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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熟陆地棉主要性状的遗传力及遗传进度的研究‘’

田 青 华
（陕西省宝鸡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棉花的主要农艺性状绝大多数属于数量性

状。数量性状受微效多基因控制，受环境条件

的影响大，故在杂种分离世代中，个体间性状变

异大，且呈现连续分布，性状的遗传型变异与

环境变异混淆在一起，给育种工作者根据表型

选配组合和进行有效选择带来了很大困难。因

此，研究与了解数量性状的遗传规律显得十分

重要。

材 料 及 方 法

本试验分别于1979,1980两年在陕西省岐

山县刘家源本所农场进行。 1979年供试品种

40个，分4组；1980年供试品种19个，分两组，

均为早熟材料，采用随机区组排列，重复3次。

估算的主要性状有 19种。 固定取样行为20

株，分别记载各生育期和性状，用分梳法测其纤

维长度和整齐度。性状测定值均以小区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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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为重复次数，。为品种数，计算以小区为单位。

计算公式：

1．广义遗传力（h')＝(v9/ J/")，100%O

2. ift传WUR-fA数(GCV)＝('vv}lx)．100%,
3.表型变异系数(PCv) = (4冗1x)·100%
4.相对遗传进度二‘笑肠）二（k丫‘加）·100Vh"

式中：矛二性状平均值

k二以表型标准差为单位的选择差

为单位，采用下列计算模式和方法进行「州」：

结 果 与 分 析

（一）遗传力与变异系数

两年广义遗传力及变异系数的估算结果列

于表 to

1，根据两年6组59个材料19种性状的估

算结果，凡构成早熟性的诸因素，表现为较高的

遗传力，例如1979年，吐絮期、霜前花率、开花

期第一次拾花量、第一次拾花率、现蕾期均在

70 左右，表明这些性状，受环境因素影响较

小，抓住其中的任何一种，根据表型进行早代选

择，可靠性大，易收成效。表现中等遗传力的有

衣分率、第一果枝高度、纤维长度、小区产量、株

高、出苗期、铃重；表现低遗传力的有纤维整齐

度、衣指、单株铃数、籽指、单株果枝数、第一果

枝节位，说明这些性状受环境影响较大，依据表

型进行早代选择，收效不会很大。198。年估算

结果和均值，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总的趋势

仍然一致。

2．遗传变异系数是性状变异潜力的指标，

凡是遗传变异系数较大的性状，杂交后代（或群

体）的基因型和表现型变幅较大，易于通过杂

交、选择达到育种目的。根据遗传力与变异系

数大小，可将供试棉花的农艺性状和经济性状

分为斗类：第一类，遗传力高，变异系数大，如：

第一次拾花量、第一次拾花率、第一果枝高度，

这类性状不仅容易通过杂交和选择达到育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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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要性状的通传力、变异系数与相对遗传进度u

1) V分率、第一次拾花率M 前花率为角度值计算各种变量；数据为两年6组试验计算结果的加权均数；A G'(呱）为均数的
估算值。

标，而且根据其表型在早代从严选择，机率较

大，易收成效。第二类，遗传力高，变异系数小，

如：吐絮期、开花期、衣分率、纤维长度、现蕾

期、出苗期等，上述性状早代从严选择虽能见

效，但由于遗传变幅小，群体要大，否则人选机

率不高，难以达到育种目标，一旦人选，则较易

稳定。第三类，遗传力低，变异系数亦低，如：

第一果枝节位、果枝数、单株铃数、籽指、纤维整

齐度、衣指等，这类性状不仅人选机率低，需要

较大的群体，而且依据早代的表型选择，可靠性

不大，难以见效，故早代选择尺度宜宽不宜严，

连续选择方能奏效。第四类，遗传力与变异系

数均居中等，如：皮棉产量、株高、铃重等，其人

选机率和早代依据表型选择的可靠性均居中间

状态，故群体既不能小，选择的世代也不宜过

早，尺度开始也不能过严，连续选择效果好。

3，从表1的遗传力值中，有3个性状变幅

较小，即衣分率的遗传力，霜前花率的遗传力和

开花期的遗传力，其他性状的遗传力估算结果，

变幅较大，可能受取样等因素的影响，有待继

续研究。

（二）在一定选择强度下的相对遗传进度

遗传力可以应用到育种的许多方面，其中

主要的是对遗传进度作预测。而遗传迸度又和

选择强度（或人选率）以及遗传变量有关，选择

强度越强，基因型方差越大，遗传进度也愈大，

在一定的育种材料中，提高选择强度，可以增强

育种进度，但选择强度太强，人选率就会降低，

在人力、物力上不经济，因此必须权衡两者的利

弊，做到既能增加遗传进度，又不致过分降低人

选率，这就要对主要经济性状在不同选择}'R度

下的遗传进度进行比较研究，择优而从。

漆2 选择军(CP"）与选择N度〔盖值）的关系

选择率（％） 30 25 2O 10 ） 1

及 值 1。16 1 .27 1.40 1.75 2.D6 2.6）

注：.4,为以表型标准差为单位的选择差。

应用公式 （勺估算了两年的主要性状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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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酶带；斯卑尔脱小麦负极端有，条酶带，且

色浓，活性强；印度圆粒小麦酶带较淡，活性最

弱；稻穗麦（阿克苏和阜康）是从不同地区征集

的种子，其负极一端均为6条酶带，且活性相

似；普通小麦扬麦3号负极一端也有6条酶带，

但比稻穗麦电泳速度快，而且中区多一条酶带。

分 析 与 讨 论

苏联学者 A1cy61zxxep称新疆稻TA麦为“中

国类型的东方小麦”。但后来 YAagcg根据其

染色体数目不是28，而是42,属六倍体，而且其

植物学特征又与普通小麦系内其他种不完全相

同，命名为 Tr. petropavdovsAyi,但未进行杂种

细胞学研究。

根据我们的研究，稻穗麦在植物学形态特

征方面与四倍休的东方小麦和波兰小麦比较接

近。但染色体数目2n - 42，当将之与二倍体、

四倍体、六倍体小麦杂交时，杂种后代存在不同

程度的不育性。杂种细胞学的观察表明，杂种

减数分裂时间，有不同的二价体和单价体数目。

根据本试验结果，我们认为稻穗麦染色体组型

基本上属于AABBDD组型，但其中DD组有

1-2对染色体可能与普通小麦不完全相同。从

醋酶同工酶分析结果也证明新疆稻穗麦与其他

六倍体种不同。所以我们认为新疆稻穗麦应该

划为六倍体小麦内一个独立的种。有待重新命

名。

关于这个种的起源间题，目前尚有不同看

法。一部分人认为稻穗麦是起源于新疆的，因

为到目前为止还未见到其他国家发现有这个种

的报道。但另一部分人认为，过去 Bamios曾

在新疆考察过（1929)，当时没有发现任何小麦

属的野生祖先。根据BaBx.ia3的观点，在这个

地区如果找不到这个种的野生资源，就不能认

为这个种是起源于该地区。但我们知道BaBHrIOB

当时考察的仅仅是南疆喀什一带部分地区。今

天随着科学的发展，在新ffA发现有大量的小麦

属野生资源。所以 BaBAT10B关于新疆不存在

小麦属野生资源的结论应予以修改。当然关于

稻穗麦起源却还是一个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

题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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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选择强度下的相对遗传进度（表1)0

从结果看，相对遗传进度较低的性状，如纤

维长度、单株铃数、铃重、衣分、衣指、籽指等，一

般可采用5肠的选择率进行选择。

在早熟性状中，以第一次拾花量、第一次拾

花率、第一果枝高度、霜前花率的相对遗传进度

较高，在20外的选择率下，第一果枝高度的相

对遗传进度可达13-18多，平均为15.0多；霜

前花率可达6-10外，平均为7.8多，第一次收

花量可达30多，第一次拾花率可达21.5外。而

各生育期的相对遗传进度则只有1-3q，表明

针对生育期迸行早熟性选择，遗传进度较慢，与

赵伦一等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as0

在丰产性状中，以衣指和铃重的相对遗传

进度较高，在10务的选择率下，衣指的相对遗

传进度可达6-10多（平均为7.30多）； 铃重可

达7-9外（平均为6.5拓）；而单株铃数和衣分

率的相对遗传进度分别只有 4-7%（平均为
5.2多）和2-5沁（平均为3.1多），表明早熟陆

地棉针对衣指和铃重进行丰产性选择，遗传进

度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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