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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关联分析在马铃薯杂交

后代选择中的应用

潘 连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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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马铃薯重要产量构成因子和提高

杂交后代选择效率方面
，

国内外利用遗传相

关和遗传通径系数的研究报道 已不少见
，

但

多侧重于普遍规律的研究
，
而对 同一组

一

介不

同性状间的相互联系研究较少
� 本文利用灰

色关联分析方法对马铃薯同一组合不同性伏

间进行关联度分析
，

旨在确定组 合的各个砂弋

间的内在联系
，

找出该组合的后 代 选 择 模

式
，

以期提高选择效果
〕

列
，

无重复
，

�行区
，

行距 �
�

�� 米
，

株 距

�
�

��米� 中第 �组介 ���一�一��� 渭会 �

号� 的 �个品系的�于洲生状 �见表 ��为分

析材料
、

以平均薯重
，

小薯重比率
，

淀粉含

量
，

小区产显为 参考数列 �母 因 素�� 以株

高
。

生育天数
，

单株块茎数
，

小薯数比率
，

块茎环腐病株率
，

块茎晚疫病薯率为比较数

列 �子因素� 进行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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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方法

� 材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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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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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预处理
�

结果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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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此求出两极最 大 差

选用 ����年品系鉴定试验 �间比 法 排

和两级最小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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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预 处 理 后 数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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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两厂示幻 �干双
�

�币石 而和示���二粼�� �

求得关联系数
。

， ，

� �

�� 利用 �‘ 二 一

万 习 舀
�

���求得 关 联

度
。

� 结果与分析

通过关联度计算
，
构成参考因子与比较

因子之间的 �棵关联树图如下
�

参考因子与比较 因子及间的关联树 图

�
�

平均薯重 由图 � 可见
，
平均 薯 重

与单株块茎数
，

块茎环腐株率的 关 联 度 最

大
，
与生育天数和块茎晚疫病薯率的关联度

居中
，
而与株高和小薯数比率的 关 联 度 最

小
，
说明单株块茎数对平均薯重影响最大

，

块茎环腐病株率又左右着平均薯重的高低
，

而其余各性状对平均薯重的影响相对较小
。

�
�

小薯重比率 �图 �� 小薯重比率与

小薯数比率和株高的关 联 度 最 大
，
分别为

�
·

����和 �
�

����说 明株高对小薯重比率影

响最大
，

而小薯重比率的高低又取决于小薯

数的多少
，

所以
，

在后代选择中应选择株高

适当
，

小薯数较少的个体
，

才能获得具有较

高商品价值的品系
。

� �

淀粉含量 �图
� � 淀粉含量与单株

块茎数关联度较大
，

说明就 单株 生 产 力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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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株块茎数多
，
薯块小的品系淀粉含量

较高
，
这与有关文献报道相吻合 而其余各

性状对淀粉含量影响不大
。

�
�

产量 由图 �可见
，

产量与生 育 天

数关系最密切
，

其次为株高和
一

单株块茎数
，

小锌数比率对产量也有较大影响
，
可见

，
在

后代选择中
，

选择株型直立
、

株 高 而 不 倒

伏
、

单株结薯适中
�

小薯较少的晚熟品系
，

可丫尤��了
一

与交
�、万产量

。

六 优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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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第二列相对较其它各列均大
，

而第四

行较其它各行均大
，
说明生育天数为优势子

因素产量为优势母因素
� 淀粉含量和平均薯

重是两个比较稳定的性状
，

亲代的遗传力较

高
，

很少受其它因素的影响
。

� 讨 论

�
�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
，

在该杂交 组 合

的后代选择中
，

应力足高产品系的选择
，

在

田间选择植株高大直立
，

结 薯适中
，
小薯较

少的晚熟新品系
，

方能收到较好 的 选 择 效

果
。

�
�

从马铃薯育种角度来看
，
灰色关 联

分析可以从侧而揭示杂交后代各性状之间遗

传的内在联系
，

为后代选择提供依据
，

这样

可以减少工作中的盲 目性
，

强化选择效果
。

�
�

本文取材范围较小
，

且不设 重 复
，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

但从育种角度分析
，
较

盛妾近育种实际
。

而通过关联分析可以肯定
，

灰色关联分析在马铃薯杂交后代选择中的应

用
，
将是提高后代选择效果的有效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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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

产量潜力较大 � ���东印 度 甘 地 平原

区
，
无霜期 ������天

，
晚疫病发生较少

，

偏重于红皮块茎的选育
� ��� 西喜马拉雅山

区无霜期���� ��。天 日照长
，

因之晚疫病常

年发病严重 � ��� 东北山区无霜 期 ��一 ���

天
，
气温低

，
晚疫病发生严重

，

褐腐病也很

重 � ��� 印度半岛生长条件温和
，

马铃薯为

早作栽培
，
生育日数为 ������ 天

，

有些地

方常发生褐腐病 � ��� 尼尔基利斯 �����
����

山区无霜斯 ��� ��� 天有较好的 自然光照条

件
，
抱囊线虫 严 重 发 生

� ��� 北 本 格 尔

������ ������� 山区无霜期 为 �������

天
，

有严重晚疫病
，
地方癌肿病表现严重

。

日前印度的马铃薯育种正在 培 育 具 有

丰产潜力的品种
，
但存在的不 利 条 件 是

�

��� 要求生育期短的品种
，

在印度大多数马

铃薯要种植在短生育期 �少于���夭�地区

��� 多云天气占据了整个生长季节的大部分

时间
。

基 于上述原因
，

应培育出高光效的品

种
，

方可达到高产之 目的
，

这项工作计划 已

经开始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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