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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 这一 作 物 本 身 为 异 质体
，

遗 传

变异极为复杂
。

前人相继都有不同程度的研

究报道
，

采用方法各异
。

但对同样性状应用

不同方法同时 比较分 析的报道甚少
。

本文试

图用通径分析及灰色关联 度分析对马铃薯 �

个主要数量性状进行分析
。

这样可使我们更

加明确马铃薯各性状间的相互关系
，

为我们

改进分析方法
，

提高性状的选择效果
，

加速育

种进程提供了理论依据
。

状在收获时取样 �� 株依次进行考种
，

考利标

准参照 《西北区马铃薯 区试观察记载标准》
。

��� 计算方法

�
�

相关系数计算

����认夕
�

�

� 占��不�占二，
‘

�
�

通径系数计算

依变量 �，
与 自变量 、 ‘

的通径图如图 �
。

����戈

�
�

� 材料和方法

��� 供试材料

选有代表性且性状 间差 异较大的 �� 系

和 ��系共 �� 个品系进行试验
。

�� 系品系有

��一 ��一 ��
，

��一 ��一 ��
，

��一 �一 ��
，

��一 �一 ��
，

��一 ��一 ��� �� 系 品 系 有 �

��一 �一 ��
，

��一 �一 �
，

��一 �一 �
，

��一 �一 ��
，

��一 ��一�
。

��� 试验方法

试验设 �次重复
，

随机 区组排列
，

小 区面

积 ���之， �行 区
，

每行 ��穴
，

穴距 ����二 左

右
，

行 距 ����
，

区 距 ���，二
，

重 复 间 距

�� ��
。

除生育期平时观察记载 外
，

其余诸性

��
�

�

一
一弋

”
二一

�
一

一

凡 一 一
��

—一戈

卜
�于

图 � 依变量与 自变量的通径图

根据通径 图写 出联立方程
，

求出各 通径

系数 ��、 、

��、 … ��， � 间接效应计算如下 ���

通过 �，
的间接效应为 �

� ��
� ，

其余各性状的

计算依次类推
。

�
�

灰色关联度计算

灰 色关联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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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关联度为 � �一

李全�
�

冈
�、 � �

� 通径系数分析

��� 简单的相关系数分析

相关系数见表 �
。

表 � 相 关 系 数

项 目

单株

产量
块数

大 中

薯重
单块重

大 中

薯数

质流要分存于多个物质库中显然分配就少
，

反之亦然
。

��� 通径系数分析

各性状通径万 攻见表 �
。

表 � 各性状通径 系数

大中薯数 单 次重 大中薯重 块数 株高

一 ���� ����� ��犯� ����� 一 �
�

����

� 凡 毛 凡 蔫

块数 凡 �����

大中薯重 礼 �����
�水 �

�

����

单块重 从 �
�

���� 一 ����� �����

大中薯数 戈 �
�

�阅�
� �

�

������ ����� 一 �����

株高 毛 ������ �
�

�田 �刀���巾 �
�

�����双为�
�

从诸性状与单株产量 的相 关 系数计算

看
，

大中薯重
、

大 中薯数
、

株高
、

块 数等性 状

与单株产量都成正相 关
，

且相 关达显著或极

显著
。

说明这些性状对马铃薯单株产量的影

响
，

进而对产量的影响是 比较大的
，

特别是大

中薯重 �即商品薯重�与单株产量的相关性达

�
�

����的极显著水平
，

对单株 产量影 响 比较

明显
，

所 以
，

在 育 种 过 程 中 对 上 述 几 个

性状的选择要特别注意
。

从各个性状间的相关 系数计算看
，

块数

气人 中薯数呈正相关
，

且达极显著水平 �大中

薯重与株高成正相 关且达显著水平 �株高还

与大中薯数成正相关
，

达显著水平
，

说明这些

性状间相互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

所以我们在

育种过程中一定要注 意综 合性 状 的 选 择
。

单块重与块数成负相关
，

很明显单株结薯越

多
，

单个薯块平均重量必然要轻
，

同样的干物

从表 �各性状通径系数计算可 以看 出
，

块数
、

大中薯重对其单株产量的影响较大 �单

块重次之 �大中薯数
、

株高从通径系数看没有

什么影响
，

这可能是由于数据的误差所致
。

试验结果分析表 明
，

大 中薯数与块数
、

单

块重与大中薯数
、

株高与大中薯重
，

株高与块

数
、

单块重与大中薯重等性状间有较好的间接

作用
。

所 以
，

在选育品种 时一 定 要 注 重 各

性状的选择
，

在栽培 时要根据各个性状的表

现
，

适时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来提高产量水

平
。

� 灰色关联度分析

下面我们用灰色关联度分析
，

对马铃薯

同样性状
、

同一观察数据进行分析 �表 力
。

灰色关联分析在育种上的分析应用到 目

前为止所见甚少
。

我们试图通过马铃薯 ��个主

要数量性状间的关联度分析找出其性状间的

相互制约关系
，

从而 为在育种过程 中进行性

状选择提供依据
。

表 �为 �� 个品 系的株高
、

块数
、

大 中薯

重
、

大中薯数
、

单块重
、

单株产量的观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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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马铃薯主要数量性状观测值和均化值

品系 株高 ����� 块数 �个� 大中薯重 ��� 单块重 ��� 大中薯数 �个� 单株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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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乙�

��月扒��

如����阅����住��

������即��八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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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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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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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均化值 ���又�
。

进而得到如下性状序列
。

株高 城
��仪�序列为 � 表 � 马铃薯主要数量性状关联度序列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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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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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一

—
一

两不事
�

—�
�

��
，
�

�

��
，
�

�

����

块数���少�序列为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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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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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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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中薯重 考
����序列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块重 理���序列为
�

��
�

��
，
�

�

��
，
�

卜

��
，
�石�

，
�

�

��
，
�

�

��
，

�月�
，

�
�

��
，

���
，

�
�

����

大中薯数 城�����序列为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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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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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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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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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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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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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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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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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株产量 淤���序列为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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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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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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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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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以 理���
、

谬���
、

讹��
、

才
，���

、
�
织
，���

、

增��� 为母序列
，

其余为子序 列
，

计算诸性状

间的灰色关联度
，’

见表 �
。

子序 单株

产 量
株高 块数

大 中

薯重
单块重

大 中

薯数

单株产赞

株 高 �
�

����

块 数 ���阴

大中薯重 。别 ��

单 块 重 ��双��

大中薯数 �����

����� �
�

���� ����� ����� ���礴�

����】 �
�

���� ����� �
�

����

�
�

���� �印�� �石�卯 �
�

����

�刀��� �刀�叭 �刀��� �
�

����

�
�

�刀� �
�

��如 ���回 �
�

����

�
�

�《 �� �
�

���� ����� �石 】��

从表 �得如下关联度排序 �

�
�

以单株产量�
省戈��为母序

，

其余为子序 �

株高

块重

� 大中薯重 � 大中薯 数 � 块数 � 单

� 以株高 二
件��� 为母 序 沈余 为子序 �

大中薯数 � 单株 产量 � 株 局 、 大 中薯重

� 单块重
。

。
�

以块数 秽
，��� 为母 序

，

其余 为子序 �

大中薯数 � 单株 产量 � 株高 � 大 中薯重

� 单块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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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药剂灭草效果

处理
效 果 ���效 果 〔��

总 防效
览菜 狗尾草 灰菜 苍耳 沙蓬 苦荞 猪毛菜 紫耳菜

��� ��� �
�

��
一

��
�

�

��� ��� �� �， �

�� ��� ��� ��石

田田

��加

田����������赛克津 ，一

拉捕净

赛克津 十 禾草克

赛克津 �的 ���

果较差
，

对单子叶杂草仅 ��
�

��
。

� 小 结

通过对 �年试验 的综 合分析
，

可初步得

出如下结论 �

�
�

在高寒地带的海拉尔 区域
，

马铃薯的

最适播期是 �月 �日一 � 日
，

过早苗期易受

晚霜危害�过晚则出苗晚
，

生育期短
，

产量随

播期延迟而下降
。

所用种薯重量以�� �左右

为好
，

少于或多于�� �
，

无论从经济性状或产

量来讲
，

都是不适宜的
。

�
�

养分施用方面
，

以 �
、

�
、

� 配合施对增

产有利
，

不过得根据不同地力基础以调整 �
、

�
、

� 的施用量和配 比 在海拉尔地区
，

磷素十

分缺乏
，

钾素较丰富
，

氮较少
，

因此
，

在施 肥

上应以磷肥为主
，

适 当搭配 �
、

� 二元素
、

�
�

马铃薯是喜铜作物
，

在花蕾期和盛花

期喷洒 �
�

����
〕 ����

、

液 �一 �次
，

不但能延长

植物的生长期和提高产量
，

同时
，

对马铃薯晚

疫病也有很好的防效作用
。

�
�

密度 以行距 ����
、

株距 �� ��二 为最

好
，

对产量和大
、

中薯 比率的提高都是适宜的
。

�
�

药剂灭草是大面积生产马铃薯的重要

措施
，

赛克津与禾草克或拉捕净混用
，

灭草效

果最好
。

�上接 �� 页�

�
�

以大 中薯重 �
尹少�为母序

，

其余 为子

序 �单株产量 � 株高 � 单块重 � 大 中薯数

� 块数
。

�
�

以单块重 对
����为母序

，

其余为子序 �

单株产量 � 大中薯重 � 株高 � 块数 � 天

中薯数
。

�以大 中薯数 衅
���� 为母序

，

其余为子

序 �块数 � 单株产量 � 株高 � 大中薯重 �

单块重
口

对所列关联度排序分析如下 二

�
�

对马铃薯单株产量的影 响
，

其余 �个

性状都是非常重要的
，

尤以株高最为明显
，

说

明繁茂的地上部是马铃薯产量形成的关键
，

只有更多的同化物质生成
，

才能使地
�

下块茎

贮存越多
，

贮存的多少又取决于
“

库
”

的大小

与数量
。

因此对马铃薯单株产量的选择一定

要 同时注重株 高
、

大 中薯 重
、

大 中薯 数
、

块

数
、

单块重等性状的选择
。

�
�

从 �个性状的相互关系上看
，

若没有

好的地上部生长势
，

就 不可能有地下部的薯

大
、

薯多
，

反之亦然
。

�个性状在马铃薯的产

量形成上都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 小 结

在马铃薯育种过程 中
，

对于其主要数量

性状的选择
，

一定要注重 以 上 �个性状的同

等选择 灰色关联分析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

反映出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

分 析结果

较其它分析方法更为理想
。

本文得到安维太
、

马宗贵二位同志的大力帮助
，

在此表

示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