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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 MINQUE（1）统计方法、加性-显性（AD）及其与环境互作的遗传模型对 9 个海岛棉亲本及其 20 个

F1组合（5×4）2 个皮棉产量性状和 5 个纤维品质性状的 3 年资料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零式果枝与长果枝品种

间杂交的 F1和 F2代 5 个纤维性状和霜前皮棉产量均具有负向群体超高亲优势。F1和 F2纤维强度具有正向群体平均

优势，细度具有负向群体平均优势，但优势都较低;皮棉总产量的群体平均优势 F1达到 42.1%，F2达 21.0%。一般来

说，F1和 F2代纤维品质性状的优势较弱，但存在着 F1品质性状具有优势，F2优势衰退很慢的组合；F1和 F2均存在着

霜前皮棉产量和皮棉总产量具有超高亲优势的组合。对海岛棉霜前皮棉产量与纤维长度及与纤维细度的遗传改良可

以同步进行；而对海岛棉霜前皮棉产量与纤维强度的同步改良及对皮棉总产量与纤维长度、纤维强度和麦克隆值的

同步改良很困难。表型相关分析表明，海岛棉霜前皮棉产量与纤维长度、纤维强度及与纤维细度可以同时利用杂种

优势，同时利用海岛棉的皮棉总产与纤维长度及纤维细度的杂种优势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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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wo lint yield and five fiber quality traits of 9 parents and their 20 F1 crosses (5×4) of sea island cotton in three years 

were analyzed by the genetic model of additive-dominance and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environments by MINQUE(1) approach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a negative better-parental heterosis in 5 fiber quality traits, pre-frost lint yield and total yield of F1 and 
F2 crosses between “0” and long-fruit-branch plant type varieties in sea island cotton. There was a positive low mean heterosis in 
fiber strength and a negative mean heterosis in Micronaire, but they were low. The positive mean heterosis of F1 and F2 in total lint 
yield reached 42.1% and 21%, respectively. Generally speaking, the heterosis in fiber quality traits of F1 and F2 was low, but there 
existed some crosses that their F1 had better-parent heterosis and degenerated F2 heterosis slowly, and crosses have better-parent 
heterosis in total lint yield of F1 and F2. Pre-frost lint yield could be selected with fiber length or fiber fineness, while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select pre-frost lint yield with fiber strength or there is a difficult to select total lint yield with fiber length, strength, 
fineness. The phenotypic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it is available to use heterosis of pre-frost lint yield with fiber length, 
strength and fineness synchronously，it is very difficult to use heterosis in total lint yield with fiber length, fin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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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陆地棉（Gossypium hirsutum L.）产量、品质

性状的遗传和杂种优势的研究国内外已有很多报道。

陆地棉产量性状的遗传主要受加性效应控制[1~4]，纤维

品质性状的遗传主要受加性效应控制[1,3~9]。有人认为，

陆地棉纤维长度等品质性状还存在一定的杂种优 
势[3~5,9]，显性效应和上位性效应在一些组合里也有出

现[2]。但也有人认为，陆地棉纤维品质性状的优势一

般较小[1,9]；麦克隆值表现出超显性[5,8]；陆地棉纤维品

质性状的显性效应也起较大的作用[7]；陆地棉的产量

和纤维长度、纤维强度和纤维细度还受基因型×环境

互作的影响[9,10]。孙济中等[4]根据多篇文献指出，棉花

杂种优势的大小主要依赖于显性效应的高低。陆地棉

品种间杂种 F2 产量性状具有优势[4,5,10]。Meredith[3]认

为，陆地棉杂种二代的产量和品质具有杂种优势的潜

力，产量性状中衣分和衣指加性效应的作用远大于显

性效应，总铃数的显性效应占较大比例。吴吉祥和朱

军等[9~11]分析了陆地棉 F2代产量和品质性状的杂种优

势，指出陆地棉 F2代产量性状存在优势，F2品质性状

杂种优势表现的均值一般较小，产量性状和品质性状

的基因型值与环境间存在互作。而多数陆地棉的研究

未涉及 F1和 F2与环境的互作。 
新疆地处中国内陆，常年干旱少雨，光热资源丰

富，作物生长依赖浇灌。独特的环境条件使新疆成为

我国惟一的海岛棉产区。海岛棉(G. barbadense L.)是
棉花的一个栽培种，具有陆地棉无法比拟的优良品质

（常规品种：纤维长度 35 mm 左右，纤维强度 25～
33cN/tex，麦克隆值 3.5～4.5）。由于海岛棉的产量和

品质性状也属于数量性状，会随着不同年份及不同地

区的自然条件和栽培条件的改变而有所不同。而关于

海岛棉品种间杂种后代产量和纤维品质性状的遗传及

杂种优势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海岛棉零式果枝品种一

般具有早熟（生育期 130～140 d）的特点，长果枝品

种属中晚熟品种类型，而在南疆只适于种植早熟海岛

棉品种。长果枝品种是否能在杂优育种中利用还未见

报道。为了充分利用海岛绵长果枝品种种质资源，本

文采用朱军提出的AD模型及其与环境互作模型[12~17]、

吴吉祥和朱军[18]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作物杂种优势的

分析方法分析零式果枝海岛棉品种和长果枝品种（系）

间杂交的杂种 F1代皮棉产量性状和品质性状的 3年资

料，以阐明海岛棉皮棉产量和品质性状杂种优势的表

现，为零式果枝和长果枝海岛棉品种间杂交育种和杂

种优势的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考查性状 

试验在新疆阿拉尔塔里木农垦大学农业试验站进

行，选用新疆自育的零式果枝品种（系）：（1）新海

10 号、（2）3836、（3）新海 8 号、（4）新海 7 号、（5）
新海 11 号为母本，外引长果枝品种（系）（6）AG75、
（7）A 杂交铃、（8）云南 2 号、（9）G81 为父本，按

不完全双列杂交遗传设计配制杂交组合，于 1991、
1992 和 1993 年的 4 月 23 日分别种植 9 个亲本及其 20
个 F1组合。田间亲本及其 F1随机区组设计，1991 年

和 1993 年 2 次重复，1992 年 3 次重复，每小区 4 行

区，行长 2m，（0.6+0.3m）地膜覆盖种植，株距 0.13m，

田间管理同大田。枯霜后 1 周内，每小区收获植株中

部棉样，用 HVI900 系列测定纤维品质性状。产量性

状每小区取 20 株。观察性状有：2.5%跨长（mm）、

整齐度(%)、比强度(cN/tex)、伸长率(%)和麦克隆值、

霜前皮棉产量(g)和皮棉总产（霜前皮棉产量+霜后皮

棉产量 g）（说明：因 1991 年亲本产量性状数据丢失，

对产量性状的杂种优势分析用 1992～1993 年数据，相

关分析用 3 年 F1和两年亲本数据，品质性状的杂种优

势用 3 年 F1和两年亲本数据）。 
1.2 遗传模型与统计分析方法 

以小区平均值为单位，采用包括基因型×环境互

作的加性-显性遗传模型分析所测性状。数据采用朱军

的软件及统计方法[12~17]、吴吉祥和朱军等[18]提出的一系

列关于预测作物杂种优势的分析方法进行计算，运用

MINQUE(1)法估算方差分量和相关系数，用 Jackknife[19]

方法计算各遗传参数的估计值及其标准误，t 测验对遗

传参数做统计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海岛棉亲本和F1皮棉产量和纤维品质性状的平均

表现 

海岛棉 9 个亲本和 20 个 F1组合的 5 个纤维品质

性状在 3 年中的平均表现和父本、母本、F1皮棉产量

在两年的平均表现列于表 1。由表 1 可知，两年母本

的霜前皮棉产量均高于父本，1992 年 F1 的霜前皮棉

产量高于双亲，1993 年 F1 的霜前皮棉产量介于双亲

之间；而两年的皮棉总产父本高于母本，F1高于双亲；

这表明皮棉总产具有较稳定的优势，而霜前皮棉产量

的优势随年份而异。除麦克隆值在 1991 年表现为 F1

低于亲本外，其它品质性状在 3 年以及麦克隆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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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和1993年F1的表现型值均高于亲本的表现型值，

表明 F1的 5个纤维品质性状基本上表现为一定的正向

杂种优势，只是 F1这 5 个品质性状的杂种优势不强。

从表 1 中还可以看出，亲本和 F1年份间品质性状的表

现不一致。如亲本的纤维长度在 1991 年比 1992 年低，

但 F1的纤维长度在 1991 年比 1992 年高，其它性状也

是这样。这些说明 5 个纤维品质性状和 2 个皮棉产量

性状可能存在着基因型与环境的互作等复杂的遗传关

系。 

 
表 1 海岛棉 9 个亲本和 20 个 F1组合 2个皮棉产量性状和 5个纤维品质性状在 3年中的平均表现 

Table 1  Average phenotypic values for 2 lint yield and 5 fiber quality traits of parents and their F1s of sea island cotton in three years 

年份 
Year 

世代 
Generation 

霜前皮棉产量 
Pre-frost lint yield 

(g) 

皮棉产量 
Total lint yield 

(g) 

年份 
Year 

世代 
Generation 

长度 
Length 
(mm) 

整齐度 
Uniformity 
(%) 

强度 
Strength 
(cN/tex) 

伸长率 
Elongation 
(%) 

麦克隆值 
Micronaire

1992  母本 Female 12.56 17.14 1991 亲本 P 34.47 49.06 24.49 6.91 4.27 
 父本 Male 1.98 22.43 F1 35.21 51.21 24.97 7.05 4.03 
 F1 17.86 37.50 1992 亲本 P 34.61 49.87 23.30 7.04 3.73 

1993  母本 Female 11.13 16.67 F1 35.12 50.07 24.24 7.06 3.79 
 父本 Male 3.12 26.12 1993 亲本 P 34.78 50.02 24.87 6.04 3.84 
 F1 7.26 31.90 F1 35.27 51.12 25.87 6.06 4.05 

 

2.2 F1 纤维品质性状与霜前皮棉产量、皮棉总产的遗

传相关分析  

表 2列出了 F1霜前皮棉产量和皮棉总产量与纤维

品质性状间的相关分析结果。F1霜前皮棉产量与纤维

长度，及与麦克隆值间的加性相关(rA1)分别达到极显

著的正相关和负相关水平，相关系数分别为 0.16 和

-0.45，与纤维整齐度和纤维强度间的加性负相关均在

0.05 以上的显著水平，说明对海岛棉霜前皮棉产量与

纤维长度及与纤维细度的遗传改良可以同步进行，而

霜前皮棉产量与纤维整齐度和纤维强度的遗传改良可

以比较困难。皮棉总产量与纤维长度及纤维强度的加

性相关达到极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78 和

-0.64），与纤维整齐度和麦克隆值的加性相关达到极

显著的正相关。这表明对海岛棉皮棉总产与纤维长度、

纤维强度和麦克隆值的同步改良很困难，选择产量高

的后代，纤维整齐度好，但纤维较粗。皮棉产量与纤

维长度及纤维强度间为极限著的显性正相关(rD)，与纤

维整齐度间分别为极显著的负相关。说明皮棉总产量

优势强的组合可能纤维较长、强度较高，纤维整齐度

较差。麦克隆值与霜前皮棉产量间的显性×环境互作

负相关(rDE1= -0.12)达到显著水平，表明在某些环境中

F1霜前皮棉产量优势强的组合纤维细度也可能表现一

定的负向优势，使纤维细度提高，但随着世代的增高，

纤维细度的优势会下降，而使纤维变粗。皮棉总产与

纤维长度及与纤维整齐度间分别存在极显著的显性互

作负相关和正相关。说明在某些环境中，皮棉总产量

优势强的组合纤维长度可能较短，纤维整齐度可能表

现一定的正向优势。霜前皮棉产量与纤维长度及麦克

隆值间的基因型相关(rG1)和表型相关(rP1)分别为显著

的正相关和负相关。皮棉总产与纤维长度及麦克隆值

间的基因型相关(rG2)和表型相关(rP2)分别为显著的负

相关和正相关。 
2.3  产量和纤维品质性状的杂种优势分析 

用朱军的 AD 模型预测遗传效应值，再预测 F1和

F2 的基因型×环境互作值和杂种优势的平均表现，结

果列于表 3。从表 3 可以看出，2 个皮棉产量性状和 5
个纤维品质性状的 F2 比 F1 的群体平均优势和群体超

亲优势均有不同程度的衰退（F1霜前皮棉产量除外），

但衰退幅度不一。2 个皮棉产量性状和 5 个品质性状

的 F1和 F2均具有极显著的负向超高亲优势；皮棉总产

的群体平均优势 F1达到 42.1%，F2达 21.0%；F1和 F2

的比强度有极显著的正向超中亲优势，优势率 F1 为

3.2%，F2为 1.6%；伸长率和麦克隆值具有极显著的负

向超中亲优势，其它 4 个性状并无明显的超中亲优势。

基因型与环境的互作除 F2的霜前皮棉产量、F1的纤维

长度在 F2的整齐度不显著外，其它性状在 F1和 F2分

别达到了显著或极显著水平，表明零式果枝和长果枝

海岛棉品种间杂交杂种的皮棉产量和纤维品质性状的

基因型值易受环境条件的影响。 
采用朱军[12~17]、吴吉祥和朱军等[18]提出的方法预

测部分组合的 F1和 F2共 2 个皮棉产量性状和 5 个纤

维品质性状的基因型×环境互作的效应值和杂种优势

与环境互作的效应值列于表 4。从表 4 可以看出，各

组合 F1和 F2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基因型×环境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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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平均优势或超高亲优势与环境的互作是不一样

的。如，新海 8 号×A 杂交铃的 F1麦克隆值基因型与

环境的互作在 1991 年比基因型值降低 3.27，在 1992
年比基因型值高 2.29，在 1993 年比基因型值高 0.94。
不同组合的 F1到 F2在同一环境中变化的趋势不一样。

如新海 8 号×A 杂交铃的 F2麦克隆值基因型与环境的

互作在 1991 年比基因型值增加了 2.06，在 1992 年增

加了 0.78，在 1993 年增加了 1.35，3 年均表现出正向

的互作效应。表中列出的各组合不同性状 F1 和 F2 在

几年中的基因型×环境互作值的变异系数（cv%）可

反映出同一性状不同组合F1和F2基因型的稳定性, 标
准差越小说明群体基因型越稳定。由表 4 可以看出各

性状稳定性的总体趋势是 F2 比 F1 稳定。同一性状不

同组合 F1和 F2基因型的稳定性不一样。如新海 10 号

×AG75 纤维比强度的稳定性最低，F1和 F2 cv%分别为

3.2 和 2.44；新海 11 号×G81 强度的稳定性最高，其

F1和 F2的 cv%分别为 1.07 和 1.73，说明该组合的 F2

不如 F1稳定。从表中还可看出 3836×A 杂交铃的比强

度、伸长率和麦克隆值的群体平均优势在 3 年中 F1

和 F2均表现为正值，且在 1991 年和 1993 年均显著。

因此，某些海岛棉组合的纤维品质性状可在杂优育种

中多代利用。从表中还可以看出，3 个纤维品质性状

的中亲优势和超亲优势都不小于 0。其中，麦克隆值

出现较高群体平均优势和超亲优势的组合较多，其次

是比强度，而纤维长度的优势比较低。 
从表 4 还可以看出不同组合两个产量性状的优势

也相差很大。如新海 7 号×AG75 的霜前皮棉产量在

1992 年的群体平均优势为 451%，在 1993 年的群体平

均优势为 100%。从表 5 中还可以看出，F1 群体两个

皮棉产量性状的平均优势和群体超亲优势比 F2高。有

 

表 2  F1霜前皮棉产量、皮棉总产量与纤维品质性状间的遗传相关系数估计值 

Table 2  Estimates of genetic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fiber traits and pre-frost lint yield, total lint yield 

参数   
Parameters 

长度 
Length 

整齐度 
Uniformity 

强度 
Strength 

伸长率 
Elongation 

麦克隆值 
Micronaire 

加性相关 1  Additive correlation 1 rA1   0.16**   -0.42**   -0.15*   -0.07 -0.45** 

加性相关 2  Additive correlation 2  rA2   -0.78**    0.47**    -0.64**    0.20** 0.56** 

显性相关 1  Dominance correlation 1 rD1 0.00 0.00 0.00 0.00 0.00 

显性相关 2  Dominance correlation 2 rD2 0.31** -0.23** 0.21** 0.00 0.00 

加性×环境互作相关 1  Additive×Eenvironment corrrelation 1 rA×E1 0.00 0.00 0.00 0.00 0.00 

加性×环境互作相关 2  Additive×Environment corelation 2 rA×E2 0.00 0.00 0.00 0.00 0.00 

显性×环境互作相关 1  Dominance×Environment correlation 1 rD×E1 -0.05 -0.09 -0.06 0.07 -0.12* 

显性×环境互作相关 2  Dominance×Environment correlation 2 rD×E2 -0.24** 0.14** 0.01 -0.05 0.08 

基因型相关 1  Genotypic correlation 1 rG1 0.09+ -0.07 0.06 -0.02 -0.11* 

基因型相关 2  Genotypic correlation 2 rG2 -0.12** 0.05 -0.07 -0.02 0.24** 

表型相关 1  Phenotypic correlation 1 rP1 0.10* -0.07 0.04 0.08 -0.12* 

表型相关 2  Phenotypic correlation 2 rP2 -0.21** 0.09 -0.05 0.09 0.25** 
+、*、**分别表示达到 0.10、0.05、0.01 显著水平。相关 1 和相关 2 分别表示各品质性状与霜前皮棉产量和皮棉总产的相关。下同 
+，*，** Denoted significance at 0.10, 0.05, 0.01 levels, respectively. r1 and r2 denot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fiber traits and lint yield at pre-frost, and total 
lint yield. The same as below 

 
表 3  20 个海岛棉组合 F1和 F2皮棉产量和纤维品质性状的平均遗传表现 

Table 3  Average genetic performances of F1 and F2 in 5 fiber traits of 20 crosses in sea island cotton 

参数 

Parameters 

霜前皮棉产量 

Lint yield at pre-frost 

(g) 

皮棉总产 

Total lint yield 

(g) 

长度 

Length 

(mm) 

整齐度 

Uniformity 

(%) 

比强度 

Strength 

(cN/tex) 

伸长率 

Elongation 

(%) 

麦克隆值 

Micronaire 

GE 预测值 Pre(F1) 11.052* 34.998** 35.076 50.813* 24.926** 6.729* 4.006** 

Forecast GE Pre(F2 ) 11.586 28.578** 34.758** 50.263 24.525** 6.785** 4.020** 

群体平均优势 Hpm(F1 ) -0.091 0.421** 0.018 0.022 0.032** -0.017** -0.024* 

Mean heterosis Hpm(F2 ) -0.045 0.210** 0.009 0.011 0.016** -0.008** -0.012* 

群体超亲优势 Hpb(F1 ) -0.583** 0.065 -0.054** -0.097** -0.051** -0.101** -0.138** 

Better-parent heterosis Hpb(F2 ) -0.538** -0.145** -0.063** -0.108** -0.068** -0.092** -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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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组合皮棉总产量存在的超中亲及超高亲优势均为正

值且较高，如 3836×云南 2 号其 F1和 F2在 1992 年的

超中亲优势分别为 42.0%和 21.0%，超高亲优势分别

为 39%和 18%。说明海岛棉零式果枝与长果枝品种杂

交，某些组合的 F1 和 F2 皮棉总产量均具有较强的优

势。 

3 讨论 

分析海岛棉数量性状的遗传组成及各性状遗传组

分间的相互关系对海岛棉育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结果表明，海岛棉零式果枝与长果枝品种间杂

交 F1霜前皮棉产量与纤维长度、纤维强度和麦克隆值

的加性相关均达到极显著水平，相关系数分别为 0.16、
-0.15 和-0.45；皮棉总产与纤维长度、纤维强度和麦

克隆值间的加性相关达到极显著水平，相关系数分别

为-0.78、-0.64 和 0.56。从相关系数的大小和性质来

看，霜前皮棉产量和纤维长度、麦克隆值可同步改良，

而对皮棉总产量与纤维长度、纤维强度及与麦克隆值

的同步改良很困难。虽然霜前皮棉产量和皮棉总产量

分别与纤维比强度间均存在极显著的负相关，但后者

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比前者大很多。因此，要同时提高

皮棉总产量和纤维比强度比同时提高霜前皮棉产量和

纤维比强度的难度大得多。零式果枝海岛棉品种具有

霜前皮棉产量高的遗传特性，因此，通过选育零式果

枝海岛棉品种比较容易达到高产优质的育种目标。 
海岛棉霜前皮棉产量与纤维长度间在加性相关和

表型相关及基因型相关均达到 0.1 以上显著水平的正

相关，与麦克隆值间的加性相关、表型相关及基因型

相关均为显著或极显著的负相关，与纤维强度间的表

型相关不显著。说明在海岛棉的杂优育种中同时提高

霜前花产量和纤维长度和细度较容易，而同时再提高

纤维强度有一定的难度，但采用纤维强度加性效应较

好的亲本可提高杂种的纤维强度。皮棉总产量与纤维

长度间的加性相关为极显著的负相关，并且负向相关

系数很高，显性相关虽然达到极显著，但相关系数较

低；皮棉总产与麦克隆值间的加性相关、基因型相关

和表型相关均为极显著的正相关，与纤维强度的显性

相关为极显著的正相关，表型相关和基因型相关虽然

不显著，但负向加性相关系数很高。因此要提高海岛

棉皮棉总产量，同时提高海岛棉的纤维长度、强度和

细度难度很大。零式果枝海岛棉品种具有霜前皮棉产

量高的特点，因此可选用零式果枝品种做亲本之一，

并注意选用纤维强度一般配合力高的亲本杂交是选育

高产优质海岛棉杂交种的有效途径。 
利用杂交种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品质性状也要有优

势。本试验的分析结果表明，F1和 F2 5 个品质性状 F1

和 F2 的群体超亲优势的预测值均为极显著负向超亲

优势，纤维长度和麦克隆值分别存在极显著的正向优

势和负向优势，表明海岛棉品种间杂交，品质性状的

遗传有一定优势，但优势不强。海岛棉 F1代纤维强度

的群体平均优势为 3.2%，F2的群体平均优势为 1.6%，

F1和 F2麦克隆值的群体平均优势为-2.4%和-1.2%。纤

维长度主要以加性效应为主，在杂优育种中可以选择

加性效应好的亲本来提高纤维长度，且有些组合在品

质性状上表现为 F1有正向平均优势和 F2代衰退很慢。

杂种优势的分析结果表明，虽然零式果枝品种与长果

枝海岛棉品种杂交，皮棉总产的 F1 和 F2 存在超中亲

优势，霜前皮棉产量不存在超中亲优势，但从具体组

合来看，存在着 F1 和 F2 霜前皮棉产量均具有超中亲

优势的组合。有些组合的霜前皮棉产量虽不具有超高

亲优势，但超中亲优势很强，并且基因型值表现较好

且较为稳定。因此，只要 F1 和 F2 品质不低于推广品

种，利用零式果枝和长果枝海岛棉品种杂交的 F1 和

F2霜前皮棉产量和皮棉总产的杂种优势是有可能的。 
零式果枝品种具有早熟和霜前花产量高的优点，

而长果枝海岛棉品种具有晚熟和霜前花产量低的局

陷，F1一般表现为早熟性处于双亲之间，这势必会影

响霜前花产量的进一步提高。本文只是对零式果枝与

长果枝类型海岛棉品种杂交杂种后代产量性状的优势

进行了分析，而对零式果枝品种间杂交杂种后代的遗

传和优势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4 结论 

零式果枝与长果枝品种间杂交的 F1 和 F2 纤维强

度具有正向群体平均优势，细度具有负向群体平均优

势，但优势都较低；皮棉总产量的群体平均优势较高。

F1 和 F2 代纤维品质性状的优势较弱，但存在着 F1 品

质性状具有优势，F2 优势衰退很慢的组合；F1 和 F2

均存在着霜前皮棉产量和皮棉总产量具有超高亲优势

的组合。对海岛棉霜前皮棉产量与纤维长度及与纤维

细度的遗传改良可以同步进行，对海岛棉霜前皮棉产

量与纤维强度的同步改良及对皮棉总产量与纤维长

度、纤维强度和麦克隆值的同步改良很困难。海岛棉

霜前皮棉产量与纤维长度、纤维强度及与纤维细度可

以同时利用杂种优势，同时利用海岛棉的皮棉总产与

纤维长度及纤维细度的杂种优势较困难。因此，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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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枝海岛棉与长果枝海岛棉品种间杂交的 F1 和 F2 在

纤维品质和产量方面具有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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