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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衬普通钱培种 �
，

夕���，�，，，�� ��‘�������二，�义 新型栽培种 ��
�

���矛��。 ，�泞��功�

�� 只 � �和普通栽培种
、 ‘ �倍体杂种�着

一

通我培种 的双单倍体 � �
�

���，����� �� �

��杂种� 两种 类型组 合后 代的主要经 济性
“
伏

，

如茎 色
、

株高
、

单株重
、

商品薯率
、

淀粉含量 及产量等性状 的分 离幅度和杂种优势表现进行 了比较研 究
。
结果表明

，
在

杂种后代笼知�少伏的表现上
，
� 火 ��杂种类型的后 代表现分离幅度 小

，

杂种优势强
。

但 由于 �倍 体杂种 自身经 济性状不好
，
使� 火 ��杂种类型子代的绝对产量低于 � �

� 类型
。
因此

，

在现阶段
，
在育种和实生种子刊用上

，

利用 � � � 类型的组合更有

实际意义
。

前 言

近年来
，

随着生产的发展
，

人们不仅要

求马铃薯品种产量高
，

还要抗多种病毒病
，

并具有早熟
、

休眠期短等优 良性状
。

在实生

种子利用的研究中
，

也同祥要求具有上述优

良性状
。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
，
使现在的马铃薯

基因库过于狭窄
，

故利用品种间杂交很难达

到这些要求
。

然而
，

近缘栽培种 �
‘

了
�

尸�。 �。 ���

��二�和新型栽培种 ‘
�

万
�� 一��‘������二�

变异类型多
，

具有耐热
、

体眠期短和高淀粉

含量等多种优 良性状
，
可作为现有马铃薯改

良的优 良原始材料
。

�� 年代以来
，
国 外 一

些学者相继对此进行了研究
，

取得了一定成

效
。

但国内的研究还很少
，

需要 进 一 步 探

讨
，
以促进我国马铃薯育种和实生种子利用

的研究
。

新型栽培种 ������� 。 � ���
一

�������
�

�，” ��� ���一��一�
，
�����

，
�����

。

�倍体杂种 �马铃薯普通栽培种的双单倍

体与 �倍体栽培种 �
�

尸八。 ���
。
杂交后代

，

可产生 �� 配子�
�
�

、

��
、
���

。

于 ����年夏配制杂交组合
，
����年冬

季温室种植实生苗
，
获得无性 �代块茎

。

每

单株取 �个块茎于 ����年进行田间试验
，

小

区随机区组排列
，
�次重复

，

每小区定植��

株
。

调查项 目和标准
�

� 茎色
�

分为紫绿两种
，

在���叶时

调查
。

�
�

案贝组
。

�
�

株高
�

地面至生长点高度
，
成熟时

材 料 和 方 法
单株块茎重

�

结薯数和 商 品 薯 率

普通栽培种 �������‘� �������“ �‘��

东农 ���， �����
，
�����

，
�����

，
�����

。

�以薯块最大直径�����为商品薯�均在收

获时一次测定
。

�
�

淀粉含量
�

每单株取 �个块茎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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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的混合群体
，
比重法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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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应�

�

产量
�

收获时小区实测 �去掉边际

�

杂种优势计算
�

采用离中优势法
。

结 果 与 分 析

�
�

近缘栽培种间杂种后代性状分离幅

度的比较

对普通栽培种 火 新型栽培种 �简称 � �

��
，
普通栽培种 � 可产生 ��配子的 �倍体

杂种 �简称�� ��杂种�
，

两类近缘种间杂种

后代的茎色
、

株高及单株块茎数等性状进行

了比较
。

表 �中所列组合中父本均为紫茎
，

母

本均为绿茎
。

在� 又 �� 杂种组合里
，
其子代

植株 ��� 以上为紫茎
，

说明了 ��杂种可将

自身的遗传物质均衡地遗传给每个子代个休

���� ��配子�
。

而在� 火 �组 合作的 后 代

中
，

紫茎 �绿茎则为 � � �
，
说明 选二 亲本

对子代个体的贡献是非均衡的
，
而 是 随 机

户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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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父本均为紫茎
，
母本均为绿茎 ，

�����为 �倍体新型栽培种品系
，
其 � 花粉频率相 当于 �倍体杂种产 生�����花粉频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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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是两类组合后代株高变异的图示
，

在�� �� 杂种类型的组合中
，

其子代株高的

变异幅度最小
，

变异系数为 �
·

�一��
�

��
，

而在� � �组合中
，
变异系 数 则 为 ��

�

�一

��
�

��
。

这说明用产生��� �� 花粉的 �倍

体杂种作父本时
，
杂种后代群体株高的分离

主要与 �倍体母本的杂合性有关
。

因此
，

利

用纯度相对高一些的�倍体材料与 �� 杂 种

杂交
，
可得到生长势相对一致的群体

。

在单株块茎重这一性状上
，
两类组合的

变异幅度均较大 �见表 ��
，

这主要是 由 于

单株产量是多个性状的综合表现
，
易受多种

��写

戈�

二 �

图 �
�

马铃薯近缘栽培种间杂

种 无性一代株高变异幅度比较
��

��

��

��

上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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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影响

。

但仍可看出
，
�� ��杂种类型

的后代分离幅度显著小于 � “ �类型
。

从上

述 �个性状的分离情况来看
，
利用��� ��

配子材料作父本
，
可有效地控制后代群体的

分离
。

表 �
�

无性 �代群体平均单林

产量变异 系数及权距的比较

位基因间杂合程度为基础的
，
即 �，� ���� 。

�

� ��������� �� ���� �。

由于�
�
杂种可 将 自身

的杂合性全部传递给每个子代个体
，
故可以

获得较高的杂种优势
。

但由于现有的��杂种

材料的经济性状不好
，
自身产量很低

，
故导

致在小区绝对产量上
，
表现出了� � �类型

高于� � ��杂种类型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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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缘栽培种间杂种后代主要经济性

状的优势表现

图 �是两类组合的双亲值及杂种优势的

比较
。
� � ��杂种类型的杂种优势明显高于

� 火 �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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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值亲本产量 离中优势

图 �
、

马铃薯近琢栽培种间杂

种 无性 �代产量及优势表现

表 乙
�

沁性 �代各组合主要经济性状的杂种优势表现�，�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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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进一步分析了其它主要经济性状的

优势表现
。

对淀粉含量
，
两类组合的优势率

差别不大
，

但单位面积淀粉产量则是 � 火 �

类型高于 � � ��杂种类型
。

对于商品薯率
，

两类组合均表现为明显的负向离中优势
，
说

明块茎数型与块茎重型杂交时
，

后代则趋向

块茎数型
。

对单株结薯数这一性状
，
� � ��

杂仲类型的优势率明显高于 � 丫 �组合
，

这

说明� � �二 杂种类型灼杂种优势主要是由单

株结薯数决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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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据驴娜喻倒提出的顺位值相加积分法
，

时西类组合的主要经济性状的优势表现进行

孑舞演 不见表 ��
。

表现最好的是 � � � 类

型的���欠 ���
一

��
一
�

，

其小区产量
、

商品薯

率
、

单位面积淀粉含量和单株重等性状均优

于其它组合
。

表 �
�

无性 �代各组合特殊配合力效应及位次
声

一
一

刁匀呀
二

不 二‘ � ��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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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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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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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结果
，
两类组合均各有所长

。

� � �。 类型的子代性状分离幅度小
，

优势强
，

对 于 提 高 后代的入选率及杂交实生种子利

用
，
无疑是有利条件

，
但由于现有的�

二
杂种材

料均有 �倍体血缘
，

自身产量低
，

经济性状

不好
，
使其后代在大多数经济性 状 上 不 如

� � �类型
，

尤其是产量
，
最高值均出现在

� 火 �类型的组合中
。

故可认为
，
现阶段

，

在没有理想的�
�杂种的条件下

，

无论是新品

种选育还是杂交实生种子利用
，
以 结 薯 期

早
、

产量高的新型栽培种作为亲本材料比利

用�
�
杂种更有实用价值

。

讨 论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
�� �� 类型杂交

组合的后代在几个主要经济性状上
，

分离幅

度均小于 � 、 �类型
，
而杂种优势率却明显

地高于 � � �类型
。

这可说明
，

利用 ����
�

配子的 �倍体杂种为父本
，

可将 �
�

尸人����’�

中的遗传物质引入到 �倍体中
，

使其子代遗

传物质的异质性大大加强
，

并且由于父本配

子基本不分离
，
故子代群体比较整齐

。

本试验

中全部�� �� 类型的组合
，
在小区产量

、

小

区淀粉含量和商品薯率等性状上的表现均显

著低于 � � �类型组合中的东农 ���� ���
�

��
一

�
。

这就是说
，
虽然 �倍体杂 种 能 将 其

白身各主要经济性状的���以上的杂合性传

递给子代
，
但是它们在决定这些性状的基因

数量上却低于 �
�

���
一
������。 。 近缘种的

���
一

��
一
�这个品系

。

因此
，

在马铃薯育种

和实生种子生产中
，

如果利用 �倍体杂种材

料
，
则必须进行改造

，
提高其 自身产量和商

品薯率
，
改 良其经济性状

。

自��年代以来
，

�
�

�
�

�������� 等人就开始研究利用�
�

尸��
�

�
叮啪勺�� 配子材料

，

试图获得可在生产上利

用的品系
，

尽管� � �� 类型可获得很强的杂

种优势
，
且其经济性状和产量始终没有克服

�倍体的不利因素
。

与此同时
，
�

�

尺
�

���
�

二�扭叭 且�等一直探讨 � � � 类型的育种 效

来
，
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

但他 们 各 执 己

见
，

没人研究这两类组合的优劣
。

我们根据

现有的材料所做的试验结果表明
，

现有的 �

倍体材料 �可生产��配矛�均表现低产
、

经

济性状不好等特点
，
不流在育种和实生种子

中应用
。

因此
，
利用 � 又 �类型的组合才是

目前马铃薯育种和实生种子利用的最有效的

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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