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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 用新型栽培种 ���
、

普通栽培种 ���和能产生 ��花粉 ����� 的二

倍体杂种 ��� 以不 完全双列杂交设计配制杂种并产生 �个杂种群体 ���
、
��

、

��
、
八�及��

、 。

这些 群体的无性 系按完全随机区组设计种植
。

对总产量哥主妥

性状进行 了研 兄
。

在 �个群体中
，
�� 群体在产量和单株块茎数上有显著的杂种 优

势
，

其超过中亲值乎均分别 为 ��
�

扔和��
�

���
。

在群体平均产量上 �� 显著地高于

��
、
��

、 ’

�� 和 �� � 在其它产量构成性状及经济性状上超过或与这 �个群体 无

差异
。

种间杂种
‘

��和 �� 的产量等性状在 以 中亲值为比较的杂种优势上有显著的

杂种优势
，
并与 �� 无差异甚至高于 ��

，
但在实际群休产量上都低于其四倍体亲

本的均值
，
甚至与种 内品种间杂种 ��和��无显著差异

。
��除在产量和平均块茎

重的优势高于 �� 外
，
其它性状 无差异

。
相 同杂交组合其实生苗世代与无性一代在

产量
、

淀粉含量和单株块 茎数上 呈显著的正相关
。
因此

，
在实生薯利用中以 组合为

单位 的群体选择是有效的
。

酗合力分析表明
，
马铃薯单株产量和平均块茎重在亲 本

选酗中一般配合力和特珠配合力是同等重要的
，
而在单株块茎数和淀粉含量上 以 一

般配合力为主
。

前 言

目前
，
由于马铃薯育种只利用了 ���� �

洲� 公�����“ ‘川 种内品种间杂交方式
，

育成

的新品种很难超过以前的老品种
，

因而新的

育种方法和新的育种材料的利用受到人们的

广泛重视
。
��年子七末

，
��工�二 � ��� 芭弓造了新型

我培种
刀�� 一

�的
。 ���。 ，。 ，

�������� 等 ������

对能产生�。 配子的二倍体近缘栽培种进行了

研究
。

多年以来
，
人们已证明这两种材料与四

倍体普通栽培种杂交所产生的四倍体杂种不

仅在产量上具有杂种优势
，
而且在品质上也

较现有品种好
�‘ 一 ‘ ’ 。

���，年
，

肖志敏等得到

几个�� �和 � � �� 杂种并对其无性一代的

表现进行了研究
。

本试验的 日的在于进一步

研究不同近缘栽培种种问尔种优势及其配合

力
，

并研究实生苗群体的选择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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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和 方 法

����年
，
在东北农学院选用普通栽培种

��
‘ ·

������
�。 二�的�个品系�����

、

�����
、

���一�� 和品种东农 ���
，
经轮回选择而适

应长日照的�
·

��������� ���
�

����夕���品

系�����
、
�����

、
�����和 ���

一

��
一
�

，

选 �个能产生 ����� �� 花粉的二倍体杂

交 ��
�

��������。 双单体 � �
�

������
��

，

按不完全双列杂交的设计配制 杂 种
，
形 成

��
、
��

、

��
、
�� 和 �� 五种类型的群

体
，

共得��个组合 �见表��
。

同时
，
从东农

的试验材料中选择与本试验中相同的 �个组

合的实生苗群体考查有关性状
，

得到这几个

组合实生苗群体的参数
。

表 �
�

各杂 交组 合的亲本组 配方式

，���������������

父 木

︸一︸一一一

本

一一一

一
近 缘 栽 培 种 付 本

二倍体杂种 ��� 普通栽培种 �� � 新型栽培种 �� �

普通栽 士音种 ���

乐 农 ���

�����

�����

�� ���

�� ���

�� ���

���一��

���一��

���一��一�

���一��一�

� ��一�� 入��一��一�

����� ���一�� ���一��一�

新型 栽培种 ��� ����� ���一��一�

�����

�� � ��

�� ���

�� ���

���一场

���一�� ���一��一�

一���� 一������ �

一
，������，��������州‘ �������������口目和�已��������‘ ��二�曰���翻��‘ �����

一
一

一

一
口

一�
一����年春到夏

，

在温床
、

田间种植亲本

进行杂交
。
����年 �月

，

将得到的各组合种

子分别用�������的��
� �赤霉素�浸种处

理 �� 小时
，

并播于温室中
。

两周后
，

按组

合将长出的苗移于塑料盆中
。
����年元月收

获这些材料
，
同年 �月 �即播前二周�用窖

藏低温和温室高温交替变化将这 些 材 料 催

芽 � �月 � 日播于校内育种圃中
，

每个组合

及其亲本按完全随机区组种植
，
�次重复

，

每小区 �行
，
每行 �� 株

，

行长 ��
，

垄距

����
，

株距 ���二
，

正常田间管理
，
�月��

日按组合收获单株
，
得到以下性状的数据资

料
�

�
�

总产量
�

每小区所有单株块茎总重

���������
。

�
�

单株块茎数
�

每单株全部块茎的数

目
。

�
�

块茎平均重
�
以单株平均重除以单

株块茎数所得的商 �� �
。

�
�

单株块茎重
�

每单株总块茎重 ���

������
。

�
�

商品块茎数
�

单株块茎中直径大于

�
�

���的块茎数目
。

�
�

淀粉含量
�

各组合每小区各单株中

随机取两个块茎所组成的混合群体
。

用水中

比重法
。

上述数据除小区总产量和淀粉含量用全

部小区总株数外
，

其它性状每组合每小区取

��株进行测定
，

求得平均数
。

各性状杂种优

势估计用平均优势和超亲优势
�

平均优势� �
尸 �一 �尸

几�尸
� ���

超亲优势� �
尸 一 万尸
刀户一一

又 ���

各组合类型比较用�
�
��

� � 法 � 各世代

相关用小区均值 � 方差分析和配合力变异分

析用最小二乘法 ������ ��� �
等� 及��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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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机上处理
。

观察值的模型

一般配合力效应

戈
·

�一 �二

特殊配合力效应

�
·

�

义，�� 子乙� 口
�� 夕，� ��，

特殊配合力相对效应 熟� �
‘

。

�一

几 一
、 ，

� � 只 一 ����
习云一 八 葱

·
八

� ’ ， 刀�一

一般配合力方差
�。���� �二

�艺 � 。 扩厅

���

戈厂 为厂 不 一 从
·

特殊配合力方差
。 ����二 � �，�

�。 扩

一般配合力相对效应 ，，� � ￡’

�

工
。 。

结 果 分 析

����
，

云
� ，二 一

�

一
、
�个近缘栽培种种间杂种及种内品

火 ���� 种间杂种均值及优势比较

关于��
、
��

、
��

、
��及��各组合

表 �
�

各杂种群体总产量
、

单袜块茎数
、

商品块茎数
、

平均块 茎重和淀粉含量的杂种优势均值

群 体

��

��

��

��

��

总 产 量 单株块茎数 商品块茎数 平均块茎重 淀粉含量

一 �
。
�� 一 ��

。

���一
�

一���一肠一一
一一

���

��
�

�� �� �� 一 �
。

�� 一 �
。
�� 一 �

。

��

��
�

��

一 �
�

��

一 ��
�

��
介

��
。
�� ��

。
�� ��

�

�� 一 �
。

��

��
。

�� 一 ��
。

�� ��
。
��

��
。

��
一 ��

。

��
� 一 ��

。
��

� ’

拄
� � 、

二 分别表示在 �
�

�� 及 。
，

�� 水 平上 与双亲均值差异显著

产量等性状的平均优势见表 �
。

从表 �中看

出
， ‘

��
、

��
、

�� 三个类型种 间 杂 种 其

产量上都普遍超过中亲值 ��
，

并且它们的

平均优势是显著的
，

说明这三种类 型 的 杂

种在产量上存在着普遍的杂种优势
。

从表中

看出
，
��和��的平均优势要高于��

。

在

单株块茎数上都有显著的优势
，
�� 和 ��

无优势
。

在平均块茎重和淀粉含量上显著低

于双亲或与双亲无差异
。
��和��种内品种

间杂种除在单株块茎数上�� 有显著的平均

优势外
，

在产量及其他性状上显著低于双亲

均值或与双亲无差异
，

充分表现了马铃薯近

亲交配衰退的特点
。

说明品种间杂交其遗传

墓础狭窄
，

而不如直接用种间杂种
。

为了研

究种间杂种优势的利用价值
，

表 �中分析比

较了 �个杂种群体在各性状上的实际平均值

差异
。

结合表 �可看出
，
尽管从杂种优势的

角度看 ��
、
�� 和 �� 三个种间杂种在产

量
、

单株块茎数上都有显著的杂种优势 �平

均优势�
，
而且��和 ��要高于 ��

，
但实

际群体产量上��要超过��和 ��
，

在其他

性状上超过或与 ��和 �� 无显著差异
。

因

此
，
以产量为目的的品种改 良和生产中利用

��是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
。
��和�� 两杂

种群体在产量上的杂种优势 ��要高于��
，

但实际群体产量上两者无差异显著性
，

甚至

其两者的产量与 ��和 ��品种间杂种无差

异
。

因此
，
�、 一 �、 杂种在理论上的 平均优

势意义不大
。

从淀粉含量上看
，

各组合都没

有杂种优势
，
而且从实际值看�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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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各群体中总产量
、

单株块茎数
、

商品块茎数
、

淀粉含量和平均块茎重的平均值比较

群 体 总 产 量 单株块茎数 商品块茎数 平均块茎数 淀粉含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谨
�

�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 � 、

�
、 �

当有相 同字 母时
，
表示平均数差异在��水平上不显著

与��无差异
，
而 ��显著高于��

、
�� 及

��
。

说明利用二倍体尸�
���
�。 资源能提高杂

种的淀粉含量
。

二
、

相同组合实生苗群体与无性一代的

相关性

表 �列出了 �个杂交组合实生苗群体与

其相应无性一代间的相关系数
。

从中看出
，

各组合无性一代与实生苗群体在产量上密切

相关
，
达极显著水平 �� � 。

�

�化�
。

淀粉 含

量和单株块茎数显著相关
。

因此
，

以总 产

量
、

淀粉含量和单株块茎数作为群体选择标

准在实生苗世代进行的选优汰劣是十分有效

的
。

而商品块茎数和块茎平均重不能作为选

择标准或不能作为可靠标准
，
因为世代间的

且坐一含一分一淀一

表 �
�

总

相 同杂交组合实生苗群体和无性一代群体平均值及相 关 系数

产 量 单株块茎数 商品块茎数 平均块茎重

组 合
实 生苗 无性一代 实生苗 无性一代 实生苗 无性一代 实生苗 无性一 代 实生苗 无性一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了� ��
�

��

�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几曰﹄了乃自，︼���刀乃七��

�
��场��� �

�

�

山，﹄全日，工厅了

�

。

��

。

��八曰�
︵���

�
��已

���

东农���� ��

东农���� ��

������ ��

�����又 ��

������ ��

������ ��

东农���� �

东农����

���
一��

一
�

相关系数

��
。

��

��
。

��

��
�

�� ��
�

�� ��
。

�� � ��

朽�八曰�压几凸

�
���甲
�八︺卜��刁

…
�住八��口飞�，山

��
。

�� ��
。
��

。

��

。

��

��
。

��

��
。

��

。

��

�

�� 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叨��巧������

��
�

�� ��
�

�� ��
。

�� ��
。

�� �
�

��

八�内��目门山

�
�
﹄勺」

� � �
�

�改� � � �
�

��� � 二 �
�

��� � � �
。
� � “ �

�

���
�

当 � � �时
，
�� �� �

�

���，
在�

�

��水平上显著
’ � � �� �

�

���
，
在�

�

��水平上显著
� ’

相关是不显著的 �表 ��
。

三
、

不同杂种群体中产蠢与其他性状的

相关
’

一表
�列出了各杂种群体产量与其他性状

的相关系数
。

从表中看出
，

除 ��
、

��和��

中与平均块茎重无相关外
，

种间杂种中各相

关部达到显著水平
，

并且相关的方向趋势是

一样约
。

说明各杂种群体中在产量育种巾的

选择指标和方向是基本 一致气
。

淀粉含量与

产量呈负相关
。

另外
，
进一步从杂种的单株

决茎数与产量间的关系看
，

单株块茎数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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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
�� 一 ��杂种产量要低于��组合

，

即

在一个一定量群体中�
� 一 ��杂种要比�� 杂

种需要更多的株数
，

且每株块茎数 目 也 多

�图 ��
。

因此
，
�� 的商品性仲要比 连� �

表 �
�

不 同杂种群体产量与块 茎数
、

��好
。

由图上看出
，

块茎数目的分布
，
�� �

��要比��的分布广
、

范围大
。

而��和��

在产量和块茎数目分布上无多大差别
。

平均块茎重
、

商品块茎数及淀粉含量的相 关 系数

�
一

���一��相 关

占呀门当一」�口一口八曰︸

…
��八�

产量与

寸上 次

单株块茎效

商品块茎数

平均块茎亚

公之粉 含 童

�
。

�」

�
�

��

�
。

��

一 �
。

��

一 �
。

�� 一 �
。

��

�� ��

�
�

�� �
。
��

�
�

�� �
�

公�

� �� � 心�

一 �
�

�� � 心
。

�� 一 �
。

��

一

一一
�
二 二 六 �

一�

一
卿�，礴钾州翻晰晰闷呼翻

亘粤�，归，，�一
国

一
。 于
�

一��
，，

沈
�
对 �� �� � 拓 �

�
�

��水平
�

匕显 菩

�
�� 〕

�

��改� ��
、

�� �� � ��� �
�
���

�

���， ��
，
人人 ，�� “ 李� �

�
�� 。 �

��� 时
，

一�司 � ��

一
‘

一一
，

一 �心‘ �，

一
曰���一一�

尔
一� �

一一
，‘ �

��

数 拼

图 �
�

杂种单株块茎数与产量间的关系

四
、

马铃薯产量
、

产最性状及淀粉含里

的基因作用方式和配合力分析

表 �表明
，
父母本的一般配合力在各个

性状上都达到了极显著
。

同时
，

父 义 母本的

交互作用特殊配合力对杂种各性状的影响也

达到了极显著
。

本试验重复间的变异只有在

产量上达到显著
，
表明产量性状受环境因素

的影响
。

一般配合力和特殊配合力方差估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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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个性状的配合力变异分析

兮归脚���
一一

�

一
，

一
��

�

一
她

一一
�

一
一
一一�一一� ��

竺

一一一
二

一�
�

一
�
一一一�

竺

�

变异来冻 ��
��

单株产 帚 单株块茎数 商品块茎数 平均块茎 重 淀粉含 量

父 本

母 本

���里�
�

� 了��
。
��二

�

��二

���
�

��

���
。

��

�
。

�苏�

�����
，

吐
� ’

�
�

��
� ’

�
�

��二 �
�

���

父本 又 母本 ��

误 差 胎

�����
�

�

���
�

�

�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刁︸汀�
几

�
�

���

�，�
· �·�

��
�

�� ��
。

�� ��
，

�� ��
�

�� ��
。
��

�忍日
� �

·
�

�理
�

�这 ��
。

�� ��
。
�� ��

。

�� ��
。

��

注
� ’ �

为��水平上 显著性

表 �
�

杂交父母 本各性状一般配合力相衬效应 估计值
一 ‘

�
一�一一

一�一
‘ 一� � ‘ � 巨

一�
�

一
�

一一
一一

�
�一 ‘

一一
�

�

�
����

�

一一

亲 木 单株产量 单株块茎数 平均块茎重 商品块茎数 淀粉含量

父本 �了�
一

��
一
� ��

�

��� 一 �
。

��� ��
�

��� ��
。

��� 一 �
�

���

���一�� �
�

�
。

�� 一 ��
�

��� ��
�

��� ��
。

��� 一 �
�

���

一 �
。

��� �
，

��� 一 �
�

�� �
�

���

一 �
。

��� 一 了
�

��� 一 ��
�

��� �
�

���

��
。

�� 一 ��
，

��� ��
。

��� �
�

���

����

母本东东 �� � �
。

��� 又�
。
��� ��

。
��� 一 �

。

���

�����
，��八，��汽，习，�八目��︸�丈

…
�

�

��� ��
。

��� 一 �
。

��� 一 �
�

���

����工 ��
�

���

��
。

��

一 ��
。

��� ��
�

��� ��
。
��� 一 �

����� ��
�

��� �
�

��� 一 �
�

���

����� �
�

��� ��
。

��� 一 ��
。
��� ��

�

��� �
。

��了

����� 一 ��
。

��� 一 ��
。
��� 一 �

。

�� 一 ��
。

��� �
�

���

一
一

‘

一
一

‘

一
�

一

一一
‘

一一
����，�，����口臼�曰

�表 ��揭示了基因的加性和非加性效应对

于决定单株块茎重和平均块茎重两个性状上

是同等重要的
，
而对于单株块茎数和商品块

茎数沪�
· 。 · �

几乎是梦
。 · 。 ·

�

的两倍
，

表明此两

性状主要是由加性效应作用的结果
，
而淀粉

含量也是由加性效应为主的
。

表 �为试验亲本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值
。

从亲本看
，

普通栽培种和新型栽培种的亲本

总的看在各性状上有较好的一般配合力
。

如

���一��一�
、
���一��

、

东农���
、
�����

除淀粉含量等个别性状外
，

在其它性状上都

表现出高的一般配合力
，

作为亲本在育种上

是有价值的
，

而�个二倍体亲本除淀粉含量和

�在块茎数上有正的一般配合力之外
，

其他

性状上都表现负值
。

因此
，

在育种中
，

它们

对提高产量没有价值
。

新型栽培种及二倍体

在淀粉含量上都表现正的一般配合力
，

对提

高杂种后代的淀粉含量是有益的
。

表 �列出了所有杂交组合的特殊配合力

效应
。

可以看出
，
�� 组合 ������ ���一��

一�在所有性状上都 有 较 好 的 特 殊 配 合

��
。

其 次 为 �� 一 �� 组合 ������ ��
、

������ �
。

说明亲本的一般配合力与特 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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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各杂交组合特殊配合力相对效应值

组 合

东农���� ��

东农���只 ��

东农���� �

东农���� ���
一
��

一
�

东农���� ���
一 ��

������ ��

������ ��

������ �

������ ���
一
��

一 �

� ����� ���
一

��

������ ��

������ ��

�����又 �

������ ���
一
��

一
�

������ ���
一
��

������ ��

������ ��

������ �

������ ���
一
��

一
�

������ ���
一
��

�����又 ��

������ ��

������ �

�����又 ���
一
��

一
�

�����又 ���
一
��

������ ��

������ ��

������ �

���了�滩 ���
一��

一
�

������ ���
一��

产
“

量 单株块笔数 平均块茎重 商品块茎 数 淀粉含量

�
�

�� 一 ��
�

��� 一 ��
�

���

�
。
��� 一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一 ��
�

��� 一 ��
。
�工� �

一
�吐�

�
。
��� ��

�

��� �
。

���

�
�

��� �
一

盆�

��
。
���

�，
���

�
。

��� � 王工
‘
��峨

�
。

��� 冶
。

�的

��
。

��� 一��
。
�奋�

一 ��
�

��� ， 吞
�

�廿�

�
。
��� 通妞

�

�心�

�� ��� 妞
�

心肠

�
�

���

�
。

���

一 念�
。
��弓

�
一

���

��
�

���

�
。
���

一 �
。

���

��
�

���

一 ��
。

���

一 �
�

���

一 ��
。

���

��
。

���

�
�

���

�
。

���

一 ��
�

���

一 �
�

���

一 ��
。

���

�
�

���

��
。

���

一 �
�

���

�
。

���

�
�

���

一 ��
。

���

�
。

���

��
、

���

么 ���

一 ��
。

���
一
郎

。

���

� ��
。

���

导�
。
���

邢
�

�吕�

��上�曰��了曰�
‘�注八�，卫︸
�
任山

��

�﹄��
、�即亡�乙��

��
。

一 �
。

。
���

。
���

�
。

��� �
，

���

一 ��
�

��� �
。

���

一 ��
。

��� 一 �」�

���

�
�

��� �
。

���

��
�

��� �
，

��

一 �
。

��� 一 �� ���

一 ��
。

��� �
，

���

�
�

��� ��
�

���

��
。
仑��

��
�

���

一 �
。
��

�
。

���

��
。
���

一 ��
。

���

一 ��
。
��石

�
。

那�

一 �
�

硕令�

��
，

妞移

一 �
�

召鹅

��
，，�盛

肠
�

兔夔驴

“ �

丈乙心雍

一多令
，
瘩研

一 ��畔
工�

，

牙�梦

�几玲息

右，
名蕊分

一 好
。

��

��
�

台级么

一 �
。

���

�
，
右�落

� 工�
�

���

一 �
一

忿牙�

�
�

白��

��
�

���

一 �
�

���

��
�

��

一 �
。
�理�

�
�

���

�
。

���

�
。

���

一 �
。

���

一 �
。

���

�
。

���

一 �
。

���

一 �
。
���

�
。
���

一 �
。

���

一 �
。

���

�
。
���

�
�
���

�
�

���

一 �
�

���

一 �
。
���

�
。
��

�
�

���

一 �
。

���

�
。

���

一 �
。

���

�
。

���

一 �
。

���

�
。
���

�
。

���

�
。

���

一 � ���

一 �
。
��

�
�

���

�
。

���

配合力并没有明显的关系
，

在 �� 一 �� 的特

殊组配中也会出现好的组合
。

但就整个组合

来看
，
整体上好的组合还是�

� �多于 �� �

�二组合
。

如 ���� ���
一
��

一�
、
�����义

���
一
��

、
������ ���一 �

一

�等的产量特

殊配合力都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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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砚马架多岛奋

一
�

�
�

��

讨 论

· ， 、

近缘栽培种种间杂种的忧势

�
�

�� 一 ��杂种

本试验结果表明
，

对于近缘栽培种二倍

体 杂 种 ��
�

夕人。 即�� � �
�

�站盯��川
��

双 单 倍 体� 与 泞
�

�沁岁
。 川 ” �

和 。
即

�

�������、 。 的杂种群体
，
其总产量平均值超

过中亲值
，
分别为 ��� 和 ��

�

��� � 这与

二倍体同普通栽培种的四倍体杂 种 超 中 亲

��
�

��� �肖志敏等
，

待发表� 的结论是一

致的
。

虽然有个别组合超过 以亲本
，

但这个群

体总产量的平均浪分别是四倍体高位亲本的

��
�

��和��
�

��� �表��
。

这与 理� 一 ��杂种

表 �
�

各杂种 类型均值 占高亲值 的百分率

组合类型 杂种均值

�� ��
�

��

�� ��
�

��

�� ��
�

��

高亲均值 相对商亲值百 分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途� ��
�

��

�� ��
�

�� ��
�

�� ��
�

��

平均总产等于或超过四倍体亲本均 值 ��
“ ’

以及总平均值近于 �� 亲本均值
�，
的结论 有

较大差别
。

原因何在� 从本研究的结果看
，

笔者认为原 因主要有两个
� ��� 环境条件的

影响
。

因为马铃薯的杂种优势和其它作物一

样
，

是由遗传效应和环境效应共同作用的结

果
。

从前人试验和本试验的比较可以看出
，

国外的一些 �� 义 �� 杂优的研究其试验的 种

植方式与本试验不同
。

������ �。 ����，�
、

���和 �������� ������ �试验种植的行

距为��
�

续��
，

株距为��
�

�和��
�

���
，

其杂种

产量超过��亲本���， �������� 和 ��� ��

������的试验行距为 ����
，

株 距 为 ��

�。 ，

其杂种产量接近 奴亲本 均值
，
有一个

组合超过�
�亲本田�

。

值得一提的是����年

����和��� 为了证实 �� 一 �� 杂种优势的环

境协迫作用
，
曾有意改变这种种植方式并进

行了研究
，

结果在行距��
�

���
，

株距 ��
�

�

��下
，
连续两年 �� 一 �� 杂种产量均值分别

超过亲本 �� �� 和等于亲本均值
，

比前面

试验大大降低了百分数
。

由此看出
，

本试验

中在行距 ��
��

，

株距 ��
�� 的大田商品 生

产条件下所得的�� 和 八�的总产量低于��

亲本及与 ��和 �� 产量相近的结果
，

与环

境的协迫有很大关系
。
��� 与二倍体本身有

关
。

因为从进化的角度来看
，
现存的大多数

植物都是多倍休
。

特别是作物
，

不是同源多

倍体就是异源多倍体
，

这些多倍体是由二倍

体进化而来的
。

多数重要的性状都是基因加

性作用的数量性状
，
因而在环境中表现出稳

定状态
，
抗性强

，
遗传基础是相当丰富的

。

而二倍体基础上的加性作用显然要比多倍体

小得多
。

这一点可以由很少见到由二倍体直

接加倍的后代产量高于现有四倍体的报道得

到证实
。

这些就是��要比 �� 一
��杂种好的

可能原因
。

从本试验结果看
，
��和

‘

��群体尽管在

实际总产量等性状上的均伐无显著差异
，

而

从杂种优势上可看出 �� 的产量优势要明显

高于��
。
�� 和��产量优势的差异可归结

于遗传上的差异
。

因为�是 泞
�

夕�。 二�� 和

�
�

�‘、�。二
、 �‘。 双单倍体的杂种

，

其中一半染

色体来自�
，

�砧二��
、 二

，
一半来自 �

�

�触
�

二户
。

所以
，
�� 中有四分之三的染 色休是

来 自习
�

才曲厂�� 、 二 ，

四分之一来 自万
�

户肠
�

二�� � 而��中有因分之一来自�
�

�劝衅
。 �

二�二
，
四分之一来 自 多

�

夕加
�
一

叮
� ，

皿分之二

来自 �
�

才站引哪二
� ����

。 ���口。 �� 。

这 样

看来
，

在 ��中的异质作用要比 �� 的大
，

加上等位基因的杂合作用
，

使 �� 的杂优大

于 �� 的杂优
。

�
�

�
�

�。 乃�，，���，，��
和夕

�

公‘，乙�����‘川 ���
�

���‘���� ����
一

�、 ��，，��，‘�二�杂种

本试验中
‘

，
�

如加�。 。 �。 与
，�“ 。 一

�汕胖
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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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杂种总产量的优势为��
�

����表 ��
，

这与 ���� 等 ���了了�超中亲 ��、 �一�的结

果相似
�’ ，
而且杂种平均产量超�� ��

�

��
，

超�� ��� �表 ��
，

并与���等 ������
、

������� ���� ������以及������ � �������

的结果相一致
。

同时就群体而言
，

在相同种

植条件下与 �� 一 ��杂种相比
，

虽然从优势值

上较低于 、 � 一 �� �表 乙�
，
但在实际产量上

显著高于 �� 和 八�
，

这与肖志敏等 �待发

表�灼研究结果相一致
，

同时从表 �可以看

出
，

其 味声涟是亲本均直的��
�

��
，

个别组

合超过高值亲本均心 �了
�

���
。

因此
，

在近

缘栽培种利用上
，

特别在商品生产中和品种

改 良的育种及实生薯生产中
，
�� 这种类型

有更大的利用前景和实用价值
。

二
、

杂种实生苗世代群体选择的可行性

本试验的研究表明
，

实生苗世代与无
一

比

繁殖世代泪同组合在产量
、

淀粉含量和单株

块茎数上
，

达到显著和极显著的相 关 �表

��
。

这与李德纯等 ���忿�� �� 群体实生

苗与无性一 代在产量等性状上呈显
一

苦正相关
，
�’ ，

与肖志敏等 �待发表� �� 和 � 口群体

在实生苗与无性一代在小区产量
、

淀粉含量

及单株绪薯数呈极显著正相关的结论是相近

的
。

尽警肖志敏把两代种于同一年
，

本实验

与李态北灼实验在两个年度进行
，

但结论是

一致约
。

这说明
，

这种相关性是普遍 存 在

的
。

这优范分为杂种在实生薯生产上的利用

提洪了可
尸

洁的理 沦依据
。

因为实生苗世代与

无性世代间在产量等性状上的显著正相关
，

只要选择在实生苗当代群体表现优良的杂交

组合
，
就可大量配制杂种

，

直接投入实生薯

的商品生产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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