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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灰色系统理论综合评价
水稻优质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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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采 用 灰 色 系 统 理 论 中 关 联 度 分 析 法 ， 对 &%%% ’ &%%! 年 宁 夏 !% 个 优 质 水 稻 新

品 种 （系 ）进 行 了 多 性 状 的 综 合 评 价 ，结 果 与 生 产 实 际 中 的 表 现 基 本 一 致 。 认 为 灰 色 系 统 理

论 对 作 物 新 品 种 的 选 育 、审 定 有 一 定 的 指 导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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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对 供 试 品 种 （系 ）的 评 定 ，大 都 是 对 产 量 、生 育 期 、抗 性 等 单 一 性 状 指 标 进 行 比

较，在此基础上作定性分析和描述，缺乏对多个性状的综合评价和分析。随着生产的发

展，对水稻品种不仅要求在产量上，而且在综合性状上，如品质、抗病性上都提出了较高

要求。运用灰色系统理论中关联度分析法对水稻新品种（系）进行评价，能使各性状得到

合理评估，同时对新品种的选育审定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 材料和方法

!,! 试验材料

采用 &%%% ’ &%%! 年宁夏水稻品种区域试验 !% 个品种 （系）的试验结果为分析材

料 ，选 取 生 育 期 、株 高 、千 粒 重 、收 获 穗 数 、产 量 、糙 米 率 、精 米 率 、整 精 米 率 * 个 主 要 性

状，对各供试品种（系）进行综合评价，各性状的表型值为 $ 个试点平均值。

!,( 原理和方法

根 据 该 区 育 种 目 标 ，确 定 各 性 状 上 限 指 标 +据 此 构 造 出 参 考 品 种 及 参 考 数 列 ,%，参

考 品 种 及 供 试 品 种 -系 .各 性 状 平 均 值 列 于 表 !，利 用 灰 色 关 联 度 分 析 法 ，计 算 供 试 品 种

与参考品种之间关联度和关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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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供试品种’系)和参考品种主要性状平均值

性 状 吉 302 宁粳 &4 金奖 &4 超优 ! 号 2!& 长优 & 号 宁粳 !1 宁农香稻 2*,5/$* 67/!
株高-89. #*"1 24"* **"1 !%4"& **"& #2"0 24"! *$"0 !%#"! 24"$
生育期-:. !$*"% !$1"% !$2"% !$2"% !$2"% !$#"% !$1"% !$4"% !$$"% !$4"%
收获穗数-个. 44"# 04"* 4&"! $&"* $%"$ $4"& 0#"# $2"& 00"! $#"4
千粒重-;. &!"4 &1"4 &$"1 &4"& &&"2 &&"4 &4"2 &*"4 &2"4 &0"0
糙米率-<. #1"2 *!"% *!"& *&"4 *!"4 *!"% *&"% *%"$ *&"! *%"1
精米率-<. 12"! #!"% #&"$ #!"! #%"* #!"$ 12"0 #&"% #!"! 12"$
整精米率-<. 1*"% 1*"& 12"4 11"! 1*"% #%"1 11"1 $2"1 12"* $2"#
产量-=; > 11#9&. #!&"! #12"% #$0"4 *$1"1 #*2"% 124"* *&4"$ #11"* #$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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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分析

根据关联度分析原则，关联度越大的数列与参考品种数列越接近，即关联度最大的

品种（系）最接近参考品种。表 ! 结果表明，在参试品种中，宁粳 !" 关联度最大，综合表

现 最 好 ；其 次 是 金 奖 !"、#$!、吉 %&# 和 超 优 $ 号 的 关 联 度 均 比 对 照 宁 粳 $’ 高 ；宁 农 香

稻、#()*+,(、-.+$ 和长优 ! 号的关联度均比对照宁粳 $’ 低。综合评判结果与生产实际

基本吻合，根据育种目标构建的以优质、高产、抗病的理想品种为参试品种，参试品种设

定 及 整 精 米 率 、糙 米 率 、产 量 的 权 重 系 数 的 确 定 为 /0!01/0$21/0$2，比 较 符 合 实 际 要 求 。

!//$ 年参试品种中宁粳 !" 米 优 、抗 病 、穗 大 粒 多 ，苗 期 耐 寒 性 强 ，是 一 个 有 一 定 推 广 价

值的品种；金奖 !"、#$!、 吉 %&# 和 超 优 $ 号 是 高 产 有 推 广 前 途 的 优 质 水 稻 新 品 种 ；吉

%&# 耐寒性较差，米优，虽抽穗晚但灌浆快。

" 结 论

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评价水稻品种（系），是建立在对各供试品种（系）丰产性和稳

产性、株高、千粒重、米质和抗病性等多个性状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其计算方法简单，且克

服了单靠某一性状（如产量）评价品种的弊端，因此评价结果有较强的可比性和可靠性。

采 用 灰 色 关 联 度 分 析 法 综 合 评 价 水 稻 品 种 （系 ）的 关 键 是 构 造 参 考 品 种 、性 状 的 选

取及性状权重系数的确定。因此，应根据育种目标、生产实践和社会需要不断探索和完

善这三个方面，使评价结果更为准确和客观，为品种审定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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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供试品种@系A和参考品种的关联系数及加权关联度

性 状 吉 %&# 宁粳 !" 金奖 !" 超优 $ 号 #$! 长优 ! 号 宁粳 $’ 宁农香稻 #()*+,( -.+$
株 高 /0/,$ / /0/!/ / /0/$" / /0/!’ / /0/’’ / /0/"2 / /0//2 / /0/"/ / /0/#’ / /0/,, /
生育期 /0$"/ " /0/2/ # /0/#’ " /0//# ( /0/2! ’ /0$&! ! /0/&! 2 /0/,, & /0/’" ’ /0$$( 2
收获穗数 /0//, $ /0/(! $ /0/&, " /0//! $ /0//# $ /0/,’ ! /0/2& , /0/’’ ’ /0/#! ’ /0/2# !
千粒重 /0/$, / /0//( / /0//, / /0/$2 / /0/$’ / /0//( / /0//2 / /0/!/ / /0/!2 / /0//! /
糙米率 /0//! 2 /0//, & /0/// , /0/&2 # /0/$$ " /0/!& ! /0/$# ! /0/$/ $ /0//$ " /0/!& 2
精米率 /0//, ( /0//2 ’ /0//" # /0/"! , /0/$’ & /0/!/ ’ /0/&, / /0//& / /0//2 / /0/$/ &
整精米率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产 量 /0$/$ / /0//# / /0/2! / /0$/$ / /0/&$ / /0!!$ / /0$&/ / /0$/" / /0$/" ( /0!’! /
关联度 /0,"( ’ /0’!2 ’ /0’/( , /0,$2 & /0,2$ ! /0&#, " /0,// # /0"#$ / /0"2, / /0""& /

注：权重比例：/0$1/0$1/0/’1/0$1/0$21/0$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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