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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章 编 号 ：1003-8701 (2006)01-0025-02

吉林省中晚熟玉米杂交种产量与

各性状间灰色关联度分析

孙志超 !，荆绍凌 !，郭 昕 "，赵树仁 #

(1.吉 林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玉 米 所 ，吉 林 公 主 岭 136100； 2.登 海 种 业 吉 林 省 育 种 站 ; 3.公 主 岭 市 大 榆 树 镇 农 业 站)

摘 要 ：通 过 灰 色 关 联 度 的 分 析 方 法 ，对 吉 林 省 生 产 上 应 用 的 21 个 中 晚 熟 杂 交 种 的 性 状 对 产 量 的 关 联

度 分 析 ，得 出 如 下 关 联 度 序 列 ：除 茎 腐 > 穗 粗 > 除 空 秆 > 成 熟 > 生 育 期 > 收 获 含 水 量 > 穗 位 > 百 粒 重 > 穗

行 > 穗 长 > 株 高 > 除 丝 黑 穗 > 容 重 > 除 秃 尖 > 抽 丝 > 茎 粗 > 粒 深 。 这 种 分 析 方 法 将 对 吉 林 省 的 玉 米 育 种

和 生 产 有 参 考 价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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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图 分 类 号 ：S513.037 文 献 标 识 码 ：A

玉米产量是由多个性状共同作用的结果。明确各性状的主次关系可以有效地对品种进行评估，对

选育优良杂交种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应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研究玉米性状间的关系，可分清各

性状对产量影响的主次关系，处理好各性状间的内在联系，以期为玉米育种和栽培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和设计

2004 年共收集在吉林省有一定种植面积的中晚熟玉米杂交种共计 21 个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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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每个品种行长 10 m、5 行区、3 次重复。施肥、田间管理随当地生产。试

验设在吉林省农科院试验地，为高肥力平地深层黑土 。 生 育 期 内 对 玉 米 品 种 的 相 关 性 状 进 行 了 调

查、记载，秋收后对各品种的产量、容重和水分等有关项目进行了考种(表 1)。

1.2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即在系统发展过程中，如果两个因素变化的态势是一致的，即同步变

化程度较高，则可以认为两者关联较大；反之，则两者关联度较小。

2 计算关联系数与关联度

根据公式：! i(k)=

min !"#
i $

X0(k)- Xi(k) +" max !%&
" $

X0(k)- Xi(k)

X0(k)- Xi(k) +" max !%&
i $

X0(k)- Xi(k)
其中 " 为分辨系数，’(" ()

也可简化如下公式：! "*$+, # !"#-" # !%&
# ."*$+-" # !%&

最后求各系数的平均值即关联度 $ ", )
/

/

$ , )
!! "*0+

12) 数据标准化

由于各因素量纲不一致，需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将表 ) 的各种数据标准化3即公式45"*0+,*56"*$+7
5"+89"。标准化结果略。

121 求各性状与产量的关联系数和关联度

首先以产量 5’ 作为比较序列，在标准化结果中利用公式!"*$+ ,:5’*$+75"*$+:求得 # !"#,’2’’; <3
# !%&,=2>?) @。这里设 " ,’2>。

= 结果与分析

从表 1 可以看出关联度大小排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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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各性状对产量关联序为：除茎腐%穗粗%除空秆%成熟期%生育期%收获含水量%穗位%百粒重%穗

行%穗长%株高%除丝黑穗%容重%除秃尖%抽丝期%茎粗%粒深

从以上关联度序列中可以看出，在影响玉米产量 的 诸 多 因 素 中 ，和 产 量 最 密 切 的 是 除 去 茎 腐 病 ，

这 说 明 无 论 在 育 种 中 还 是 在 生 产 中 ，茎 腐 病 对 产 量 的 影 响 最 大 ，穗 粗 次 之 ，和 产 量 关 系 也 较 大 ；空 秆

对产量上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此外，成熟期和生育期对产量也有一 定 的 影 响 ，成 熟 期 晚 ，一 般 生 育 期

较长。收获含水量对产量的影响是间接的，收获含水量高的品种一般熟期均较晚，但都属于正常成

熟。株高与穗位这两个性状中，穗位对产量的影响要大些。除丝黑穗、容重、除秃尖、抽丝期、茎粗和粒

深这些性状对产量的影响很小，尤其粒深的影响最小。

& 小 结

在玉米各性状关联度分析中，茎腐病、空秆与产量关联较大，育种工作者在选育新品种时，抗茎腐

病应作为首选目标。在穗部性状中对产量关系最大的是穗粗，其次是穗行。由于穗部各性状间存在相

互关系，在实际育种和栽培工作中还应综合考虑。株高和穗位与产量也有一定的相关性，株型育种将是长

远目标。在灰色关联分析法中，某一因素对玉米产量影响的主导地位也是变化的，除了不同地点、不同 时

间、不同环境条件的影响外，不同品种都有可能出现主导因素的变 化 。 因 此 ，应 用 灰 色 关 联 分 析 法 对

于不同环境和不同的育种材料应作具体分析’以便根据具体情况，选育出适宜本地区的优良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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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蛋氨酸含量与蛋白质含量呈显著负相关；胱氨酸、总含硫氨基酸含量与蛋白质含量间无显著相关。

36 变异系统中胱氨酸对总含硫氨基酸含量的增加效应极显著大于蛋氨酸。

大豆品种资源中蛋氨酸、胱氨酸含量的变幅大，认为筛选含硫氨基酸含量高的种子资源是可能

的。为此，必须对大量的品种资源进行调查和筛选。但目前通用的氨基酸分析方法费时、费钱，很难对

繁多的种子样品进行快速、简便的测定，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豆蛋白品质的改良。36 变异系统还存

在需要进一步提高蛋氨酸含量的问题。

36 变异系统中蛋氨酸含量的提高会降低蛋白质含量。但从豆腐加工方面来看，蛋氨酸含量的提

高有利于豆腐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豆腐的数量和质量不仅取决于品种的蛋白质含量，同时也取决于水

溶性蛋白，特别是球蛋白含量。而大豆贮藏蛋白的 & 种组份!清蛋白、球蛋白、醇溶蛋白和谷蛋白$中，清蛋

白、球蛋白的含硫氨基酸含量都不足。提高蛋氨酸含量，提高 ))6 7 36 的比例有利于大豆球蛋白的含硫 氨

基酸含量的提高，这就有利于提高豆腐的质量。由此可见，在大豆品 质 改 良 中 ，应 同 时 注 重 提 高 蛋 白

质含量和球蛋白的含量和质量。在提高大豆蛋白质数量和质量的同时，重视专用型大豆品种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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