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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产量因素的遗传特性及对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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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松 辽 ++,-. 和 通 $) 两 个 水 稻 品 种 为 试 验 材 料 ! 连 续 $ 年 在 其 适 应 地 区 多 点 正 常 栽 培 条 件

下!研 究 穗 的 大 小$粒 数 多 少 以 及 千 粒 重 等 遗 传 特 性 对 产 量 的 影 响% 试 验 结 果 表 明&产 量 与 穗 数 $粒 数$结 实

率&无 论 单 相 关 还 是 偏 相 关 均 达 到 显 著 和 极 显 著 水 平% 穗 长 与 穗 粒 数 未 达 到 显 著 水 平% 由 此 可 见&穗 长 不 一

定 穗 粒 数 多% 因 此&初 步 明 确 了 丰 产 性 好 的 水 稻 品 种 主 要 源 于 分 蘖 力 强$成 穗 率 高$穗 粒 数 多 $结 实 率 高 &对

如 何 选 育 高 产 稳 产 型 水 稻 品 种 提 供 了 具 有 参 考 价 值 的 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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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稻育种家们致力于超高产育种&并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但仅从水稻育种方面来

解决水稻超高产&则不是惟一的途径% 一个水稻新品种的育成&只能说明该新品种具有一定的增产潜

力&而如何将其增产潜力挖出来&不是一个因素就能解决的% 一个水稻新品种的产量形成是一个比较

完整的系统工程%本文通过以在不同地区连续 $ 年对高产型品种松辽 ++,-. 与通 $) 两个水稻品种为

材料&研究水稻新品种在不同生态地区产量构成因素对产量的影响及其遗传特性%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水稻新品种松辽 ++,-. 与对照品种通 $)&在四平$德惠$永吉和松原 ( 个生态区域试验

点进行试验%
!,( 试验方法

田间设计面积同为 %’$$ 12&& 地力均为中等肥力& 育苗插秧 时 间 为 ) 月 && 日& 插 秧 密 度 &+’3
425"+’- 42&灌溉技术浅,深,浅&施肥水平相同&施纯氮量 "-% 67 8 12&%

统计方法以试验生态区域为单位&依据莫惠栋多地品种区域试验的方差分析模式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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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水稻新品种松辽 --$%+ 与通 #)"./#品种产量结果

试验地点 年份
松辽 ++,-. 产量 通 $)!46*产量 增减产

试验地点 年份
松辽 ++,-. 产量 通 $)’46*产量 增减产

’67 8 12&* ’67 8 12&* !:* ’67 8 12&* ’67 8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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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品种在 " 个地区试验点的平均产量结果!
由表 # 可以看出" 高产新品种松辽 $$%&’ 连续 ( 年在 " 个试验点产量均比对照品种通 () 高"增

产幅度达到 #*+"),!

由表 ! 可以看出" 高产新品种松辽 $$-&’ 在 ) 个产量因素中除其穗长略小于对照品种通 () 外"
其余 " 个产量构成因素均大于对照品种通 ()"这也是松辽 $$-&’ 产量高于通 () 的原因所在!

为进一步说明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相互关系"对产量及其构成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表 (/!

由表 ( 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产量与穗数 .分蘖力0#穗粒数#结实率"无论单相关还是偏相关均达 到

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穗长与穗粒数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穗长不一定穗粒数多! 由此也说明了虽然通

() 穗长比松辽 $$-&’ 略长"但其穗粒数却少于松辽 $$-&’!

表 " 为进一步说明产量因素对产量作用程度"进行了通径系数分析! 结果表明"对产量起重要作

用的是穗数"其 1#!23*+&4("其他为粒数 5 穗"其 1!!236+&(’"这就要求不论在品种选育上还是高产

栽培上"都要把重点放在穗数和穗粒数上! !下 转 第 "# 页 $

表 ! 松辽 ""#$% 与通 &’ 产量构成因素比较

试验地点 试验年份

松辽 $$-&’ 通 ()7890

分蘖力 穗长
粒数 5 穗

结实率 千粒重 分蘖力 穗长
粒数 5 穗

结实率 千粒重

$穗 5 穴% $8:0 .,0 .;0 $穗 5 穴% $8:0 .,0 .;0

四平 !66! !(+6 !6+6 #"#+6 $4+# !$+6 !#+6 !6+6 #(6+6 $)+6 !&+6
!66( !)+6 !6+6 #"(+6 $’+$ (6+6 !(+6 !6+) #($+6 $)+# !$+6
!66" !4+6 !6+6 #"!+6 $4+! (6+6 !"+6 !#+6 #"6+6 $’+6 !$+)
平均 !)+6 !6+6 #"!+6 $4+6 !$+’ !!+’ !6+) #(’+( $)+( !&+&

德惠 !66! !"+6 !6+) #"6+6 $4+6 !$+) !6+6 !6+" #(4+6 $)+! !&+)
!66( !’+6 !6+6 #($+6 $4+# (6+6 !!+6 !6+) #()+6 $)+6 !$+6
!66" !4+6 !6+6 #"(+6 $4+6 (6+6 !(+6 !#+6 #"#+6 $’+# !$+6
平均 !)+’ !6+# #"6+6 $4+6 !$+& !#+’ !6+’ #(4+’ $)+" !&+!

永吉 !66! !#+6 !6+6 #"6+6 $’+$ (6+6 #$+6 !#+6 #(4+6 $)+6 !$+6
!66( !"+6 !#+6 #($+6 $4+6 !$+’ !6+6 !#+6 #($+6 $)+6 !&+4
!66" !’+6 !6+6 #"#+6 $4+# (6+# !(+6 !6+6 #"6+6 $’+6 !$+6
平均 !(+’ !6+( #"6+6 $4+6 !$+$ !6+’ !6+’ #(&+’ $)+( !&+$

松原 !66! !!+6 !6+6 #"6+6 $4+6 !$+) !!+6 !!+6 #(&+6 $)+6 !$+6
!66( !)+6 !#+6 #"6+6 $’+$ !$+6 !(+6 !#+6 #(’+6 $"+’ !&+’
!66" !4+6 !6+) #"#+6 $’+6 (6+6 !6+6 !#+6 #"6+6 $4+6 !$+6
平均 !"+’ !6+) #"6+( $’+$ !$+) !#+’ !#+( #(&+6 $)+) !&+&

总平均 !"+4 !6+! #"6+) $’+$ !$+4 !#+’ !6+4 #(4+’ $)+( !&+&

表 & 产量及其构成因素间的相关系数

分蘖力 穗粒数 结实率 千粒重 穗 长 产 量

分蘖力 6+#"( & 6+#") ’ 6+#)" ! 6+!#) ! 6+4)’ #
穗粒数 6+#)( ! 6+!#" $ 6+#() & 6+!&4 ( 6+4#& )
结实率 6+#"" & 6+!!) & 6+#!) ( 6+()( # 6+)"’ (
千粒重 6+#’" & 6+#)" $ 6+#!" & 6+#"& $ 6+#’4 $
穗 长 6+!)# ’ 6+!$& ’ 6+("# & 6+#)# & 6+#)" &
产 量 6+4&’ ) 6+4)( ! 6+)#! ’ 6+#4& ) 6+!(# $

注&上三角为单相关系数&<6+6)=(636+("$ <6+6#=(636+""$ 下三角为偏相关系数&<6+6)=!"36+(&& <6+6#=!"36+"$’

表 ( 产量因素对产量的通径系数分析

自变量 1>2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 >! >(

># 6+4!) 6+&4( -6+4#! 6+66) -6+6()
>! 6+)#" 6+&(’ 6+"$’ 6+")’ -6+66(
>( 6+!)! 6+6!& 6+!)& 6+!)# -6+66)

注&<!36+$!(# 1?36+(!#) >#3穗数 >!3粒数 5 穗 >(3千粒重 23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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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论

由表 ! 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松辽 ""#$% 是值得重视和推广的品种!它 主 要 表 现 为 丰 产 性 好"分 蘖

力&穗数’强"穗粒数多"结实率和千粒重高!连续 ! 年试验!产量高且变幅小# 说明松辽 ""#$% 既是高

产 型 品 种!也 是 一 个 稳 产 型 的 品 种!而 通 !( 品 种 其 穗 长 虽 然 大 于 松 辽 ""#$%!但 其 穗 粒 数 显 著 少 于

""#$%!这说明穗长并不等于穗粒数多$ 通过 )**)+)**, 年对松辽 ""#$% 与通 !( 试验结果分析!初步

明 确 了 丰 产 性 好 的 水 稻 品 种!主 要 源 于 分 蘖 力 强%成 穗 率 高"穗 粒 数 多 和 结 实 率 高!为 水 稻 育 种 工 作

者如何选育高产稳产型水稻新品种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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