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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是我国长江流域棉区棉花品种遗传改良研究的系列报道之一, 目的在于探讨建国以来我国长江棉区棉

花品种在产量和产量组分性状(株铃数、铃重和衣分)上遗传改良的成效. 对不同历史时期11个代表性品种两年7点
的试验资料和30多年区域试验历史资料的研究表明, 建国以来, 我国长江棉区棉花品种的产量性状改良成效显著, 品
种的产量以每年5.73～8.16 kg/hm2的速度增长, 平均约为6.50 kg/hm2*年. 品种的狭义遗传改良贡献率约为36.9%
( 4.2%～52.1%), 广义遗传改良贡献率约为62.0%. 目前品种的增产效应中, 45.0%归因于基因型的改良, 20.4%归因于

基因型和环境的互作. 建国以来各时期代表品种的增产途径大致可分为以基因型效应为主、以基因型环境互作效应

为主、和兼有基因型效应和基因型环境互作效应三种类型. 近期育成的品种与早期品种相比, 皮棉产量提高24.3%(2
54.8 kg/hm2), 株铃数提高3.49个/株, 衣分提高2.80%, 铃重变化不明显. 现代品种产量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株铃数和衣

分的提高来实现的 ; 在不同时期, 铃数、铃重、衣分对产量的贡献不同. 这种变化反映出该棉区育种策略和选择重

点的变化. 大铃和高衣分品种的筛选是目前该棉区产量育种的有效途径. 最后, 本文对长江棉区棉花育种的有关策略

作了简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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