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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 用 回 归 系 数 法 、高 稳 系 数 法 、变 异 系 数 法 和 适 定 性 参 数 法 对 ’&&’ 年 东 北 春 小

麦 早 熟 旱 地 组 区 域 试 验 各 参 试 品 种 !系 (的 丰 产 性 、稳 定 性 及 适 应 性 进 行 分 析 比 较 。 结 果 表

明 ，用 这 ) 种 分 析 方 法 得 出 的 分 析 结 果 基 本 一 致 ，也 有 局 部 差 异 。这 ) 种 分 析 方 法 各 有 优 缺

点 。 回 归 系 数 法 由 于 以 *’ 来 反 映 ，用 + 估 测 各 品 种 稳 定 性 的 误 差 ，所 以 此 方 法 较 为 科 学 可

靠 。 但 其 计 算 较 为 繁 琐 。 其 余 $ 种 方 法 较 易 于 计 算 、直 观 性 较 强 ，但 比 较 粗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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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种育成后，不仅要在优良的环境条件下测定丰产性，而且还要在各种不同的环

境条件下测定是否还具有稳产性。即一个好的品种，它应具有丰产性和稳产性两方面。

本文运用参 数 法 /"0、适 定 性 参 数 法 /’0、变 异 系 数 法 和 回 归 分 析 法 对 ’&&’ 年 国 家 小 麦 区 域

试验东北春小麦早熟旱地组的各参试品 种 的 丰 产 性 、稳 产 性 及 适 应 性 加 以 分 析 1以 此 来

综合比较各方法的优劣。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

材料和数据来源于 ’&&’ 年国家区域试验东北春小麦早熟旱地组区试汇总结果。参

试 品 种 !系 (为 ：辽 "&2-、沈 免 3%&4-、铁 3&&"&、丰 强 5 号 、白 春 ) 号 、长 春 5 号 、小 冰 麦

$’、赤 3)2- 号 、哲 麦 5 号 、四 春 3)") 和 辽 春 3 号 !67(。 试 验 地 点 !环 境 (为 沈 阳 、铁 岭 、锦

州、朝阳、长春、公主岭、白城、赤峰、通辽和河北宣化。各试点方案均采用随机区组法，$
次重复，计产面积为 "4#& 8’。

!,( 分析方法

!"#"! 适定性参数法

适定性参数法以 9: 表示，9:;,: < , 式中的 ,: 为第 : 个品种的标准差，, 为所有品种的

平均标准差。以 9: 值为横轴、产量 =: 为纵轴，原点坐标为!"，=(作象限图，构成 ) 个象限

图!图 "(。从图 " 所示，分析参试品种的丰产性和稳产性，落于象限!中的品种!9:>"、=:?
=(，表 示 该 品 种 高 产 且 稳 定 性 好 ；落 于 象 限"的 品 种 !9:?"、=:?=(，表 示 该 品 种 高 产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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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稳 产 ；落 于 象 限!的 品 种 !"#$%、&#$&’，表 示 该 品 种 稳 产 但 不 高 产 ；落 于 象 限"的 品 种

!"#(%、&#$&’，表示该品种既不高产也不稳产。

!"#"# 变异系数法

)*#+!,# - &#’.%//0 式中的 ,# 和 &# 分别为第 # 个品种的标准差和平均产量，再以 )*#

值为横轴，产量 &# 为纵轴，原点坐标为!)*#1&’作象限图!图 2’。原理和适定性参数法得出

的象限分布相同。

!"#"$ 高稳系数法

高稳系数法以 3,4 表示，3,4#+5%6!&#6,#’ - %7%/&)89.%//0 式中的 &# 和 ,# 分别为第

# 个品种的平均产量和标准差，&)8 为对照品种的平均产量。3,4 值越小，表明该品种的

高产稳产性越好，反之，则高产稳产性越差。

!"#"% 回归分析法

采用 :#;<"= 和 >#<8?@; 提供的方法，分别以所有参试品种在各试点的产量作 为 依 变

量，而以环境指数即各个试点全部参试品种的平均产量作为共同的自变量，计算各品种

的回归系数!A’和决定系数!B2’。

# 结果与分析

!"# 区试结果方差分析

由 表 % 可 以 看 出 ，品 种 间 的 差 异 达 极 显 著 水 平 ，地 点 间 的 差 异 也 达 到 极 显 著 水 平 ，

说明不同品种在不同地点的产量表现差异较大，因此，需要进一步对品种的稳定性加以

分析。

!"! 适定性参数分析

由 表 2 和 图 % 可 以 得 出 ，沈 免 CD/EF、铁 C//%/、赤 CG6F 号 和 哲 麦 H 号 的 "# 值 均 小

于 %，且 &#(&1同 落 于 象 限#中 ，属 高 产 而 稳 定 的 品 种 ，说 明 它 们 的 适 应 地 区 较 广 ；其 余

品种的产量均低于平均产量 &。

!"$ 变异系数法分析

由表 2 和图 2 可以得出，沈免 CD/EF、铁 C//%/、赤 CG6F 号这 I 个品种均落于象限#
中，属高产稳产型品种；哲麦 H 号的产量高于平均产量 &，其 )*# 值大于平均的 )*# 值，该

品种属高产但不稳定品种，在良好的条件下，其增产潜力较大。其余品种的产量均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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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适定性参数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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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变异系数图标

表 # 区试结果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J: ,, K, : :/7/F :/7/%

品 种 %/ %G% /DG7E %G %/D7F %27D/LL %7EH 27G%
地 点 C D HFF DDH7D 2F /HG72 DH7/FLL %7C2 27F/
品种.地点 C/ 2E/ 2HG7D I %%G72 27HELL %7II %7GE
试验误差 22/ 2GD I2G72 % %%C7H
总 变 异 I2C H G2I %I%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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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产量 !。

!"# 高稳系数法分析

由 表 " 可 以 看 出 ，沈 免 #$%&’、铁 #%%(%、丰 强 ) 号 、赤 #*+’ 号 和 哲 麦 ) 号 的 高 稳 系

数较小，是高产稳产性较好的品种。,-. 反映出的品种高产稳产性结果与其它的分析方

法综合反映出的结果基本一致。

!"$ 回归系数的分析

/0(，说明对环境反应敏感，在不同环境中产量差异大且稳定性较差，但在有利环境

条件下具有较大的增产潜力；/1(，说明对环境反应迟钝，在不同环境中产量差异小且稳

定性好 ，即 使 在 不 利 环 境 条 件 下 也 能 获 得 相 对 较 好 的 收 成 ；/2(，说 明 具 有 平 均 稳 定 性 。

各 品 种 的 回 归 系 数 与 ( 的 差 异 经 测 验 ，除 /’ 和 /& 之 间 呈 显 著 外 ，其 余 各 回 归 系 数 与 (
之间差异不显著3表 45。

决定系数36"5反映用回归系数估计各品种的稳定性误差。6" 越接近于 (，说明用回归

系数来估测稳定性的可靠性越大。从表 4 各个决定系数来看，绝大部分在 )’7以上，是

相当可靠的。因此，用回归系数分析品种的稳定性是较为准确可靠的。

! 讨 论

适 定 性 参 数 、变 异 系 数 、回 归 系 数 和 高 稳 系 数 均 可 以 用 来 估 测 品 种 的 稳 定 性 ，它 们

反映品种稳定性的情况基本相同。前两者只反映品种本身变异程度的大小，而未考虑其

表 ! 参试品种的 %&、’&、(&、)*&、+’,& 的计算结果

品种 产量3895 较 :8 产量 标准差 适定性参数 变异系数 高稳系数 ,-.
3;<5 3!<5 3=75 位次 3-<5 3><5 3:?<75 3,-.<75 位次

辽 (%+’ )@")" # (@( & (@&4# $ (@("4 4 "’@4 4(@4 #
沈免 #$%&’ &@$"* # (#@#AA " (@$%& # %@#&" ’ (&@) ((@4 "
铁 #%%(% )@)&’ $ &@"A * (@$4( $ %@##$ 4 "%@# ""@" *
丰强 ) 号 )@’)) & ’@4 ’ (@’** " %@#*" # "%@* "4@& ’
白春 * 号 $@#(# 4 +4@& (% "@"’% 4 (@4)* ( 4"@’ *(@% ((
长春 ) 号 $@&)$ " +*@* (( (@)#& % (@%#) # "$@( 4’@& (%
小冰麦 4" )@’%" " *@4 $ (@*)# # %@#%4 ) (#@) "4@# $
赤 #*+’ 号 &@$&# ) "%@&AA ( (@’(" $ %@#"4 ) ()@* #@4 (
哲麦 ) 号 )@&$$ $ #@4A 4 (@))) & %@&#’ # ""@$ (#@( 4
四春 #*(* )@4’# " "@4 ) (@*44 # %@&)’ $ (#@’ "’@( )
辽春 # 号3:85 )@(#* $ + # (@*** # %@&&" 4 "%@( ")@4 &

表 - 参试品种的回归系数、决定系数及线性回归方程

品种3;<5 回归系数3/<5 > 6" 线性回归方程

辽 (%+’ (@%4( $ +(@4*( % %@))& $ B(2+(@4*( %C(@%4( $D
沈免 #$%&’ %@&)# * "@%*$ $ %@&4* ) B"2"@%*$ $C%@&)# *D
铁 #%%(% %@&*) $ %@$&) " %@&## $ B42%@$&) "C%@&*) $D
丰强 ) 号 %@&4$ 4 +%@’** ( %@)$" & B*2+%@’** (C%@&4$ 4D
白春 * 号 (@"*) 4A +4@*$$ & %@$"" & B’2+4@*$$ &C(@"*) 4D
长春 ) 号 (@%%% ’ +(@*’% ’ %@&"% ) B$2+(@*’% ’C(@%%% ’D
小冰麦 4" %@#)’ ) +%@$4" ’ %@&’$ 4 B)2+%@$4" ’C%@#)’ )D
赤 #*+’ 号 %@)"4 (A "@’)# % %@)’# " B&2"@’)# %C%@)"4 (D
哲麦 ) 号 %@&%’ & (@%&’ 4 %@&(’ * B#2(@%&’ 4C%@&%’ &D
四春 #*(* %@&*& $ %@")( % %@&(4 * B(%2%@")( %C%@&*& $D
辽春 # 号3:85 %@#%4 " +%@44" % %@&** ’ B((2+%@44" %C%@#%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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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品种的变异情况，所以只是比较简易而近似的估测。回归系数不仅反映品种本身变异

程度的大小，而且也反映其它品种的变异程度。通过品种间 !" 的比较，可准确判断出稳

定 性 差 异 程 度 ，所 以 ，用 回 归 系 数 法 评 价 品 种 稳 定 性 是 比 较 准 确 可 靠 的 ，但 其 计 算 相 对

繁琐。#$% 则综合反映品种的丰产性和稳产性，#$% 值的位次与产量位次基本相同，但

不完全一致，它以丰产性表达为主，兼顾稳产性，但是由于用一个 #$%" 参数来表达丰产

和稳产两方面的内容，可能会顾此失彼，因此，#$% 法是相对粗略的。

综 上 所 述 ，如 果 对 区 试 结 果 不 需 要 详 细 分 析 时 ，可 选 相 对 简 易 的 适 定 性 参 数 法 、变

异系数法和高稳系数法对品种的丰产性和稳产性加以分析。如需要较为详细分析时，用

回归分析法比较准确可靠。

参 考 文 献 ：

&’( 温 振 民 ) 用 高 稳 系 数 法 估 算 玉 米 杂 交 种 高 产 稳 产 性 的 探 讨 &*( ) 作 物 学 报 ，’++,，-./,0：1.231’- )
&-( 俞 世 蓉 ) 品 种 稳 定 性 及 其 参 数 估 计 &*( ) 种 子 世 界 ，’+24，/50：’23’+ )
&6( 裴 新 澎 ) 数 理 遗 传 与 育 种 &7( ) 上 海 ：上 海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25 )
&,( 胡 秉 民 ) 作 物 稳 产 性 分 析 &7( ) 北 京 ：科 学 出 版 社 ，’++6 )
&1( 孙 耀 中 ) 田 间 试 验 设 计 与 统 计 分 析 &7( ) 北 京 ：中 国 农 业 科 技 出 版 社 ，’++1 )
&4( 李 世 平 ，张 哲 夫 ) 品 种 稳 定 性 参 数 和 高 稳 系 数 在 小 麦 区 试 中 的 应 用 及 其 分 析 &*( ) 华 北 农 学 报 ，-...，’1/’60：

’.3’1 )
&5( 蒋 志 凯 ，等 ) 新 麦 + 号 的 丰 产 性 及 其 产 量 结 构 分 析 &*( ) 河 南 农 业 科 学 ，-...，/10：23+ )

!"#$%&’& ()*+,-& ," .’/+01’)$- #"- 2*)#-%01’)$-
,3 4)/’,"#$ 56’#$ 7+)#* 8#6’)*’)&
89 :;3<=’> 89 $?;3<=@A-> #B C?D@A3A;D’> EF =G)

/’)!"#$%$&$’ () *+(,#- ./01’23 () .4+%/&5$&+05 6/%’"/’# () 7%5%" 8+(9%"/’ -
:("4;<&5%"4 ’64’..> %?"@=0

!9&*6#:*H IJ"@A KEAKEJJ"D@ LDE<<"L"E@F MEF?DN> ?"A? JFE=NO LDE<<"L"E@F MEF?DN> P=K"=F"D@
LDE<<"L"E@F MEF?DN =@N =N=QF=!GE R;=G"F=F"PE Q=K=MEFEK MEF?DN> ?"A?3O"EGN> JFE=NO3O"EGN =@N
=N=QF=!"G"FO L?=K=LFEKJ D< JQK"@A S?E=F P=K"EF"EJ D< @DKF?E=JF E=KGO 3M=F;K"@A AKD;Q QG=@FEN D@
@D@"KK"A=FEN <=KMG=@N "@ -..- SEKE FEJFEN) T?E KEJ;GFJ "@N"L=FEN F?=F =GG <D;K MEF?DNJ !KD;A?F
J"M"G=K KEJ;GFJ S"F? G"FFGE N"<<EKE@LEJ) T?E KEAKEJJ"D@ LDE<<"L"E@F MEF?DN> EUQKEJJ"@A F?E JF=!"G"FO
S"F? K- =@N EKKDK S"F? !> "J LDMQ=K=F"PEGO JL"E@F"<"L =@N KEG"=!GE) V;F "FJ L=GL;G=F"D@ "J K=F?EK
LD@PDG;FEN) WJ FD DF?EK F?KEE MEF?DNJ> L=GL;G=F"D@J =KE KEG=F"PEGO E=JO> KEJ;GFJ L=@ !E N"KELFGO
QEKLE"PEN F?KD;A? F?E JE@JEJ !;F F?EO =KE KEG=F"PEGO KD;A?)

;)% <,6-&H $QK"@A S?E=FX #"A?3O"EGN L?=K=LFEKX $FE=NO3O"EGN L?=K=LFEK

-- 吉 林 农 业 科 学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