’in Huanghuai 

W inter W heat Region． 

Key words：wheat；ecotype；spike differentiation；heterosis；selection of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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