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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克服传统马铃薯品种评价的局限性，应用同异联系势分析方法对 2019年湖北省马铃薯品种（系）区域试验结

果进行综合分析，并对参试品种优劣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参试品种华薯 6号、08HB18-4和鄂马铃薯 17与理想品种的联

系度分别为 0.884 3、0.764 5、0.744 3，综合表现优良，可考虑示范推广；其余品种表现良好，需进一步试验观察。同异联系

势分析法可以用于综合评价马铃薯区域性试验中品种的丰产性和稳产性，能够比较全面准确地判断品种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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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n Similarity-Difference Connection Trend for 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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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 of traditional potato variety evaluation method,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n potato varieties from Hubei potato variety regional test in 2019 was analyzed comprehensive by means
of identical and different metho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connection degree between 3 potato variety (Huashu6,
08HB18-4 and Emalingshu17) was 0.8843, 0.7645, 0.7443, respectively. The comprehensive traits were excellent,
so these varieties should be demonstrated and popularized. The other potato variety need to be observed and tested
further. The analysis of similarity-difference connection trend could estimate the yield productivity and stability si⁃
multaneously. It could determine th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potato variety comprehensively and accurately.
Key words：Similarity-difference connection; Tomato; Variety comparison

通常根据品种区域试验鉴定新品系的丰产

性、稳产性、抗病性及品质特性，选育并推广良

种，完成新品种成果转化，优化区域种植结构。

所以，如何客观准确评价品种区域试验结果，成

为各作物新品种选育研究分析的重要方向。为

此，提出多种对品种试验评价的模型和方法，如

方差分析、模糊综合评定法、加性主效乘式互作、

GGE双标图法、灰色关联分析等 [1-5]。马铃薯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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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通常采用方差分析、相关分析、通径分析、稳

产性分析等方法，但随育种目标的多元化，还沿

用传统的评价手段很难满足育种需求。同异联系

势分析方法是在模糊综合评判和灰色多维综合评

估基础上提出的综合分析方法，该方法计算简

单，获取信息量大，对品种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分

析评判 [6]。对研究多元化的育种目标以及新品种

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得到不同作物育种家的关

注。目前，在小麦 [6]、玉米 [7]、水稻 [8]、大豆 [9]、甘

蔗 [10]、马铃薯 [11]等作物中都有报道，但是利用结合

多点产量性状的稳定性并与方差分析相对比进行

分析鲜有报道。本研究采用同异联系势分析法及

其联系势测验对 2019年湖北省马铃薯品种区域

性试验的 8个品种（系）的亩产、干物质含量、稳产

性、单株块茎数、单薯重、株高、主茎数、出苗率、

生育期及商品薯率等 10个性状进行分析和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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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旨在为马铃薯区域性试验综合评价提供更

加有效的方法，并为良种选育、推广以及应用提

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为 2019年参加湖北省马铃薯区域品

种比较试验（中熟组）的 7个马铃薯品系和 1个对照

（鄂马铃薯 5号）。采用 1年 6点试验，参试品种为

08HB03-19、08HB18-4、08HE077-3、11AO54-3、
13FF11-10、鄂马铃薯 17、华薯 6号，试验地点为五

峰县、兴山县、巴东县、恩施市、竹山县、建始县。

完全随机区组设计，5行区，3次重复，小区面积

13.34 m2，每小区种植 80株，行距 60 cm，株距 28
cm，成熟后小区测产。分别考察参试品种亩产

（X1）、干物质含量（X2）、稳产性（X3）、生育期（X4）、
出苗率（X5）、主茎数（X6）、株高（X7）、单株块茎数

（X8）、单薯重（X9）、商品薯率（X10）10个性状。

1.2 分析方法

1.2.1 构建理想品种，确定各性状权重

根据湖北中晚熟马铃薯育种目标和实际情况

构建试验理想品种，权重（Wo）可采用德尔菲法、

灰色关联度法等分析方法确定，也可参考专家经

验并结合当地的育种目标和生产实际情况合理确

定 [12-15]，本研究采用后者。

1.2.2 同一度 Agk 矩阵构建

当理想值越小越好时，应用公式Agk=Xok/Xgk；
当理想值越大越好时，应用公式 Agk=Xgk/Xok；当
理想值适中时，Agk=Xok/（Xgk+ |Xok-Xgk|）。其

中，Xgk表示性状观察值，Xok表示对应理想性状

值，计算得出性状同一度矩阵 P。
1.2.3 综合同一度 Ag 及差异度 Bg 计算

联系矩阵 U=P×Wo，品种的综合同一度 Ag=∑
Agk×u，差异度 Bg=1-Ag。
1.2.4 综合联系度 U(w)计算

计算公式 U(w)=Ag+i×bg，因为同一度和差异

度是相对的，所以 i=-1。
1.2.5 求出各品种与理想品种性状的同异联系势

及参试品种评价

联系势计算公式为 S(H)=Ag/Bg，S(H)>1时，联

系同势；S(H)<1时，联系异势。根据黄金分割原

理，将联系势进一步划分为五个等级（表 1），规定

相应评语优良、较好、一般、较差、低劣。

表 1 同异关系下的联系势等级

等级划分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联系势

强同势

同势

弱同势

弱异势

异势

AI、BI及其关系

A>B，0.854≤A≤1
A>B，0.618≤A<0.854
A>B，0.528≤A<0.618

A<B或A≥B，0.382≤A<0.528
A<B，A<0.382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性状的数据统计

对 8个参试品种的 10个农艺性状进行调查，

按上述方法得到理想值和权重系数。其中亩产、

干物质含量、出苗率、单株块茎数、单薯重、商品

薯率取最大值，生育期、稳产性取最小值，株高和

主茎数取适中值（表 2）。
表 2 湖北省马铃薯区试品种性状观测值及各性状权重系数

品种名称

08HB03-19
08HB18-4
08HE077-3
11AO54-3
13FF11-10
鄂马铃薯17
鄂马铃薯5号
华薯6号
理想值

权重系数

X1
2 047.4
2 433.3
2 117.2
2 149.6
1 986.0
2 281.1
1 832.8
2 530.3
2 530.3
0.350

X2
17.960
19.037
17.465
19.707
20.556
20.749
19.457
19.279
20.749
0.150

X3
13.45
6.07
8.59
10.04
8.69
6.01
10.93
4.10
4.10
0.100

X4
86
86
84
85
85
88
82
84
82
0.050

X5
98.5
98.8
97.8
97.0
96.0
98.3
97.3
99.3
99.3
0.050

X6
6
6
5
5
5
6
6
7
6

0.025

X7
78.5
76.1
74.3
73.2
67.6
86.9
80.8
74.8
75.0
0.025

X8
7
11
7
10
12
10
8
10
10
0.050

X9
82
67
111
65
54
70
66
75
111
0.100

X10
76.9
71.9
81.5
78.1
62.8
74.5
71.7
78.0
81.5
0.100

2.2 同一度矩阵计算

根据试验数据以及计算原理，可得各性状同

一度矩阵 P，具体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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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同异联系势分析

依据同异联系势分析方法对参试品种进行分

析，结果见表 4。结果表明，8个参试品种的综合

性状与理想值之间的关系均为联系同势，说明参

试品种的整体水平较高。华薯 6号、08HB18-4和
鄂马铃薯 17 的联系度分别为 0.884 3、0.764 5、
0.744 3，表现强同势，差异不显著，综合表现好，

为 优 良 品 种 ，可 在 湖 北 中 晚 熟 区 域 推 广 。

08HE077-3、11AO54-3、08HB03-19、13FF11-10、
鄂马铃薯 5 号联系度分别为 0.677 8、0.641 7、
0.574 1、0.569 7，0.519 7表现同势，差异不显著，

为 良 好 品 种 ，对 照 表 现 最 差 。 08HE077-3、
11AO54-3、08HB03-19、13FF11-10可在部分地区

试推广，结果与田间观察情况吻合。

表 3 品种各性状与理想品种对应性状的矩阵 P

0.809 2
0.961 7
0.836 7
0.849 5
0.784 9
0.901 5
0.724 3
1.000 0

0.865 6
0.917 5
0.841 7
0.949 8
0.990 7
1.000 0
0.937 7
0.929 2

0.304 8
0.675 5
0.477 3
0.408 4
0.471 8
0.682 2
0.375 1
1.000 0

0.955 9
0.962 6
0.983 3
0.964 9
0.974 0
0.940 6
1.000 0
0.981 0

0.991 8
0.994 6
0.984 5
0.977 2
0.966 8
0.989 5
0.979 4
0.999 5

0.923 1
0.923 1
0.800 0
0.882 4
0.810 8
0.937 5
0.967 7
0.909 1

0.955 2
0.985 5
0.990 4
0.976 8
0.910 4
0.863 4
0.928 4
0.997 9

0.620 7
0.939 7
0.603 4
0.853 4
1.000 0
0.844 8
0.724 1
0.853 4

0.739 7
0.598 7
1.000 0
0.585 3
0.485 6
0.632 0
0.590 7
0.676 8

0.943 6
0.882 2
1.000 0
0.958 3
0.770 6
0.914 1
0.879 8
0.957 1

表 4 参试品种同异联系势分析与方差分析结果评价

品种名称

08HB03-19
08HB18-4
08HE077-3
11AO54-3
13FF11-10
鄂马铃薯17
鄂马铃薯5号
华薯6号

综合同一度

0.787 1
0.882 2
0.838 9
0.820 9
0.784 9
0.872 1
0.759 8
0.942 1

联系度

0.574 1
0.764 5
0.677 8
0.641 7
0.569 7
0.744 3
0.519 7
0.884 3

联系势

同势

强同势

同势

同势

同势

强同势

同势

强同势

联系势测验

b
a
b
b
b
a
b
a

评语

良好

优良

良好

良好

良好

优良

良好

优良

优劣秩序

方差分析

6
2
5
4
7
3
8
1

同异联系势

6
2
4
5
7
3
8
1

2.4 同异联系势分析结果与方差分析结果比较

为进一步探讨同异联系势分析方法在马铃薯

区域品种比较试验中的可行性，将同异联系势分

析结果与方差分析结果进行比较（表 4）。结果表

明，同异联系势分析方法评定的优劣顺序与方差

分析评定出的优劣顺序基本上趋于一致，但对个

别品种的评定存在一定差异。例如 08HE077-3在
同异联系势分析中位居第 4，而在方差分析中位

居第 5，11AO54-3正好相反。从综合数据中可以

看出，11AO54-3虽然在产量上略高于 08HE077-
3，但 08HE077-3在稳定性、出苗率、单薯重和商

品薯率方面表现均优于 11AO54-3。由此可以看

出，同异联系势分析方法综合考虑参试品种各性

状的综合表现并进行定量分析，较仅仅对产量性

状进行联合方差分析，应用同异联系势分析方法

对马铃薯区域品种比较试验进行评价，应用信息

量更大，结果更加合理。

3 讨 论

目前，同异联系势分析法已在多种作物上广

泛应用。一般认为，同异联系势分析法能客观全

面比较作物品种表现，在亲本资源、引种鉴定及

品种区域比较试验中应用比较广泛。本研究利用

同异联系势分析法对马铃薯区域品种比较试验进

行分析，结果与方差分析结果大体趋于一致，但局

部存在一定差异。并且同异分析及其联系势测验不

仅对参试材料进行综合评价，得出优劣顺序，同时得

出评价结果的差异显著性。说明相较于方差分析仅

分析产量的片面性，同异联系势分析法综合数据更

多，能够比较客观地分析参试品种的综合性状，因此

在马铃薯品种区域性试验中是切实可行的。

在应用同异联系势分析法分析各参试品种性

状时，各性状的理想值与所占权重值非常关键。

各性状理想值是评价参试品种的标尺，权重值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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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各性状在综合评价中的比重，其值直接关

系综合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精确性。理想值的确

定方法比较普遍，在小麦、玉米、水稻等作物中已

有广泛研究。本研究的权重是在结合前人研究经

验，立足湖北地区育种目标的基础上确定的，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同异联系势分析法要进一步被

广泛应用，应针对作物各主产区的育种目标及育

种经验确立各性状广谱性的权重比例，可使分析

结果更加具有科学性和精准性。本研究结果与方

差分析结果相差不大，说明本研究所选的理想值

与权重值有一定的科学性。

同异联系势分析法是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方

法，对多因素的试验分析还有不足。例如对产量

性状的分析仅利用多点或者多年的均值，并没有

体现品种产量的稳定性，也无法反映品种在不同

试验点的表现情况。本研究结果表明，华薯 6号、

08HB18-4和鄂马铃薯 17综合表现优良，可考虑

参加在湖北中晚熟生产区域推广种植。其余品种

表现良好，需进一步试验观察。从整个计算分析

过程来看，同异联系势分析法计算简单，易于掌

握，数据信息量大，且本研究将产量多点分析的

变异度作为单一的性状加入综合分析中，使结果

分析更加全面、科学。同异联系势分析法可用于

综合评价马铃薯的品种比较试验，能比较全面地

判断马铃薯品种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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