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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近缘栽培种种间杂种块茎

还原糖和于物质含量的遗传研究

严凤喜 李景华
�东北农学院哈尔滨�

搞 要

本试脸来撒令率每本与�个丈本
，

按照不完全双列杂交设计配制 �。 个杂交组

合
，

井产凌裂棒辫代
。
无性一代块茎还原糖和干物质含量 的研究结果如下

�
��� 两

性状的姨义邃谬豺分另�为���和铭�， ���通过选择淀份
、

产量 来间接选择干物质伊
量具有较天可

一

艘性
� ���从 � � �类型的杂交组合中选育低还原糖及高干物质含量

的品种不会很困难
� ��� � ��艺�和�����对于选育低还原雄及高干物质含量有较好

的一般配合力
。

言

在探讨马铃薯近缘辞培种有关品质性状的遗
传规律

，
为在生产上利用近缘栽培种进一步

提供依据
。

为了克服�
�

�� ������� 种内品种间杂
‘

交后代遗传基础的狭窄性
，

近年来各国相继

开展了马铃薯野生种和近缘栽培种种质资抓

利用的研究
，

这对于丰富马铃薯栽培种的遗

传资源及新品种选育无疑很有意义
。

此外
，
随

着马铃薯食品加工业的兴起
，

国内外研究者

先后从事过马铃薯栽培种块鉴还原搪和干物

质含量的润
一

究
，
这是因为这丙个性状与马铃

薯食品加工品质密切相关
，

现有文献
【 ‘ ’
表明

，

马铃薯块书还原糖超过块茎鲜 重的 �
�

��
，

足以导致油煎 �炸 。 制品在加工中变褐色
，

影响加工品的风味
。

高干物质含量可保证加

工品质优良和提高加工经济效益
。

本试脸旨

材 料
一

和 方 法

按�
������� 移牙锄 不完全双列杂交设

计
‘�声

，

母本有�暑饥多、 �助印
、
�����

、

东

农 ���
、 �

�����、 ��心��
，
父 本 有 ��

、

��
、

�
、

���、 ��
、
��

，

�一��一�， ����年

夏配制 �� 个杂交组合 �见表 ��
，
����年冬

温室种植实生苗
， ����年种植无性一代

，

采

月随机区组排列
，
�次重复

，
每小区定植��

株
，

殊行距 扬
� ����

，

正常田间管理
，

单

徐收获
，
考察下列性状

�

‘

�
�

总产量
�

各小区全部单株块茎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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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
�

�

产 一

一
� 一一

一
一—
一一—一一表 �

�

亲本及其产生 的杂交组合
�

一
�

厂 � �一

��
�

一
，一

一
�一

�
�

一
一一

‘

一
�

��—一
、

�
� �

一���

一
。 �

�

�
��

一
，
������

二倍体杂 种 ��� 济通 浅墙种 ��� 新型栽培种 ���

�� ��

一
�

�

�
�

� �

� 一
�

一 �
�

一一
���一

目

一一
，

�一
‘
�

�一
� � 一��

�
�

���一�� ���一��一�

�加��

�����

一
�

�
�� �

�

�

一
一

一一一一
�

一�只 �� ��

�����

��

」�

��

��

��

��

新型栽培种�

早

东农���

�����

���丁�

��

��

� ��

��

��

��

�凌

��

��

普通栽涪种�

�

格中数字为决 交组 合代号

重量 ���������
。

�
�

淀粉含量
�

采用水中比重法���
。

‘
�

成熟度
�

分为 �级
，

种桩� �天后
，

视植株地上部分枯黄程度
，
目测调查

，
依 �

至 �级
，
成熟愈晚

。

�
�

干物质含量
�

采用烘干前后称重法

���
。

�
�

还原糖含量
，
块茎在 ���℃ 下固定

��分钟
，
置于��℃下烘干至恒重

，
粉碎成干

粉�过�� 。目筛�
，

采用
�����铜比色法

’ �’
测

定
。

测定值取 �个平行样的平均 值 ����

����鲜重�
。

方差分析和配合力分析采用最小二乘法

及��法
，

在����� �微机上计算
。

遗传力

分析采用广义法和杂交群体方差分析法
‘ “ ’ 。

杂交后代的梦毯趁分析采用 �。 。 ��一� ��
���聚类

法
〔 “ ，。

典型相关分析按马逢时等的文献
【连，

处

理
。

见表 �
。

相关关系

表 �
�

示于代的才目关分析

栩 关 系 数 �� �

一一一
一

一
还原糖含量 干物质含量

�
·

��总 �
�

��� �� 二 ��

�址
·

�� �
�

���二 �� � ���

�大
·

�， �
�

���” �� 一 �已�

�小
·

�� �
�

���” �� � ���

�
�

���
�

�� � ��

�
�

�毛�
� ，

�� 二 ���

二 �� � ���

。 ， 曰

一
一

�
� �已 子翻�‘ ���� ‘ �� ��

�“ �护 ��韶，曰尸 ‘ �， � �� 、

�
�

单个亲本值， �� �

�小
�

小值亲本
， �卜

与的全部 组合均值 �

��
�

��，� � �
�

���

丁�
。 。 �一�吕， �

。
�弓��

双亲均值 ，

备组合均位 �

�� 二 ���

大值亲本 �

孔么︸大
‘户
曰

日︸��

��总
�

某亲本参

��
�

��，。 � �
�

���

�。 、
��，�已 � �

�

���

结 �录与 分 析

一
、

两性状亲子代的相关性

为了探讨佘代对子代的彩响
，

对双亲均

值与 �
、
群体均值进行相关统计分析

，

结 果

从表 �可以看到
，
�

，
块茎还原糖含量

、

干物质含量与亲本存在着极显著或显著的正

相关
。

就还原糖 含量而言
，
��

与双亲均值相

关系数为�
�

��吕
，

达汲显著水准
，
�，
与大值

亲本
、

小直亲本的相关系数分别是 。
�

���和

�
�

���，
均为显著水平

，

这说明双亲对�
�

均

有明显影响
，

选配亲本时
，

应尽可帐使双亲

还原糖含量都较低
。

至于干物质含量
，
��

与

大值亲本的相关系数是 �
�

洲�
，

达极显著水

平
，
而与小道亲本相关不大

，

在选 配 亲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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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至少应使一亲本干物质含量较高

，
才可

望获得高干物质率的杂交后代
，
这 已为育种

实践所证实
。

二
、

遗传力估算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
，
�

�

�。 �。 �。 �����

� �“ 。 一

�����。
、 。 ��� 及其反交在产量等性状

上明显地优于其他类型的杂交组合
〔 ” ’ ，

今后

马铃薯杂交育种的最有希望的杂交组合类型

可能是� � �
。

鉴于此
，

本文考察了� � �

和 � 又 � �个组合���个无性一代单株块茎还

原糖
、

干物质含量的遗传变异
，
进 而 估 算

了其广义遗传力
，

其过程是将广义法推广到

多亲本
，

表现型方差 ���� 由多个亲本杂

交组合的 �，
观察值求得

，
环境方差 ����

由亲本的变异求得
，

还原糖的广义遗传力为

��陌
，
干物质含量的广义遗传力为���

。

由

于不考虑组合之间的差异
，

变异会更广泛
，

由此估算的结果可能偏高
，

但其好处明显有

二
�

、

其一
，
估算结果将更具一般性

，
不会因

组合
、

材料不同而差异过大 � 其二
，
能用于

多亲本广义遗传力的大致估算
。

本文的结果

可视为� � �群体的广义造传力
。

全部试材遗传力的估算
，

采用方差分析

法
，

由表�提供的数据
，
可得还原糖的几

。 “
是

���
，
标

�

是��
， ·

千物质的 崛
“
和 �扩分别是

���和抬�
，
这一结果可视为马铃薯近缘栽

培种该两性状和广义
、

狭义遗传力
。

本文的

结果介于�
’
����砂” 和王凤义的结果之间

，

除了试材不同的原因外
，

我们认为采用方差

分析法远非白璧无瑕
，
可用亲子回归法来加

以改进
。

三
、

配合力分析

表 �
�

两性状组合间方差分析肠

��� ����

������
�

��� 急���乒
�

连��

���
。
���� ��

。
��名�

��妇将
，���土�

���口
������

�土��
。

宋����
。
���

、

���
。
����

��
�

工�马

��
�

���

�凌
。
���

， 奋

�
。
���

�

��
�

���
�

�
‘
���

�

���
�

���伙�

�
�
��了二

���
。
���

������ 二����
，
��� �

�
���二

士
，�� 尸�

���
。
透���

�

��
。
����

各

落���
‘
��匀

长��
。
�珊�

��
�

����

������
。
�名�

��级�

��
����一，�。 � � ��

石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注
� �

格中上方为还原糖
， 一

卜方 括号 内为干物质
，

�云
�

‘

妻参触
。

���妞侣如二
“ �

�

��
��

�

��、�。 ，” �� �
�

�舀

由表 �可知
，

对于模型 �
，
��
��个父本�

、

��
��个母本� 的一般纪合力效应对于 还

原糖和干物质含量均达到极显著水 平
，
马

渺

�父
、

母本互作� 的特殊配合力效应对还厚
塘达极显著水准

，

干物质含量不显著
。

这说
明

，
两性状的遗传生要是加性效应

，
亦有非

加性效应
，

就还原搪而言
，

这点尤为突出
。

由此还可看到
，

子代的性状表现
，
深受亲本

影响
� 而同一亲本在不同杂交组合中表现不

同
，
这两方面恰恰反应了亲本的一般配合力

和组合间的特殊配合力
。

蓄坛�表明
，
亲本一般 配 合 力 相 对

�

效

应值的差异很大
，
还原糖 的 变 异 范 围 为

一 ��
一
牙��、 ��

�

���
，

而干物质为 一 ��
�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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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性状的一般配合力相时效应和特珠配合力相时 效应

����� ����� �����
·

东农��� ����� ����� ���

、、尹、�子

尸沙跪即��尸��任。入八匕��
��匕

�
组‘�日，一﹄今�
�目唱
月
诬��八︸����曰�

�迭勺白�自八���个

��
�一 � ��

、，、了、�‘

口�乃乙一七��
��任�︺冲‘口曰勺幻��几」�﹄�︸口︸甘�︺�勺�

��

…
每

一 ��

��

�� 一 �

一 ��

��

一 ��
。

�一 �
。

一 ��
�

���

�了�一巧

一 ��
。

叉�
�

��

工奋�‘ �

�一 �
�

�遗��

��
。
��� ��

���
��

。
���� �一 �

。
���

。
���

一 ��
�

��� 一��� 一 �
�

叨� 一 ��
。
�片

��
�

�之� ��
�

��凌� ��
�

�匀�� �一 �
�

����

��
�

��� 一 �
。
��� ��

�

��� 一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一 ��
�

���

�一 �
�

���� �一 �
�

���� ��
�

���� �一 �
。
����

�
�

��� 一 �
。
��� 一 �

�

吕�� ��
�

��〕�

��
�

���� ��
�

��石� 又一 �
。
��� ��

�

��了�

一 ‘ ��

匀�� 一 ��
。
��� 一 石�

� 几�� ��
�

�了�

��
�

���� 一 �
。
��公� �一 �

�

���� ��
�

�匕��

一 ��
�

��� 一 ��
�

�� 一 遗�
。
��� ��

�

���

��
。
���� �一 ��

。
���� �一 �

�
���� ��

�

����

一 ��
�

���

��
�

����

一 ��
�

���

��
。
����

一 �
。
��了

�一 �
�

����

��
。

���

� 一 �
。

�日力

��
�

���

�一 �
�

�舀��

、、�︸了�八
、了�产沙自��口曰︺八卜︺��

…
�‘曰�甘八曰

一�一
�‘、扩、

�
�

���
，

后者的变异程度远低子前者
，

与王

凤义 ������ 的结果
‘ ” ’

颇相吻合
，

这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
，

供试材料中选择还原糖的潜力

远大于选择干物质
。

一般配合力由亲本材料

的加性基因所决定
，
能稳定遗传

，

依此作为

选择标准
，

能克服亲本选配的盲目性
。

还原

糖是朝负向选择
，

较好的亲本 有 � ����
、

。 �、
�艺���和东农 ���

，

干物质则是朝正向

选择
，

较好的亲本是 � ����
、

��工��和� �
。

特殊配合力由非加性基因所弓空制
，

由于其不

能稳定遗传
，
在育种上不宜作为亲本选配的

参数
。

但马铃薯灼特斌见合力一经形成
，

可通

过无性繁殖来固定
，

故特殊配合力在马铃薯

育种中也具有一定的利用价值
。

本试验中
，

� ����� � ��
一
��

一
�和 �����又 �对于 选 育

高干物贡率低还原搪量的新类型可能具有意

义
。

不用忌言
，
有些亲本并不理想

，
而产生

的特殊配合力却较好
，

如 � ����� � ��
一
��

�

�的还原糖就较低
。

这仅用亲本间特殊的 组

配效应来解释难以令人信服
，

难于控制的试

验误差恐怕是造成比现象的重 要 原 因
，

由

此
，
数量遗传学在实际中碰到的困难也可窥

见一斑
。

四
、

�。 。 ��一� � 。 ��寨类分析

为了进一步
·

比较组合间的差异
，

本文进

行了 �。 。 �卜� � 。 �� 聚类分类
，
以探明不 同

类型的杂交组合是否存在差异
。

各组合块茎

还原糖含量平均值的聚类结果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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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口
‘
了‘、

、

‘、产户�八乙产
�

、
、�厂�勺山�

心
、

、、夕�月︸，曰矛‘
、

、

、，�月�了 上���“

元二 ��
�

��关弓争

丫��
、

����
、
����

、

����
、

����

几二 �忍�
�

��关签

一

���
、

���
、
���

、

����
、 了���

、

��乞

几� ��
�

��

����
、
����

、
�工��

、
����

、

�

�
、

����
、

����
、
�乏名熟

、

���
、
���

、

���
、
���

、

����卜�
�
���聚类结果至少有两方面 的 意

义
，
它揭示 � �

·

��个组合�
、
� ��个组

合�
、
皿 ���个组合�

、

� ��个组合�之间

差异
，
当 几达显著或极显著程度时

，

各 组

合的差异是明显的
，

若 几不显著
，
可认为组

�’��无实质性差异
。

本试验中
，

�
、
�与 �

、

�

的差异显著
，

而 �和�无实质性差异
，

这两

组的�。个组合的块茎还原糖均可视为较低 �

����
、

����
、
���� �

这些还原糖较低的组合
，

包含有 � � �
、

� 又 �
、
� � �

、
� �

‘

�
、
� 又 �五种类

型
，

换言之
，

这五种类型白红杂交组合均可产

生块茎还原糖含量较低的后我
，
由此有理由

推论
�

同其他类型组合一槽
，
从� �

�中选

育低还原糖的新类型不会十分国难
。

采用同样方法
，
可得 千物 质 含 量 的

�。
���一�。 。 ��聚类结果

�

���
、
���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几� ��
�

��釜签

厂
��’ 、 ‘�’ 、

、 �久二 ��
�

��

����
、

����
、
����

�、
����

、
����

、
����

、
���� 互

����
、

����
、

����
、

����
、

�全��

供试材料中
，
块茎干物质含量较高的类型是

为 ��共 �� 个组合�
，
这些组合分别来 自� �

�
、
� � �

、
� � 汉

、
� � �和 � � �

，

总之
，

不同类型杂交组合两性状的 优 劣 难

以确定
。

在利用 � � �类型的杂交组合时
，

诀茎还原糖和干物质含量这两性状不会成为

其利用的限制因素
。

五
、

性状之间的相关性及典里银关分析

遗传研究表明
，

由子大量存在的一因多

效和基因的连锁现象
，

作物各性状之间存在

着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
，

在育种中
，

对一个

性状的选择
，
势必影响到其他性状

。

因此
，

正确了解性状间的相关 淦对于育种实践具有

，定指导意义 。

本试验对块茎干物质含量等

五个性状作了相关分析
，

结果见表 �
。

表 �表明
，

块茎干物质含量与淀粉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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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个 性 状 相 关 分 析

性 状 还原糖 �定 粉 成 热度

干 物 质

还 原 精

一 �
�

����
�

����

一 咬�
。
理���夕

�
�

刁�� �二

一 �
�

����

�
�

�����举

�
�

�丁��

粉见淀产

��
�
��，��二 �

�

��� ��
。
��一�吕 �

呈极显著正相关
，
干物质含量与产量呈显著

负相关
，

这与已有试验相符
艺’ ，

块茎还原糖

含量与淀粉
、

干物质的相关不显著
，

这说明

通过简单选择
，

获得高干物质
、

低还原糖的

新品种并不十分困难
。

为了进一步探讨块茎还原糖
、

干物质与

淀粉
、

产量的关系
，

本试验对这两组性状进

行了典型相关分析
，
旨在讨论通过对淀粉

、

产量的选择而间接选择干物质和还原糖的可

能性
，

因为在目前的育种实践中人们关注的

是前两者而不是干物质和还原糖
。

原始数据标准化后
，

可建立相关矩阵
�

�
�

���� �
�

����

�

���� � 一 �
�

���琪�
� ，

户 。 �

捻�峨

漆�旦冬冬
�奋

，

酩�黔 烈。盒

吞
�

后���

����

一 �
�

����

�
�

����

尸 �
，
��召�

娜参
� 生

一 �
�

卯��
�

�
��

、

协牡
�

�
飞车
。，

一︷尺

由于 介
��

瓦尸兄广
一 �

�

���� �
�

����

故特征方程

�尸
工�
�

��一 ’�
��一 只刃

��

�二 � 之根为
问 题 及

‘

讨 论

几
，二 二 �

�

���夕
， 尹，�� � �

�

�����
，

因 而 义
， �

�
�

��己�
�
�

汀 二 �
�

。 小” 为所求的第一典型相关

系数和第二 典型相关系数
。

对于只
�� �

�

��，�，

� 乡
，� “ 义 �一 �

�

��叹��� �

第一典型变量为�
� 之 �� �

�

����劣 。 � �
�

����叉
‘

典型相关系数显著性测定表明
，
几工为极显著

�只
�

不显著
，

不予考虑 �
。

典型相关分析结

果表明
，

通过对前一组变量的选择来间接选

择第二组变量具有很大可能性
，

特别是通过

对产量
、

淀粉的选择来 间接选择干物质
，

似

乎很有可能
。

一
、

马铃薯品种的品质性状特性

研究表明
，

马铃薯品质性状的基因作用
�

方式多以加性效应为主
，
这是品质性状遗传

稳定性的一方面
‘

但另一方面
，

马铃薯晶种

的品质性状还受非加性效应影响
，
因而遗传

具有不稳定性
，
且因环境的变化波动很人

，

此外
，
性状的表现还会因生育期不同而异

。

在贮藏期间
，

块茎干物质含量
、

淀粉含量和

维生素�的含量有不同程度地减少
，

而块茎

还原糖则呈积累趋势
‘ “ 。

这样何时测定马铃

薯块茎还原糖才能反映该品种的固有特性不

能不是一个问题
。

同一时间的测定能反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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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系�的差异
，

而生理成熟时块茎还原

糖的测定值可视为该品种 �系� 的特征值
。

块茎坯原糖的贮裁特性因品种不同而异
。

在

马铃薯食品加工中
，

除了要考察品种块茎还

原糖的特征道外
，

还应着重考察其耐贮性
，

选用块茎还原糖低且耐贮的品种作加工材料

无疑具有经济意义
。

二
、

还原糖及褐变反应

早在 �，��年
，
�

�

�
�

� ��以���就 注意

到了 勺物烹凋时出现灼褐变现象
，

这是因为

在食品加工中
，

氨基酸的氨基和糖类的默基

起始的反应 中生成的化学物质包括挥发性的

醇
、

琳
、

醛
、

酉旨
、

醚
、

含硫含氮的杂环化合

物和非挥发性的阿美多化合物以及复杂的色

素多聚体
。

已有大量的间接证据表明某些食品的独

特风味是由于制作过程中
，

精类和氨基酸作

用生成的阿类多化合物及其降解产物
。

在 食品加工中
，
还原糖与初级

、

次级脂

肪胺或氨基酸
、

维生素 �相互作用
，

佬产生

非酶促的褐变反应
，

所以
，

还原糖是食品加

工中产生褐变的最重要原因
，

但不是唯一原

因
，
因为游离氨基酸的种类及含量

、

维生素

�的含量也是影响褐变反应的因素
“ 。 ’

川
’ 。

结 论

一
、

马铃薯块茎还原糖和干物质含量在

品种 �系�问存在差异
。

利用现有材料选育

高干物质
、

低还原糖的品种具有一定潜力
。

从� 、 �类型的杂交组合中选育该两性状符

合要求
、

综合性状好的新品种是可能的
。

二
、

块茎还原糖和干物质含量的狭义遗

传力分别是�� �和���
。

三
、

选择高干物质与选择低还原糖的矛

盾不大 � 通过对淀粉
、

产量的选择而间接选

择干物质具有较大可能性
。

四
、

本试验中
，
�����和 �����是选

育低还原糖和高干物质品种的较 好 亲 本 材

料
，

�上接 ���页�

栽培要点
�

该品种极早熟
，
用间管理需

早而及时 � 校株较矮
，

株型紧凑
，

可适当密

有
，

每亩可种枝 ��” 株左右 �单作�� 也是

较理想的间
、

套作品种
�
收获前��天左右

，

应停
�

��浇水
，

防止田间烂薯
。

分布范围
�

目前主耍分布在河南省
，

多

用作粮棉区间作
、
套作及节区早熟的品种

。

围 丰 �� 号

品种来源
�

河北省洲坊县农科所����年

用品种间有性杂交育成
。

原株系号��
一
�

�

一
�。 �

�

该品种����� ��。��年参加国家级华北片区域

试肇
，
�年平均亩产����公斤

，
比虎头增产

且拓�
。
���� 、 ����年种澎

�亩
， �年平均

禽产����公斤
，
比克新 �号增产��

�

��
。

一

般育产����公斤左右
。

‘ 特征特性
�
株型直立

，
分 枝少

， ‘

袜 高

�����厘米
。

茎
、

叶绿色
，

花冠紫红色
，

天

然结实性强
。

结薯集中
，
块茎长圆形

。

大
、

中薯率叨�以上
。

薯皮
、

薯肉白色
，

表皮光

滑
。

芽眼红色
，

深浅中等
。

生育期 ���天左

右
。

抗晚疫病
，

退化较短
，

环腐病较轻
。

品

种较好
，

淀粉含量 ���左右
。

� ·

雄墙要点
�

因植株较矮
，
分柱 又少

，
一

盼每亩可种植��。 。株左右
。

·

分布范围
�
目前主要分布在河北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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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女 献

〔 � 〕 ��

�
�

哈里斯主编 蒋先明等译
，
马 铃薯改 良的科

学基础
， ����，

农业 出版社

〔 � 〕 我京大学生物化学教研室
，
生吻化学实 脸 指 导

，

����，
人民教育

�

出版社

〔 � 〕 裴新澎 ，
数理遗传 与育种

，
��已�

， �

上海科学找术 出

版社

〔 � 〕 马途时 ，
应用概率统计 �

一

下册 �
，

工。 �理，
高等工科

院校研究生讲义

〔 � 〕 冉毅东 ，
马铃薯近缘栽培 补种闯杂种育种价值的 沾

计
，
����

，

东北农学 院硕士研究生学 位论文

〔 � 〕 王凤义 ，
马铃薯栽培种块茎还原糖及干物质含量的

�

遗传力和配合力 的研究
， ����

，
东北农学院硕士研

究 兰学位论文

〔 � 〕 ������，
�

�

�
�

� �������������� ��� �。������玉����

��� ������� ������� �� ��������
，
��了盛

，
�勿��

�

������ �
�

����、

〔 � 〕 ��

�
�

������ � �� ��
�
� ��一��了 �� ��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往����了 ���������，
，
�

�

�� ���� ���
，

����

��� ���
�

����
，
�����

广 ��〕 ������
，
�

�

�
� �� ��

�

� ������ �� �� 户 ���丁���
�

之�，· 。 ， ������� �� ����、� �。 且 ��且������� �且� ���王�

����� �� ������� ���������� ����全� �，��������

��� ����������
，
�

�

���� ���
� 、

����， 弓����

入 �
’

于��� 价� ��只 ������
’

黔���� �����
卢

双丁���

�������� ����� ��丁
�

� ���� �八
广

犷��� ���下�阅
‘

� ��

���八�� ������� ������� ����

�����
�

���
，

甲���
厂

�至� �尸��
�

����

��� ������ ���三���� �

���������� �名���仪�������������
，
�������

��������

��� ����� ���� ���� ����� ���� ��� ��� � ����� �� ��� �����， �� ��七���

�了����� ������� ������ ��������������� ������� ���� ������� �� ���� � �� 是��。
一

了��

������ ������������ �� �������� 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抓��� ������� � ��
、，’������ �五� ��� � ���� �� ��� ��

�

�

��� ���������，一 �� 月 ���� 二
·
��� �� �����������丁 �� �� � �� �� 二

一

�� �
�

�� ��� �
�

��

��������� ���
�

��� �丁�。 ����、 �� �� ����������������� �、 �������� ���� ���� ��������

�������� � �� �人��� ��������� �，����� ����� � �、� �七����� �� ����� ，� �� �� ���������
�

����� � �� � � �】��� �� �������� 几 ������� �� ��� �人工
， ����迄������ ���七 � �� ���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卜 ������� � ���� ������ ����

��������� �� � ��� �� � �挂��������
�

�� ���� ������� ���
、

��� ������� ����选 ���

����� 、� ��� ���������� ���� �������。 �� �� �� �
�

�� � �� ���� �入�� ��� ��
��

��� ��

�����火 ���
一
��

一

� ��� �����丫 ���
一
��

一
� 生、�� ����������� ������� 。 �������� ������歹

�� � ��� �� ��� ��盛� �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