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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米用通径分析法
，

对单株茎数
、

株高
、

袂重
、

大 中薯块数等与产量的相关泉数

进行 了分析
。

结果表明
，

在所分析的几个性状 中
，
以大中薯块数和主窦欺对产量的

形成起作用较大
。

它们对产量的决定度分别是 ��
�

��和 ��
�

��
。

各性状对产量的形

成
，

除 自身的直接作用外
，

还包括通过其它性状的间接作用
，

甚至有的性状则完全

是通过影响其它性状而对产量形成起作用的
。

从相关系数土看
，

各性状的相 关性都

达到 显著或极 显著水平
。

出苗期与其它性状之间均呈机 显著 负相 关
。

关键词 马铃薯
，

性状
，

产量
，

通径分析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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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 材料与方法

马铃薯的产量是建立在其它植株性状及

环境条件的基础之上的
。

因此
，

产童的高低

与这些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

反之
，

各因素

对产堂形成的作府大小及主次也有所不同
。

甚至有的因素对产量的影响是通过其他因素

而间接地起作用的
，

如植株秧重就是如此
。

在

不同的品系材料中
，

由于某些植物学性状之

间的差别
，

而表现出了产量
�

卜的差别
。

因而

可以在相同的条件下
，

根据植株的表现来进

行育种材料的筛选
。

然而各性状之问又存在

着相互促进
、

相互依赖
、

相互协调或者相互

制约的关系
。

只有明确这些关系
，

才能更好

地把握和运用各性状的特点
。

本文试根据马

铃薯品系试验中的结果
，

采用通径分析法来

探讨几个植物性状与产量之间的关系
。

收稿 卜�期
� ����一��一��

试验材料为 �� 个分别连续种植选择 �

代以
�

匕的无性系
。

田间随机区组排列
，

重复

�次
。

每 小 区种植 �� 株
，

株行距 ���� 只

����
。

收获时每区取样 �� 株
，

分别调查每株

主茎数 ��
�
�

、

株高 �� ��
、

秧重 ����
、

大中

薯块数 ��
��

、

小区产量 ��� 及 出苗天数

��
�� �表 ��

。

计算了各性状之����及其与产量

间的相关系数
，
并采用 ������ ��� 法对其进行

通径分析
。

� 结果与分析

弓
�

� 各性状间的相关程度

在所列举的几个性状之�����
，

除单
�

株主茎

数与株高间的相关系数未达到极显著水平

外
，

其余都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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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性状调查结果

品系序号 主茎数 株高 �七示� 秧重 ���� 出苗期 ��� 大中替数 小区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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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

单株主茎数与秧重
、

大中薯块数
、

产

里等相关十分密切
，
单株大中薯数与秧重及

产量等相关也十分密切
。

值得注意的是
，

出

苗天数与其他所有因素之间都呈极显著负相

关
。

由此可见
，

出苗越晚对植株生长及产童

的形成影响也越大
。

因此
，

在选择育种材料

时应选择出苗早的株系
。

表 � 各性状之间相 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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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
�

� 各性状与产量的通径分析

除出苗期外
，

本文对其它性状与产童之

�’���的相关系数进行了通径分析 �见图�
。

从图

中可以看出
，

对产量的通径系数最大的是大

相 关因素及通径 系数图

中薯块数 ����
，

其次是单株主茎数 ��
，
�

。

��

与 ��

问的相关系数也最高
。

说明在一定程度

卜主茎数多
，

单株大中薯数量也多
。

通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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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最小的是单株秧重
，

为
一

�
�

�� �
。

似乎是植株

茎叶越重
，

对产量形成所起的作用越小
。

但

从表 �中可以
一

看出
，

植株秧重与
一

产童的相关

系数为 �
�

���
，

达极显著水平
。

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现象呢�通过对通径系数进行分析 �表

�� 可以看出
，

各性状对产量形成所起的作用

除其直接效应外
，
还包括它通过其它性状的

间接效应
。

表 �中各性状的直接与问接通径

系数的总和
，

就是它们对产里的相关系数
。

由

此可见
，

每一个性状与产量之问相关性
，

除

其 自身的直接效应外
，

还包括它通过其它性

状的间接效应
。

每个性状通过不同性状的间

接效应值不同
，

即使两个性状问的相互间接

效应值也不同
。

例如
，
� �

通过 �。 的间接效应

值为 �
�

��，，

而 ��

通过 ��

的问接效应值则

为 �� ��，。

甚至
一

有的性状则完全是通过其他

性状而问接地作用于产量的
，

如植株秧重就

是如此
。

它对产量的直接通径系数为负值
，
����

它与产量之间则呈极显著的正相关
，

其主要

原因是
，

它的作用完全是通过单株大中薯块

数
、

主茎数及株高而间接地发挥出来的
。

由表 �可以看出
，

对小区产量直接影响

最大的是单株大中薯数和主茎数
。

而且单株

主茎数
、

株高及秧重等主要是通过单株大中

薯数而�’���接地促进产量形成的
。

例如
，

它们

通过大中薯数对产量的问接通径系数分别为

�
�

���
、
�

�

���和 �
�

���
，

都大于 自身的直接

通径系数
。

这说明植株营养体的发育最终为

块茎的膨大打
一

卜基础
。

� 讨 论

表 � 各性状对产量的通径 分析

性 状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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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

各性状间及其

对产量的相关系数
，

只表明了它们之问的相

关程度的大小
，

而没有说明它们是怎样作用

的
。

事实
�一

匕 性状与性状之间存在着某种方

式的相互作用
。

正是由于这种相互作用
，

而

保证了植株整体的协调发展
。

例如
，

各性状

在促进产量的形成
�

长
，

既有自身的直接作用
，

也有它通过其它性状的问接作用
，

而且这种

作用方式不是相互对等的
，

这说明在两个性

状之问存在一个主次问题
。

间接效应大的为

主
，

小的为次
。

本文 只对少数几个性状与产量的相关系

数进行了通径分析
，

其它性状与产量的通径

系数如何
，
以及植株性状与病毒病抗性

，

或

病毒感染程度之间的互作
，

还有待于进一步

进行分析
。

通径系数图中剩余项
�
��

�

���。�

除包含误差外
，

可能还包含了其它性状对产

量形成的影响
。

各性状对产量的决定程度是不同的
。

在

所分析的 �个性状中
，
以单株大中薯块数的

决 定 度 最 大
，

为 ��
�

��
，

依 次 为主 茎数

��
�

��
、

株高 ，
�

��
、

秧重
一

��
�

�� �因秧重

对产量的直接效应为负值
，

所以它对产量的

决 定 度 也 为 负值 �
。

他 们 的 总决 定度 为

��
�

��
，

即 �爹��
�������二��

�
���

��、 �����，�

一 ��
�

�线
。

说 呀这 招个性 状决 定着单株

��
�

��的产量
，

其它性状决定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