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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术文研 究比较 了马铃薯实生 种 子选育中
，

新型栽培种 �刃���
一
����。 厂、 。 �� 利用

的 � 类不 同组合方式产生 的杂种实生种子在群体生产 力和一致 性上表现 的差异
，
结

果表明
� ① 不 同组 合方 式形成的具有不 同 ���

一
����

，
孤 。 基因频率 的实生 种 子

，

群体间生产 力表现极 显著 的差异
。

这一差异主要表现在产 管构成因素上
，

商品薯数

量和 小薯数量时构成群体产量均有极 显著的作用
� 小薯数量的增加对提 高祥体的商

品薯率有极 显著的 负作用
，
即块 茎数量越 多

，
块 茎越小

。

后 代 商品薯 率 取 决 于

习
�

��������，，�种质
，
而块 茎数量主要 由 ��� 一��‘乙����。 ，，� 决 定

，

并找 出其生产力表

现 的优先顺序
。 ② �

�

��‘������‘。 � ��� 一��������，，了组 合表现 的一玫性水平在林高
、

薯形
、

皮 色和芽眼深浅等性状上 与 �
�

�������训
�
自交群体相 似

，
�之有显著差异

，

是矛��用新型栽培种进行实生 种 子选育的最佳组 合方式
。

� 前 言

在马铃薯实生种子选育中
，
不仅要求群

体在主要经济性状上整齐一致
，
而 且 也 希

望具有明显的杂种优势
，
以获得 高 产

、

优

质和商品价值较高的马铃薯
。

新型 栽 培 种

�� �。 一
���� 。 �

��
��� 由于具有丰富的遗传异

质性
，
并具有较高的抗病性和品质方面的各

种优良性状
， ·

与普通栽培种 ��
�

�。 �。 ���。 。 �

杂交
，

后子兄常表现明显的杂种优势
，

这方面

的研究国内外已有较多的报道
’ ‘ ’ ，

但对新型

栽培种利用的组合方式及由此产 生 的 不 同

���
一

������
、 “ �� 基因频率的群体的生产力

，

特别是一致性等方面的研究未见报道
。

本文

研究比较了新型栽培种利用的不同组合方式

产生的实生种子群体在主要经济性状上的表

现及其产量构成因素
，

并对这些群体主要经

济性状上的一致性表现进行了分析
。

从而明

确在实生种子选育中
，

新型栽培种利用的最

佳组合方式
，

为新型栽培种在实生种子选育

中的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

� 材料和方法

采用亲本 �
。 ���

一

。 。 、
�����

、
���� ��

�

�“ �

八�����，，�亲本������
、
������乡

�

���������� �

万�� 一
才�������。 � 杂种品系� 和 ����

一
��

一
�

�万�� 一
�������。 。 亲本�于 ����年夏配制组

合
，

组合类型为
�

万
�

����召了
，
� 、 浮�，�火 八

‘ ���沐台����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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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 刀 ��〕 一�，，�口���，��� 又 兮
�

��‘�����“ ，�，�

��
�

�，姿���
、，凡况，，， 义 ��。 一

�，，�召����之，，�� 又

��� 一��‘乙召���，，，���

��
�

�，�������‘�，以 �
。 · 。 一

��‘�召�‘。 ��，哪�⑧ �

�
�

�“ ����￡�，� ⑧ �

��� 一��‘������‘�⑧ 。

����年育苗移植
，

秋收单株块茎实生薯

群体
，
����年 �月�� 日整薯播种

� 田间随机

区组排列
，
�行区

，
重复 �次

，
每小区 ��

株
，

行株距 �。 厘米 � �� 厘米
。

土壤肥力中

等
，

前茬玉米
，

未施墓肥
，

一 般 田 间 管

理
。

调查项 目及方法
�

开花期去掉边际效应

后随机测量株高 �� 株�小 区
，

收获时
，

按小

区调查薯形
、

皮色
、

肉色和芽眼深浅等性状

的分离情况
，

并测量小区实际商品薯数和产

量及小区块茎数和产量
，

生育期对植株的病

毒病和生长情况也进行了相应的 调 查 和 评

价
。

采用方差分析检验群体间主要经济性状

差异的显著性
。

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检验商品

薯数量和小薯数量对产量的偏回归和偏相关

系
，

并分析各类组合构成产量的主要因素
。

质量性状的一致性分析以研究性状分离出的

最高表现型为指标进行分析
，

并用两样本百

分数比较的假设测算检验其差异的显著性
，

数量性状的一致性分析根据其变异系数的方

差分析进行检验
。

� 结果与分析

�
�

� 新型栽培种利用的不同组合方式 对 后

代群体主要经济性状的影响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种组合方式产生

的群体间
，

小区平均产量
、

商品薯数量百分

率和商品薯产量百分率均表现极显著的差异

�表 ��
。

说明新型栽培种利用中
，

采用不同

组合方式产生的群体间主要经济性状表现存

在着本质上的差异
。

因此
，

新型栽培种利用

的组合方式直接影响高生产力后代的选择
。

在本试验中以 �兮
�

�。����
�“ � � ���

一
���。 �

一

��。 ���⑧
、 ‘

夕
�

�“ ��，��。 。 �� ��� 一
��‘�����“ 。 和

��
�

�“ �己����爪 � ��� 一
��‘������“ 爪�

、

�
�

���召�
�

��。 。 小区平均产量表现最好 �丧 ��
。

表 � 主要经 济性状随机 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折

是数薯种
�目了吸

商
变 异 米 源

小 仄 平 均 产 量
����

商
�刃

，
落 吸 革
���

群 体 间 ��
�

��� ���
�

了�

区 夕几 间 ���
�

�� ���
�

��

机 �吴 �
�

�� ��
�

�� ��� ��

二 为�
�

�� 水
、
聆显著

实生种子选育的 目标不仅要求获得的群

体具有较高的产量
，

而且希望具有较高的商

品价值
。

分析表�结果可以看出
�

��
�

加�。 �
一

。 “ 用 ‘ ���
一

����，����。
耐⑧类型的组合群体

虽有较高的小区产量
，

但商品薯 率 较 低
，

因此
，

其产量主要由小薯数量所 决 定
，
而

�
�

�������。 ��
·

万�� 一了、 ��，�。 。 ，、 和 �万
�

�农��，一

����。 � � 。 。 一
��‘������‘，，��火 苏

�

��，�����。 。 组合

类型的群体小区产量主要由商品 薯 数 量 所

决定
。

因此
，

我们认为
�

新型栽培种利用的

不同组合方式导致的生产力差异主要表现在

其产量构成因素的差异上
。

从实生种子利用

的实用价值上的分析
，
口

�

�砧
。 �。 ��。 �� � 。 。 �

��乙“ ，二姗
‘
组合类型更有意义

，

其优先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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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类组 合主 要经 了形�少伏农叽和评 价

评状 价布伪乍数臼饵
�日日

均 衍妒
叮卜仁
“

区量小产

一

人红 �闷
”亏��

�
�

�“ �������� � ��� 一

�“ �����“ �

�夕
�

�，‘����，��从 � �口。 一
��������川 �� �

�

才���������

��
�

�“ 乙������ � ��� 一

�，‘������川�� � �� 一
��‘������‘爪

��
�

�������，‘二 � ��� 一
��������‘二�⑧

�
�

�������，‘，因

��� 一
�，����‘，��� 。

�
�� 一

才“ ���� 、 材饥

共因频 率

附 薯
务干���

各 性
位 次 分

��
�

�� ��
�

� �二�
�

�

�� ���

��
�

��

��
�

�」

��
�

� �弓� �

艺�
�

� ��
�

�

‘‘式尹
�

��
‘

�
厂�

���

�， �
，
�

�
�

�� �� � �
。
�

，
滩 �

�
�

�� ��
�

� � ，
�

， � �

为 �
�

�，，��������� �
� � 一������������

�

�。 �

���������火 ��� 一������￡，‘，�小�
�

�“ ������‘，，��

��
�

��乙�，
，
�����，

��� 一
��������，店��� ��� 一

��‘ �

������阴� ��
�

�“ �����“ ��� ��� 一 �“ �����“ 阴�

⑧�
‘

夕
�

��������脚 ⑧� ��� 一
��、�����“ �了⑧ 。

�
�

� 新型栽培种利用的不同组合群体 产 里

构成因素的效应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

小区商品薯数

量 ��
，
� 和小薯数量 �二

�
� 对产量的偏回归

均达到极显著 �表 ��
，
偏回归系数 ��沙 分

别为�
·

����和�
�

����
，

回归方程为
�

夕 � �
·

����� �
�

����� 一� �
�

������

其估算标准误为�
�

����公斤
，

标准偏回

归系数 �通径系数� 为�
， ’ � �

·

����和 气
产 �

。
�

����
。

小薯数量产最的相对作用更大
。

表 � 商品薯数和 小薯数对产管 的 偏 回 归分 析

自 变 故
偏问 归系 数

��
偏 回 归系数标准误

�� 。 一，�‘ 卫径系 数
���

估计 标 准 误

�����

商 品薯 数

小 共 玫

�
�

���� �
�

���� �
�

����
’ �

�
�

��了 一 ���� �
�

����

�
�

���� �
�

����
一
� �

�

����
� �

�
�

��了 了乃�万 �
�

�了��

表 � 商品薯和 小薯数对产量 的 偏相 关分析

简 单相关 偏 相 关 标 准 误

��，�
·

�
土�

�

��
，
�疾

一一
相 关 关 系

��
，
�

��
，
�

��
·

�

�
�

���� �
�

���� �
�

��了�

�
�

���� �
�

���� � ����� � ���

一 �
�

���� 一 �
�

���� �卜 �不��

偏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

商品薯数量和小

薯数量对产量的偏相关均极显 著 �表 ��
。

偏相关系数 ����
·

�
分别为�

�

����和 �
�

����
，

而在产量固定的情况下
，

商品薯数量和小薯

数量间的偏相关为负的极显著
，

偏相关系数

为 一 �
�

����
。

表明利用新型栽培种进行实生

种子选育时
，

商品薯数量和小薯数量对构成

群体产量均有极显著的作用
，

而小薯数量的

多少对群体的产量构成的相对作用更大
，

小

薯数量的增加对提高群体的商品薯率有极显

著的负作用
，

也即块茎数量越多
�

块 茎 越

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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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类组 合商品薯数和 小薯数对小 区产量 的效应分析

囚 型
商 品 薯 数 小 薯 数

总 效 应
偏差 效应值 位次 偏 差 效应值 位次

几���
�

�“ �����“ 川 � ��� 一
���‘ ��名“ ��

��
�

�“ �����“ 用 � �
�� 一

�������“ 优�� �
�

才“ ������阴

��
�

�������“ 爪 �
��� 一

��������仇�义 �
�� 一

了������“ 爪

��
�

��������， �
�

��一 �乙�，��、 ，�⑧
�

�

�。 �����。 。 ⑧
�

。 。 一
��������、 ②

��
�

��
�

�
�

��� � 一 �� � 一 �
�

���

�
。

��� 一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仗曰汁一 �
�

��
�

� 一 �
�

�〔��

�
�

���

�
�

���

�

雌��

��
�

�

��
。

�

一 �
�

���

一 �
�

��� �
�

���

︵罗︶叫松

平韵

�万‘

图 � 各 类组 合块 茎数量和产量 的分布

小��

当小薯数和商品薯数分别取所有群体的

平均值时
，
利用回归方程计算各类组合商品

薯数和小薯数对产量 的效应值于表 �可以看

出
，
杂 交组合 �

�

��，�����双。 又 ��� 一��乙��
�

����
、

��
‘
�“ ������‘�，� � ���

·

�“ �‘ �� 、 �，刀�火

�
�

�“ ���� 、 ，，，，�和 ��
�

�������。 ，� � ��� 一艺“ ���
�

��� ‘�� “ 刀�� 一
矛�乙�，����，�商品薯数对 小 区

产量的效应值均为正值
，

小区效应 值 均 极

以 ��
�

��，�召����，���� � ��
一

��，白����。 ，���火

�的
。 �。 ��。 商品薯效应值最高为 �

�

��� 公

斤
，
说明这 �类组合的商品薯数 是 构 成 群

体产量的主要因素
。

��
�

���，’���脚“ ‘ 六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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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⑧类型虽有较高的小区产量 ，
但 ��

�

�的�����‘ �，� � 刃� 。 一
�，‘。 。 ，

，
���。 � ⑧ 及

其主要是 田 小薯数量所决定的
，
而�

�

�，‘���
一

��
�

��‘�����“ 。 ‘ � �
�� 一

才“ ���������� ��� �

����和����
一
�������。 。 的两类群体小薯数和 一������，‘ 。 差异不显著

。

因此
，

在 本 试 验

商品薯数对产量的作用均为负效应
。

说明自 中 �
�

���八。 ��
�川“ 又 � 。 。 一

�了‘阮�’��。 ，“
组 合 与

交组合生产力衰退现象
。

�
�

扭阮二���
。 �火 万。 一�赫二��、 �

品系 自交 和

自图 �可以看出
，

后代群休的商品薯率 �
�

���
�
��

�。 。
品种 自交组合群体

，

在薯形的

取决于 �
�

扫加�’� 、 胡二 种质
，
而块茎数量主要 一致性表现上具有同样的选择效果

。

皮色的

由�
�� 一

���
，�，·

���，，，
种质所决定

。

一致性表现上
，
�

�

��合。 ，��。 ，��� �� �� 一�沁
�厂 �

��“ �‘与�
·

�之‘。 ����。 ，。 ⑧没有显著差异 ，

与其
�

�

� 不同组合群体的一致性分析
廿、 、 二 二

� 。 、 ， 、 场去 、 。 。 胡， 。
、 、 曰 。 、了

�’�，二 。 。 ” 。 一 ‘ �‘ �� ，。 它类型的群体均有极显著的差异
。

这是因为

新型栽培种利用的不同组合 方 式 产 生 本试验中 �
�

�������脚二 � ���
一，�’��������

和

的实生种子生产力表现虽然 �
�

�“ 的
�。 “ “ 出 � 万

�

�“ �。 ，一 。 �脚、
因群体中的 �

�

���。 ���“ 。 亲本

万��
一
����。 了。 二

显著优于其它类型
，

但作为 �����。 。
薯皮为红色

，
而其它群 体 亲 本 均

生产上直接利用的群体
，

其主要农艺性状的 为黄皮
。

因此
，
也 可看出与薯形一致 性 表

整齐度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选育 目标
。

现具有相同的结果
。

中浅芽眼块 茎 入 选 率

分析结果表明
·

供试群体�可植株高度的 ‘
�

���。 �。 �川 “ � 万 。 。 一

佃�。 ������与 �
�

�。 �。 �
�

变异系数没有显若的差异
，
平均为��

�

��
，

��。 、 ⑧相近 ，

极显著高于 ��
�

������� “ 。 ��

�
�

��������，，二 � �
�� 一��������二为��

�

�� �表 ��� 一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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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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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与 �

�

�，、�����，、，、② 、

衣 � 不 同组合群体主要性状的一致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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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本皮为 红 色 � �为 。 · 。 �水平显著 � �为。
·

。�水平显著

源
，
已在我国马铃薯新品种和实生种 于选育

中广泛应用
，

并已选出了一批有价值材料
，

但

其利用最佳组合方式尚未见报道
，
特别是在

新卫栽培种作为一种新的马铃薯种质资 实生种子选育中
， 一

普通栽培种与新型栽培种



马 铃薯杂志
，
第 � 卷

，
第 �期

， ����

杂交方式和新型栽培种基因频率不同对后代

群体主要性状一致性彭响均未见报道
。

本试

验结果证实了马铃薯普通栽培种与新型栽培

种的杂种实生薯群体
，

其兰
�

产力显著或极显

著高于普通栽培种亲本开放授粉的实生薯群

体
，
与以前类举的报道结果墓本一致

。

新型

栽培种不同组合方式产生的群体���生产力的

差异是由其产量构成因素的差异所决定的
，

后代群体的商品薯率取决于 �
�

�砧，��。 二种

质
，

而块茎数货的多少
，
主要由 � 。 。 一�“ �。 �

�

��
�� 种质所尖定 从 �

一

�冬
�

�叻
。 ���脚，�� 万

。 。 �

�“ �“ 即
“ 淤“

提匕获行高产黎体的坛 佳 组 合 方

式
，
为新纽栽培种社实主科 子选育中合理利

用提供了丈助己依记
。

群体主要性 大一攻
’

�上研究结果表 明
，
表

现 高生产力 ��’ 九 郡 。 �“ 、 � 义 刃切
一 �。 加

，一
�� “ 水

的群体
，

其著形
，

芽派林浅
、

皮 色和株高等性

状的一致性 水
一

平马 了
�

翔加
，一 。 �脚二 ⑧ 群体相

近
，
没有显著差异

。

囚此
，

这种杂交的结果

导致在提高群体生产力的同时
，
儿乎不影响

群体主要性状的一致性水平
，

这是马铃薯实

生种子选育所期望的
。

因此
，

本文进一步证

实了在实生种子选育中
，

新型栽培种的实用

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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