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

应用层次分析法对马铃薯区域

试验的定量化研究

谢俊贤 牛秀群

�甘肃省天水市农科所 �引����

引 言

马铃薯区域试验参试品系的评价已不再

是单一性状的独立评价
，

而是从产量
、

品质
、

抗逆性等诸多因素的全面分析出发
，

综合客

观地评价每一个参试品系
。

这也是育种和生

产实践 的要 求
。

本文采 用美 国学 者 �
�

�

�����提出的 户�任�法 �层次分析法�对马铃薯

参试品系进行综合评价
，

旨在探索马铃薯 区

域试验定量化研究的理想方法
。

多层次的结构分析模型 �其次通过两两成 对

比较若干因素对同一 目标的影 响
，

构成判断

矩阵
，

经一致性检验后
，

计算下一层次各因素

对上一层次对应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权值�然

后依次由上而下计算出最低层因素相对最高

层的相对重要性权值�最后根据各 因素对总

目标的权重排出各品系的相对优劣次序
。

� 材料和方法

资料来 自甘肃省 ����一 ���� 年马铃薯

区域试验总结报告
。

应用层次分析法
，

首先

根据总 目标的性质把 问题层次化
，

构成一个

� 研究过程

��� 评价因素集与评价对象集结构模型

经相关分析
，

结合马铃薯育种的理论和

实践
，

构成评价因素集
，

按这 �� 个性状的 隶

属性质分别归人产量
、

品质
、

抗逆性
、

生育期

和植株各性状
，

依次构成一个马铃薯品系综

合评价的三层分析结构模型
。

参试的 �个品

系构成评价对象集
，

如图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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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马铃薯品 系综合评价分析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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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矩阵与一致性检验

在育种专家评议的基础上
，

根据马铃薯

种的 目标和生产实践
，

经调整后构造出判断

矩阵
，

并作一致性检验
，

结果见表 �
。

判断矩阵构造及一致性检验的具体方法

是 � 通过因素两两之间的 比较
，

遵循两两因

素相对重要程度分别记同样重要到极端重要

为 �到 ��或 �到 ���的原则�
，

构成因素层判

表 � ，��断矩阵及一致性检脸

� �
，

矶 认 �� �， �
， �� 妈 矶 �’ 码 残 场 �， ��

妈 � �

��。 ��� �

福
” ����

����

月��������’巩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矶 ��� ��� ��� ��� �

��
��

�

����

��一������ ��二以����

�� � �

�� ��� �

与
� ��刀

��二�
妈 � � � �

与
���� ��二�

断矩阵 �� 将判断矩阵每一列 归一化处理
，

归一化处理后的新判断矩阵的每一行求和
，

求和后所得的向量做归一化处理得到特征向

量 �
，

即权重分配集� 依 ���式计算最大特

征向量 又�
，

依 ���式计算判断矩 阵 的一致

性指标 �瓦
，

��
�
除以判断矩阵的平均随机一

致性指标 ���很�
、
系 �

�

�
�

����� 给 出 的常

数 �
，

即得到判断矩阵随机一致饪 率 ���，

当 ��
���

�

�时
，

即认为判断矩阵具有
� 、 一

的

一致性
，

否则
，

则需调整判断矩阵直至具 堵

意一致性 为止 � 依 ���
、

���
、

���式 计算 总

��
、

��和 ��
，

当 �� ��
�

�时
，

认为判断矩

阵系统达到满意一致性
。

��一 上 艺里竺之
� ��

��为判断矩阵的维数 �

���

����������
又�一 �

� 一 �

������

���艺����
�

���艺����
�

�� �

�一 ��
七长 � 二二二二

长�

�� 评价因素对最高层次的权重值

计算出各评价因素恤�相对于所隶属性

状��
。
�的权重值后

，

再用该性状 玖 的权重值

表 � 层次 �时最高层 � 的权重值

�� 玛 妈 �’ �� 残 巧 气 巧 �，。

。
�

��� 众�� 众汉 。
�

�� �
�

�� �
�

�� ��� �
�

��

加权综合
，

即可计算出各评价因素 ����相对

于总目标综合评价值的权重值
，

结果如表 �
。

��� 评价对象集各因素的表现值

参试 �个品系各性状观察值见表 �
。

表

�中生育期系与 ���天 的相差值
，

株高系 与

���� 的差值
。

�� 各因素评分标准矩阵

根据马铃薯育种理论和实践
，

结合甘肃

省 ����一 ���� 年马铃薯区域试验结果
，

按

�分制给出各因素的评分标准�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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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评价对象各因素观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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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

表 � 各因素评分标准

因素

分 值

� � � � �

�一 � ���� ����一 ���� ����� ���� ����一 ��拼 � ����

妈 � � � � �

巧 � �
�

� � �
，

� �

�一 �� � 一 �� �� 一 ��� �一 �� ��

妈 ���
�

� ��� �� ��� �� �� �� � 一 �

�。 � ��
�

� �
·

�一 ��刀 �乃 一 �刀 �
�

�� �
·

� � � �
�

�

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妈 � �� ��一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刀 � ��刀 ���
�

�

� 评价结果与分析

将甘肃省 ����一 ���� 年马铃薯区域试

验结果按评分标准进行评分
，

再根据总 目标

权重值计算出各参试品系的综合评价值 �表

��
。

评价结果表明
，
��一�一��和 ��一 �一 �

综合评价值较高
，

分别是 ���� 和 ����
。

综合

评价结果与区域试验结果相吻合
�

��一�一�产量高
，

稳产性好
，

品质好
，

抗

病性较好
，

生育期适中
、

中晚熟丫植株健壮繁

茂
。

是综合性状好
、

增产潜力较大的优 良品

系
。

�� 一 �一 �产量好
，

稳产性较好
，

品质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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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评价对象评分结果及综合评价值

品系 �， �� 玛 �’ �， 残 巧 气 �� ��。 等权 �值 不等权 �值 序

��交丈垃”的������气‘
、��，‘匆�，
、︸内��伟
、

��

�
�

�

�
�

�

�
�

�

�
�

�

�︸��

…
气、︸�
��

茂凡茂从长��凡茂凡

抗病性较好
，

晚熟
，

植株繁茂
，

综合性状良好
。

�� 一�产量较好
，

稳产性较好
，

品质较好
，

较

抗晚疫种病毒病
，

对环腐
、

黑茎病抗性较差
，

植株较繁茂
，

生育期适中
、

中晚熟
。

该品系在

生产上应特别加强防治环腐和黑茎病的各种

措施
。

� 讨 论

得到的综合评价值能客观
、

真实而全面地评

价参试品系
。

层次分析法对马铃薯区域试验参试品系

的定量化综合评价
，

其结果基本符合育种实

践
，

与区域试验常规评价结果相吻合
。

层 次

分析法在马铃薯区域试验定量化研究中的应

用
，

将为区域试验提供一种科学而又简单易

行的评价方法
，

为马铃薯品系的综合评价和

推广利用提供一种有效的判断依据
。

层次分析法突出的优点是可以尽量减少

主观 因素 的影 响
，

通过对 因素两两 之 间 比

较
，

较容易地解决了衡量无统一量纲的因素

的重要性
，

由此建立的判断矩 阵是建立在育

种理论和实践基础上 的
，

而且判断矩阵偏离

客观实际的程度由随机一致性 比率显示
，

判

断矩阵认为不满意
，

则可调整到直至取得具

有满意的一致性为止
。

所以 由层次分析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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