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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组合方式对小麦遗传变异表现的影响
①

籽粒品质性状的亲子相关及分离

王 岳光 ② 刘广 田 王建设 李保云

植物科技学院作物遗传育种系

摘 要 本文研究了单交 代
、

回交和三交
,

代群体植株品质性状与亲本的相关性及杂种后代的分离

与分布
,

结果表明 在 代
,

籽粒蛋白质
、

干
、

湿面筋含量和 沉淀值与高亲值
、

低亲值和 中亲值呈

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
,

而在回交 代
,

上述籽粒品质性状与轮回亲本也呈正相关
。

在三交 代 上述各品

质性状与第三亲本的正相关系数比较大
,

说明欲在后代中出现较多的品质性状比较好的个体
,

亲本的品质

应比较好
,

在三交组合中
,

尤其应注意第三亲本的选择 在回交 代群体
,

各品质性状的分布偏向于 回

交亲本
,

在三交群体中则偏向于第三亲本
。

关健词 籽粒品质性状 亲子相关 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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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改善小麦籽粒品质是 目前小麦育种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

而改善品质性状的一种有效方

法是通过各种途径扩大和丰富育种材料的变异性
,

增加遗传变异出现的频率
。

据报道
,

籽

粒蛋 白质含量的亲子相关系数和遗传力较大
,

在 分离群体和 混合群体中呈连续性分

布
,

且存在超亲分离现象 但以前大多是采用单交方式进行研究
,

而采用其他方法的研究

较少
,

本试验通过研究回交及三交后代的亲子相关及分离与分布
,

旨在为改善小麦籽粒品质

而扩大选择材料的遗传变异性提供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和田间设计 同前文闭

统计分析方法 亲子相关分析见参考文献 」

结果与分析
冬 籽粒品质性状间的亲子相关

群体植株籽粒 品质性状与亲本及 的相关 由表 可看出

沉淀值与高亲值
,

低亲值和中亲值都呈极显著的正相关
,

说明只要双亲的

沉淀值和双亲 沉淀值平均值高时
,

在 代群体中
,

可能出现较高沉淀值的个

体
。

湿面筋含量与低值亲本和中亲值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
’

和 ”
,

与

高值亲本也呈正相关 一
,

但未达到显著水平
,

表明
,

欲在 群体中出现更多的高湿

面筋含量的个体
,

必须注意提高双亲的水平
,

特别是
,

低亲值不能太低
。

蛋 白质含量和干面筋含量与高亲值
、

低亲值和 中亲值均呈正相关
,

但未达到显著水

平
,

其基本表现趋势与湿面筋含量相同
。

种品质性状的 与
,

均呈极显著正相关
,

说明
,

对于籽粒品质性状来讲
, ,

代的

表现对后代的表现有较大的影响
。

表 代植株籽粒品质与亲本及 , 代的相关

项 目 蛋白质含量 湿面筋含量 干面筋含量 沉淀值

高亲值
低亲值
中亲值

二

。

份

娜 苍

苍

书 书

份 口

苍 ‘

注
“

和
‘

分别为 和 的显著水平

杂种 代植株籽粒品质性状与亲本 的亲子相关 由表 可以看出 蛋 白质含量和

干面筋含量与低亲值呈显著正相关 一
’

和
’ ,

与中亲值和高亲值也都呈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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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

虽未达到显著水平
,

但与中亲值相关系数比较大 , 湿面筋含量和 沉淀值与低亲值

和中亲值均呈极显著正相关
,

而 沉淀值与高亲值也呈极显著正相关 “
。

说明要提高 代籽粒各品质性状的指标
,

主要应提高双亲的水平
,

但低亲不能太低
,

对

沉淀值
,

高值亲本较高更为有利
。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欲在 代中出现较多品质好的个体
,

应注意提高双亲的水平
,

尤其低值亲本不能太低
。

表
, 植株籽粒 品质性状的亲子相 关

项 目 蛋白质含量 湿面筋含量 写 干面筋含量 写 沉淀值

高亲值
低亲值
中亲值

仁

‘

’

二

二
‘

注
‘

和
’

分别为 和 的显著水平

三 交组合 代植株籽粒品质性状与亲本 的相关 计算了 个三交组合
,

植株籽

粒品质性状与单交中的高值亲本
、

低值亲本
、

第三亲本
、

单交中两个亲本的

平均值 尸 及组合中三个亲本平均值 尸 的简单相关
,

结果见表
。

表 三交
,

植株籽粒品质性状的亲子相关

项 目 蛋白质含量 湿面筋含 干面筋含量 沉淀值

沪

一 一
。

一
。

注 为 的显著水平

由表中可以看出
,

蛋白质含量
、

干
、

湿面筋含量与单交中的高亲值呈负相关
,

但不显著
,

而 沉淀值与高亲值呈不显著正相关
,

种品质性状与单交中的低亲值呈正相关
,

但

未达到显著水平
,

与第三亲本也呈正相关
,

只有干面筋含量达到显著水平 一
‘ ,

从

总体来看
,

种品质性状与第三亲本的相关系数比较大
,

说明用品质性状比较好的亲本作为

第三亲本进行三交
,

后代可能分离出性状比较多的品质好的个体
。

种品质性状与单交双亲

本的平均值的相关系数比较低
,

而与三交组合中三个亲本平均值的相关系数比较高
,

其中湿

面筋含量和 沉淀值达到显著水平 一
’

和
’ ,

这也说明第三亲本非常关

键
。

籽粒品质性状的分布

回交 代群体籽粒 品质性状 的分布 对 个组合的回交
,

代群体的品质性状进

行绘图
,

均表现为近正态分布
。

籽粒蛋白质含量 组合 临汾
一

的两个回交 群体的频率分布曲线都

超过高值亲本分布曲线
,

而组合
一

和
一

表现为与低值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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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交
,

则分布曲线偏向于低值亲本分布曲线
,

与高值亲本 回交
,

则分布曲线偏向于高值亲本

分布曲线
,

还出现 比最高值还高的少数个体
,

通过亲本比较发现
,

两亲本差距小
,

则回交群体

的分布表现为超过高值亲本的分布曲线
,

如果两个亲本差距比较大
,

则分布曲线偏向于轮回

亲本的分布曲线
。

干
、

湿面筋含量和 沉淀值也表现类似
三 交 代群体品质性状的分离与分布 对 个三交组合

,

代群体籽粒的蛋白质

含量
、

湿面筋含量
、

干面筋含量和 沉淀值进行绘图
,

结果表明
,

上述品质性状的分布

介于三亲本之间
,

而偏向于第三亲本
,

当第三亲本介于单交的两亲本之间时
, ,

代群体分布

从高值方向偏 向于第三亲本
,

而不超过单交中的高值亲本
,

当第三亲本高于单交的两亲本

时
,

后代分布高于单交两亲本而低于第三亲本
,

表现为偏向于高值的第三亲本
,

这说明
,

用品

质性状较好的材料作第三亲本进行三交
,

后代可能出现更多的品质性状优良的单株
。

讨论
‘

等川指出
,

为改善品质可以在产量选择之前进行品质选择
。

欲在早代按品质性

状进行选择
,

那么提供足够的遗传变异至关重要
。

等 研究的结果表明
,

回交群体遗

传变异的大小与轮回亲本有关
。

本试验从亲子相关和后代的分离与分布方面表明
,

在选配亲

太时应注意选择品质比较好的材料作亲本
。

欲在早代对品质性状进行选择
,

需要选择一些测定方法微量简便
、

遗传力高
,

与小麦最

终利用品质有较好相关性的性状
。

沉淀值是早代最值得重视的一个选择指标川
,

采用微量法

测定 沉淀值不仅用量小
,

而且快速
、

简便
,

还 由于沉淀值是烘烤品质的一个重

要指标
,

因此
,

在早代
,

对单株进行 沉淀值测定
,

选择高沉淀值的单株
,

可能是加速小

麦品质改良的一条有效途径
。

本试验只是利用回交
、

三交的的 代群体进行研究
,

对以后世

代的分离情况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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