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种工作的成败往往在于是否能选出符合育

种目标的基因型。在个体选择中，当目标性状易于

观测、且遗传力较高时，可根据目标性状本身的表

现进行直接选择。但当目标性状很难直接观测或

遗传力较低时，则需借助其它性状对目标性状进

行间接选择 [1]，此时首先要明确性状之间的相关

性。在育种改良过程中，对某一性状进行选择时，

可能会引起另一相关性状的变化，为了更好地进行

大豆优质育种选择[2]，并使一些重要性状能够得到

同步改良，有必要进行大豆性状间的相关性研究[3]。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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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选用了蛋白质、脂肪和异黄酮含量差异

较大(表 1)的 5 份大豆材料，A1006、A1016、A1019、
OH1015 和 OH1020 按 Griffing 完全双列杂交将

5 份材料配成 20 个杂交组合。
1.2 试验方法

2007 年 5 月将 5 个亲本材料，播种于吉林农

业大学大豆试验田，同年 7 月将 5 份材料互作父

母本，分别进行人工授粉，得到正反交杂种一代

(F1 和 RF1)；2008 年将亲本、杂种一代 (F1 和 RF1)
按随机区组种植于试验田，3 次重复，两行区，行

距 0.6 m，生长期间进行田间观察记载 , 成熟后,
每个处理取 10 株进行室内考种，采用朱军的加

吉林农业科学 2012,37（2）：1-3 Journal of Jilin Agricultural Sciences

表 1 杂交亲本的主要品质性状 %

材料
脂肪

含量

蛋白质

含量

异黄酮

含量

材料

名称
A1006(P1) 21.37 41.62 0.23 意 3
A1016(P2) 19.62 40.60 0.31 吉林 35
A1019(P3) 19.08 42.57 0.28 吉林 47
OH1015(P4) 22.02 36.58 0.35 HF1008
OH1020(P5) 19.70 38.61 0.32 HF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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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蛋白质含量与各农艺性状间相关性分析

性状
参数

rP rG rA rD rC rAm rDm re
株高 0.43** 0.54** 0.48** - 0.92 0.00 0.00 0.19 0.34*
节数 - 0.15 - 0.14 - 0.25 - 0.41 0.00 0.00 0.08 - 0.15

分枝数 - 0.05** - 0.01** - 0.13* 0.24 0.00 0.00 0.05 - 0.27*
茎粗 0.14 0.18 0.26* 0.01 0.00 0.00 0.16 - 0.11
荚数 0.27** 0.34** 0.49** 0.18 0.00 0.00 0.12 - 0.26

百粒重 0.27 0.08 0.21 - 0.42 0.00 0.00 0.13 0.34*
单株产量 0.33** 0.42** 0.56** 0.06 0.00 0.00 0.06 - 0.13

表 3 脂肪含量与各农艺性状间相关性分析

性状
参数

rP rG rA rD rC rAm rDm re
株高 - 0.14** - 0.08** - 0.12** 0.22 0.00 0.00 0.00 - 0.32*
节数 0.01 - 0.15 0.18* 0.14 0.00 0.00 0.00 0.17

分枝数 0.46** 0.45** 0.65** - 0.15 0.02** 0.00 0.00 0.13
茎粗 0.14* 0.08 0.09 0.13 0.14** 0.00 0.00 0.11
荚数 0.49** 0.32** 0.46** 0.04 0.17** 0.00 0.00 0.15

百粒重 - 0.53 - 0.62 - 0.21 0.17 0.00 0.00 0.00 - 0.28*
单株产量 0.39** 0.49** 0.43** 0.29* 0.21* 0.00 0.00 0.04

性 - 显性遗传模型进行相关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蛋白质含量与各农艺性状间相关性分析

由表 2 可知，蛋白质与株高、荚数、产量间表

型相关系数达正向极显著水平；蛋白质与分枝数

间表型相关系数达负向极显著水平；蛋白质与节

数、茎粗和百粒重间表型相关系数不显著。蛋白质

与株高、荚数、产量间基因型相关系数达正向极显

著水平；蛋白质与分枝数间基因型相关系数达负

向极显著水平；蛋白质与节数、茎粗和百粒重间基

因型相关系数不显著。蛋白质与株高、荚数、产量

间表型相关和基因型相关同时达到极显著水平，

说明这些成对性状可以同时得到改良[4]；蛋白质与

节数、茎粗和百粒重间表型相关和基因型相关系

数都不显著，说明同时改良这些性状的可能性还

是存在的；蛋白质与分枝数间表型相关系数和基

因型相关系数均达负向极显著水平，说明对其农

艺性状的选择会同时影响成对性状中另一性状的

表现[5]。大豆农艺性状与蛋白质含量性状间表型相

关系数和基因型相关系数相近。
本试验中多数农艺性状与蛋白质含量性状间

的加性遗传相关系数与表型相关系数的方向及总

体趋势上一致，但加性效应之间的相关性更强。蛋

白质与株高、荚数和产量间加性遗传相关为极显著

正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0.48、0.49 和 0.56，其

中蛋白质与产量间加性遗传相关系数最大为 0.56；

蛋白质与茎粗间加性遗传相为显著正相关 [6]；蛋白

质与分枝数间加性遗传相关为显著负相关；蛋白

质与节数和百粒重间加性遗传相关均不显著。
综上可知，蛋白质与各农艺性状间遗传效应

相关分量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加性遗传相关，它与

表型相关的总体趋势基本一致。所以在育种实践

中，为了利用农艺性状对蛋白质含量进行间接选

择，可以利用加性遗传相关方面的信息。
2.2 脂肪含量与各农艺性状间相关性分析

由表 3 可知，脂肪与分枝数、荚数、产量间表

型相关系数均达正向极显著水平；脂肪与茎粗间

表型相关为正显著相关；脂肪与株高间表型相关

为负极显著相关；脂肪与节数、百粒重间表型相关

不显著。脂肪与分枝数、产量间基因型相关系数达

正向极显著水平；脂肪与荚数间基因型相关达显

著正相关；脂肪与株高间基因型相关达负向极显

著水平；脂肪与节数、茎粗、百粒重间基因型相关

不显著。脂肪与分枝数、荚数、产量间表型相关系

数和基因型相关系数均达到极显著水平，说明可

以同时改良这些成对性状，适当增加分枝数、荚

数、产量可同步提高脂肪含量；脂肪与株高间表型

相关和基因型相关均达负向极显著水平，说明对

其农艺性状的选择会同时影响成对性状中另一性

状的表现，不可以同时提高或降低该对性状；脂肪

与节数、百粒重间表型相关和基因型相关均不显

著，说明同时改良这些性状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大豆农艺性状与脂肪含量性状间表型相关系数和

基因型相关系数相近。
试验中所测各农艺性状与脂肪含量性状间加

性遗传相关系数与表型相关系数的方向及总体趋

势上一致，但加性效应之间的相关性较大。脂肪与

分枝数、荚数和产量间加性相关为极显著正相关，

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0.65、0.46 和 0.43，其中以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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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异黄酮含量与各农艺性状间相关性分析

性状
参数

rP rG rA rD rC rAm rDm re
株高 0.13 0.18 0.43 0.05 0.00 - 0.05 0.08 0.02
节数 0.13 0.22 0.39 0.35 0.00 0.00 0.12 - 0.03

分枝数 - 0.04* - 0.16* - 0.32 0.13 0.00 0.06 - 0.35 0.22
茎粗 - 0.39 - 0.43 - 0.53 0.11 0.00 0.00 - 0.28 - 0.12
荚数 - 0.07* - 0.12* - 0.34 - 0.25 0.00 0.14 0.13 - 0.21

百粒重 0.33* 0.45* 0.57** 0.24 0.00 0.00 0.04 - 0.23
单株产量 - 0.25 - 0.23 - 0.35 0.31 0.00 0.23 0.08 - 0.27

肪与分枝数间加性相关效应较为明显；脂肪与节

数间加性相关为显著正相关，其值为 0.18；脂肪

与株高间加性相关为极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 0.12；脂肪与节数、茎粗、百粒重间加性相关均不

显著，其中脂肪与百粒重间加性相关系数为负值。
2.3 异黄酮含量与各农艺性状间相关性分析

由表 4 可知，异黄酮与百粒重间表型相关系

数为显著正相关；异黄酮与分枝数、荚数间表型相

关系数为显著负相关；异黄酮与株高、节数、茎粗、
产量间表型相关系数均不显著。异黄酮与各农艺

性状间基因型相关系数与表型相关系数的方向与

总体趋势上一致，其中，异黄酮与百粒重间基因型

相关达显著正相关；异黄酮与分枝数、荚数间基因

型相关达显著负相关 ; 异黄酮与株高、节数、茎

粗、产量间基因型相关均不显著。经上述分析可

知，异黄酮与百粒重间表型相关系数和基因型相

关系数均达显著正相关，表明该对性状可以同时

得到改良，通过对百粒重的间接选择可以改变大

豆中的异黄酮含量；异黄酮与分枝数、荚数间表型

相关和基因型相关系数均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对

其农艺性状的选择会同时影响成对性状中另一性

状的表现；异黄酮与株高、节数、茎粗、产量间表型

相关和基因型相关均不显著，说明同时改良这些

性状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3 结 论

综上可知，在育种实践中，为了利用农艺性状

对品质性状进行间接选择，当以蛋白质、脂肪作为

目标性状时，相关系数分别为 0.48、0.49 和 0.56，

由于株高、荚数、产量的普通狭义遗传力也较高，

故可利用株高、荚数、产量对蛋白质含量性状进行

间接选择。脂肪与分枝数、荚数、产量间加性遗传

相关表现为极显著正相关，且相关系数较大，分别

为 0.65、0.46、0.43，因为分枝数、荚数、产量的普

通狭义遗传力也较高，故可利用分枝数、荚数、产

量对脂肪含量性状进行间接选择；脂肪与株高间

加性遗传相关表现为极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 0.12，所以当以降低大豆中脂肪含量为目的时，

可以利用株高对脂肪含量性状进行间接选择。由

于株高与蛋白质为极显著正相关，株高与脂肪为

极显著负相关，因此无法通过对株高的间接选择

使蛋白质、脂肪含量性状同时降低，在实际工作中

可结合当地的育种目标有所侧重。异黄酮与百粒

重间加性遗传相关表现为极显著正相关，但由于

未测到百粒重的狭义遗传力，因此无法利用百粒

重对异黄酮含量性状进行间接选择。优良单株的

选择一般要兼顾产量与大豆中的蛋白质、脂肪含

量。由于蛋白质、脂肪含量与产量的加性遗传相关

表现为极显著正相关，表明提高产量与提高大豆

中的蛋白质、脂肪含量可以同步进行。荚数与蛋白

质和脂肪含量间呈极显著加性相关，因此可通过

荚数的间接选择来提高大豆中的蛋白质和脂肪含

量；百粒重与异黄酮含量间呈极显著加性相关，故

可通过百粒重的选择来提高大豆中的异黄酮含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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