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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花主要农艺性状遗传相关分析初探

王 涛 郑开文 潘季淑 李正应
（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100094)

本文初步探讨了啤洒花主要农艺性状的广义遗传力（ha %)及它们之间的遗传相关，结果表明，百

花重的广义遗传力最高（9601o),侧蔓数的广义遗传力最低（41%)。产量构成因素与产量的遗传相关系

数分别是侧蔓数(0.58)，百花重（0.47),蔓花数(0.62)。通径分析结果表明侧蔓数、百花重及蔓花数对

产量的直接作用分别是1.32、1.14、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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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花 （Humulus 1 upul us）为大麻科

(Cannabinaceae)律草属多年生藤本植物，其

球果是酿造啤酒不可缺少的原料之一’月，对啤

酒的风味有直接的影响。我国近年来对啤酒花

的基础研究刚刚起步，国外有关啤酒花数量遗

传学方面的研究也未见报道。本文试图通过分

析啤酒花主要农艺性状的广义遗传力、遗传相

关及通径系数等为今后啤酒花性状选择和品种

选育提供依据。

材 料 与 方 法

试材选用8个一年生啤酒花品种：簇生亚

基玛 （Yakima cluster)、柯密特（comet)、卡

斯凯特 （Cascade)、巴卡 （Backa)、阿特拉斯

(Atlas)、泰勒斯蔓 (Talisman)、赫斯布鲁克
(Hersbrucker)、青岛大花。试验在北农大I卑酒

花试验地进行，株行距0.75 X 3(m)，正常管

理，测定记载啤酒花单蔓产量、百花重、主蔓长、

表1 啤酒花吕个品种主要农艺性状平均值

侧蔓数、蔓花数、全生育期。每品种测定4次，

以单蔓为小区歹品种完全随机排列，测定结果平

均值及标准差见表1,

广义遗传力估算以单因素遗传设计的方差

分析法进行14，遗传相关计算采用郭平仲‘31、刘

来福[419 FalconerE”提供的方法。

结 果 与 分 析

（一）主要农艺性状的广义遗传力（hs%),
Wang Tao et al.: Preliminary Study of Genetic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Hop Agronomic Charact-
ers

本文于1991年2月19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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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型变异系数及遗传变异系数

农2 啤酒花6个性状的广义遗传力（he%),农型变异
系数及遗传变异系数

性 状 广义遗传力（％）表型变异系数｛遗传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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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列出6个性状的广义遗传力、表型变

异系数及遗传变异系数。由表2可知，在6个

农艺性状中，百花重的广义遗传力最高，其次依

次顺序是单蔓产量＞蔓花数＞全生育期＞侧蔓

数＞主蔓长。单蔓产量、蔓花数和全生育期广

义遗传力近似，具有较高的广义遗传力；主蔓长

和侧蔓数具有较低的广义遗传力。从表型变异

系数和遗传变异系数来看，单蔓产量值是最大

的，其次依次是百花重＞蔓花数＞侧蔓数＞主

蔓长＞全生育期。可以看出单蔓产量品种间差

异最大，全生育期、主蔓长、侧蔓数品种间差异

较小。由此可知，我们在评价品种时要对遗传

参数进行全面的分析，既要分析广义遗传力高

的性状又要分析广义遗传力低的性状。

（二）主要农艺性状的遗传相关分析

由表2知道，在筛选品种时，虽然单独选择

单蔓产量有一定的效果，但这不能反映品种的

全貌，为提AA择效果需综合选择，故在表3中
计算了6个性状的遗传相关系数和表型相关系

数。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主要农艺性状对单蔓

产量的表型相关系数依次是蔓花数＞主蔓一长＞

侧蔓数＞百花重＞全生育期；遗传相关系数依

次是主蔓长＞蔓花数＞侧蔓数＞百花重＞全生

育期。二者方向上基本是一致的，且遗传相关

系数略高于表型相关系数。由结果可知，单蔓

产量与主蔓长遗传相关系数最大（0.67)，主蔓

长和侧蔓数的遗传相关系数为0.98。这表明丰

产的单蔓一定要具有主蔓长、侧蔓多且构型合

理的株型，所以所选品种必须具有主蔓长、侧蔓

多的特点。表3中全生育期对单蔓产量的影向

是负相关，且全生育期与百花重、主蔓长、侧蔓

数、蔓花数的相关系数均为负值，这表明选择的

品种还应具有全生育期较短的特点。

（三）主要农艺性状的通径分析

啤酒花主要农艺性状的通径分析结果见表

4，由结果可知，产量构成因素对单蔓产量的直

接作用为百花重晨大，典次是侧蔓数和蔓花数。

各个产量因素各自通过不同的间接作用方式对

单蔓产量幸生作用。

1．百花重对单蔓产量的作用 百花重对

单蔓产量的直接通径系数居全部通径系数之

首，且两者遗传相关系数为 0.47（居巾），这说

明百花重对单蔓产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

百花重对单蔓产量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可以

看出，百花重增加伴随着侧蔓数增加（0.26)，但

使蔓花数减少（0.57)。特别注意的是百花重与

蔓花数的负相关是一0.57，这表明在评价品种

百花重时应注意到协调好百花重与蔓花数的关

系，可以认为二者有适当的数F,_.关系才能使百

花重对单蔓产量产生更积极的作用。

2．侧蔓数对单蔓产量的作用 侧蔓数对

单蔓产量的作用较大（1.14)， 说明应选择侧蔓

数多的品种，侧蔓数的增加有助于单蔓产量的

提高，另外侧蔓数增加导致百花重增加(,0.30;,

蔓花数增加（0.22)。总之侧蔓数对单生产量的

作用是积极的，重要的。

3.蔓花数对单蔓产量的作用 蔓花数对

农3 啤酒花6个性状间的遗传相关系数(r口、环境相关系数(r.),表型相关系数（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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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啤酒花主要农艺性状对单笠产f的通径分析

性 状 遗传相关系数 直接作用
间 接 作 用

通过百花重 通过主蔓长 通过侧蔓数 通过蔓花数 通过全生育V.

百 花 重

主 蔓 长

侧 蔓 数

蔓 花 数

全生育期

0.47

0.67

0.58

0.62

一”.18｛

I 1.32
一 1。13

1。14

1.07

一一0.1

0.67

0.30

一 0.70

0.034

一0.58

一 1。11

0．02

0.15

0.26

1.12

0.22

一 0.14

一0.57

一 0.02

0.22

一0.12

0.034

0.034

0.012

0.003

单蔓产量的作用较大 （1.07)，如果保持其它性

状相对稳定而增加蔓花数可使单蔓产量提高。

间接作用结果表明，蔓花数通过百花重降低了

单蔓产量（0.70)，表明单蔓的合理的蔓花数和

百花重对提高单蔓产量是有积极作用的。选择

性状蔓花数时一定要考虑到百花重，只单PA

求一方面对提高单蔓产量都是不利的，适量的

蔓花数和较高的百花重应是选择的标准。

另外蔓花数通过其它性状对单蔓产量的间

接作用比较小，蔓花数通过侧蔓数增加了产量

(0.22)0

讨 论

1．关于广义遗传力及遗传相关 研究啤

酒花户义遗传力及遗传相关有两方面的意义，

(1)为性状的评价和选择提供依据乌(2）提供
性状间相互影响程度信息为育种服务。本试验

表明遗传相关和表型相关两者方向上基本一

致。木试验分析结果和啤酒花实际情况是基本

一致的。

2．关于百花重与侧蔓数 数量性一伏是由

微效多基因控制的，控制各性状的+'t因之间有
连锁或互作等作用，各性状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产量性状的评价应抓住重要程度高的性状。啤

酒花的百花重广义遗传力最大，直接通径系数

最大，可以考虑为品种选择的参考指标。主蔓

长和侧蔓数的遗传力均低，易受环境影响，又因

它们是产量形成的基础，所以啤酒花的主蔓长

与侧蔓数可以考虑为啤酒花是否适宜栽培的重

要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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