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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陆地棉品种间 ƒ 产量杂种优势的表现及其遗传机理 自 年代以来 国内外曾作

了大量的研究 但尚未见从生育动态和空间构成方面研究产量杂种优势的报道∀本文从时空

角度研究产量杂种优势 以深入了解杂种优势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特点 指导生产和选配优

良组合∀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本试验选用 个栽培品种 泗棉 号!徐州 !浙 和中 个美国引进材料 !

  



! ! 和 和 个自选系 ! 和 及配制成的 个杂交组合∀

 试验方法

 试验设计 田间试验于 年和 年在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试验农场进行∀试

验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 次重复∀ 营养钵育苗移栽 宽窄行种植 大行距 小行距

株距 ∀ 月中旬 在每小区选择并标记 株生长正常的植株∀ 数据调查从 月

日开始 月 日止 每 天挂牌标记新结铃的日期 月中旬集中标记可收获铃铃位∀

待标记铃吐絮成熟时 分单铃收获∀ 室内考种∀ 记录单铃籽棉重!铃期和铃位等数据∀ 统计

单株不同铃期及不同铃位籽棉产量∀

 铃期和铃位的说明 各铃期的定义是 籽棉产量是指 月 日前累加籽棉产

量 籽棉产量是指 月 日前累加籽棉产量 依此类推∀各铃位的定义是 从棉株基

部起 第一个果枝为果枝 第 个果枝为果枝 依此类推 下部果枝是指果枝 ∗ 中

部果枝是指果枝 ∗ 上部果枝是指果枝 以上的所有果枝 棉株内围是指所有果枝

的第 ! 果节位 棉株外围指所有果枝的第 果节 含 以外的果节位1 2 下部节位 籽

棉产量是指果枝 ∗ 的所有第 果节位铃籽棉产量 依此类推其余铃位籽棉产量∀

 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包括基因型与环境互作效应的加性2显性遗传模型及分析方

法1 2 预测群体及组合不同铃期及不同铃位籽棉产量的基因型值和杂种优势∀ 所有的数据

分析均采用 ≤ 语言编写的软件在 °≤ 机上完成∀

 结果与分析

 不同铃期籽棉产量杂种优势

表 可知 棉花在整个生育期中 ƒ 各铃期单株籽棉产量的平均优势显著 在 月 日

前逐渐增强 之后逐渐下降 其中 月 ∗ 日下降明显 从 减至 ∀各铃期产

量平均优势的互作效应大多显著 这表明各铃期产量优势的大小与环境密切相关∀

表  不同铃期单株籽棉产量杂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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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还指出 浙 泗 和 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组合∀ 浙 泗 籽棉产量优势

从 月 日的负向优势 逐渐上升到 月 日的正向优势 之后虽有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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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但总产量优势仍显著 达 ∀ 而 籽棉产量优势早期极显著 月 日高

达 之后持续下降 总产量优势仅为 未达显著水平∀ 互作效应分析表明 这

两个组合在不同的环境下表现会有较大差异 尤其是浙 泗 后期产量优势和

的早期产量优势的变幅可能会较大∀

 不同铃位籽棉产量杂种优势

表 可知 ƒ 上部各铃位和下部节位 铃位的产量优势在不同年份会有相近的表现

其余铃位的表现不稳定∀ 各铃位中 只有上部节位 !中部节位 和中部节位 产量优势显

著 其余铃位未达显著水平 但某些铃位 如下部节位 的环境互作效应显著 可望在适宜

的环境条件下得到发挥∀ 这些结果说明 ƒ 有产量优势 主要是由于中部内围优势显著∀

上述是 ƒ 杂种各铃位产量优势的一般规律 但具体表现会因组合而异∀ 如浙 泗 组

合其平均优势除上部节位 外均不显著 可见其显著的单株总籽棉产量优势是各铃位优势

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存在对特定铃位的依赖性∀ 然而 组合的表现不同于浙 泗

组合 它的中部节位 !中部节位 !下部节位 和上部节位 产量优势显著 说明这些铃

位优势的发挥与总产量优势密切相关∀互作效应分析还指出 这两个组合的中部外围铃位优

势的表现在不同的环境可能差异显著 就浙 泗 组合而言 其下部外围铃位的产量优势

受环境的影响极显著 如在环境 中负向优势达到 而环境 中正向优势达

∀ 因此 对于 ƒ 杂种 中部内围铃位优势是其高产的保障 而中!下部外围铃位优势

的发挥是获得高产的关键∀

表  不同铃位单株籽棉产量杂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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