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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豆杂种F2主要数量性状遗传力和

遗传进度的初步研究‘’

郭 建 华
（江苏沿江地区农科所，南通）

研究作物数量性状的遗传力和遗传进度可

以提高育种效率。因为这些遗传参数能够为育

种提供较准确的信息，使系统选育和杂交育种

工作能较好地选配亲本和确定杂种的选择世代

及进度。我国学者对这些遗传参数的研究，在水

稻、小麦、油菜等作物方面报道较多，而在蚕豆

上报道较少。黄文涛等〔11曾对18个蚕豆生产品

种性状间的相关性及其通径系数进行过研究。

徐洪琦等〔21曾研究过5个高产蚕豆品种产量因

素遗传变异情况。

材料和方法

（一） 供试材料

1982年秋在进行蚕豆杂交育种的同时，选
用青皮79-281、丹徒蚕豆、启豆2号、上芋田鸡

青、成胡10号、埃塞俄比亚蚕豆等6个蚕豆品

种，配制了青皮79-281 X丹徒蚕豆等9个杂交

组合（表 1)0 1983年秋种植Fk和亲本材料，并

取大分枝基部2-3荚作试验留种，1984年秋

分别将F2及其亲本顺序排列种植。 各组合父

本在前，母本在后，杂种种于父母本之间。父母

本各种I行，杂种种4行。行长 3.3米，行距

0.“米，穴距0.13米，每穴2株。成熟时亲本

随机取样15株测定，杂种全部收获并测定株高

等8个性状。

（二） 遗传参数的估算

利用F2杂种群体变量作为表现型变量，亲

本变量作为环境变量估算广义遗传力，估算公

式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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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表示杂种二代群体表现型变量，V PI和

Vp：分别为父母本的表型变量，两者平均作为环

境变量的估值。

在估算广义遗传力的基础上，对8个性状

预估遗传进度，采用 Robinson等(61的公式：

AG一K了i不万子
（式中K为选择压力，V。为某性状的遗传变量，

h2为该性状的广义遗传力）。 为表明遗传进度

的相对效果，参照 Johnson等’，〕的公式 to G' _

LAG /x计算了遗传相对进度}J11" }

结 果 与分析

（一） 广义遗传力

本试验估算了9个杂种F，组合的广义遗
传力（表1)。从表I中可以看出，株高、百粒重

遗传力较高，居第一、第二位。茎粗、单株粒数

中等，而始荚高度、单株有效分枝数、单株荚数

和单株粒重较低。这就表明：株高、百粒重两

性状受环境影响较小，在遗传上较为稳定，对它

们在早期世代注意选择，从严掌握，能收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而始荚高度、单株有效分枝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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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验期间得到本所助理研究员徐洪琦老师指导和帮
助，在此致谢。

本文于 1985年7月S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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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fl 蚕豆杂种F：主要数f性状遗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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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荚数和单株粒重等性状，在遗传上不稳定，其

田间表现出来的变异多半是自然环境和栽培条

件差异导致的结果，对这些性状在早期世代选

择效果较差。由于遗传力是随世代的进展而渐

次增高，因此，对遗传力低的性状应从低代开始

进行定向选择，在连续多代的选择过程中，逐渐

提高遗传力，最后将优良性状固定下来。

从表1中还可看出，株高的遗传力在不同

组合间差异较小。说明株高的表型变异较多地

决定于基因型的不同，在组合间有较好的一致

性。而其他性状的遗传力在不同组合间有较大

的差异。如百粒重性状，在丹徒蚕豆X上芋田

鸡青组合中，高达88.45外，而在青皮79-281 X

成胡10号组合中，仅为35.92务。 再如遗传力

最低的单株粒重性状，在青皮79-281 X丹徒蚕

豆组合中高达76.79多，而在启豆2号X丹徒蚕

豆组合中仅为8.63多。这种不同组合中同一性

状的遗传力的高低可能与两亲间遗传差异有

关。因此研究不同亲本性状的遗传力大小，对

于亲本的选配，后代的选择是有意义的。

（二） 遗传进度和遗传相对进度

本试验估算的9个杂种群体性状的遗传进

度，结果列于表20
由表2可见，8个性状遗传进度是不同的。

以单株粒数、单株荚数和单株粒重的选择进度

最高，效果最好；株高、始荚高度和单株有效分

枝数较高；而百粒重和茎粗则较低。值得注意

的是：单株粒重的相对遗传进度也较高，这是

因为单株粒重是由单株荚数、粒数和百粒重诸

因素组成的，其遗传相对进度之所以较高，也是

由这些性状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坚持对单

株粒数、荚数和粒重的连续选择及早世代的家

系测产，选得产量因素较为协调的优良个体或

家系的机率比单纯利用某一因素选择要大些。

从表2中还可看出，同一性状的不同组合

间遗传相对进度是不同的。例如，比较启豆2

号X上芋田鸡青和青皮79-281 X上芋k田鸡青

各性状的相对遗传进度可见，在降低株高、增加

单株荚数、粒数、粒重，培育大粒品种的效果

上，青皮79-281比启豆2号要好些，而在增加

茎粗和单株分枝数的作用上，青皮79-281差于

启豆2号，这一结果与育种实践相吻合。启豆

2号属中粒型品种，百粒重75克左右，青皮79-

281属大粒型品种，百粒重常年稳定在105克

上下，两者差异较大，杂交后代分离出来的类型

较丰富，因此在启豆2号X青皮79-281组合

中，在5%的人选率下的百粒重的增长量为

22.43克，相对效率为25.50沁，而在启豆2号X

上芋田鸡青组合中，由于上芋田鸡青的百粒重

与启豆2号相仿，两者差异较小，其遗传进度

(AG二11.85克，AG'一14.36 ）就不如启豆

2号X青皮79-281组合显著。 这就说明在选

配亲本时，不但要注意双亲综合性状优良，也要

考虑使改良性状间差异尽可能大些，这样后代

分离的类型丰富，通过选择能获得较大的遗传

进度，收到较为显著的效果。

讨 论

遗传进度综合了杂种群体的遗传变异度和

遗传力两方面的信息，作为从该群体内进行选

择时，效果大小的估计，比单纯依靠遗传力来选

择效果更好些。对遗传力高、遗传变异又大的

性状，如蚕豆的单株粒数、单株英数和单株粒重

选择效果好，反之，如百粒重等则效果较差。因

此弄清不同类型组合各个亲本的性状遗传进

度，对加快选育新品种，改进育种的方法具有重

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对蚕豆杂交后代选育方法报

道不多。我们认为：蚕豆杂种后代的选育应以

系谱法为主，即在杂种F,除对抗病性、株高、百

粒重等性状要严加选择外，还应适当考虑单株

产量因子，从F，开始建立株系，优中选优，逐步

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选择单株产量因素方面来。

目前在蚕豆上还没有找到一个能作为选择

优良单株的综合指标，但在注意选择良好株型、

适宜熟期等情况下，不妨以单株荚数、粒数和粒

重等性状作为限制性选择指标。有经验的育种

工作者，在田间选择时，十分讲究对株型和荚粒

性状的选择，总喜欢选择矮秆抗倒、分枝较多、

（下转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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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对照组分裂指数高是否也是一种由低温

转到常温后分裂抑制被解除发生的 “补偿效
应”？处理组则因抑制未解除，故分裂指数很低

（见图2）。

修复期温度 C

图 2 修复期温度对有丝分裂指数的影响

O对照组 ． 以0. 5}g厂ml PYM处理组

用改变修复期温度，使后代叶绿素突变体

百分率变化，已有报道1161。这一结果能否有效

地应用于突变育种，尚须进一步验证，但估计应

有一平行的结果。同时，能否诱导（或选出）缺

乏某一修复系统的植物材料，进行细胞水平的

培养， 作为研究植物细胞 DNA损伤修复机制

及突变育种的材料，这一工作将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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荚上冲型的多荚、多粒、大粒的优良单株。

近几年来，国内外育种工作者皆以遗传力、

遗传进度等方面的规律为依据，从 F,代起加强

选择，提高育种效率。本试验用广义法估算的

遗传力、遗传进度的数值与育种的实践基本一

致，可供育种工作参考。由于研究的材料不同，

各性状的遗传力和遗传进度亦不完全相同，因

此有必要对不同类型组合和各个亲本性状的遗

传力和遗传进度进一步研究。同时，结合育种

实践，认真综合分析，对提高育种效率是有重要

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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