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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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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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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试验讨�个��后 代和�
���� � �

作母 本与� 个选
�后 成杂 交得 二

�

�的 �落个 不 系进 行

了评价
，

按设计 �方 法对此群体 的单林重
、

单株块茎数
、

商品率的配 合力及遗传力

进行 了分析
。
��

�

���
�

�� 、 ����� 单 株 重 的书殊配 合力最高为���
�

��
，
毋 本以

��
��
��

� ，
������

�

��的一般配 合力最高
，
分别 为���

� ‘、�，

的
�

�� � 而 父 本以��一�
，

�����最高分别 为��
�

��
、
��

�

��
。

单株重的遗传 力 为��
�

���
，
晶 商品率

、

单株块茎

数的遗传 力均低
，
��后 代作亲本付特殊配 合力影 响较 大表明 ���花粉在传递杂合性

方面的优势
。
�个最好 家系中既有一般配 合力作 用大的

，

也有特殊配 合力作 用大的
，

或者两者兼而 有之
，

并表明 实生种 子育种时
，
亲本的配 合力测 定是非常重要的

。

方差的成分为�
。
��

。

当 利 用 设计 工作估计

� 前 言 时
，
加性和显性的成分是 相同为

，
������

“

配合力和�鱼传变异的分析是作物育种的

基础方法之一 山
，

特别是在上米
、

水稻
、

小

麦
、

蔬菜杂交优势利用上广泛采用
，
但大多

限于二倍体水平
，
测定的方法 也多是双列杂

交
，
不完全轮配法等

。

象马铃薯栽培种这样

的四倍休水平研究所见报道甚少
。

国外采用

设计 �
，
设计 五附注研究马铃薯遗传较多

，

�������� ������报 道四倍体马铃菩�为特殊

配合力是一般合力的两倍
。

�����仁�等 �了����

在��个母休系与 �个测 验 种 杂 交中发现特

殊配合力几乎是一般配合力的四倍
，
�。 二 。

������用二倍体马铃 俘采用
“
单式交屺 没

计
”
��������得到加 性 方差 ��

�

乎
�

�去零
，
显性

等 �����
，
����

，
��

一 飞 了���
，
�����对 马 铃 薯

的杂种优势
，
纪合力遗传分析作过深入的研

究
，
����年报道了块茎数

、

块茎大小
、

块茎产

量的遗传力分别为���
，
���和�� �〔�〕 〔�〕

本文旨在采用设计 ��对�
�
花粉材抖后代

�����。 �一。 ��一���】。 ��� 与优 良四倍体的 杂

交种实生 苗当代进行遗传分析
，
为实生种子

育种提洪
一

里论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从国际马铃簿�
一

卜心引入 �份材料
，
它们

是由�
。

一

花粉 ��
一

��� ���
。
对才件与 普通栽培种杂交

的后代 �即，
’

切言代�
。

�
�
布 选 出 来的优良株

系
，
另外加�臼

����
，

共 ��份衬抖作母本
，
用

在试验过程中得到高占旺
、

刘踢 汀
�和孙 口飞同志的大力支待

， ’

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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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一 �作父

本
，
按��二�����和����力��� ��，����提出的

�
�

�
�

�����。 兀的方 式 交 配
，
共 得 ��个 组

�‘
厂宁口

����年�月�� 日将��个 组 合的实生种子

播于温室
， �月��日定植干大田

，

采用完全

随机区组设计
，
重复�次

，
��株�重复

。

试验

在北纬��
“ ，

海拨����米的河北坝上农科所进

行
，
小区为�

�

��义 �
�

��米
“ ，

株距�
�

��米
，
定植

后 ���天收获
。

对父本系和 母本系的一般配

合力 �如单株重
，
单株块茎数

，
商品率即以每

块大于��克记� 同时对其组合的特殊配合力

和农艺性状进行了评价
。

本计算是采用蔬菜所计算机组的微机运

算按������������提出的模型进行遗传分析
。

表 � ��份实生种 子后 代的表
�

现及应 用

潜力 ������

组 �卜

口

间间，������� 、 ‘ ��，�

一一

单株块
茎数

一 致 性

花色 皮色

��︸十一十一一

��十��������

���︸千�一�

�千��

一十����牛十

重，蜡位

�十���一

�引
�

�����������������月���������注�

������������

� 结果与讨论

试验结果列于表 �，
分别作如下分析

。

�个最好家系的单株的平均产量分别为

��
‘

�����
，
最 高 为��

�

���
�

��� �����
，

这主要是特殊配合力高的原因
，
特殊配合力

为���
�

�� �同时块 茎商品率也高达��
�

���
“

而排在第二的�
����。 � � ��一 �为���克�株

，

母本一般配合力和父本一般配合力的作用都

重要
，
但特殊配合力的作用几乎很少

。

商品

率较高为��
�

���
，

排在 第 三位的是�������

�������
，
这主要是母本一般配合力和特殊

配合力都比较高的结果
，
商品率在所有组合

中最高达��
�

����见表 ��
，
从表�可以看出

�

�个最好家系中有�个组合的父本是��一�
，

�个组合的母本是��
�����

，
这说明�� 一 �和

�������是比较适合中 国 利 用的亲本
，
而且

商品率受它们的影响较大
，
这与国际马铃薯

���心的报道是一 致��勺
。
�������������年

度报告�
� �
���一 �

、
�������开花结实好

，

一般配合力高是良好的亲本
。

对群体产量性状的配合力变异进行分析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各
�

�左� ����吞�

��
�

���
�

�几� ��士�����

��
�

��连
�

�魂���一�

��
�

��雀
。

��� �����

��
�

���
�

�������左�

��
�

���
�

��火��������

��
�

���
�

��义�丁
，

一�

��
�

���
�

��又�����

��
�

���
�

���弓���连�

��
�

���
�

�����������

��
�

���
�

��又��
，

一�

��
�

���
�

��� �����

��
�

���
�

��又������

��
�

���
�

��义��������

��
�

���
�

��义 ��一�

������� � �����

������� � ������

���������������

���������一�

注� “ 一 ”
为不一致� “

十
”
为一致

表明���的变异占��
�

���
，

而���的变异占

��
�

���
，
这说明这个群体由于采用了�

�
花粉

的后代作亲本使得���增加
，
即非加 性效应

增加
，
这一点在进行遗传力分析时得到了证

实
，
广义遗传 力 为连�

�

����
、

而狭义遗传力

只有��
�

��� �表��
，
相差��

�

��就是非加性

方差的作用
。

这就进一步证明了�
。 花粉在传

递产量杂合性和异质性方而的特殊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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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最好组合中配合 力对单株重和商品率 的形响

单 株 重 商 品

组 合
����� ���� ��� ���皿 ����

率

���

���
�

���
�

��又 �����

������� 义 ��
’

一�

������� � ����理�

���
�

���
�

��丫 ��一�

������� �����������

��
�

���
�

��火��一�

��
�

��

��
�

��

��
�

��

一��
�

��

��
�

��

一�
�

��

��
�

��

���
�

�� ��
�

�� 一�
�

��

�
。

�� ��
�
亘� �

�

�弓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一 �
�

��

一�
�

��

﹄︸﹄︸

灾叭“火夕书乃���������
�

������������������

从实验结果也可以看出
，
某一 个组合也

许受殊特配合力的影响大
，
而另一组合受一

般配合力的影响大
，
或者两青兼而有之

，
对

于实生种子育种来说
，
特殊配合力高

、

杂种优

势强是非常有利的
。

亲本配合力分析表明 �表 �� 母本配合

力对单株重和单株块茎数的影响有一致性趋
向

，
有点例外的是�

������，
它对产量的值是

最高正值
。

而对
一

单株块茎数为负值
。

但对商

品率和单材产量的影响是一致的
。

父本配合

力对产量 的 影响以 ��一�
，
�����最高

，

而对商品率的 影 响 显 著 不 同
，
�����最

低
，
��一�则不同� 但对块茎数 的作用与对

产量的作用是一致的
。

资料表 明 ������特殊 合 配 力最好的

经常是在一般配合力好的和差的亲本组合中

衣 � 单株重
、

商品率和单林块 茎数心返传参数估计
��日���口��

二�� �么�如几� 官

二 喊
户，巴 �� ��口�，内内

一
�

�
��� ��月� ， 曲 目 ��� ‘

一� ��，户内 �
己��巴

， ‘ 一� 卜呼曰� ‘ �一 ‘ 吧
�』飞， ‘ ， ‘ �

�
��� �� �� 叫， 思

�
勺�竺一

户�

群休配合力变量 ���

���变异 ���变异
广义遗传力 ��� 狭力遗传力 ���

剪 才失 乖 ��
�

�� ��
。

�� ��
�

��

��
�

��

��
�

��

�
�

��

商 品 率

单株块茎数

��
。

��

��
。
选�

��
’

��

��
�

��

�
。
��

� 落�

注� ��八为一般配合力 � ���为特殊配合力

获得
。

我们的实验结果之得出同样的结论
。

特殊 配 合 力 最 高 的 组 合 是��
。

���
�

�� �

�����和�����
�� � ������

，
它们的一般配合

力前者较好
，
后者较差

，
这说明特殊配合力

是依赖于非加性基因的作用
。

而不是加性基

因的简单相加
。

但也有两亲本都比较高的一

般配合力 产 生 较 高 的 特 殊 配合力
，

如
�

��
。
���

。
��只 ��一 �

。

产量遗传力比一般于即亘���以上的数值低这

可能是今年实生苗生长期遇到干 早的缘故
，

以致��的量超过正常值
，

有待迸一步研究
。

产量遗传力比一些报道的低
，
这可能是

试验中实生苗生
一

民期遇干早的缘故
，
以致��

的量超过正常值
，

有待迸一步研究
。

广义遗传力较之狭义遗传力相差较大
，

说明由个家系 �组合�组成的群体由 于 �个�
�

花粉后代的加入使得群体的杂合性增加了
，

印证了许多学者光前的理论
，
即��花粉在传

递杂合性
� �

�有优势叻
。

块茎颜色
‘

的一致性和比较高的单株产量

显示了�
�
花粉后代植株在���利用 上作亲本

的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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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个母 本与 �个父 本杂 交时配合 力效应 估计

单 株

����

重

����

商 品 率

���� ����

单株块茎数

���� ����

��
�

���
�

�� ��
�

�� �
�

�� �
�

��

��
�

��雀 ��

��
�

��攻
�

��

��
�

���
�

��

��
�

���
�

��

�������

�����

一��
�

��

一��
�

��

一��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一�
，

��

一�
�

��

一�
�

��

�
�

��

��
�

�� 一�
�

��

����二�

��������

��一�

��
�

��

一��
�

��

一�
�

��

一�
�

��

�
�

��

一�
�

�� �
。

��

一�
�

��

一�
�

��

��
�

�� �
�

�� �
�

��

注 � ����为父本一般配合力
，
����为母本一般配合力

附 ��设计�

��一�是�
�������和�

�������于���理年

提出来的
，

是多用途的遗传设计
，

通常用来

估计加性方差和显性方差
，
也用来全同胞或

半同胞轮回选择中家系评价
，
一般这两方面

同时进行
。
����年����

��提出 了利用自交系

后代评价时估算加性
、

显性
、

及加性互作方

差的程序
。
��一 �的交配方式是�个品系中每

一品系为雄性亲本与 �个品 系 雌 性 亲本交

配
，

所以事前要准备� � ��个单位
。

雄性亲本

雌性亲本

组合记号

�

一一
�

�
�

� � … �…� �

�…�王
’

�
�

� �
�

艺… �
�

工 �
�

� ���� 乞… 只
， 。

�

��

�
﹄�

�曰

�︼�
�

，一

﹃

��，
一

�自

��

�
�

�

�
�

��

��

�
�

�︼

�‘
�
�

����

北卡罗来纳 没计 亚

是遗传因子分析设计
、

是在 没计 �基础

上提出来的
，
用来估计遗传变量和评价自交

系 �或杂交组合� 的配合力
，
用作父本的每

一亲本均与用作母本的一组亲本的每一组亲

交配
。

试验设计通常采用将后代划区组的方

法
，
一个区组是由全同胞家系组成

，
通过区

组之问就可估计遗传变异的组成
。

父本

母本
� � � � � � � �通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