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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栽培种块茎还原糖及

干物质含量的遗传分析

王凤义 李景华

�东 北 次 学 院�

要

本试俭采用不 完全双列杂 交方法
，

月
一

马伶薯栽培种 �新里
二

找培种
、

普通 栽�去评

和二倍体杂种� 的块 茎还原糖及干物质的遗传变异迷行 了研 完
。
结 果表明

，
马怜井

栽培种 间块 茎还 爪糖及干物质含量 的变异很 允
，

并
�

压主要是 勺基日加伙 戈应 引起 的
。

块茎还原糖及干物质含量 的遗传办分刘为�
�

洲和 。
�

��
， �

二性
�

旧司相 关 不显 汾
，
表叼

应 用 简单选择方法就可 以 选育出低还原糖和 高千物质含量 的 冶种
。

根据爪合 力处应

估算
，
对供试材朴及组合进行 了评价

。

前 言

讨
，
旨在为选育加二

�一

川占
�

科和实生薯群体提

供依据
。

洲
一

利
，

与 方 法

一
、

品种 �系�

�� 昔通栽培种�万，��� 、 ，����

了����
，

自��一 �‘
�

了���王
，
了

’

�。组
，

��‘艺，�，·

�，，，�，�
�

东
�二 拍

�

弓
，

呼

自了丁一��
。

、�，七介
�

少
户

召
下月︺主月

一�

马铃薯食品加工是我国最近几年马铃薯

生产的新趋势
，

这有利于改善食品结构
，

加

速食品转化
，

增加经济效益
。

欧 美 一 些 国

家
，

马铃薯食品加工较为发达
，

对马铃薯生

产起了巨大的促进作几
。

开展马铃薯食品加

工的重要条件是要 汀适宜的品神
， 一

下但要在

薯形
、

肉色上符合需妄
，

更主要沟是块茎的

干初反含虽那还原糖含益这两个住状必须符

合川 工妥求
，

否则将导致加工产 品 品 反 交

坏
。

困此
，

研笼这两份 性状的遗传变异规律

是选育加工用马铃薯品种约必经之路
。

不试

验采爪敛量遗传学方法
，

以现育灼栽培仲为

试材 对马铃薯块茎还系糖及干切质含量的

遗传变异规律及袭水闷丑配效应 注 井 了 探

“ ，

伙���

沂型栽培 刀 ‘

了
，
伙玲一 �乡 八 匕�二丁

。

�
·

二住
、 �
体尔衬 万

�

才，
，
声，。印

�
�

仁冲兮
�

户畔
。 、时

�
入����

，
��

。

‘，�
双工、飞信

采用随机区滋设计
，
�次重复 行株距

�� 又 ��� �
，
价区种健搜�格

。

二
�

不宪全双列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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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本
�

东农 ���
，

� ����
，
�����

，

�����
，
�����

。

父本
�
卜丁����

，
��

，
�����

。

����年配制杂交组合
， ����年种植实生

苗
，
小区随机排列

。
�次重复

，

每组合定植

��株
，

行株距��又 ��
��

。

三
、

参试实生薯组合

呼�
，
�呼自��一��火 ���一��一��

，
东

农���� ���一��一�
。

实生种子于����年 �月��日播于温室
，

�月�。 日定植于 田间
。

全部田间试验均在哈

尔滨东北农学院院内实验田进行
。
�月�� 日

一次收获
。

收获后块茎置室温下�� 、 ��夭使

其后熟
。

四
、

取样及测定

�
�

取样
�

‘

品种 �系�和实生苗块茎混

合群体均按大中小薯块比例随机 取 �
�

���
，

洗净凉干
，

多次分级抽样
，

使样品鲜重保持

在 ����左右
。

实生苗单株则取每株全 部 块

茎
。

�
�

测定
�

干物质含量采用烘干法
，

块

茎鲜样在�肠一��� ℃下固定��分钟
，
然后于

�� ℃ 下烘干至恒重
。

块茎还原糖含 量 采 用

����� 铜试剂比色法 �详见 《 生物化学实

验指导 》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

。

结 果 及 分 析

一
、
品种�系�间块茎还原糖及干物质含

且差异 比较

马铃薯块茎还原糖及干物质含量在不同

品种 �系�间的差异是研究其遗传规律的基

础
。

表 �表明
，
本试验所 用 的 品 种 �系�

间
，
二性状的差异均达到了极显著

。

但二性

状的变异翰度不同
，
块茎还原糖含量的变化

幅度为叮
· 几

。 。呀飞�“����� “ 。 �鲜重 � 而干物

质含量则为��
�

了���
�

��
，

这种现象与传统

选择效果有关毛
� ，

一

表 �� 不
‘

友途
仲亡莽�间块茎干物质

杏贵时方差分析

�
， ‘

哈尔
‘

滨�

品袱餐
·

如
洲同浪原九往

�犷一���� 孟
���性状 尸值 型

还原锗

干物质

�任鑫
，

狐
��

�

招泛

蓄落多

�
�

百�

�
。
��

�
。

��

��
。

��

��
。

��

�
�

��

�
‘

��

二
、

术筒组合内株间还原糖 和 干 物 质
含盈的分布

· ·

一
�

�

还原糖含量的分布

全部组合实生苗当代块茎还原糖含量均

呈偏态分布
，
平均数偏于小值一边�见图��

。

—
吕���从 ����

一 一一 ����� ��
� � �

一 ����� ��

一
呼 ��

勺
·

一 的含” 甲诊一 �� �

�
�

一 ����沉 ��

恤
、
一、 又

�分
、 一 尸��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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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一
·

一一 ����� �����

��一一一 ����又 ��

��
���� ����

�
·

一
������

一
�
一 ���� ��

，��叭

敞辉以一
�

�
、 、 、

、 �

丫一
、 �

� �
、 ，’�

一，

琴
�

�

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协

�� 还原特含� 《
乡 八

图 �
�

组合 内单袜间块茎还原糖含量的分布 �����
，

哈尔滨�

低于平均数的单株间差异不大
，
高于平均数 异程度的比较

。

变异系数 为 �
�

�����
�

��
。

的单株间变异幅度相对大一些
，
这可能与熟 全部实生苗单株块茎中

，

还原糖含量最小值

期分离有关
。

所有供试组合单株间分布规律 为零
，

最大值为 �
·

��
，

表明选择还原糖含

是相同的
，
故以平均数作为群体特征值来进 量低的组合和品种是有潜力的

。

行比较是可行的
。

表 �是部分组合个体间变

表 �
�

各组合还原糖分布参数比较 �����
，
哈尔滨�

组 合 �

揣
‘

，

一
��� ‘ ��月，�尸 ，，

一
�

一
下�阴� 一

� 一砚�尹�卜 ‘ � ，内�，，目
魂 ‘ �口 �压曰，�职曰�，���卜，�色��月�户

一
尸

一
飞叹「泪刃‘ ，� ， ，州，， �� 花

�
����，四，，里、 � �

一
� � ，侧酬 阅

�����

��

�沙���

����

�����

��
�����

�� 晋爵
��

�犷
����

��

�����

����

�����

��

����

�
一

��
一
��

一

又
呼

�皿

平 均 数

标 准 羞

王
。

�� �
�

�� 工
�

口�

�
�

�� �
�

�� 艺
�

��

�
。

��

�
�

了�

�
。

�� �

�
。

李� �

�

�� �
�

��

�

�� �
�

��

变异系数 �
�

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扭�
�
自�

�
�

�

�� �
�

�� �
�

��

�
�
﹃��孟

�曰，土

�
�

干物质含量的分布

对部分组合实生苗当代块茎干物质含量

的分析表明 �见图 ��
，
组合内株间分 布 均

呈正态分布
。

变异幅度为��
�

����
�

��
，

大

多数单株在�� 、 �� �之间 ，
双向均有超亲

。

从表 �可看到
，

不同组合间的变 异 系 数 相

近 ��
�

���
�

���
，

这对选择干物质含量高的

实生薯群体有利
，

但欲使其群体 平 均 值 加

大
，
必须选用高值亲本

。

表 �
�

各组合干物质含量分布参数比较 �����
，

哈尔滨�
�����

�
�

�
��

一��

一
砚” �

�
，

� 一

组 合
���又

�� 说
“ ����

����

����又

入了�
�����

��

�����

�工��

�����

��
�����

��

����义 ����� ���� � ���� 呼 ����

���� �� �工�� �了。
一
��一 � �� � ��

平 均 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了
。

�� �
�

�� �
�

��

�
�

��

�
�

��

�
�

��

丁
�

�工

�
�

�卫

�
�

��

��

� 甘

� �� �
�

�� � ��

�
�

�� �
�

�� 工
�

��

�
�

口� �
�

�� �
�

工

�
�

��

� ��

�
�

吕�

�
�

�� �
�

��

︸日�︸�几��

�
标 准 差 �

变异系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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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舀���城盛

八月曰叫…
户口，

�
��

尹‘、

介、

图 �
�

组合 内株间块 茎干物质含量的分布
�

�牙那
，
哈尔滨�

三
、

配含力分析

对��个组合进行了配合力分祈
，

试图揭

示这两个性状的遗传效应
。

表 �结果表明
�

二性状的一般配合力 �����方差和特殊配

合力 �����方差均达到了显著和极显著水

平
，
说明这两个性状的表现既受加性效应控

制
，
也有基因非加性效应的作用

。

表 �
�

配合 力方 差分析 �����
，
哈 尔滨�

����尸，，月户
�� ， �，�， �曰 ，

�一�
�

户
�，甲 �，， 月

支 因

一一
尸

一
，一口，州�������林‘ ‘ ，����������

还 墩 糖 含 量
� � 一

干 物 质 含 量

方 差 模 型 ‘ � 模 型��� 方 差 模 型 � � 模 型 ���

����早�

����舍�

����罕
� 含�

��

�
�

��� ���

���

�

��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牙�� ��
�

���� � �
�

���，

心
。

���
��

�

��申 ， �
�

���� �
‘

���� �
�

����

�
。

��� �
�

�����

一
一�一一一

，

�一
一

�����������

一一一
��

，

�
二

� �

初

从表 �可以看到
，

亲本间一 般 配 合 力

效应直差异较大
。

对 块 茎 还 原 糖 含 量 是

一 凌�

、 ��

。

������
·

��坛 干物质含量为一 ��
�

���
�

���
。

一般配合力效应值反映基因的泉

加程度
，
可为亲本选配提供依据

。

在本试验

中
，
�仓���和 �����是较好的亲本材料

，

而

������ �����和 �����又 �����是表现较

好的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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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相对一般配合力效应和相讨特珠配合力效应 �����
，

哈尔滨 �

���

父 本 母 本 ���

东农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一 �
�

��� 一 �
�

��� �
。

���

�
。

���

�
�

���

一 �
�

���

一 �
。

���

口

毛
资�几�

拍�︸�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一 �
。

���

一 ��
�

���

一 �
�

��� 一 �
�

���

����
、

内��

�
。

��� ��
�

��� 一 ��
。

���

一 �
。

��� �
�

��� �
�

��� 一 �
。
��� 一 �

。

�� �
。
���

广�、咤

之
厅‘八匕，工，“

��
。

��� 一 �
�

��� 一 ��
。
��� ��

�

��� ��
。

��

一 �
�

��� 一 �
�

��� 一 �
�

��� �
�

��� �
�

���

厂‘，产、口‘

���

表格中上列数字为还原糖含量
，
下为干物质含量

。

表 �
�

配合力效应值和性状间的相关 �����
，

哈尔滨�

还 原 糖 含 量 干 物 质 含 量

相 关 关 系 相 关 系 数 相 关 关 系 相 关 系 数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一 �
�

���� ���
·

��� 一 �
�

����

��� 方差 �
。

��� �
�

���

��� 方差 � ��� �
。

���

���
�
一般配合力效应值

���
�
总配合力效应值

��
�

块茎 干物质 含量

���
�

特殊配合力效应值

��
�

块茎还原糖含量

表 �结果说明
，

块茎还原糖和干物质含

量这两个性状主要由亲本的一般配合力效应

听控制
，
一般配合力方差效应值与性状的相

关均达极显著 �� 二 。
�

��� 水平
。

一般 配 合

力方差均为特殊配合力方差的 �倍以上
，

故

该二性况的遗传主要受基因加性效应控制
。

块茎干物质和还原糖含量的遗传力估算值分

别是 �
�

�和�
�

��
，

这与�
’
� ���� ������等

人的结论是一致的
。

相关分析表明
，
马铃薯块茎还原糖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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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块茎干物质含量之 间 相 关 不 显 著 �� 二

一 �
·

�����
。

因此
，
通 过简单选择就可选育

出低还原糖含量
、

高干物质含量的品种
。

讨 论

从本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
现 有 的 栽 培

马铃薯中
，

块茎还原糖含量这一 性 状 有 很

大变异
。

供试材料中还原糖含量 最 高 的 是

�����
，

其含量为��
·

���������鲜重 � 而最

低的是 �����
，

其含量为 ��
·

��� ������鲜

重
。

在实生苗当代也表现出广泛的变异 �见

图 ��
。

许多研究结果也都 有 相几似 的 结 论

������� ���
，
����� ������

，
�����

。

这表

明
，

在现有的栽培种中选择还原糖含量低的

品种有较大的潜力
。
虽然配合 力 分 析 结果

表明该性状主要受基因加性效 应 控 制
，

但

也不能忽视非加性效应的 作用
。

在 �����

���
�

���������鲜重� 火 �����和东农 ���

���
�

����八���鲜重� � ����� 两个组合

中
，

亲本性状值相近
，

而子代平均值却分别

为一��
�

����八���鲜重和���������
‘

鲜重
。

与此相反
，

在 ������ ����� ���
�

�����

����鲜重�和 ������ �����中
，

亲本性状

值相差较大
，

而子代平均值却相似
，

分别为

���
�

���������鲜重和 ���
�

��������� 鲜

重
。

这说明
，

在育种实践中不但要考虑亲本

自身的性状表现
，

也应注意组配效应
。

供试品种 �系� 在块茎干物 质 含 量 这

一性状上的展异幅度相对要 小 些 �� �
�

��

��
�

���
。

全体实生苗块茎的变幅 为 ��
�

�、

�� �
，

其中绝大多数为����� �
。

这与其它

报道 ���� � ，
����� ���������

，
����� 的

结论相同
。

这一结论说明
，

在现有的栽培品

种中选择高干物质含量的潜力有限
，

为了提

高性状值
，

可应用轮回选择来使控制该性状

的基因累积
，

才可望选育出干物质含量高的

品种
。

参 考 文 献

〔�〕 ������，
�

�

�
� �
��� ����������� ����了

一

������

��九��扮��� ��������
�

����� �

��士��� �二 ����
，
��

�

〔幻 �����
，
�

�

�
� �
���而

��� ��班��
������ ��������

��
�

才“ ������娜�
�

����
�

���二 ����
�

�����
�

〔�〕 ����，
卫

�

�
� �

��������� ������� �叮 了�����
，
�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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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二 ����
，������

�

〔魂〕 ������，
�

�

�
� �
������ ��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皿� ������������� ���

������了 �
������ �� �。 ������

�

����
�

������ �二

����
，�����

�

〔�〕 ���������，
�

�

�
� �
��� �������且���� ������� ���

�

����� ������� ��� �����往���� ��� ������ �� ������

士����
�

����
�

������ �二 ����
�

�����
�

��〕 ���������
，
�

�

�
�
�
������� �丁�������� ，����� ��

������ ������
�

���
�

����
，�����

。

〔�〕 ������ ，

�
�

�
� �
������ ����������皿 ��

�
������ �����

���� ��� ��� ������� �� ����������，��亡�� �����
�

��� �����，�������
，
�������� ��� ��份��� ��������

�

����
�

������ �二 ����
，
�� ���

�

�接 ���页�

单倍体的花粉粒分为三类
�

第一类
，

��花粉

和 � 花粉都有很强的染色体
。

第二类
，
不同

大小的花粉都败育 �不染色�
。

第三类
，

所

有能染色的花粉粒都是 �� 花粉
。

细胞学分

析表明后二类的花粉母细胞联会不正常
，

而

第三类有 �� 基因的作用
，

第二类则没 有
。

另外也有少数报道由于纺锤体的迁移形成三

极体
、

也会导致 �� 配子的形成
，

但 以此种

方式形成的概率不大
，
因为要发生平行纺锤

体在两极非常接近或一端融合在一起
，

结果

在末期 �形成一个三极状态
，
最后形成两个

�
配子和一个 �� 配子 ��

�

�
�

�� ����
，

�����
，

等上所述
， 一

可用图 �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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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沁飞�亚洲马铃薯协会第二次学术年会在我国召

亚洲马铃薯协会是亚洲各国马铃薯科技

工作者于����年在印度成立的一个 民间国际

学术团体
。

以促进各国马铃薯科技的交流作

为宗旨
。

学术年会�年举办�次
。

根据����年

��月在 日本举行的上届理事会的建议
，
经我

国家科委批准同意
，

本届年会定于����年 �

月 �� 日至 �� 日在昆明市举行
。

这次年会由亚洲马铃薯协会牵头
，

中国

农科院
、

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和

国际马铃薯研究中心驻北京联络 处 联 合 举

办
。

毛陈伊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