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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产量构成因素的通径分析

庞万福 郭振国

�河北 省张家 口 地 区 坝上 农科所�

为了明确各 因素对单袜产量构成的直接与间接效应 及相对童妥性
，

本 文 在 遗

传
、

表现
、

环坑相关分析墓础上
，
迷行通径分析

。

其结 果表明
�

林高
、

穴茎数
、

主

茎扭和单林块茎鲜重均为极显著
一

正相关 � 复叶数
、

分枝数和单袜产誉 虽 为正相关
，

但均不显著
。

林高
、

分枝数 两 因素对单株产量 的直接效应最大
，
共次是主茎粗和 穴

茎数 � 复叶数对单袜产量 的直接效应 为 负值
。

马铃薯块茎产量是一个受多基因控制的

复杂数量性状
，

容易受环境条件影响
，
不利

于对高产品种产量性状的选择
。

为了正确选

择产量指标
，

很多 育种工作者对马铃薯产量

与有关因素作过相关分析
。

本 文 在 遗 传
、

表现
、

环境相关分析基础上
，

进 行 通 径 分

析
，

明确各因素对单株产量构成的直接与间

接效应及相对重要性
，

为高产品种选育提供

依据
。

材 料 与 方 法

表 了
�

方 差
、

本文采用����年的试验结果
。

试验材料

都是坝上及北方一作区推广的
“
虎头

” 、 “

跃

进
‘， 、 “

康选 �� 号
” 、 “

��
一

�
一

��，， 等 �个主要

栽培品种 �品系�
。

随机 区 组
， �行区

，

每

行 ��穴
，

株行距 谨�义 ���迅
。

统计分析采用固定模式
，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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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出株高 �生物高�
、

穴茎数
、

复叶数
、

主茎粗
、

分株数
、

单株块茎鲜重 �个因素的

遗传
、

表现
、

环境的方差与协方差估计值
。

再根据公式
，

求出遗传相 关 系 数 ��。 �
、

表

现相关系数 ����
、

环境相关系数 ����
，

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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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
，
以单株块茎鲜重

为产量指标
，

与其它 �个产量构成因素进行

通径分析
，

解标准正规方程式
，

求出 �个直

接通径系数和��个间接通径系数
。

再由多元

回归系数求出产量构成因素的决定系数与剩

余因子的通径系数
。

厂
” �十 ���” �� �‘’��十 ‘ ’��‘ � �，“�� � �‘，

��
����� ��� ������ ��‘�一� ��。�。 � ���

����一� ������ ��� ��一�一� �。 。�。 “ ���

�一��� �‘ ��� � �‘ ���� �一� �一。��二 �一�

�
������ ����� � ����� � �。 ��‘ � �� � ���

结 果 分 析

�一�产盆构成因素的相关分析

由表 �看出
，
各性状间的大多数遗传

、

表现
、

环境相关密切
。

而且遗传相关与表

表 �
�

� 个 性 状 间 相 关 系 数

穴穴 茎 数数数数 复 叶 数 主 茎 粗 � 分 枝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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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枝数
。 ·

工�“ ” �。 ·

“ “言�石
·

��苍于

丧示超 ��显著标准� � �

表示 超 ��显著标 琳

�才�����

��
、�
�

…
�一
�

复叶数

主茎粗

现相关方向一致
，

多数性状的遗传相关系数

的绝对值都较表现相关系数绝对值大
。

生物

高与复叶数
、

分枝数等组分的遗传
、

表现与

环境相关方向相反
，

说明这些性状的 表 型
‘ ’

主要由基因效应所决定
，

而环境起着减弱相

关的作用
。

其它各组性状的遗传
、

表型相关

与环境相关方向一致
，

这些性状的表型是由

遗传效应与环境效应在同一方向上作用的结

果
。

但是
，

只有在环境相关系数是显著或极

显著的情况下
，
才能起到本质的作用

。

�
�

株高
、

穴茎数
、

主茎粗与 单株 块 茎

鲜重的遗传
、

表型相关均为显著或极显著正

相关 � 复叶数与单株块茎鲜重的遗传
、

表型

相关不显著
，

呈极弱正相关
。

同时
，

分枝数

与单株块茎鲜重的环境
、

表型相关系数分别

为极显著和显著正相关
，
表现分枝数对单株

块茎鲜重的作用受环境影响大
。

�
�

穴茎数与分枝数的 遗 传
、

表型
、

环

境相关系数均为负值
。

株高与分 枝 数 的 遗

传
、

表型相关呈负相关
，
而环境为正相关

，

株高与复叶数的遗传
、

表型相关呈正值
，

而

环境为负值
，

表明环境对其作用与遗传效应

相反
。

�
�

株高与穴茎数的 遗 传
、

表型
、

环境

相关系数均为极显著和显著正相关
�
而与主

” “
丧 型

”
和

“
丧现

，
在 文 中部指

“
女 现

�
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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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粗的环境相关极显著
，

且大于遗传相关
，

系数极显著正相关
，

环境不显著
。

复叶数与

说明株高对主茎粗的作用受环境影响较大
。

分枝数的遗传相关系数显 著 正 相 关
，

而表

�
�

穴茎数与复叶数
、

主茎粗
，

复 叶 数 型
、

环境相关系数呈中度才旦关
。

与主茎粗的遗传
、

表型
、

环境相关系数虽均 �二�
一

各产量构成因素的通径分析

为正值
，
但都不显著

。

内计算所得各直接�酬圣系数
、

间接通径

�
�

主茎粗与分枝数的遗传
、

表型 相 关 找数
，

如表 �
。

表 �
�

产量构 成 日素的通径 分析
刘�

�门��������‘ 侧�口曰 �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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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户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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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

运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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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嚷�
率 �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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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一一

一
�一

��口门������ 一
�

一

一
������曰���������

一

注 �
讨角线 上轰 厂 广主接通 了企系 玫

表 � 每个标 准单位可 决性状增加 的黄

眯
卜， ‘

仗书 教
、

长� �个�
艾叶 数 主 茎粗 分枝欲
�片� ‘ �，��米� �个 �

中眯爪

妇范�

公 量 功
�

比 �
。
�� �

�

�� �
�

羚 之
�

�� 了��
�

宾�二

主
�

生祖作用于 单价
·

�
杏几沟 直接效应和它

世过其七诸性伏的�闰按效坷均为正宜
。

且它

应过单株产童的遗传相 关又极显著
，

所以
，

提高主茎粗对单株产从起着相得 益 彰 的 作
一 ‘ ����一
一———

���

一 用
。

故主茎粗仍不失作 力提高州朱产量的选
�

�

株高对单株块茎鲜重的影响 择指标之一
株高

一

与单株块茎鲜重为极显著正临关
， ，

�

复 计�数对
一

单毛耘公理的影响

且侏高对单株重量
‘ ’
的直接通径效应 ��

， 二 健片救对单株产�
到拐直接作用 �效应�

�
‘

�����最大
。

另外
，

增加株高还可促进主 呈负向作用
，

同时它子 万眼制
一

主茎粗
�

而且

茎粗和穴茎数
， 。习接作用也能使单株产录增 它和单株声量的遗传相关极叹

，

枚可不考虑
·

加
。

株高每增加一个标准单位
，

可使单株产 �
�

分枝数对单株产犷的影吭

量提高 ���
�

�� 克
。

现在可使单株产量 增 加 结 梁表明
。

分
一

成牧对单株产量的直接作

心
·

‘���“ ���
·

��一 ��
·

��克
，

所以
，

株高可 用虽大 ��
� 一 �

·

”���，，

仅次于�
�二 �

·

刁���
，

作为主要选择指标之一 增加株高对提高 单 但它的作用却限制了 株 高 ��
、
�

、

穴茎数
，

株产量非常重要
。

加之它和单株产量的遗传相关又不显著
，

权

�
·

穴茎数对单株产量的影响 衡利弊综合分析
，

分枝数可不必考虑
·

通径分析表明
，

穴茎数对单株产量的直 对 �个产量构成因素通径分析的同时
，

接效应虽不太大
，

但它通过主茎粗
、

株高的 运用 �污
� ，
出

。 � �到
���‘ ��又厂 公式求 出 剩

何接作用都能提高单株产量
·

同时
，

抑制了 余因子的通径系数为�
�

����
，

说明本文选定

复叶数
，

也可达到增产的目的
。

穴茎数和单 的 �个性状基本决定了单株产量
，
而受其它

株产量的遗传相关又极显著
。 ，

因此
，

亦可把 因素 �剩余因子� 的影响较小
。

通径图示如

它作为主要选择指标之一
。 、

图�
。

�
�

主茎粗对单株产量的影响
工� 」准株重 量指 单株块茎鲜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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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入
，上‘叼曰口内」

、���
、 、用�

。教

复

�
，

�

月︸

、，��了、

�羊朴�

卜
�。

夕声

数技

芬一介
、 钊 余闪 �

图 �
�

单株产量与 �

小 结 与 讨 论

从各因素的梢关分析看出
�

株高 �生物

高�
、

穴茎数
、

主茎粗和单株块茎 鲜 重 �单

株产量�均为极显著正杯�关 � 复叶数
、

分枝

数和单株产尼虽为正粗关
，

但均不显著
。

通径分析表明
�

袜高
、

分枝数两因素对

单株产量的直接效应最大
，

其次是主茎粗币�

穴茎数
，

夏叶数讨
一

单株产量的直接效应为负

值
。

株高阴直按效应最大
，

且它 通 过 穴 茎

数
、

主茎粗的间接效里均为正 故
，

通过复叶

数炸用的间按效应为负位
，

说明提高株高使

复叶致阵低也能增加单杜产量
。

其次是主茎

粗和穴 笙教
�

�

分枝数虽然对单株产量的直接

效应大
，

但分技廷门按地降低了穴茎数和株

个产量构成因素通径 图

高
，

从而降低了直接作用
。

由于构成马铃薯产量因素和马铃薯本身

特性决定了它易受环境条件影响
，

所以在生

产水平低的坝上
，

提高马铃薯单株产量的决

定因素是株高
、

主茎粗和穴茎数
，

限制因素

是复叶数
。

但在选择中
，
任一因素的提高或

降低
，

常伴有其它因素的降低或提高
，
这就

要求全面考虑所有因素的直接
、

间接和它们

相互之间的作用
。

生产上选择植株高大
、

主

茎粗壮
、

穴茎数多的类型才能获得高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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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 薯脱毒 种薯 早 收 试 验

张 广 学 胡 彦 钟 铁 森

�中国科学院功物研究 所 � �北 京市延庆县 农业局 � �中国科 学院动 物研究所�

摘 要

����� ����年
，
作者在北京延庆县 田 间观察马铃薯脱毒种薯早收对成 少种薯感

染病毒的效果
。

在桃呀迁 飞高峰后����� 天钊秋 的 �以 下 简称 钊秧� 病毒感染率很

低
� ����年�

�

��、 �
�

���� ����年�
�

��、 �
�

��乡百
。

不 护�秋 的病毒感染率很高
� ����

年 �
�

���� ����年 �
�

���
。

里年挖取芽眼经病毒提取作 ���
、
��� 和 ��� 血

清鉴 定
，

钊袂者呈 阴性反应
，
不割袂者呈 阳性

。

里年将所得种薯栽种 田 间 目刚病毒

症状
，
钊秧者未见症状

，

不钊袂者病辜林率 �
�

��
。

钊快每亩 ��。 。 穴 的亩产 �� 克

以上 的种薯块数达 �����、 �����块 ，
而不割秧正常密度 的亩产 �� 克 以 上种薯块数

只 �����������块
。

因此
，

早割秧 密植不 仅可 以 减 少病毒感染
，
而且利于加 大种薯

繁殖 系数
。

马铃薯叶感病后
，

病毒下行至薯块一般

约需 �� 天
。

因此
，

在桃蚜迁飞传毒最 高 峰

后 �� 夭
，

及时
一

割秧
，

可避免病毒进入种薯
。

此法在国外种薯生产中业 已广为采用
，

由于

种种原因在国内至 今 未 采 用
。
����� ����

年
，
我们在北京市延庆县菜食河和唐家堡进

行本试验 观察早收保种的效果和存在的问

题
。

一
、

试 验 方 法

供试品种为克新 �号
，
����年内蒙乌盟

农科所原种场引入的 �级种薯
，
����年用 �

级种薯
。

设 �个处理
� ��� 蚜虫迁飞高峰后

功天剂秧 � ���蚜虫迁飞高峰后 �� 天割秧 �

���蚜虫 迁飞高峰后��天割秧 � ���对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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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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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了���〔���� ������� ��� � ������ ������� � ����� ��� ������ ����� 、 、 �� ��������
，
�����

� � � 且�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主��� ��� ����支��� ��� �� ���一������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