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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糯玉米主要农艺性状的双列杂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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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6 个糯玉米自交系为试材，采用Griffing方法(4)完全双列杂交，研究鲜食糯玉米株高、穗位高、地上
第一节茎粗、地上第一节茎长、生育期、穗重、穗长、穗粗等 8 个性状的一般配合力、特殊配合力．结果表明：
除地上第一节茎长外，其余各性状一般配合力差异均极显著；除穗粗及地上第一节茎长差异显著外，其余各性状
的特殊配合力差异均极显著；穗粗主要受加性基因决定，其余性状同时存在加性基因效应和非加性基因效应．在
多数性状上，一般配合力表现较高的自交系有P2、P6、P3和P5；特殊配合力表现较高的组合有P36、P15、P12、P16、
P23和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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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x inbred lines in glutinous corn were used as test materials and a complete diallele cross was carried out by 
the the Griffing method (4) in order to study the general combining ability(GCA), specific combining ability(SCA) of 
plant height, ear height, the first stalk diameter on ground, the first stalk length on ground, growth date, ear weight, ear 
length and ear diameter in fresh glutinous cor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fference among GCA of other traits was 
very significant except the first stalk length on ground and that in SCA of the other traits was also very significant except 
ear diameter and first stalk length on ground. Ear diameter was mainly controlled by additive gene while the other traits 
gave expression to both additive gene and non-additive gene actions. In agricultural traits, P2,P6,P3 and P5  inbred lines 
were comparatively high in GCA of most traits, while the combination of P36,P15,P12,P16,P23 and P26 

 

was the same in 
SCA. 

Key words：glutinous corn; inbred line; agricultural traits; combining ability; complete diallele cross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中国的糯玉米杂交育种与
生产发展迅速，相继育成了一批糯玉米自交系和杂
交种在生产上推广应用[1]．从 1998 年起，国家在东
南区设立特种玉米引种、示范试验，以后逐渐扩大
为东南、西南、黄淮海和东华北 4 组国家级品种区

域试验，并根据鲜食糯玉米商业化特性进一步严格
规范区试工作．中国糯玉米资源丰富，已有不少鲜
食糯玉米主要农艺性状的研究报道[2-10]．笔者利用
自育的 6 个鲜食糯玉米自交系进行Griffing方法
(4)[11]完全双列杂交，研究鲜食糯玉米株高、穗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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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第一节茎粗、地上第一节茎长、生育期、穗重、
穗长和穗粗等 8 个性状的一般配合力和特殊配合
力，旨在科学评估其育种价值，为有效选择和利用
种质资源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自育株高、熟期、穗粗等主要农艺性状有明显
差异的优良鲜食糯玉米稳定自交系P1［SW13(申
W13)：鲁糯一号］、P2｛［通 5×(515×小黄)］×通 5｝、
P3［SW48(申W48)：中糯三交一号］、P5(水晶一号
OP)和P6［SW22(申W22)：垦糯一号×小黄糯玉米］
和外引稳定自交系P4(SW01：衡白 522)为材料，采
用Griffing完全双列杂交第 4种方法，配制出P12、P13、
P14、P15、P16(沪玉糯 2 号)、P23、P24、P25、P26、
P34、P35、P36(沪玉糯 3 号)、P45、P46(沪玉糯 1 号)
和P56

田间试验于 2007—2008 年在上海市农业科学
院试验基地进行．随机区组排列，3 次重复，2 行
区，行长 10 m，行距 60 cm，株距 25 cm，种植密度
52 500 株/hm

，共计 15 个杂交组合，以 15 个杂交组合为试
材． 

1.2  试验设计 

2，栽培管理同大田．为避免串粉，每小

区套袋 20 株，直至收获采摘，授粉至收获 20 d．去
除边株，对每小区随机连续取样套袋的 10 株进行
农艺性状分析． 

1.3  项目调查 

乳熟鲜食期测定株高(x1)、穗位高(x2)、地上第
一节茎粗(x3)、地上第一节茎长(x4)、生育期(x5)、
穗重(x6)、穗长(x7)、穗粗(x8)，共计 8 个性状．性
状调查按全国玉米区域试验统一标准(NY/T524—
2002)进行． 

1.4  统计分析 

计算各性状的一般配合力、特殊配合力，以小区
平均数计．采用DPS数据处理系统[11]

不同组合8个主要农艺性状平均值列于表1．对
8 个性状进行随机区组方差分析(表 2)，结果表明，
组合间除地上第一节茎长差异显著外，其余各性状
差异均极显著，说明 8 个主要性状基因型之间的差
异都是由遗传因素引起的．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鲜食糯玉米杂交组合农艺性状的随机区组方

差分析 

表 1  鲜食糯玉米双列杂交F1

               Table 1  Mean value of main agricultural traits of F
农艺性状平均值 

1

组合 

 combinations in glutinous corn with diallel crossing             cm 

x x1 x2 x3 x4 5 x/d 6 x/g x7  8 组合 x x1 x 2 x3 x4 5 x/d 6 x/g x7 8 

P 171.7 12 61.7 2.1 3.8 70 175 15.8 4.57  P 205.0 26 98.3 1.9 3.6 73 153 13.1 4.57 

P 166.7 13 63.3 2.0 2.3 69 173 17.0 4.37  P 178.3 34 73.3 2.1 1.7 71 133 15.0 4.17 

P 163.3 14 55.0 2.0 1.9 71 143 16.3 4.32  P 178.3 35 66.7 2.0 4.7 75 148 14.9 4.32 

P 181.7 15 66.7 1.6 3.4 72 155 17.8 4.42  P 215.0 36 84.3 2.2 4.1 73 180 14.9 4.70 

P 201.7 16 73.7 2.0 2.9 70 166 16.4 4.38  P 193.3 45 79.0 2.0 4.2 74 142 16.6 4.18 

P 178.3 23 75.0 2.4 3.6 73 177 14.9 4.62  P 205.0 46 87.3 2.0 2.1 72 177 16.5 4.32 

P 173.3 24 78.3 2.1 3.2 73 158 15.8 4.35  P 206.7 56 81.7 1.9 2.0 76 168 16.3 4.47 

P 188.3 25 78.3 2.2 3.2 74 150 14.8 4.52           

表 2   农艺性状的随机区组方差分析 
Table 2  Variance analysis of main agricultural traits with randomized block 

性状 组合间 误差 F-值 P 值  性状 组合间 误差 F-值 P 值 

x 798.17 1 18.89 42.26 0.000 1  x  11.40 5  0.28 40.13 0.000 1 

x 369.28 2 17.14 21.55 0.000 1  x 659.93 6 67.26  9.81 0.000 1 

x   0.08 3  0.01  7.00 0.000 1  x   4.06 7  0.34 11.81 0.000 1 

x   2.59 4  1.09  2.37 0.025 4  x   0.07 8  0.02  3.91 0.0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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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农艺性状的配合力方差分析 

组合间方差由双亲的一般配合力和组合的特
殊配合力方差组成[5-9]

表 3  农艺性状的配合力方差分析 

．对 8 个农艺性状进行配合力
方差分析，结果(表 3)表明，除地上第一节茎长外，
其余各性状一般配合力的差异均极显著；特殊配合

力除穗粗及地上第一节茎长的差异显著外，其余各
性状的差异均极显著．同时，除地上第一节茎长外，
一般配合力方差均大于特殊配合力方差，说明穗粗
主要受加性基因决定，其余性状同时存在加性基因
效应和非加性基因效应． 

Table 3  Variance analysis of combining ability of main agricultural traits 

性状 
一般配合力            特殊配合力 

误差 
MS F-值 P 值 MS F-值 P 值 

x 674.35 1 107.10 0.000 1 39.23 6.23 0.000 1 6.300 

x 297.96 2 52.16 0.000 1 25.94 4.54 0.001 0 5.710 

x 0.04 3 9.79 0.000 1  0.02 5.45 0.000 3  0.004 

x 0.80 4 2.21 0.081 4  0.90 2.46 0.033 2 0.360 

x 9.75 5 102.96 0.000 1  0.50 5.23 0.000 4 0.090 

x 296.46 6 13.22 0.000 1 177.48 7.92 0.000 1 22.420 

x 2.62 7 22.89 0.000 1  0.65 5.66 0.000 2 0.110 

x 0.05 8 8.32 0.000 1  0.01 1.46 0.210 0 0.010 
 

2.3  农艺性状的一般配合力效应 

表 4 表明，不同自交系同一性状一般配合力存
在较大差异，6 个自交系 8 个性状一般配合力具有
正向和负向两类效应值，说明同一自交系在F1不同
组合中对各性状所起的效应不同，不同自交系在F1

组合对同一性状的效应各异． P6株高和穗位高一
般配合力正值效应极显著大于其他自交系，P1极显
著低于其他自交系；P2、P3、P4地上第一节茎粗，
P2、P3、P5地上第一节茎长一般配合力为正值效
应．P 2、P5、P6生育期一般配合力正值效应存在显
著差异，其中P5正值效应极显著大于其他自交系，
P1极显著低于其他自交系．P 1、P2、P3、P6穗重一

般配合力正值效应极显著大于其他自交系．P1、P4、
P5穗长一般配合力正值效应极显著大于其他自交
系．P2、P3、P6穗粗一般配合力为正值效应，且存
在显著和极显著差异．因此，乳熟鲜食期农艺性状
一般配合力表现较高的自交系为P2、P6、P3和P5，
其中P2和P6正值效应优势表现突出．P1在株高、穗
位高和生育期上负值效应极显著低于其他自交系，
但在穗长上正值效应极显著高于其他自交系，在穗
重上正值效应极显著高于P4、P5．P6株高和穗位高
正值效应极显著高于其他自交系，而P5

表 4  亲本自交系一般配合力效应 

生育期正值
效应极显著高于其他自交系． 

Table 4  GCA value of parental inbred lines 

性状 
一般配合力效应  

性状 
一般配合力效应 

P P1 P2 P3 P4 P5  6 P P1 P2 P3 P4 P5 6 

x －12.64dD 1 －4.72cC －4.72cC －5.56cC 3.19bB 24.44aA  x －2.56dE 5 0.36bB

 
－0.22c CD －0.31cD 2.28aA 0.44bB 

x －13.47dD 2 4.36bB －2.89cC －0.31c BC －0.47cC 12.78aA  x 3.11bA 6 3.44bA 2.86bA －11.56cB －9.06cB 11.19aA 

x －0.09c BC 3 0.11aA 0.11aA 0.02bAB －0.10cC －0.05bcBC 

 

 

 x 1.18aA 7 －1.09dD －0.50cCD 0.36bB 0.42bB －0.38Cc 

x －

 
4 0.45aA 0.22ab

 

－0.63bA 0.47aA －0.21abA  x －0.01bc AB 8 0.13aA 0.02abc AB －0.19dC －0.05c BC 0.09abAB 

  
2.4  农艺性状的特殊配合力效应 

从表5可以看出，同一性状不同组合的特殊配
合力效应差异很大，其中株高特殊配合力表现较好

的依次是P36、P15、P25、P16；穗位高表现较好的组
合依次是P26、P15、P45、P13、P34、P46；地上第一
节茎粗表现较好的组合依次是P25、P16；地上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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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茎长表现较好的组合依次是P45、P36、P35、P12、
P16、P26；生育期表现较好的组合依次是P14、P56、
P36、P35、P24、P23、P26；穗重表现较好的组合依
次是P46、P23、P12、P13、P24、P56、P36；穗长表现

较好的组合依次是P46、P24、P23、P13、P15、P56、
P36、P12；穗粗表现较好的组合依次是P36、P14、P23、
P15、P12，多数性状表现较高特殊配合力的组合是
P36、P15、P12、P16、P23、P26

表 5  亲本自交系间特殊配合力效应 

． 

Table 5  SCA values between parental inbred lines 

性状 

特殊配合力效应  有共同亲本  无共同亲本 

P P12 P13 P14 P15 P16 P23 P24 P25 P26 P34 P35 P36 P45 P46 LSD56 
LSD

0.05 LSD
0.0

1 
LSD0.05 0.01 

x 1.92 1 －3.08 －5.58 4.00 2.75 0.67 －3.50 2.75 －1.83 1.50 －7.25 8.12 8.58 －1.00 －8.08 6.29 8.49 5.14 6.93 

x －4.07 2 4.85 －6.07 5.77 －0.48 －1.32 －0.57 －0.40 6.35 1.68 －4.82 －0.40 4.93 0.02 －5.48 5.99 8.09 4.89 6.60 

x 0.01 3 －0.02 0.07 －0.21 0.15 0.10 －0.07 0.19 －0.23 －0.07 －0.08 0.07 0.08 －0.01 0.02 0.16 0.21 0.13 0.17 

x 0.58 4 －0.69 －0.31 0.16 0.27 －0.18 0.23 －0.87 0.24 －1.00 0.87 1.01 1.22 －0.14 －1.38 1.51 2.04 1.24 1.69 

x －0.12 5 －0.20 1.22 －0.37 －0.53 0.22 0.30 －0.62 0.22 －0.78 0.30 0.47 0.05 －0.78 0.63 0.77 1.04 0.63 0.85 

x 8.53 6 6.78 －8.13 1.03 －8.22 10.45 6.53 －4.30 －21.22 －17.88 －5.38 6.03 2.37 17.12 6.28 11.88 16.02 9.69 13.08 

x 0.02 7 0.60 －0.97 0.48 －0.13 0.70 0.73 －0.26 －1.19 －0.62 －0.74 0.06 0.06 0.79 0.47 0.85 1.15 0.69 0.94 

x 0.03 8 －0.06 0.09 0.05 －0.11 0.05 －0.01 0.01 －0.07 －0.08 －0.08 0.18 0.0001 －0.0002 0.008 0.19 0.26 0.16 0.21 
 
研究表明，在多数农艺性状上，一般配合力表

现较高的有自交系P2、P 6、P3和P5，可以作为较好
的鲜食糯玉米亲本材料，其中P6株高和穗位高都较
高，作为父本有利于制种，但应选择更适宜的矮源
自交系为母本，以降低杂交种的株高．另外，P1

秆矮，穗位低，生育期早，但穗长较长，穗重较大，
可以作为较好的早熟矮源材料，选育具有矮源等位
基因的矮秆自交系和矮秆杂交种．P5熟期相对较
晚，可通过回交转育选育中熟自交系． 

此外，鲜食糯玉米组配特殊配合力高的杂交组
合中，必须有一般配合力高的1个或2个自交系，而
一般配合力高的2个自交系不一定组配成特殊配合
力高的杂交组合，如P25和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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