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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甜）椒数量性状遗传变异的研究‘’

詹 绮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哈尔滨,150069)

本试验采用单因素遗传设计，研究了32个稳定遗传的辣（甜）椒品种14个数量性状的平均表现和

脸 传变异，根据这些性状的表型方差和遗传型方差、遗传变异系数和遗传力，估算预期遗传进度，从而揭

示了从辣（酣）椒品种自然群体中进行选择的潜力和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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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学者在玉米、大豆、油菜等作

物中进行数量性状研究。有关辣椒数量性状遗

传变异的报道不多［[61，本文试图以我国丰富的

辣C i'a的椒品种资源为背景，研究其主要数量性

状为遗传变异特点，估计其预期选择效果，揭示

其遗传潜力，从而为制定辣（甜）椒的育种策略

提供理论依据。

一、试材、设计及分析方法

本研究从我所收集到的辣（甜）椒原始材料

中，随机选取32个稳定遗传的辣（甜）椒（以下

简称为辣椒）基因型（品种）为试验材料。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3次重复，单行

区，行长3米，行株距为70X25厘米，单株定

植，一般的蔬菜管理措施。

调查方法为每小区随机取样5株，果实按

绿熟标准达商品成熟度时采收，每次收获时按

单株计产量和结果数，单株总产量与总结果数

之比为单株平均单果重，其它果实性状在采收

中期调查，植物学性状调查在生育旺盛期一次

完成。

统计分析按马育华『17和莫惠栋『21方法，以随
机模型进行，95并 遗传型范围由 ,&1 1.966g

估计“,310
二、数量性状的表型与遗传变异

方差分析结果（见表1)表明，14个性状品

种间的F值均达极显著水平，显示出原始群体

中较高的遗传变异，可以预期从中选出优异的

类型。如产量变幅为0.32一1.15公斤／株；平均

果重最大为120.00克；单株结果数为3.93-

34.20个。

从表 1还可以看出，以品种平均数计算的

表型变异系数P. C. V与遗传变异系数G.C.V

其大小顺序是基本一致的。但各性状间有较大

差异，其中产量构成性状的变异较大，其遗传变

异系数从大到小的顺序为果数、果型指数、平均

果重、产量、果肉厚、果长、果宽。而叶型指数、

心室数、叶长等性状变异较小。

一般认为育种群体的基因型方差愈大，遗

传变异愈广泛，选择的潜力就愈大。

从以上结果看，辣椒产量性状的遗传变异

是丰富的，而且果实类型也具有较大的遗传变

异，大果型和小果型、长形果和方形果、果型指

数的大小、果数的多少，以及果肉的薄厚等其遗

传变异都是非常丰富的。这表明，在辣椒原始

群体中，产量、果实类型都具有相当丰富的选择

潜力，其选择效果将是可观的。但有些性状的

变异系数较小，如叶型、株型、心室数的变异系

数均较低，但是这些性状不是产量的直接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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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经哈尔滨师范大学生物系李集临教授、我所李光池

副研究员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本文于 1991年3月19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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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1 橄，性状农型及遗传变异度

性状（单位） 品种平均数变幅 F值 P.C.V G. C. V

产显（公斤／株）

平均果重（克）

单株果数（个）

叶长（厘米）

叶宽（厘来）

叶型指数

果长（厘米）

果宽（厘米）

果型指数

株高（厘米）

株幅（厘米）

第一花节位

心室数（个）

果肉厚（厘米）

0.32一 1．15

14.79一 120.33

3.93一 34.20

8.55--13.75

4.78一 7.61

1．55一 1.89

5.80一 13.60

3.18一 7．66

0.79一 3.54

32.47一 63．60

34.47一60.00

6.60一 10.93

2.53- 3.93

0.15一 0.58

4.37

12.39

15.86

4.61

7.61

2.32

15.01

24.68

35.14

4.68

3.76

7.85

4.78

5.26

35.9243

40.0838

63.4029

13.0358

14.7855

7.2000

22.0957

21．1089

44.6955

17.3717

16.8654

14.5454

12.5200

31 .8102

一一— 一一 一
一

26.1670

36.0267

58．1683

9.6145

12.3276

3.9636

20.2044

20.0837

43.2508

13.0013

11。7983

11.9910

9.4318

24.5859

F(31,62)0.OS=F(30,60)0.05二1.56 F(31,62)0.0I}--F(30,60)0.01二2.03

性状。

三、数量性状的遗传潜力

表2列出了根据单株、小区和品种平均数

为单位的遗传力结果。遗传力是确定后代选择

效果最基本的估值，根据性状遗传力的大小，判

定相应的选择方案，可以提高选择的效果和预

见性。

果型指数和果宽无论以哪种方式为单位进

行选择，其遗传力都是很高的。果数、果重的遗

传力也较高（见表2)。因此，根据育种目标，对

以上这些性状在早期世代就可以进行严格的选

择和淘汰，以减少工作量。而产量以单株为对

象进行选择，其遗传力较低，只有以品种平均数

进行选择方可得到较高的遗传力。

第一花节位是熟期的一个主要性状，以小

区平均数和品种平均数进行选择，遗传力较高，

而以单株进行选择时，则遗传力偏低。因此，对

产量和第一花节位的选择，应适当放宽标准，宜

采用集团式混合选择法，扩大群体，并进行连续

表2 辣椒品种数盘性状的遗传力估计

性状（单位）
遗传型方差

a'R士s(6,)

环境方差

8ze士s(a己）

广义遗传力（％）

单株 小区 品种平均

产量（公斤／株）

平均果重（克）

单株果数（个）

叶长（厘米）

叶宽（厘米）

叶型指数

果长（厘米）

果宽（厘米）

果型指数

株高（厘米）

株幅（厘米）

第一花节位

心室数（个）

果肉厚（厘米）

0.0284士0.0092

584.8966+ 156.8925

46.6149十 12.5605

0.9797+ 0.3116

0.5351+ 0.1523

0.0048十0.0022

2.6884一卜0.7098

1.3626士0．3498

0.4426干0.1122

30.1617 +9.5512

24.1410土8.2423

1.1140土0.3156

0.095，士0.0302

0.0073士0.0022

0.0253 + 0.0044

154. 1040于26.8261

9.4139十 1.6387

0.8140士0.1417

0.2428士0.0423

0.0109 + 0.0019

0.575，士0.1002

0.1726士0.0300

0.0389士0.0068

24.5995+ 4.2822

26.2836士4.5754

0.4881士0.0850

0.0762士0.0133

0.0051土0.0009

24.19

59.58

55.99

27.92

38.95

9.97

59.43

67.68

76.62

29.90

23.84

33..74

20.03

33.67

52.92

79．14

83.20

54.62

68.79

30．50

82．37

88.76

91.92

55.08

47.88

69.53

55．73

58.69

77。13

91.93

93．69

78.31

86.86

56.84

93.34

95.95

97.13

78.62

73.37

87.26

79.07

8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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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选择才可望达到预期目的。

四、预期选择进度和选择响应

遗传迸度体现了遗传力和遗传方差两个遗

传信息，在一定的选择强度下，根据遗传进度可

以预la_q某一性状的选择效果。

表3是由小区平均数进行选择的理论估

值，分别估计着5弧和1多最优品种选择率的

平均预期结里。

表3移己明，单株果数的选择效果是很高的，

在5 %的选择限度内，相对遗传进度为”.69多；

平均果重的选择进度也较大，相对遗传进度为

58.47%。但是，产量性状的选择进度相对较小。

如果选择极端值，小区平均单株可增产 180-

230克，增产幅度为28--36务。如果按品种平

均数进行选择，可望遗传进度还会有所提高。

五、 讨 论

上述结果仅是一个年份，一个地点的估计

结果，根据作者的研究，辣椒产量的遗传型与环

境的互作方差达极显著水平［[41，根据有关理

论田，本研究中产量的遗传方差，包括有遗传型

与环境互作成份。因此，本研究中对遗传力的

估计值可能偏高，但同前人［[51对部分性状的研

究结果相比是一致的。

遗传方差包活有加性方差、显性方差和基

因互作方差，根据郭家珍等的研究，甜椒产?, ,

果数、单果重的特殊配合少J方差已达到极显著

表3 辣椒品种数量性状的预期遗传进度

性状（单位）
平均数士标准误

et士sp

遗传进度（绝对值） 遴传进度（相对值）

，％ 1％ 5% 1%

产星（公斤／株）

平均果重（克）

单株果数（个）

叶长（厘米）

叶宽丈厘米）

叶型指数

果长（厘米）

果宽（厘米）

果型指数

株漓 厘米）

株幅（II米）

第一花节位

心室数（个）

果肉L -(厘米）

0.64+ 0.09

67.13土7.16

11.74十 1.77

10.30十 0.52

5.93十 0.28

1.74千 0.06

8.12+ 0.44

5.81+ 0.24

1.54-1-0.11

42.24十 2.86

41．67+ 2.96

8.80十 0.40

3．28十 0.16

0.35十0.04

0.1h

39.43

11.70

1。11

1.04

0.04

2.78

2.13

1.26

6.23

4.85

1.51

0。36

0.10

0.24

51．11

15。17

1.44

1.3斗

0.06

3.61

2.77

1.63

8.08

6.28

1.96

0.46

0．13

28.53

58.74

99.69

10.82

17.47

2.49

34.28

36.72

81.90

14.75

11.63

17.18

10.83

29.73

36.97

76.13

129,21

14.02

22.64

3.23

44.43

47.59

106.15

19.12

15.07

22.26

14.04

38.53

水平〔刀。辣椒属常异花授粉作物，异花授粉后

代在整个品种的群体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据

此推论，本研究所估计的广义遗传力还包括有

显性效应，这对于以杂种优势利用为主要育种

手段的研究，则更具有指导意义。郭家珍等还

指出，在这些性状中，仍以基因的加性效应为

主171，这就告诉我们，从原始群体中进行系统选

择，仍能得到较高的选择增益，特别是对果重、

果数、果型指数等遗传力较高的性状。也就是

说，常规育种和优势育种都将是辣椒育种的有

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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