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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短叶型高粱品种水科001叶型的遗传

徐瑞 洋 赵 随堂
（山西省衣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忻县）

培育株型紧凑、叶片短直上冲和农艺性状

优良的高产、优质品种，是当前禾谷类作物育种

的主要趋势。 1975年山西省太谷县水秀大队

从晋粱5号高粱天然杂交种后代中选出了一个

叶片长度仅为普通高梁品种一半左右的短叶、

直立叶型品种— 水科001高粱。1977-1980

年我们利用这个高粱品种与普通高粱品种 （品

系）进行了杂交，并结合选育工作，对这种短叶

性状的遗传规律进行了调查，以期对选育理想

叶型材料提供新的种质资源。

F：杂种，1979年获得FZ杂种。 每个组合随机

选择100-200株，分别调查了短叶性状的表

现，即茎上部第二、四、六、八叶片与地平线的角

度、叶环到下垂点的距离，求得了叶片的下垂比

例和叶向值川。

叶片下垂比例＝叶片基部到下垂点的距离

叶片的长度

材 料 和 方 法

试验的杂交组合有水科00I X软壳R、软壳

RX水科001、水科001 X 222-571、特343 X

水科001、水科001 X 02B、水科001 X角571

等6个组合。亲本中的软壳R是由国外引进的

品种，222-571、特343、角571和02B为杂交

育成品种。上述5个品种在叶片性状上表现为

平展下披，叶片长度一般都在60厘米以上；水

科001叶片短直上冲，叶片长度为30厘米左

右，如图to

1977年在本所试验地杂交，1978年获得

叶向值（LOY）一见 [6(If1I)i1n]
i= 1

B一茎上叶片与地平线所成的角度

1，一叶环到下垂点的长度

1一叶片的总长度

，一测定的叶片数（本试验中

n一4)

并且还调查了穗粒重和千粒重的表现。第三代

对农艺性状优良的组合、所有系统单株均分别

进行了调查。

图1 水科001（右）和普通高粱（左）的比较

试 验 结 果

（一）短叶性状的遗传

6个组合的F1，长叶表现为显性，短叶表

现为隐性。FZ长叶和短叶产生了明显的分离现

象，分离比率呈3:1，经x2测定，符合度较好

（表1)0

从以上结果可以初步断定，水科001高粱

品种短叶性状的遗传可能为一对基因所控制。

1980年从水科001 X软壳R中共选拔了

36个单系，其中长叶型的32个，短叶型的4

个。根据F,调查，F, 4株短叶的植株，F,均表

现为短叶，未出现分离现象。Fz为长叶者，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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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1 水科001各杂交组合F：叶片分离情况

组 合 名 称 相对性状

长 叶

长 叶

长 叶

长 叶

长 叶

长 叶

软壳RX水科001

水科001 X软壳R

水科001 X 222-571

特343X水科001

水科0o1X02B

水科001 X角57-1

长叶对短叶

短叶对长叶

婉叶对长叶

长叶对短叶

短叶对长叶

短叶对长叶

个系统完全稳定，表现为长叶植株；有25个系

统叶型继续分离呈长叶、短叶。经统计分析其

比率仍符合3:1的假定。这一结果进一步证明

了水科001高粱短叶与长叶型的遗传受一对基

因所控制。

（二）长短叶型与叶向值的关系

叶向值的大小与叶片的直立和株型的紧凑

程度有很大关系。叶片长度与叶环到下垂点的

长度比值越大，叶向值越大。叶片长度与叶环

到下垂点的长度相等时，比值等于 1，叶片完全

直立上冲。叶向值越大，茎上叶片与地平线的

夹角越大，与茎秆的夹角越小，株型也就越紧

凑。

水科001和普通高粱品种进行杂交，F：叶

片平展下披，叶向值都在50上下，在FZ叶向值

表2 水科001 X软壳 R F，叶型与叶向值的关系

叶片性状 长 叶 辣 叶

与叶型的遗传有密切关系。据水科001 X软壳

R的F2调查结果（表2)，凡是表现为长叶的，

与地平线的夹角小（与茎的夹角大）、叶片长度

与叶环到下垂点的距离的比值小，叶向值也小，

第二、四、六、八叶分别仅为46.8, 43.入43.3和

46.1，平均值为45；表现短叶的植株，与地平线

的夹角大（与茎的夹角小），叶片长度与叶环到

下垂点的距离相等，即比值等于1，完全直立，第

二、四、六、八叶的叶向值分别为69.3,73.3,74.6

和70.4，平均值为71.9，即表现为叶片短直，株

型紧凑的特点。

（三）长短叶与穗粒重和千粒重的关系

穗粒重和千粒重是构成产量的两个重要因

素，也是株型育种成败的关键。水科001高粱

穗粒重为40克，千粒重为25克左右，与普通高

梁（穗粒重70-80克，千粒重28-32克）杂交，

杂种第二代有以下几种现象：第一，表现为长

叶型的穗粒重高的单株出现的多，表现短叶的

穗粒重高的单株出现的少，如表3。第二，长叶

型和短叶型在千粒重的表现方面差异不太明

显，如表4。第三，无论是穗粒重，还是千粒重，

夹角

叶基到下垂点长度

叶片长度

叶向值

夹角

叶基到下垂点长度

叶片长度

叶向值

表3 F，叶型与穗粒重之间关系

夹角

叶基到下垂点长度

叶片长度

叶向值

夹角

叶基到下垂点长度

叶片长度

叶向值

F，

61.8 73.3 

43。斗 28。8 

61.4 28．8 

斗3.7 73．3 

63。斗 7斗．6

46．2 31。4 

67。7 31。4 

斗3．3 7斗。6

61。8 73。3 

43。斗 28。8 

61。斗 28．8 

斗3。7 73．3 

63。斗 7斗．6

46．2 31。4 

67。7 31。4 

斗3．3 7斗。6

61.8 73.3 

43。斗 28.8 

61.4 28.8 

斗3.7 i3．3 

63.4 7斗．6

46.2 31.4 

67。7 31.4 

斗3．3 7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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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F：叶型与千粒重之间的关系

短叶型出现的穗粒重和千粒重高的单株由于组

合不同而有所差异，如软壳RX水科001这个

组合出现的穗粒重和千粒重高的单株就多，而

用水科001 X软壳R这个组合出现的就少。

以淘汰，若长短叶型尚继续分离，则从中选择农

艺性状优良的短叶型植株。

3．叶型育种的最终目的是要求高产而稳

产。因此，叶型育种的过程中，除了强调叶片短

直上冲外，还必须十分重视产量性状的选择。

根据我们品种选育的工作证明，用水科001和

普通高粱杂交，选育千粒重达到普通高粱的标

准比穗粒重容易实现，所以在穗粒重的选择技

术上可采用如下措施：第一，多配杂交组合．，增

加 F,的群体。第二，因水科001的这种短叶型，

叶片短直上冲，叶面积仅为晋杂4号（繁茂型）

的1/3,适于密植，可以适当降低穗粒重的选择

尺度。第三，采用回交的方法，把水科001的短

叶特性转育在不育系的保持系和恢复系上，配

制适于密植的短叶杂交种。
讨 论

1.综上所列资料表明，水科001高粱是一

个优良的叶型亲本材料。由于水科001高粱的

这种短叶型是受一对基因所控制，因此很容易

把这种短叶上冲性状转换在普通高粱品种上。

图2右短叶植株是我们用水科001与普通高粱

长穗B杂交选育出来的一个优良品系材料。

2．用水科001与普通高粱杂 交选育品种

时，只有选拔水科短叶型的材料，才能育成叶片

短直上冲的品种。选拔短叶型从第二代即应开

始。 由于短叶型为隐性，因此第二代的短叶植

株，以后世代即完全稳定，不再分离。第二代对

表现长叶型植株农艺性状特别优良的材料，也

可当选，但第三代长叶型表现稳定时，则必须予

图2 3197B（左）和水科。olx长穗B杂交品系（右）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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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名称 M查 1~ , 千 粒 重 （克）

株数 叶型
15以-F16-20 21-25 26-30 31-35 s6' 

以上

软壳R 177 C n-F I 4 30 56 35 16 
X 短 叶 0 0 10 10 6 9 

水科 001 

水科 001 61 长叶 1 1 7 22 16 3 
X 短 n} 1 1 1 1 6 1 

软壳R 

水科 001 ̀"95 一氏叶 0 1 12 32 28 6 
X 短 叶 0 0 2 7 5 1 

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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