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状，因遗传基础复杂，年际间有相反的表现，这

都证明这方面的研究和分析在更广泛的基因条

件下进行多年试验和分析是必要的。就本文而

言，几个性状年际的相反表现似由取材即选用

基因型不同所致。另外，本研究是在群体水平

上进行的，今后的试验应加强个体水平的研究，

以增加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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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俞世蓉介绍的方法求得两年剩余因子

的通径系数分别为1983年P1.，一0.3465 , 1984
年p,.,:=0.2509，表明本文分析的几个性状基本
上决定了产量，其它因子的作用较小。

3．两年试验结果表明，当前寒地水稻高产

育种，在降低空批率、适当提高分羹率的情况

下，可有效地提高产量潜力；产量因子如穗长、

颖花数、千粒重、谷／草等之间遗传基础复杂，年

际间有不同的反映，因此对这些性状的选择必

须同时照顾其它性状，并且须连续多代选择，方

能见效。

4．相关分析和通径分析表明，两年表现不

尽相同，穗长、颖花数、千粒重、谷／草等产量性
［3］

湿地松数量性状间的相关聚类分析

朱大业 巫培云
（中南林学院，湖南株洲）

已有的研究表明，树木的经济性状多属于

数量性状。外来树种湿地松已成为我国南方的

重要用材树种之一，用材树种的主要经济性状

是材积，材积是一个受微效多基因控制的数量

牲状。湿地松的各个数量性状与材积以及它们

被此之间的相关性如何，尚未见有报道。本文

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湿地松的一些数量性状

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为湿地松的选种及其

性状遗传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材 料 和 方 法

1985年4-5月，在湖南衡东县林科所进
行了外业调查。该所营造了数千亩成片的湿地

松人工林，林地为海拔70-90米的丘陵岗地，

土质为第四纪网纹红壤，肥力中等。 1973-

1975年造林，株行距3.5 X 7.0米（计划作为母树

林），尚未进行过间伐及人工打校，亦无天然整

枝现象，林木生长良好。

调查时在不1同立地条件下设置临时标准

地，在标准地内随机确定样木，然后逐株测量各

样木的树高、胸径、中央直径、枝下高、主梢长、

树冠直径，数其枝轮数及侧枝数，并爬树测量

70 树高以下的各侧枝的枝长、枝底径、枝角

（因为树顶部站人不稳、无法测量），然后取其平

均值作为该株枝长、枝底径和枝角的代表值。

侧量时，树高、主梢长、枝下高用标杆测量，

精确到5厘米；胸径、中央直径用胸径卷尺测，

精确到0.1厘米；枝角用普鲁斯测高器测，精确

到1度；枝底径用游标卡尺测，精确到0.01厘

米。

整理资料时，计算各株样木的高径比 （树

高／胸径）、胸高形率（中央直径／胸径）、冠长（树

高减去枝下高）、平均轮间距（冠长／枝轮数）、枝

Zhu Day-- et al.: The Relative Cluster Analysis．
Quantitative Characters of 'Pinus elhottii

本文于1985年 11月13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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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密度（侧枝总数／冠长）、侧枝长粗比（枝长／枝

底径）、相对枝径（枝底径／胸径）、冠高比（树冠

直径／树高）、冠径比（树冠直径／胸径），并以树

冠直径计算冠幅面积、以圆锥体公式计算树冠

体积和树冠表面积。

单株材积按成子纯简化的希费尔公式计

算，即
当q2＜0.6时，

1 。，， 八，二、，，， ，～、＿
V～-- aD,.3峋，一0.24)(H＋1.5 );

斗

0.6毛q2毛0.8时，

V一上二。21.3(g2一0.24)(H＋1);
斗

q2＞0.8时，
1 ，， ， 。。 、，，

V二- irDi.3 (g，一0.24)H,
＿ 斗

在数据的整理和计算中，保留的小数点位

数均遵从数学中的近似计算法则。数据处理用

R型聚类法进行聚类，即将”株（，二95）样木

的。个（。二24）性状的数值表示为矩阵

X＝(xii)n。。

式中xii表示i株树的第i个性状的数据。

将所有的 xii进行标准化转换，即

如令、一生艺。，和
绍 i二1

、一指(xi，一二”
分别表示性状i在，个观测值中的平均数和离

差，则转换后的数据为

x::一 公J

ai，一一一si一一
相应的矩阵为 A二（aii)n·。，则性状p

与4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rpy一习ap.kae"k
左_t

P，R二 1，2，⋯ ，m

相关矩阵为〔1］：
R～AT·A～（rp9)m"m

r l 犷．， 犷，， ‘二 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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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高 胸径 I中央径 ｝枝下高 主梢长 枝轮数 总枝数 枝长 枝底径 枝角 冠径

1.000 0.725

1.000

中央径

枝下高

主梢长

枝轮数

总枝数

枝 长

枝底径

0.696

0.858

1.000

0.109

一 0.022

0.072

1.000

0.155

0.106

0.123

0.135

0.144

0.115

0.:246

0:350

0一288

高

径

树

胸

一 0.149 一 0.006

一 0.032

一 0.296

1.000

1.000

0.108

0.311

1.000

0.173

0.215

0.179

一 0.149

0.018

0.349

0.434

0.358

一0.185

’0.062

一 0.038 一 0.050

0.076

1.006

0.039

0.577

1.000

一 0.324

一 0.337

一 0.301

0.006

0.009

0.246

一 0.068

- 0.165

一 0.431

1.000

0.512

0.741

0.604

一 0.195

0.144

0.096

0.308

0.311

0.503

一 0.202

1.000

角

径

枝

冠

高径比

胸高形率

冠长

轮间距

枝条密度

侧枝长粗比

相对枝径

冠径树高比

冠径比

冠幅面积

树冠体积

树冠表面积

材 积

相关系数是相似系数的一种，因此可以从

相关阵出发作R型（变量）聚类分析。根据系统
聚类原理，以，，；作为类间参数，先将m个性状

各自看作一类，选最相似的两类合并作为一类

（即合并 ，，。值最大的两个性状），如此反复直
至所有的性状全部聚为一类。新的类间参数由

类平均法给出，公式为

r(K+ lrGP，一 二‘ (nA．，(K)r AP＋，：·r BP
nA T 刀B

按上述处理方法编成BASIC语言程序，在

人PPLE-11微机上完成计算和聚类过程。各元

素的相关矩阵R的上三角阵如表 1，半扫描比

较并类结果最后形成聚类图（见图1)0

结 果 分 析

遗传相关为1.0或接近1.0时，可以认为这

． 10 w

两个性状是同类的〔2，，也就是说相关紧密的性

状属于同类性状。当以 Re.*,一0.26分割聚类

图时，24个性状分成如下 VIII个相对独立的

类：I．树冠体积、树冠表面积、树冠直径、冠幅

面积、冠长、树高、胸径、中央直径、材积、侧枝总

数；II．枝轮数、轮间距、枝条密度；m．枝长、

枝底径、侧枝长粗比；W．相对枝径、高径比；

V.枝角；VI．形率；VII．主梢长；VIII．枝下

Imo

如果用 ROM -0.20分割聚类图时，则上

述的I与V同属一类，其余各类无变化。

通过对聚类图的分析，可以得出下面几点

初步认识：

1.侧枝总数与生长性状（如树高、胸径、冠

幅面积等与材积）聚为一类（即I类），有关分枝

特性因子如枝轮数、轮间距和枝条密度聚为另



相 关 拒 阵城Ro.a‘0.26 R,.,，二0.20)

高径比

一0.080

一 0.735

一0.567

0.105

一0.022

一0.073

一0.251

一0.130

一0.255

0.169

一0.577

1.000

胸高形率｛ 冠长 轮间距 枝条密度
侧枝长

粗比
相对枝径

冠径树

高比
冠径比 冠幅面积｝树冠体积

树冠表

面积
材积

一 0.036

一 0.232

0.295

0.162

0.020

0.870

0.681

0.607

一0.395

0.217

0.127

0.373

0.234

0.414

一0.303

0.570

一0.126

一0.114

1.000

0.344

0.159

一 0.042

一 0.o72

一 0.054

一 0.132

0.042

一 0.248

0.294

1.000

0.149

一0.066

一 0.075

一0.659

一0.392

0.124

0.147

一 0.314

0.092

0.094

一 0.033

0.351

1.000

一 0.482

- 0.231

一 0.218

0.040

0.149

0.166

0.598

一 0.074

一 0.248

0.182

一 0.138

一 0.142

0.032

- 0.465

一 0.687

1.000

-0.241

一 0.287

一 0.232

0.063

一 0.08.9

0.068

0.051

0.252

一 0.627

0.360

- 0.298

0.155

0.102

一 0.254

一 0.060

0.222

1.000

"-0.284

一 0.431

一 0.391

一 0.160

一 0.036

一 0.168

一 0.249

0.400

0.6o7

一 0.148

一 0.159

0.393

0.070

一 0.183

一 0.018

一 0.031

一 0.366

1.000

- 0.081

0.367

0.223

一 0.281

0.080

0.026

0.199

0.246

0.335

一 0.023

0.807

一 0.620

一 0.275

0.064

一 0.142

0.197

一0.170

一 0.004

1.000

一 0.160

一0.149

一 0.185

一 0.266

0.100

一 0.033

0.042

0.178

0.185

0.103

0.545

0.048

一 0.096

一 0.016

一 0.086

0.122

一 0.077

0.291

0.夕46

1.000

0.511

0.735

0.606

一 0.199

0.127

0.098

0.306

0.323

0.519

一 0.202

0.994

一 0.562

一 0.231

0,571

0.091

一 0.145

一 0.304

一 0.135

0.793

0.530

1.000

0.644

0.775

0.655

一0.263

0.144

0.114

0.345

0.338

0.547

一 0.245

0.963

一 0.484

一 0.209

0.725

0.163

一 0.243

一 0.319

一 0.140

0.661

0.429

0.975

1.000

0.660

0.788

0.662

一 0.270

0.163

0.115

0.354

0.331

0.539

一 0.251

0.969

一 0.492

一 0.221

0.744

0.172

- 0.246

一 0.318

一 0.160

0.663

0.430

0.973

0.996

1.000

0.812

0.919

0.964

一 0.066

0.122

0.136

0.31多

0.211

0.41,6

一0.354

0.667

一 0.532

0.110

0.718

0.189

一 0.283

一 0.27.4

一 0.374

0.219

一 0.163

0.670

0.739

0.747

1.000

一类（即11类）。这表明影响分枝频率的遗传

控制过程，可以同影响树木高生长和总枝数的

过程分开来〔31，这与Cannell等人对北温带针叶

树种所作的结论是一致的。

2．从相关表和聚类图上可以看出，材积与

冠长、树冠直径、冠幅面积、树冠表面积以及树

冠体积相关紧密，说明材积生长与光合器官（针

叶）的负载体呈显著的正相关，这与湿地松类型

划分的某些结论相类似〔们，因为关于湿地松类

型研究的结果表明，材积与针叶量呈显著正相

关。

3．许多研究者认为，树木干形的遗传力较

高。赖世适等指出，湿地松的形率变化不大〔习。

在聚类图上形率表现是独立的，在祖关表上中

央直径与材积的相关系数为0.964（最高），这都

表明湿地松引种到我国后，保持了“干形好”这

一优良特性。

4.枝角与材积呈较明显的负相关，表明枝

角越小、材积越大，这可以认为是一个相关性

状，在进行类型选择或单株选择时，可以作为一

个间接选择指标。

5．树高与冠长的相关系数为0.87，说明树

木越高，冠长数值也越大，二者相关紧密。也就

是说湿地松是一个自然整枝能力较差的树种

（这可能是遗传性所决定的），枝下高变化不大，

并与其他性状较少相关，所以在聚类图上自成

一类。另外，主梢长在聚类图上也显示出独立

性，这表明主梢的生长与其他性状较少相关，而

主要决定于上年和当年的条件〔310

讨 论

1．南非多点种源试验(35年生）的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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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湿地松早后期生长相关显著，可在，-7年

生时进行早期选择［161。本文研究的对象是10-

12年生的湿地松，因此所研究的结果应该有参

考价值。

2. K. Von. Weissonberg认为，两个性状

的相关可能是由于连锁基因与多效性或两者共

同作用所引起的山。来自美国东南部遗传性中

度变异地区的湿地松【71，其包含多个性状的类，

是由于连锁抑或是由于多效性，目前尚不够了

解。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是连锁关系，在缺

乏上位性作用的情况下，将发生交换而使相关

性被反复的选择周期所降低，这将有助于连锁

频率的研究；如果是由于多效性，那么性状相关

性将在选择中保持不变闭。因此，对类内性状

选择所引起的相关效应，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因为这将有助于提高选择的效果。

3．从相关矩阵出发，可以进一步做主成份

分析 (PCA)c'1，这样可以在低维空间里进行树

木性状的研究。 据认为凹，这对无性系选择及

树木株型结构的研究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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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遗传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五次常委会决议

中国遗传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五次常委会于1986年12月25日至27日在海南岛召开。会议就中国遗传学

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如下决议：

一、中国遗传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将于1987年5月6日至10日在合肥市召开。

二、“三大”拟安排3个单元时间的大会活动和6个单元时间的各专业委员会分组活动。各分组活动将采取

专题讨论和墙报展出科研成果的办法。中选论文作者可向大会提交一份110 X 78cm图画纸制成的墙报。

三、“三天，共设正式代表500名，代表200名。正式代表名额中包括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各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第三届理事候选人和常委会通过的各专业萎员会提名的专题讨论会主持人、报告人以及中选论文作者。代表
名额包括分配给各地遗传学会的参加人员、出版编辑部门的代表，以及其它人员。

四、大会将有7名美国外宾出席。外宾的学术活动由吴曼、盛祖嘉同志负责安排。

五、邀请捷克斯洛伐克在大会举办孟德尔生平展览。

六、欢迎国内外有关厂商在大会举办各类展览，由上海复旦大学李致勋同志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所李载

平同志负责联系。

七、根据在原有理事会中更新1/3理事和增补年轻同志进人第三届理事会的原则，确定第三届理事会的名

额共65名。

八、第16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将于1988年8月20日至27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我国将派员参加，拟在

“三大”中推荐优秀论文作者与会，同时向国际大会争取资助年轻学者的费用。

九、争取1993年举行的第17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在中国召开，并做好准备工作。

十、1988年中国遗传学会将配合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生化学会与美国微生物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生物工

程学术会议。

十一、常委会议论了全国优生协作组拟于1987年4月在苏州召开优生会议事宜，考虑到“三大”在5月份召

开，建议优生会议推迟召开，同“三大”连接，使医学遗传工作者有可能参加两个会议，避免造成财力和时间的浪费。

二届五次常委会希望全体会员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努力做好科研、教学工作，使第三次代表大会能
获得较大收益。 （安锡培）

会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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