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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种质资源是玉米新品种选育的基础，由于目前中

国玉米育种的遗传基础狭窄，严重限制玉米生产。加

强玉米地方品种资源的研究和利用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重要途径之一[1]。前人已经对玉米自交系和杂交种进

行过产量及其农艺性状的相关和通径分析。王大春[2]

对11份自交系配置30个杂交组合，后进行产量水平的

遗传相关和通径分析，结果表明，单穗粒重主要受果穗

的长度和粗度影响，选育高产组合时，要重视果穗结实

长和穗行数的选择。谢振江等[3]用逐步回归、通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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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玉米地方品种主要产量性状间的相关和通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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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更有效的改良和利用现有的玉米地方品种，基于表型和基因型的聚类分析的基础上，从不同

类群中筛选到46份河南省优异地方品种，进行产量及其相关性状的重复鉴定。相关和通径分析结果表

明，对产量影响最大的是千粒重（r=0.7734），其次为穗长和穗粗，均达极显著正相关，其中千粒重具有最

大的正向直接通径系数（P=0.6518），而穗行数对产量影响较小，未达显著水平。因此，提高千粒重，同时

兼顾其他产量性状是提高河南地方品种产量的有效途径。结合田间株型等性状，从众多的地方品种中

培育产量突出的自交系，为玉米育种积累材料，并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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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and Path Analysis of Main Yield Characters of Maize Landrace in 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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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ore effective improve and utilize existing maize landrace, forty-six excellent maize
landrace in Henan Province were selected from different genetic groups based on phenotype and genotype
cluster analysis, for yield and correlated traits reduplicate identification. Correlation and path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greatest impact on yield was the 1000-kernel weight (r=0.7734), followed by ear length and
ear diameter, covering a very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in which 1000-kernel weight had the greatest
positive direct path coefficient (P=0.6518), but ear rows little effect on yield. Therefore, raising the
1000-kernel weight, taking into account other yield traits was the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yield of maize
landrace. So we could select maize excellent inbred lines of high yield from numerous maize landrace using
this result, and combine with agronomic traits under field condition. Breeding researchers could accumulate
breeding materials and receive correlative reference through thi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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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和偏向关等方法分析了华北地区近40年34个骨干

玉米自交系农艺性状与产量的关系的结果表明，提高

株粒数是提高玉米自交系产量的最重要因素。李永洪

等[4]对20个糯玉米杂交种其产量和主要农艺性状进行

相关和通径分析，结果表明，在鲜穗期，对产量作用最

大的因素是穗长；而在完熟期，对产量作用最大的为行

粒数。岳尧海等[5]对30份夏玉米杂交种进行产量性状

的相关和通径分析，结果表明，对产量影响最大的是行

粒数，并提出提高行粒数和千粒重，增加穗长并兼顾其

他农艺性状是提高玉米产量的有效途径。刘帆等[6]对

22份玉米杂交组合的果穗产量及主要性状进行相关

和通径分析。结果表明，为获得高产玉米品种，应着重

注意穗行数和行粒数较多的基因型，同时要协调好穗

行数与穗长、粒深、行粒数、百粒重和出籽率以及行粒

数与秃尖和穗粗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玉米育种工作

者对玉米杂交种的产量及主要性状进行相关和通径分

析[7-9]。但对于玉米地方品种的产量及主要性状间的相

关和通径分析仍未见报道。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对

已筛选到的有代表性的河南部分地方品种，进行了初

步的产量及其相关性状的相关和通径分析，旨在发掘

地方品种中与产量最紧密相关的性状，为地方品种的

改良应用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同时积累优异育种材

料，拓宽玉米遗传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基于表型聚类分析，从搜集到 325份的河南地方

品种筛选出代表性的部分品种进行SSR聚类分析，共

划分为7个类群[10-11]，在7个类群中，分别筛选出具有代

表性或突出优良性状的 46个地方品种作为实验材料

（表 1），并经表型重复鉴定可完整的代表所有河南地

方品种的遗传多样性[12]（图1）。

1.2 试验设计

试验于2009年夏，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原阳试验基

地，采用随机区组设计，3次重复，每次重复 5行，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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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46个河南玉米地方品种信息

注：a表示SSR聚类分析划分的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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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株，株距0.25 m，行长4.8 m，行距0.6 m，试验管理同

大田。生育期间调查株高、穗位和株型等性状。于收

获期，每个材料收获中间 3行，每行随机选择 5株，共

15株，室内进行穗长、穗粗、穗行数、千粒重和产量性

状的调查。

1.3 数据分析

采用DT软件对所有地方品种的产量及相关性状

的平均值进行相关和通径分析[13]。

2 结果与分析

2.1 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相关分析

46份河南地方品种的产量及相关性状的相关性

列于表 2。从表 2中可以看出，穗长、穗粗和千粒重与

穗重均呈极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6646、

0.4553和0.7734，只有穗行数对穗重影响不大，未达显

著。说明对于河南地方品种的来说，穗长、穗粗和千粒

重这 3个产量构成因素对其增产具有极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对河南地方品种产量性状的选择上而言，要充

分考虑性状间的相互作用，注重千粒重、穗长和穗粗的

选择，适当放宽对穗行数的选择标准。只有考虑到各

性状间的协调，才能选出产量较高的地方品种，用于地

方品种选系。

2.2 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通径分析

对穗重及 4个产量相关性状进行通径分析，明确

各性状对产量的贡献大小，结果列于表3。从表3中看

出，各性状对产量直接贡献的大小依次为千粒重、穗

长、穗行数和穗粗。

2.2.1 穗长对产量的效应 穗长对产量的直接效应较

大，直接通径系数为0.4424，通过其他3个性状有大小

不同的间接效应，尤其是千粒重对产量的间接效应最

大，最终导致穗长对产量表现出较高的总体效应（r=

0.6646）。因此，在增加地方品种穗长的同时，考虑提

高品种的千粒重是理想的增产途径，即在品种选择上

应考虑长穗大粒型品种。

2.2.2 穗粗对产量的效应 穗粗对产量产生负的直接效

应，直接通径系数为-0.1067，通过其他3个性状的间接

效应导致穗粗对产量表现出较高的总体效应，相关系

数达到极显著（r=0.4553）尤其是千粒重和穗长的间接

效应。因此，穗粗对于地方品种直接增产作用不大，但

要考虑到品种穗长和千粒重对穗粗的间接作用。

2.2.3 穗行数对产量的效应 穗行数对于地方品种产量

图1 46个河南玉米地方品种的SSR聚类树状图

性状

穗粗

穗行数

千粒重

穗重

穗长

0.4186**

0.0781

0.3888**

0.6646**

穗粗

0.3288*

0.4892**

0.4553**

穗行数

0.0110

0.1831

千粒重

0.7734**

表2 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的相关分析

注：表中*表示显著差异（P＜0.05），**表示极显著差异（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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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很小，其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较小，因此在对

地方品种产量性状的选择上，穗行数性状作用较小。

2.2.4 千粒重对产量的效应 千粒重对穗重的直接通径

系数为0.6518，通过穗长、穗粗和穗行数的间接效应均

较小，分别为 0.1719、-0.0522 和 0.0019，总体效应为

0.7734。看出千粒重对于地方品种的产量具有最重要

的直接影响，在对地方品种产量性状的选择中，首先应

考虑较高的千粒重，然后在兼顾其他的产量性状。

3 结论与讨论

河南地方品种产量相关性状对穗重的相关系数由

大到小依次为：千粒重（r=0.7734）、穗长（r=0.6646）、穗

粗（r=0.4553）、穗行数（r=0.1831），其中前三者均达极

显著相关；各性状对穗重的直接通径系数由大到小依

次为千粒重（P=0.6518）、穗长（P=0.4424）、穗行数（P=

0.1766）、穗粗（P=-0.1067）。显然二者之间存在差异，

这是由于各性状对产量的影响不仅包括各性状对产量

的直接效应，还包括各性状间的间接作用。

玉米地方品种资源遗传变异丰富，充分发掘、改良

地方品种资源是拓宽玉米遗传基础的有效途径之一。

前人已经通过对地方品种的改良，选育出一些优良自

交系，并育成许多杂交种[14-15]。在对河南地区搜集到的

众多地方品种进行了表现型和基因型的精确划分后，

从各类群中分别筛选到能完整的代表河南所有地方品

种的46份进行了产量重要性状的重复鉴定，并进行产

量相关性状的相关和通径分析，旨在发掘地方品种中

与产量最紧密相关性状，用作选系参考，笔者提出仅针

对地方品种产量性状选系过程中，首先应考虑千粒重

和穗长性状，同时兼顾穗粗和穗行数等性状，并适当结

合田间抗性、株型等表型性状，有望发现综合性状突出

株系，进一步发展产量突出的优良自交系。最终通过

对其进行配合力分析，发掘优异杂交组合，为更好的利

用优异的地方品种资源提供合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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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穗粗的间接作用

通过穗行数的间接作用

通过千粒重的间接作用

间接作用总和

穗长

0.6646

0.4424

-0.0447

0.0138

0.2534

0.2225

穗粗

0.4553

-0.1067

0.1850

0.0581

0.3189

0.5620

穗行数

0.1831

0.1766

0.0345

-0.0351

0.0071

0.0066

千粒重

0.7734

0.6518

0.1719

-0.0522

0.0019

0.1216

表3 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的通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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