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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小麦品种试验小 区各行实际产量与行的对应关系进行曲线拟合，获得评估 

小区边际效应的模拟曲线声程，根据方程对整个小区的边际效应进行评估a甩这种方法可极 

大地提高试验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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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品种试验是以鉴定新品种(系)的适应性和产量性状为主的田间小区试验 ，以便 

评价其利用价值，其结果是推荐新品种(系)参加上一级试验或品种审定的主要依据 试验 

按统一方案设计，为便于田问操作必须在小 区间和区组间留一定距离的走道 ，这样使小区 

边际效应更为明显。陈佩玺等0 、龚德平等 ]、樊景胜 、张桂华等 、逢焕成 、王子平 

等[ 对水稻、小麦、大麦、玉米等的小区边际效应进行了研究和报道，表明试验小区边际效 

应的存在及不同品系具有各 自不同的边际效应 ，品种在生产上的实际产量水平，由于种植 

面积较大，边际效应几乎等于零。可见品比试验中小 区边际效应的存在及差异 ，必然影响 

到各品系在产量结果中的排名，使试验准确度降低 由于上述有关小区边际效应的研究仅 

考察 了小区边 I行和边 2行，不能准确估测整个小区的边际效应 ，因而不可能对试验结果 

作出准确的、客观的评价，这是目前此类研究存在的一太缺陷。探索船决这些问题，正是本 

研究的目的 

1 材料和方法 

1．I 材 料 

试验材料为 l 997～1998年黄淮南片区试春水组西北农业大学试验点的 11个稳定纯 

合的参试品系，参试品系的部分农艺性状见表 1。 

1．2 种植及收获方法 

本试验采 用随机 区组排列，3次重复 ，小 区行长 5．7 m，行距 0．23 m，11行 区，株距 

0．5 cm，每行 1 140粒，小区问空 1行 于 1 997年 1o月 18日播种(比正常晚播 10 d)，人 

工开沟，带尺点播 本试验出苗齐，后期无倒伏现象，成熟时按行分株单独收获，单行单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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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产量以 g／株计算。 

1．3 模拟曲线的检验方法 
由模拟曲线方程求得各行理论产量 ，并对其进行 F检验，从而确定曲线方程的可信 

度 

表 1 参试品系部分农艺性状 

2 结果与分析 

2．1 产■与行次的关系 
表 2给出了各行的实际产量，以边 1行为第 1行，其余依次类推。尽管各材料产量水 

平各不相同，但产量与行次的关系表现一致的变化趋势：随着行次的增加 ，产量逐渐减少 

并趋近于某一值 X 为该材料的无边际效应产量，它表明了该材料在试验环境下的真 

正产量潜力，为品种的审定和推广提供 了切实可靠的依据。如将 X。从各行产量中扣除， 

则剩余产量(x 一 )与行次的关系反映了边际效应的行次变化情况。 

表 2 试验材料各行单株平均产■(x．) g’株 

2．2 曲线的模拟与验证 

2．2．1 模拟 某一行剩余产量与该行产量的比值(x．一X。)／x”意味着边际效应在实际 

产量 中所占的份额。可以设想随着行次的继续增大，(x —X。)／xl将趋近于零 ，而其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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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1，这种变化情况与曲线 y 一e～ 为正值)的变化非常相似，王子平等 在水稻上有 

报道 ．经试验在小麦上不适应。为 ，增加模 型的适应性．本研究用 Y =Ae～进行拟合 ，对 

于 Y 一 ( ．一X。)／X 一1一( ／X )一Ae～ ．设 6口一in A．b1一 一口，Z 一In (1一 ( o／X ))． 

则模型变为Z．一6o+6 。把搜索法和线性回归法结台起来估计模型中的 。，A和 ，然后通 

过统计检验的方法确定拟合的可行性。 

2．2．2 检验 通过上述方法可估计出拟合方程 X．=Xo／(1--Ae～ )的各行估计产量 

( 1，2，⋯⋯6)，另外还可算出当Z =in(1一 ／X )(其中 。为估计的无边际效应产量) 

时，用 Z = +6 i拟台数据时的 F检验值。用 F检验来判定拟合 的显著程度。由于 Z = 

6o+6 i对数据的拟台程度高，由此算得的 X=X ／(1--Ae～)对数据拟合程度也是高的。 

表 3列出了由表 2数据计算得到的结果 。 

表 3 拟台结果及检验 

往 ± 0s(1—4) 7 71} 0 L(1t 4) 21 20I 襄 检 验显 看 t* 襄 币 柱验极 显 著 o 

2．3 小区边际效应的扣除 

已知 各 品系的无边际 效应产 量 ‰ ，则 整个小 区的边际效 应率6 一 (1一 (nx。)／ 

n  

(2．5X ))×100，表 4给出了不同材料的无边际效应产量和边际效应率。由表 4可见，小区 

平均单株 的实际产量与边际效应率无明显的相关性，个别品种在没有扣除边际效应时比 

CK (豫麦 18)和 CK。(陕 229)增产．当扣除边际效应后，比CK减产 由此可见，小 区试验 

中扣除边际效应是非常必要的，这样 ，本研究方法就较好地解决了小 区边际效应的扣除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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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从表 4可见 ，小麦区域试验边际效应在实际产量中所 占的份额为 7．41 ～07．08 ， 

平均为 14．95 ，‘这远大于审定一个新品种的要求 ，这种边际效应实质上是小区产量优势 

或品种产量潜力。边际效应估计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各个材料产量的高低及名次的排 

列 ，影响到材料的审定及在生产上的利用价值，尤其是目前品种改 良在产量性状上尚未取 

得突破性进展，解决边际效应问题将显得更加重要 。 

本研究提供了正确而简便的估计边际效应的途径，通过科学搜索法求得xo，然后求 

得边际效应值，解决 了小区试验中边际效应的扣除问题。同时，通过小区无边际效应值 

凰 ，可 以反映该品系在大田生产上的产量水平，因为大面积生产 中，边际效应 已无足轻 

重。几乎不存在边际效应的大田生产上品系的产量水平，是评价品系生产价值最重要的实 

际依据。 

由于不同品系的边际效应不同，可以更深的研究品系性状与边际效应的关系，从而得 

到实际产量高、边际效应低的材料，指导育种中高代品系的决选，从根本上提高单位面积 

产量；对于边际效应高的材料，可以在间作套种中充分发挥其产量潜力，同样达到了提高 

产量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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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arginal effect of wheat experimental plot 

LI Xue—jun ，LIU Ying—zhou。，WANG Hui 

(1 Depamraent ofAgronomy；2 Departm~t of Basic SciencrtNorthwestern 

^g九 m¨  抽 ⋯  ，Ya． ingtShaanxi．7121o0 China) 

Abstract：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yield and rows in the wheat experi— 

mental plot has been simulated in this research，and the function of simulated curve has 

been obtained．M arginal effect can be evaluated by the function．The accuracy of experi— 

mental results will be greatly increased if this method can be adopted． 

Key words：wheat；marginal effect；simulation curve function 

西北农业大学农业部重点开放实验室 

通过 1999年 中期评估 

西北农业大学 4个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全部通过 1999年农业部中期评估，其中农业水 

土工程重点开放实验室被评为优秀类实验室，作物病虫综合治理与系统学重点开放实验 

室、家畜生殖内分泌与胚胎工程重点开放实验室和旱地农业重点开放实验室被评为良好 

类实验室。1999年全国共有 85个重点开放实验室参加了农业部中期评估，其中l 5个实 

验室被评为优秀类，56个实验室被评为良好类，l4个实验室为较差类。这次评估结果将作 

为 2001年农业部第4轮重点开放实验室重新命名、学科布局调整以及推荐参加国家重点 

实验室评佶的参考依据 

农业水土工程重点开放实验室 1996年经农业部评审批准成立，并向国内开放。实验 

室下设农田灌溉、农业水资源、水土保持 、农 田水利工程等 4个研究室和 1个灌溉试验站 。 

实验室由博士生导师康绍忠教授任主任。目前实验室有研究人员22名，技术人员 7名，管 

理人员 2名。作物病虫综合治理与系统学重点开放实验室是我国西北地区目前唯一的植 

物保护一级学科重点实验室，1996年 7月由农业部批准开放 ，下设昆虫系统学、昆虫生态 

与综合治理、昆虫生理生化与毒理、农药学、植物病毒、植物免疫、真菌系统学、土传病害8 

个研究室。实验室由著名昆虫学家、国家级优秀教师、博士生导师袁锋教授任主任，目前实 

验室有教授级研究人员l1人，副教授级研究人员10人，其他研究人员20人 家畜生殖内 

分泌与胚胎工程重点开放实验室1992年经农业部评估命名并向国内开放。实验室由博士 

生导师窦忠英教授任主任。实验室现有高级研究人员 9名，中级 4名，初级及技术人员7 

名。旱地农业重点实验室 1996年4月通过农业部评估验收，并正式向国内外开放。实验 

室下设旱地农业、旱区地域资源与环境生态、旱地作物水分生理及抗性、旱区节水灌溉与 

调控、干旱胁迫下作物营养与调控、农村能源与利用、情报资料 7个研究室，实验室 由博士 

生导师贾志宽教授任主任。目前实验室有研究人员 23人，技术人员 14人，管理人员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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