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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通 栽 培 种 与新 型 栽 培种 间

杂 交 亲 本 配 合 力 分析

姜兴亚 任喜英

�内蒙呼伦贝尔盟农科所�

王凤义

�东北农学 院�

试脸 以呼盈农科所育种中常用的 �个较优 良的亲本品 系为材抖
，
对产量

、

淀粉

含量
、

干物质含量和单株块茎重等 �个性状的配合力效应进行了分析
。

试验结果表

明
，
�个品 系的一般配合力效应 差异显著

，
但��个组合间的特珠配合力效应差异不

显著
。

群体配合力方差分析表明
，
一般配合力方差为总配合力方差的��、 ��� ，

说

明所研究的 �个性状在群体中的表现是以基因加性效应 为主的
。

通过综合评 定
，
可认

为品 系��一 ����
、

自��一��
、

自��一���和����一��一�是育种及实生薯生产的优

良亲本材杆
。

材 料 和 方 法
前 言

选育杂种优势强
、

整齐一致
、

品质好的

的优良组合是马铃薯实生种子利用研究的主

要目的
。

随着高代 自交品系的增加
，
国内许

多单位采取了增代选择和测交同步进行的方

式
，
开展了大面积实生薯利用的中间试验

，

取得了一定的结果
，

但仅限于少 数 几 个 组

合
，

如东农�
、

呼 � ，
等

。

表现优良的组合

不但宜于实生薯生产
， 一

也利于新 品 种 的 选

育
，
可增加选择压力

，

强化选择效果
。

为了

选育出较优 良的组合
，

探讨一些经济性状在

组配中的表现
，
����年我们对呼盟所近儿年

来表现较优良的高代 自交材料的产量
、

单株

块茎重
、

淀粉含量衣�干物质含量等 �个性状

的配合力效应进行了分析
，
旨在明确这些性

状在子代中表现的共同规律
，

为杂交实生种

子利用及马铃薯新品种选育提供依据
。

普通栽培种 �����，��，，� ��������。 �

品系有
�

自��一��
、
��

，

一����
、

呼薯 �号
、

单��一���
、

自��一
��和 自��一��

。

新型栽

�音种 �
‘

夕���� “ 。 �
�� 一

��凸�������� 品 系

有
�
����一 ��一 �

、

����一�和 ����一��
。

试验以 �个着通栽培种为母本
， �个新型栽

培种为父本
，
按不完全双列杂 交 设 计

，
于

�，��年配制了�火 �� ��个杂交组合
。
����年�

月下 旬在温室育苗
，
�月下旬田间定植

。

小

区行长 ��
， �行区

。

株行短�。 义 ���� ，
每

小区定植��株
，

小区随机区组排列
，
�次重

复
。

正常田间管理
，
�月中句收获

。

性状及测定方法
�

收获时小区实际测产

�去掉边际效应�
，

根据小区实产和收 获 株

奴计算出平均单株重
。

从每个单株随机取 �

个块茎分别组成 �个混合群体
，
采用称重比

重法测定组合的淀粉含量和干物质含量
， ‘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

组合区组

结 果 与 分 析

试验中所用的�个品系在产量
、

单株块茎

重
、

淀粉含量和干物质含量等性状上
，
虽然均

表现很好
，
但由它们配制的不同组合间却存

在显著差异 �见表 ��
。

这表明
，

亲本 材 料

的性状并不是以均等份量出现在 各 个 组 合

中
，
也就是说各亲本品系的一般配合力效应

及特定组合的特殊配合效应是马铃薯新品种

选育和杂交实生种子利用的关键问题之一
。

表 �
，

随机 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表

变异来源 小区产量 单株块茎重 淀粉含量 干物质合量

��
，

��

��
�

��� 申

�
�

����

�
�

����� �

�
�

���

�
�

�����

创‘ 误 �
�

�� �
�

��� �
�

��

一一
�

��
�

一
一一

�
�

���

�
�

���� �

�
�

���

为 。 �

��水平上的显著
。

表 �是 �个亲本及��个组合的单株块茎

重
、

产量
、

块茎淀粉含量及干物质含量等 �

个性状配合力变异的方差分析
。

表 �
�

配 合 力 方 差 分 析

—一
一

习‘� ��宝
� 一

�

�扮�一蓬
�

— 爪声
‘
探�飞犷

�

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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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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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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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

�
� 了�姜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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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早
� 舍

机 误

模型�

���
�

�� ��
�

��牢�

模型�� 模型� 模 型� 模型� 模型��

��

��

了� �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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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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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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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模型�

��
�

�� ��
�

���� 石
�

��二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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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二 �
，

����

�
�

� �
�

�� �
�

� �
。

��

一
、
��口�口�叫���口旧��

注
�
���早

�

母本一般配合力 � ���早
� 含

�
组合的特殊配合力 ，

���舍
�
父本一般配合力

。

� � 。 �

��水平显著， 二
� �

�

��水平显著
。

从表 �中可以看到
，

亲本品系的一般配

合力方差均达到了显著和极显著差异
。

一般

配合力是由亲本品系累加效应基因决定的
，

那么亲本品系一般配合力上的差异就反映了

其基因的积累程度的不同
。

马铃薯是无性繁

殖作物
，
往往以其无性繁殖这一特性使基因

间的互作效应得以固定
，
从而表现出高产

、

淀粉含量高等优良性状
。

这样的品系材料作

为品种是有价值的
，

但其基因累积程度不一

定大
，
也就是说其一般配合力表现不一定好

�见表 ��， 不适宜做品种选育和实生 种 子

利用的亲本品系材料
。

如本试验中的
“
呼薯

�号
” 、 “

自��一��
” 、 ‘ “

����一��，，
和

“
��

��一��， 等
，
均没能将其优良性状遗传 给 子

代
，
表现出一般配合力不好的特点

，

组合间的

特殊配合力方差只有块茎干物质含量这一个

性状达到了显著差异
。

其它 �个性状均没表

现出本质上的差异
。

这一结果表明
，
试验中

所用的 �个普通栽培种母本材料在控制这 �

个性状上的基因来源是相近的
，
同样 �个父

本新型栽培种品系材料也表现出在该 �个性

状上血缘关系近的特点
，
因此在全部组合中

均没表现出明显的基因互作效应
。

唯一不同

的是块茎的干物质含量的特殊配合力在组合

间的差异显著
。

这或许是由于干物质含量这

一性状
，
一直未作为直接选择性状

，

故导致

了品系材料���差异
，

引起基因互作效应
。

对

群体配合力方差做进一步分析 �表 ��就可

明显地看到
，

在该群体中
，

产量
、

单株块茎

重
、

淀粉含量和干物质含量这�个性状的一般

配合力方差均为总配合力方差的������
，

表明该 �个性状在群体内是以加 性 效 应 为

主
。

性状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基因累加程度
。

通过轮回选择的途径
，

使优良基因积累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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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获得更好的材料
。

表 �
�

群体配合力方差及遗传力

力义
五︸嘴

�汤
飞

狭遗义力
传

广遗
性 状

一般配合
力方差
�����

特殊配合
力方差
�����

小区产量 ��
�

��

单株块茎重 ��
·

��

沉淀含量 ��
�

��

干物质含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试验中 �个亲本材料的 �个经济性状

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值的综合评定 结 果 见 表

�
。 “
��一����

” 、 “

自��一��
” 、 “
自��一��

”
和

“ ����一��一�
”
等亲本材料较好

，

可作为

新品种选育和实生薯生产的亲本材料
，

亦可

作为亲本改 良的基础材料
。

讨 论

从本试验的结果可以看到
，
好的品系材

料并非都是好的亲本材料
。

这说明了马铃薯

某些品系优良性状的表现基于基 因 互 作 效

应
，
其优良特性难以固定地遗传给子代

，
这

是马铃薯无性繁殖的一个特点
，

在育种和实

生薯生产中
，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特性来达到

目的
，

选育出综合表现好的品种 和 杂 交 组

合
。

但在品种及亲本材料的改良时
，

又要克

服该特性
，
尽可能地使有利基因的累积程度

增大
，
加强性状的表现

。

将来源不同
、

血缘

关系较远的材料分别组成轮回选择集团
，
使

相同来源的优良基因充分积累
，

可以克服互

作效应
，
得到优良基因积累程度大

、

表现优

良的品系
，
再将来源于不同的优 良品 系 杂

交
，
就可望获得更优良的品系和杂交组合

。

在目前的育种和实生薯利用的研究中
，

对亲

本材料的选择往往是依据其表现
，
这不免带

有较大盲目性
。

为此
，

对现有品系
、

亲本材

料进行配合力测定
，
依据其基因效应对这些

材料进行分类
，
将会大大促进马铃薯育种和

杂交实生种子利用的研究工作
。

表 �
�

�个亲本材料的 �个性状相时一般配合效应的综合评 定

��一�。�� 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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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薯 �号

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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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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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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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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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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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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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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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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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定总分 � �� �� �� �� �� �� �� ��

位 次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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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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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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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入����下� �� ��� ������

万
�

���百左���几� ���
‘

写
�

�丫��’ �少
一

�刀百左��口 、�

����� ������
，
��� ��了���

，

� ���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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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王���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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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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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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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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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了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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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 “
���

�

��
” ， “

���
一

���” ��� “ 闪���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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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马铃薯专业组工作会议召开

在全国农作物品 种审定委 员会 的组 织和安排下
，
����年 �月�� 日��� 日

，
马铃薯专业组

在哈尔滨市召开 了工作会议
。

这次会 汉 的，要任分是 ， ‘

爷�认�定����年中报 的马铃薯品种
。
出

席会议人 员有甘薯
、

马铃薯审定组组长盛家尿
，

副组长毕为人
，
顾 问杨洪祖

，
委 员膝宗播

、

刘诚
、

店洪明
，
东扔

、

华北片 区试 主持单位代衣暴成尤
、

郊振 国
、

李宝材
，
东北 农学院代表

陈伊里 以 及黑龙 江省 种子公 司副经理杨艾茄
，
全国种 子 总站叶超林

，
共��人

。

会议根据 《 全国农作物品种审足试行 条件 》 和 ���厂
一 孔�‘州审定会议确 定的审�认�定品种

条件
，
对全国马铃著品种�，�‘ 、 ��肠年 巨城试验总结 会议捉 出的并由

一

育成单位 中报 的 �个 马

铃著品种
，
即

“
克祈 �号

” 、 “
克新 �号

” �中报平位
�

黑龙 江省 农
丁

什院 马铃薯 研 完 所 �
、

“ 东农���
” �中报单位

�

尔沁 农学院�
、 “
坝著 �亏

” 、 “
坝薯��号

” �申报单位
�
河北省张

家 口地 区坝上 农科所�
，

进行 了认真的审定
。

在 充分 讨论
一

的基础上
，
通过 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

一

致同意审定
“
克新 �号

” 、 “
克新 �号

” 、 “
东农��尹 为国家级推广品种

， “
坝薯 � 号

”

需补报生产示 范的证明后 同意审定
。
以上 �个品 种 洛提 交常委会

。 “ 坝等��号
” 由于育成年

限短
，

推广面积不 大
，

暂缓审足
。

北斤
，
与会人 员优有 人 区试 及审�认�定 的一些 问题

，
结合

马铃薯品种审定进行 了讨
·

沦
，

提 出一 些改
·

公言见 特别 足甘参扣 区试 的标 准
、
�台种

，

要 用原种

并统一种源
，
以保证新推广品种 的质量

。

� ，

�后 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