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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小麦品种数量性状遗传距离的测定

及其系谱分析‘’

陈洪文祁适雨韩尤珠于世选宋凤英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哈尔滨）

近年来，有些遗传育种工作者按品种地理

来源或表现型差异的大小进行选配亲本，取得

了初步成效。 Bhatt171在小麦育种中，对选配

杂交的几种方法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以多元

分析法选择那些遗传差异较大的亲本间杂交更

有效，毛盛贤等［131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亦得到了

相似的结果。为此，本文选用黑龙江省近百年

推广具有代表性品种，运用多元分析法测定与

产量有关数量性状的遗传距离，再根据遗传距

离的大小对诸品种进行归类，然后剖析其亲本

组合及不同来源，比较此法的优越性。兹将我

们1980年试验研究结果总结如下。

材 料 与 方 法

1．选择各地区不同时期推广的具有代表性

的59个品种（表1)。其亲本，见肖步阳等1-东
北春麦区小麦品种系谱及其主要育种经验。试

验是在哈尔滨市南郊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育种

表1 不同生态类型品种及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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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丰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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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涝3号

克旱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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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旱5号

克旱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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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69-701

克旱8号

黑春1号

克丰2号

辽春4号

垦 149

沈 68-71

他 诺 瑞

所试验地上进行的。

2．田间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法，重复4次。行

长1米，行距50 X 20厘米的宽窄行，株距为

5厘米单粒点播。小区面积为0.7米a。前茬为

大豆匀地，土壤0-30厘米，有机质、全N、全P

含量分别为2.99,0.141及0.107多，地力均匀一

致。 三叶期、拔节期时，在II及IV重复内分

别施人尿素10斤／亩。成熟前，每个重复内各

小区随机选取 11株，考种10株。 调查项目有

小区产量、株高、穗长、单株粒重、单株穗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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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粒数、主穗粒数、主穗粒重、结实小穗数及千

粒重等10项指标。小区产量为10株粒重的换

算理论产量。

统计方法，见参考文献【1-4, 6]0

分 析 与 讨 论

1．根据59个品种主要性状的考种结果进

行方差估计，上述10个性状的品种间方差大于

机误方差，F值极显著；m拓误差率均小于1,

说明这10个性状品种间差异主要是品种本身

决定的，故可作进一步分析。

2．上述10个性状求出其遗传相关系数，结

果给出一个 10阶的遗传相关矩阵。 用 Jacobi

法进行相似变换，将上述遗传相关矩阵转换成

相应的对角矩阵。这样就使得原来互相依存有

相关关系的10个性状因子转变为彼此独立无

关的因子。从以上遗传相关矩阵计算其特征根
衰2 特征很、特征根里计百分蜜和特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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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产量

株 高

穗 长

单株粒重

单株穗数

单株粒数

主穗粒数

主穗粒重

结实小穗数

千粒重

主成份
名称

穗部性状因子
第一主成份

穗数因子｝
第二主成份｝

长度因 F

第三主成份

之，和相应的特征向量Lt, L2. L3s使累计率达到

86.9外，人选的特征根及相应的特征向量见表

20

据知，各特征根的大小代表各综合指标遗

传方差的大小，各特征根累积的百分率代表各

综合指标为总遗传方差贡献的百分比。从表2

看出，第一主成份的特征向量以主穗粒重、主穗

粒数的值最大，其次为小区产量及单株粒重，而

单株穗数为负值，说明在供试品种中每穗粒重、

粒数多的大穗型品种，是随着粒数、粒重增加，

小区产量而增高，但有效穗数减少。由于粒重、

粒数对第一主成份的贡献大，故称其为穗部因

子；第二主成份特征向量中，以单株穗数的值为

最大，故称之为穗数因子。向量中的千粒重、主

穗粒重、单株粒重及小区产量均为负值，表明供

试品种在本地区旱地栽培条件下，随着有效穗

数增加，株高叶茂，往往导致千粒重下降，主穗

粒重减轻，产量降低。第三主成份的值，主要是

株高、穗长提供的，故称之为长度因子。

根据本地区自然生态特点和主成份分析来

评价品种的优劣，从每穗粒数考虑，第一主成份

的值应越大越好，第二、三主成份值应相对较

小。我们根据At, A2, A3和相应的向量，以及品

种各性状标准化的基因型值，按前述公式，计

算出，9个品种的第一、二、三主成份St. g：和

育，，劝｝于表30 再根据上述标准，作主成份筛

选。初选了综合性状较好的12个品种，可作为

优良丰产杂交亲本。

3．以表3每个品种的三个主成份组成一个

主成份向量，两个品种主成份向量间的几何距

衰3 人选 12个品种的三个主成份位

序
号

品 种 名 称
｛穗部
因子
百。

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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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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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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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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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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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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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4

5

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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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华

南 夙

北安大青艺

北新2号

龙麦1号

龙麦7号

7.29

7.41

8.11

7.57

8.14

7.98

4.30

3.62

4.65

4.52

3.11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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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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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克 茂

克 珍

克 全

克涝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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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9.66

9.58

9.13

3.59

3.53

3.08

3.42

3.10

3.10

3.90

5.79

2.56

3.24

4.04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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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品种聚类分析图

裹 4 品种群间、群内遗传距离及类群组成

必 1(23)̀) 11(20)') III(S)o Iv(8 )̀

I

11

III

IV

2.13 (1.46)

6.29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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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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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种

编 号

5,9,18,19,20,22,24,
25,26,27,29,30,31,32,
40,44,46,47,48,49,53,
54,55

1,2,3,4,6,7,8,10,11,12,
13,14,15,17,23,34,35,
36,37,38

16,21,28,33,56,
57,58

39,41,42,43,45,50,
51,52

1)为类内品种数

离，即为这两个品种间数量性状的遗传距离。59

个品种的每两个品种的遗传距离DZ = 1,711

个。 根据这些D2值的大小采用系统聚类法逐

层计算，逐层归并得聚类图1,类群组成及类

群间和类群内遗传距离如表4及图2所示。

根据对上述品种分类结果，结合本地区各

育种单位长期实践，作如下讨论：

1.聚类分析表明，类群间的遗传差异显著

大于类群内的差异。本试验计算出斗个类群间

有6种组合形式，它们之间遗传距离差异大进

行配制杂交组合，遗传基础十分丰富，利用双亲

性状互补，可以创造出突破性产量结构超亲的

高产品种。 如五十年代育成的东农106，六十

年代育成的克珍，七十年代，以克珍与克红杂交

育成的产量结构不同的克旱2,5号和6,7号分
别纳人类群I及IV；从表4得知，III与IV, II与

W遗传距离为最大。近年，由于生产上对中熟

图2 四个类群间及类群内的遗传距离

品种要求迫切，各地小早或中早熟为主的m与

中晚熟为主的IV配制一批杂交组合，已选出一

些熟期适中，高产优质、综合性状好的品系。

2．类群内的遗传差异显著小于类群间的遗

传差异。类群内的D，值小，而且II>III>I，以

IV为最小，仅有1.65。这说明类群内与产量有
关性状的遗传差异最小。分析品种系谱来源得



长s

3．随着生统技术日益广泛应用于遗传育

种，尤其在亲本选配上，运用多元分析结合各种

特性诱发鉴定，可以大大减少配制杂交组合的

盲目性。

4．本文研究结果，与前人以及当地长期育

种实践经验相符合，而且成功地与品种系谱结

合起来综合分析，对本地区今后育种工作将有

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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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I内的克早2号与克旱5号，II内的克强与

克壮，IV内的克群与克全等分别为三个组合的

姊妹系，他们虽各在同一类群内，其产量结构基

本相同，仅其抗病性或抗逆性有所不同。育种

实践证明，为了改进推广品种或品系某1,2个

不良性状，选用同一类群内品种而抗性又能互

补的配制杂交组合最易奏效，但这种方法育成

的品种增产潜力不大，通常称之为修缮育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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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2号，归为I类，但一般类内单交难以出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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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育种表明，类群间遗传差异大，杂种后

代分离复杂，育种难度较大；作为类群内配制杂

交组合，r尽管增产潜力不大，但修缮品种，特
别是在提高品种抗病力上却不失一种较好的方

法。 两种方式，不可偏废，宜因材而异，各有所

连续六代遗传性少毛症家系的调查

家族性连续传代的先天性全身少毛症比较

罕见。笔者在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眼科工作期

间，发现一例有家族史的全身无毛症病人，临床

及家系调查结果简介如下。

先证者张XX，男，63岁，农民，安徽省灵

壁县人。 因双眼老年性白内障于1983年5月

人院待术。体检时发现其头部全秃，面部无眉

毛、睫毛和胡须，全身无腋毛、阴毛和霜毛。甲、

齿发育良好，出汗正常。既往无内分泌功能障

碍疾患及麻风病接触史。问其原因，知已有6

代连续遗传的家族史。每患者出生时毛发均正

常，一月后毛发开始脱落，3个月时全部脱光，

有的不再长出，有的只长几根。对患者及其侄

和部分家系成员进行检查，其余通过他们共同

回顾家族史，绘出家系图（略）。

据系谱分析：该家系连续6代出现少毛症

病人，19个小家系中，夫妇一方是患者时，子代

35(63发病，男：女为1:1.5，这些均符合常染

色体显性遗传规律。但其中有一小家系隔代遗

传，可能系外显率不全之故。

（江苏省沙洲县人民医院 马姗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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