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个二价体和一个单价的长臂或短臂染色休

组成的。这两种构型与理论上的结果相符合。

母本是中国春单体，它产生染色体为20和21

条的两种配子，父本是中国春双端体，它只产生

一种配子，因此F，代只能产生两种染色体类型，

即单端体和异型二价体。只有单端体类型能够

证明所测单体是正确的，而异型二价体类型是

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在中国春单体系统的测

交后代中未发现单价体变迁的类型，证明所侧

的该代中国春单体株未发生单价体变迁。

主 要参考文献

C1〕 童一中等：1983。小麦细胞遗传学，农业出版社，80-
138

［2〕 Sears, E. R., and Lotti M. S. Sears: 1978. Proc.
5th Int. Wheat Gcnet. Symp., New Delhi, pp.
384- 407.

［3〕 Unrau. J., C. Person., and J. Kuspira.: 1956.

Can.］．Bot., 629-640.

冬小麦数量性状的遗传模式‘’

毛盛贤 冯新芹
（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

对被改良性状的遗传基础的了解，是开展

有效育种的基本条件。本文试图对小麦一些重

要性状进行遗传模式分析，估算其遗传分量和

这些分量在育种中的应用。

材 料 与 方 法

（一）试验设计

试验于1984-1985年在本校生物试验站

进行。用7个冬小麦品种（系）— (11) 12-6,

(2）北京16, (3) CA8059, (4）丰抗8, (5）京

旺1,(6) 93红和（7）京作348— 做半双列杂

交（亲本＋正交F1)。随机区组设计，3次重复。

单行区，行长 1.5米，行距30厘米，株距10厘

米。抽穗前每小区随机挂牌7株，观测抽穗期、

株高、主穗长、主穗粒数、株穗数、百粒重和株粒

重共7个性状。

（二）统计分析

依 Mather和 finks以及 Hayman检验

加性一显性效应遗传模型和估算遗传分量12,43

但由他们的完全双列杂交应用到这里的半双列

杂交时，以下统计数的期望模型须作如下变

动 ：

其中 Vp二亲本平均数方差；面，二平均阵列

协方差；V，二平均阵列方差；vi一阵列平

均数方差；E，和EF分别为亲本间和F：间环境

方差 （以小区平均为单位）;P和b分别为亲本

数和重复数；D = 2: 4uvda, F二E 8uv(“一

v)dh, H, = E4uvhz, HZ～E 16UIVZh2（“和，

以及d和h分别为有关位点增效和减效等位基

因频率以及加性和显性效应值）。

统计数 期 望 模 型

Vp

环rr

Vr

V矛

D＋含EF

告”一晋F＋_1Pb”，

令”十音H！一令F十青CEP＋(P-1)EF]

奇”＋专“！一贵H,一奋F奇[F_·十（”一，)EFI

Mao Shengxtan et al.：Genetic Modols of Quan-
titative Characters in Winter Wheat

约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资助课题；统计分析部分作者与

刘来福副教授进行过有益讨论，谨此致谢。
本文于 1986年6月6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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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和 讨 论

（一）处理间变异的分解

性状的一般方差分析表明，除株粒重外，6

个性状的处理 （亲本＋F：）间变异相对于各自

的机误变异来说都达极显著水平。因此，可对

这6个性状的处理间变异作进一步分析 （表

1)0

表I表明，对于前6个性状，亲本间存在加

性变异，F：各家系间的差异，除加性变异外，还

存在非加性变异

（二）各性状的遗传模型

表2列出了各性状的阵列遗传方差V和阵

列遗传协方差W，求得W对V的遗传回归常

数a和回归系数b’也列人表2最后两行。

对各性状的回归系数b'的显著性检验表

明，除株穗数外，其它的都与期望值 1.0的差异

不显著。所以，除株穗数，其余5个性状的遗传

都符合加性一显性效应模型，即这，个性状的非

加性变异归于等位基因间互作（显性）[I]。由于

株穗数的遗传明显偏离加性一显性效应模型，以

后不再用该模型对它继续分析。

从对5个性状的遗传回归常数与零差异的

显著性检验〔，，从表2得知，除百粒重为超显性

和株高为完全显性外，其余的均为部分显性。

为研究亲本中显、隐性基因的分布，将各性

状最大阵列遗传协方差所在阵列AL和最小阵

列协方差所在阵列A：以及对应阵列的公共亲

本平均值列人表30

最大遗传协方差所在阵列的公共亲本含有

表1 处理间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自由度

方 差

抽穗期 株 高 主穗长 主穗粒数 每株穗数 百粒重 株粒重

亲本间

F，I司

机误

6

21

54

10.7920**

3.5002**

0.9929

124.1628**

110.0205**

14.6248

4.1364**

1．5253*

17.1085

68.1810**

31.2645*

17.1085

2.3498*

3.2681**

1．1939

0.3127**

0.3219**

0.0986

4.2371

9.7686

5.6000

表2 阵列遗传方差V、协方差 W以及 W 对V的回归常数。和回归系数b

＼ 一

，阵“一、＼＼＼
抽穗期 株 高 主穗长 主穗粒数 每株穗数 百粒重

1 V
W ｛：；（

51.43

43.44 十：：： ｛：｝： ｛：；｛ 1：｝；

2 V
W ｛：｛｛

9.85

10.80 令：：｛ 6.338.46 干：；；
0.12

0.08

3 V
W ｛：；；

34.93

34.68

0.40

｝
；：；； l.91.66 ｝：｝〕

4 V
W ：：；；

18.97

21。88 1：；｝ ；：；｛
一 0.06

0.35 ｝：｝；

5 V
W ｛：；｛

12.06

5.92 ｝：；）
12。88

16。36

一 0.11

一 0.06

一 0.00
一 0.01

6
V

W ｛：：；
11.31

1斗。3斗 0.250.56 ；：；； 令.61.54 ｛：｛；

7 v
W ｛：；）

22。28

29.10 ；：｛）
一 1.07

1。73 ｝：；令 令：｛｛
a

b尹

1。01**

0.68

3.65

0.84

0.31**

0.92

2.90*

0.78

0.23

0.50*

一 I。6＊＊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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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的隐性基因，最小遗传协方差所在阵列的

公共亲本含有最少的隐性基因〔幻。所以，根据

表3，对抽穗期来说，亲本7含的显性基因最

多，亲本1含的显性基因最少，其它亲本介于这

二者之间。而亲本7的平均数小于亲本1的，r

因此抽穗期早是由显性基因控制的，且为部分

显性（根据前面的遗传回归常数）。对其它性状

可作类似分析，相应的结论是：对于株高，亲本

5含的显性基因最多，使株高增加是由显性基

因控制的，且为完全显性；对于主穗长和主穗粒

数，分别为亲本4和7的显性基因最多，使主穗

伸长和粒数增多由显性基因控制，都为部分显

性；百粒重，亲本4显性基因最多，显性基因使

粒重增加，表现为超显性。

（三）遗传分量 见表40

由表4可得如下信息C31: (1)根据D和 H,

的大小和显著水平，以上多数性状的遗传变异

主要是加性效应；平均显性度除百粒重为超显

性和株高为完全显性外，其余都为程度不同的

一部分显性，与上面的阵列遗传方差和阵列遗传

协方差的分析一致。(2)Hz/4H,-u，的值是量

度亲本内有关位点的增效等位基因（“）和减效

等位基因（v)的平均分布情况。若亲本中的“

和，相等，则“，的期望值为0.25。因此，平均

说来，除抽穗期外，其它4个性状的增效和减效

等位基因在亲本内的分布大致相等。(3) F值

的大小反映亲本内显性和隐性等位基因分布的

情况。F>0，显性基因占优势；F < 0,隐性

基因占优势；F-0，二者分布均等。各性状

估得的F值，与各自的标准误相比，除主穗长显

著外，其余均不显著，所以其余4个性状的显、

隐性等位基因频率在亲本中也大致相等。

（四）遗传分析结果对育种实践的应用

本研究材料中，对百粒重来说，遗传变异主

要是显性部分提供的，为超显性，所以不能企图

通过自交重组选出优于F：的纯系，但由于显、

隐性基因在亲本中分布大致相等，有可能选出

优于高亲的纯系。对于主穗粒数，由于使它增

多的基因为部分显性，又显、隐性等位基因在亲

本中分布大致相等，在杂交育种过程中通过后

代的自交重组有可能选出粒数高于高亲的品

系。对那些双亲的主穗粒数都较高而F：介于双

亲间的组合，可能更易得到高于高亲的品系，在

育种中应重点观测。对于株高可作与上类似的

讨论，当然若要选出低于低亲的品系，只是选择

方向相反罢了。对于主穗长，由于亲本中使穗长

增加的显性基因占优势，后代中应较容易选出

主穗长于高亲的品系。对于抽穗期，由于显性

分量极低，加性分量占绝大部分，又由于抽穗早

为显性，所以在较早期世代就可选出抽穗早于

（下转第3页）

农3 其最大和最小遗传协方差的阵列号和相应阵

列的公共亲本平均数 （括号内）

Iwa1
抽穗期 株高 主穗长 介- 翻垂扮来行 百拉重二工 二门汤曰 门1 ‘拼 人

AL

As

1(12.3)

7(7.1)

1(66．1)

5(79.0)

2(6.5)

4(9.0)

5(45)

7(54)

2(3.0)

4(3.7)

裹 4 遗传分f及其标准误

讨二It tkwa 抽 穗 期 株 高 主 穗 长 主穗粒数 百 粒 重

D

F

H,

H,

3.08*＊士0.12

0. 32+ 0. 30

一 0. 11+ 0. 30

一 0.17十0.26

36.63**士3.98

一18.26士9.91

37.01**+ 9.60

31．81**+ 8.45

1．31*＊士0.02

0.08＊士0.04

0.17*＊土0.04

0.20士0.03

17.24*＊士2.26

8.90+ 5.42

9.85*土5.44

7.46士4.80

0.08*＊士0.02

0.02士0.05

0.18*＊土0.05

0.14*＊土0.04

‘／FI,
V D

月2

4H,

0.19

0.37

1.00

0.22

0.36

0.29

0.76

0.20

1.5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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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得

Dc，（户；）二10680740．4

Dc‘（户，）一36265947．4
产八、

衬H二：x：x3x；x，～29．5外＜A。．。：（5，184，1）

～ 0．9139

结果表明，两年资料存在极显著差异。

上例中，尽管其5个性状自身遗传力很高，

个别性状如百粒重高达97务，但它们的多元遗

传力却较低。这无论从数学上还是从生物角度

都不难解释。

实际＿上，

MH一det（D，）／det（D）xloo并
～石圣人孟⋯ h是de，（R：）／det（R，）

xloo沁，

其中，石资（1一1，2，⋯ ，K）表示性状二，的广

义遗传力；R，、R，分别表示遗传相关阵和表型

相关阵［2］。注意到R：、及，相当于单位标准化数
据估出的遗传协差阵和表型协差阵，且环境协

差阵非负定，故：dot（R，）／d。，（R，）＜1，从而，

（上接第8页）

旱亲的品系。关于株穗数，由于存在上位效应

（表2），不能根据由加性一显性效应模型估出的

有关分量来确定育种程序和预测选择效果。

参 考 文 献

【11 马瑟，K．，金克斯，J．L．（冯午、庄巧生、莫惠栋

MH＜川鹅⋯ 服＜。动（对，鹅，⋯ ，汤聂）。

另一方面，多元遗传力是一个综合指标。它

描述了由诸性状组成的“集团”遗传的能力。这

个“集团”中某个“成员”发生了变异，不管其它

“成员”变异与否，该“集团”亦发生了变异。因

此，“集团”遗传的能力总比各“成员”遗传能力

小。育种进程中，人们势必要寻找一些合乎人

类需要的可遗传的优良变异。这样，纵观多个
指标的表型及其内在联系，一定是有益的。

参 考 文 献

［1］ 盖钧锐等：1984。南京农学院学报，84（3）：1一1弓。

［2〕 马育华：1982。植物育种的数量遗传学基础，江苏科
技出版社。

t3〕 张尧庭、方开泰：1982。多元统计分析引论，科学出版
社。

［4〕 刘垂牙、刘来福：1985。遗传，7（4）：12一14。

〔5〕 刘来福等；1984。作物数量遗传，农业出版社。
［6］ Anderson，T．W．：19，8．Anl二t，0衬，，c才，0，ZtoM“－

lti岁ur，atestat，，ticalA刀alv，15，Johnwiley了 50－
ns．Inc．，New york，

［7］ Seal，H：1965．Mt‘lti，ar矛。to5才atist矛calAoal，，扮
fo，Biolog“t，，MethueuLondon．

译）：1981。生统遗传学导论，农业出版仕。
［2」 Hayman，B．1．：1954．Biomotrics，10（2）：235一

3祥4。

［3］ Jinks，j．L．etal．：1953·M二12‘co一0夕‘r“t，OnN‘－
即slct厂己灯。 27：48一 54．

［4］ Math。：，K·a：飞〔！J．L．Jinks： 1982．Bio二。tr，c：t

Gcnc了至c‘，Chapmanan‘王Hall，London，Newyo，
rk－

［5］ Mather，K．：1973·stati‘“cal刁。。lys心1”Bioolgy，
ChaPmanandHall．

衰2长江下游大豆地方品种五个性坎衰型及遗传型协差阵

性 状
l
产最二： 百粒重 朴 株高 有 每荚拉数 x’ 开花日数 x，

尝宜
3636。9982

2785。2130
150．015 币09．2588 一 1。0148 230。5198

牛， 147。242
41。4309

40。2540
39。1046 一0。8162 31。4363

公， 591。3745 39。1244
537。0999

513．0414
一0。7862 132。0527

X心 一 2。2229 一 0。829‘ 一 0．8664
0。0斗81呼

0。03442
一 0。9748

X， 226。2379 31。1299 132。1282 一 0．9634
71。0759

70。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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