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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新近育成玉米杂交种的引种试验分析

贾恩吉，胡文河，邓少华，何文安

（吉林农业大学农学院，吉林 长春 !"#!!$）

摘 要：近年来，国内新育成的玉米杂交种很多，为了试验有些品种在吉林省长春地区的表

现情况，我们于 %### 年和 %##! 年进行了引种试验。从引来的 !! 份玉米杂交种中，筛选出比对照

品 种 新 铁 !# 综 合 性 状 好 的 品 种 & 份 ：海 禾 ’ 号 、丹 %!#(、登 海 ( 号 、海 禾 " 号 、丹 "#%# 和 丹

)*"%，可以在长春地区适宜种植对照品种的区域试种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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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除在不断进行南繁加代，培育自己的新品种外，还从国内兄弟单位相继引来了

在该地区有一定推广面积的杂交种。为了鉴定这些杂交种在吉林省长春地区的适应情况及

其推广利用价值，我们进行了引种试验。本文将报道 !! 份引种玉米杂交种的表现及产量性

状，探讨其推广利用价值。

!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分别为陕单 (!!（.!）、丰和 !#（.%）、协单 (&(（."）、豫 %%（.’）、登海 ( 号（.+）、

新铁 !#（.&，/0）、海禾 " 号（.1）、丹 "#%#（.$）、丹 %!##（.(）、海禾 ’ 号（.!#）、丹 )*"%（.!!）

和丹 %!#(（.!%）。将这 !% 份玉米杂交种随机区组排列，" 次重复，种植于吉林农大试验田，

行长 !# 2，+ 行区，小区面积 "%,+ 2%。

试验分析方法，采用邓聚龙的灰色关联分析方法。首先，根据育种目标和生产实际，构造

一个理想的参考品种。以参考品种的各个性状指标构成参考数列 .#，其它参试品种构成比

较数列 .3。由于各个性状的计量单位不同，为便于统计分析，在分析之前先将原始数据进行

无量纲化处理，即用所有的比较数列除参考数列。对生育期（0!）、株高（0%）、穗位高（0"）、穗

长（0’）、单穗粒重（0+）、穗行数（0&）、行粒数（01）、百粒重（0$）、出籽率（0(）和产量（0!#）

!# 个性状进行综合评价。

" 结果与分析

参考品种（.#），参试品种（.3）!# 个性状值及权重系数 45 值列于表 !。

根据表 ! 求得关联系数见表 %。

根据表 % 求得等权关联度（63）和加权关联度（637），结果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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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联分析原则，关联度大的品种与标准品种最为接近。由表 ! 可以看出 "#$（海禾

表 ! 参考数列、比较数列及 "# 值

品种
%# %& %! %’ %( %) %* %+ %, %#$
-./ -01/ -01/ -01/ -2/ -行/ -粒/ -2/ -3/ -42 5 61&/

"$ #’$ !$$7$ #+$7$ !$7$ ’$$7$ &$ ($ ($7$ #$$7$ #’ $$$
"# #!& &(’7$ #$)7+ &!7’ &(+7! #+ ’’ !,7* +,7& ## !!&
"& #&, &!+7) +*7+ &’7& &(+7! #) ’) ’&7( +,7& ## &#&
"! #!# &+,7! #&*7’ &(7! &#)7* #+ ’$ ’#7+ +’7& , ))+
"’ #!# &,$7& #!+7& &’7) &’#7* #+ ’+ !+7! +(7’ #$ ))+
"( #!& &*&7’ ##)7) &(7! &+!7! #+ ’, !,7! ,$7, #& !!&
") #&+ &,#7) #!*7$ &&7+ &#)7* #+ ’$ !#7’ +’7’ , )’$
"* #!# &+#7( #!)7$ &’7) &,#7* #+ ’* !’7! +*7+ #& )(’
"+ #!# &,+7* #!+7& &(7& &,#7* &$ ($ !$7+ +’7+ #& *)+
", #!# &**7, #&,7+ &!7( &!!7! &$ ($ &+7$ ++7& #$ !&+
"#$ #!& !$$7$ #*&7) &*7# !!!7! #+ ’, !+7) +’7+ #! ,,&
"## #!$ &,*7) #’’7+ &’7’ &*(7$ #) ’, !+7, +*7& #& $*+
"#& #!$ &*(7’ #!(7+ &&7’ !$$7$ #+ ’( !,7& +(7* #! &!)
84 $7$( $7$# $7$& $7$& $7#+ $7$! $7$! $7$+ $7$+ $7($

表 $ 关 联 系 数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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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产量、等权关联度和加权关联度值

品 种
产 量

位 次 等权关联度 位 次 加权关联度 位 次
-42 5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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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与标准品种最为接近（"#$%&’(!!），而标准品种是综合性状最好的，所以 )*&（海禾 ! 号）

综合性状最好；其次是 )*+（丹 +*&,）、)-（登海 , 号）、).（海禾 / 号）、)(（丹 /&+&）和 )**（丹

01/+）；其余品种（)*、)+、)/、)!、),）综合性状比不上对照品种新铁 *&。

! 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国内新近育成的 ** 个玉米杂交种进行了综合评价。

试验结果表明，引进的这 ** 份玉米杂交种中有 2 份在综合性状上明显优于对照品种新铁

*&，所以这 2 份玉米杂交种可以在适宜推广种植对照品种的区域加以推广试种。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玉米杂交种进行评价，不仅考虑到丰产性优劣，而且对其它

性状，诸如植株性状、穗部性状、适应性、生育期等许多性状进行综合评价，对生产实践具有

指导意义。作者认为，该种方法不象过去仅根据产量性状进行方差分析，以决定品种的优劣，

而是对品种的综合性状进行评价，此种方法在作物引种或试验统计中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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