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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系杂交水稻整精米率的配合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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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用 6个籼型光温敏不育系作母本，6个恢复系作父本，配制两系杂交水稻组合 36个，进行两系杂交水

稻整精米率性状配合力遗传研究。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两系杂交水稻杂种 F1谷粒整精米率与父本(恢复系)和母本

(不育系)的谷粒整精米率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233 2和 0.264 1。6×6不完全双列杂交配合力分析结果表

明，两系杂交水稻 F1谷粒组合间整精米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父、母本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和组合的特殊配合力效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父、母本的一般配合力作用大于组合的特殊配合力作用，一般配合力方差占总基因型方差的65%，

特殊配合力方差占 35%，一般配合力作用中，父本的作用(基因型方差为 63.70)大于母本的作用(基因型方差为 5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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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ing ability of head rice percentage in tow-line hybrid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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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rty-six combinations were obtained using 6 photo-thermo-sterilities as female parentages and 6 restoring lines 
as male parentages to investigate the combining ability of head rice percentage in two-line hybrid rice.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head rice percentage of hybrids (F1)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at of the male (restoring lines) 
and female (restoring lines) parentages, wit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ing 0.233 2 and 0.264 1 respectively. Analysis of 
combing ability for hybrids obtained by 6×6 incomplete diallel cross method showed that the difference of head rice 
percentage among F1 combinations was significan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eneral combining ability (GCA) in parentages 
and special combining ability (SCA) in combinations was significant in regard to head rice percentage. GCA in parentages 
played a greater role compared to the SCA in combinations. The variance of GCA occupied 65% of the whole genotype 
variance and that of SCA occupied 35%. And male parentages (genotype variance was 63.70) contributed more to GCA 
compared to the female parentages (genotype variance was 55.34).  

Key words: hybrid rice; two-line system; head rice percentage; combining ability; genetic correlation 

 

                                                        
收稿日期： 2011–12–20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1BAD16B01)；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07JJ5061)；长沙市科技项目(BK0743) 
作者简介：陈光辉(1968—)，男，湖南华容人，博士，教授，从事水稻科学研究，cgh68@163.com 

稻米的品质直接关系到稻米的商品价值和稻农

的经济效益。选育高产、优质水稻品种(组合)，进行
稻米品质改良是广大育种工作者的首要目标[1−4]。两

系法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为达到杂交水稻高产优

质于一体提供了契机[5−7]。稻米的加工品质是稻米

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整精米率是评价稻米加工品

质的一项重要指标，直接关系到稻米的商品价值。

开展两系杂交水稻整精米率性状的配合力研究，探

索亲本对杂种后代性状遗传的作用，对两系杂交水

稻的品质改良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前人在水稻加工

品质性状的遗传方面已做了大量研究[8]，但有关两

系杂交水稻整精米率配合力方面的系统研究较少。

笔者采用不完全双列杂交方法对两系杂交水稻整

精米率的配合力进行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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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光温敏两用核不育系有陆 18S、株 1S、康 201S、

810S、徐选 S、双低 S；两系恢复系有 99114、00601、

00455、00451、00514、00482。 

1.2 试验设计 

于 2006年 4月在湖南长沙种植杂交亲本，于抽

穗扬花期进行杂交配组，按 6×6 不完全双列杂交配

制 36个两系杂交组合。杂交方法采用温汤杀雄法。 

2007年，在长沙按中稻栽培季节要求分别种植

所有的亲本和杂种 F1，每穴移栽１株，每小区３行，

株行距为 20 cm×20 cm，小区间距为 26.4 cm，每小

区 30株，随机区组排列，3次重复。试验地肥力中

上水平，地力均匀，田间管理规范、一致。在水稻

完熟初期收获谷粒，精选饱满成熟的谷粒，风干至

含水率 13%，密封贮藏 3个月后参照《NY147— 88，

米质测定方法》进行整精米率性状测定。 

1.3 数据处理 

方差分析参照文献[9]中的方法进行；配合力分

析参照文献[10]中的方法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两系杂交水稻 F1 谷粒整精米率与亲本谷粒整

精米率的相关性 

F1的谷粒整精米率与父本、母本谷粒的整精米

粒均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233 2 和

0.264 1，说明在两系杂交水稻优质育种中选配组合

时，可针对整精米率性状改良的需要选用整精米率

高的恢复系和不育系亲本配组，这样较易获得整精

米率高的杂种一代。 

2.2 两系杂交水稻谷粒整精米率的方差分析 

由表 1可知，两系杂交组合 F1谷粒整精米率性

状的表现在组合间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说明两系

杂交水稻组合之间 F1 谷粒的整精米率存在基因型

差异，通过选用不同基因型的不育系和恢复系配制

杂交组合，可以选育出整精米率较高的两系优质杂

交水稻。 

表 1 两系杂交水稻谷粒整精米率的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1 Variance analysis of head rice percentage in two-line 

hybrid rice 

变异来源 df ss ms f 

重复间   2 1.767 3  0.883 7  0.509 0 

组合间  35 17 528.680 0  500.819 4  288.481 8**

机误  70 121.523 7  1.736 1   

总变异 107 17 651.970 0    

2.3 两系杂交水稻整精米率性状的配合力 

由表 2可知，两系杂交水稻谷粒整精米率性状

亲本间的一般配合力差异和父、母本的互作即特殊

配合力之间差异都达到了极显著水平，说明在两系

杂交水稻整精米率性状的表现中，父、母本一般配

合力和特殊配合力效应都达到了极显著水平，整精

米率性状的表现是由基因的加性效应和非加性效

应共同决定的。在两系杂交水稻优质育种中，要获

得整精米率高的 F1，既要重视亲本的一般配合力作

用，又不能忽视父、母本之间特殊配合力的作用。 

表 2 两系杂交水稻整精米率性状的配合力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2 Variance analysis of combining ability of head rice percentage in two-line hybrid rice 

变异来源 df ss ms f(1) f(2) 

母本  5 5 669.128 0  1 193.826 0 687.669** 6.147 3  

父本  5 6 704.434 0  1 340.887 0 772.377 1** 6.904 5  

互作 25 4 855.115 0  194.204 6 111.865 7** 111.865 7  

机误 70 121.523 7  1.736 0     
 
供试的恢复系材料按一般配合力的大小排序

依次为 99114、00455、00482、00601、00451、00514，

其一般配合力值分别为 8.245、5.671、3.828、1.435、

−3.602和−15.577，恢复系 99114的一般配合力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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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材料，00455 次之；00514 的一般配合力表现

最差，其次是 00451，两者的一般配合力显著低于

其他供试的恢复系材料。供试的不育系按一般配合

力大小排序依次为双低 S、徐选 S、康 201S、陆 18S、

株 1S、810S，其一般配合力值分别为 9.855、9.446、

−0.244、−3.397、−5.474、−10.185。双低 S和徐选 S

的一般配合力最好，分别为 9.855 和 9.446；810S

的一般配合力效应最差，仅为−10.185。具有较大正

向特殊配合力效应的组合有双低 S×00514、陆

18S×99114、徐选 S×00451；具有较大负向特殊配

合力效应的组合有康 201S×00514、株 1S×00451、

双低 S×00455(表 3)。 

表 3 两系杂交水稻组合整精米率性状的特殊配合力值 

Table 3 Estimates of special combining ability of head rice percentage in two-line hybrid rice 

特殊配合力值 
母本 

99114 00601 00455 00451 00514 00482 

陆18S 11.595 −6.785 −1.241 −5.878 −2.343 4.652 

株1S −0.008 1.992 1.585 −10.911 2.204 5.139 

810S −2.996 −3.956 2.657 0.130 0.035 4.130 

康201S 4.262 5.162 4.045 6.559 −18.786 −1.241 

徐选S −4.708 0.752 1.575 9.868 0.024 −7.511 

双低S −8.145 2.835 −8.621 0.232 18.867 −5.168 
 

2.4 两系杂交水稻整精米率性状的基因型方差分析 

两系杂交水稻杂种 F1 整精米率的基因表现值

由双亲的一般配合力之和(加性效应)与特殊配合力 

(非加性效应)共同决定。本研究中，一般配合力方

差约占总基因型方差的 65%，特殊配合力方差约占

35%(表 4)，说明一般配合力的作用大于特殊配合力

的作用。在其双亲的一般配合力作用中，父本的作

用大于母本的作用。在选配组合时，要重点选择一

般配合力好的亲本，特别要重视父本的选择，同时

也不能忽视组合的特殊配合力作用。 

表 4 两系杂交水稻稻米整精米率性状的遗传分析 

Table 4 Genetic analysis of head rice percentage in two-line 

hybrid rice 

基因型(配合力)方差 基因型方差比率/% 

母本 父本 组合 总计 一般配合力 特殊配合力

55.34 63.70 64.16 183.2 65 35 

3 结论与讨论 

李耘等[11]认为，作用于杂交籼稻整精米率的主

因子是基因型与环境互作效应(59.89%)，次因子是

基因效应(34.57%)，环境因子效应最小(5.54%)。谭

震波等[12]认为，杂交稻整精米率主要受基因加性效

应制约，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生态环境和加工条件

的影响。石春海等[13]认为精米率主要受遗传主效应

控制。张利华等[14]认为，整精米率与糙米率、精米

率、整精米粒宽呈极显著正相关，其中与精米率的

相关系数最大，整精米率与整精米粒长、整精米长

宽比、垩白率呈显著或极显著负相关，对整精米率

起首要作用的为精米率，其直接通径系数为 0.48，

特殊配合力基因型方差占整精米率性状的比例较

大(大于 50%)，母本基因型方差在整精米率性状上

所作贡献比父本大。徐斌等[15]检测到 2 个控制 HR

的加性效应 QTL，分别位于第 2、7 号染色体上的

RM154−RM485 和 RM248−RM234，贡献率分别为

1.92%、7.85%，总贡献率为 9.77%；在环境效应检

测中发现，两加性效应 QTL 与环境互作的贡献率

分别为 5.70%、8.74%，总贡献率为 14.44%，上位

性效应 QTL 与环境互作的总贡献率为 2.94%，说

明整精米率性状的遗传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 

本研究结果表明，两系杂交水稻 F1谷粒整精米

率性状的表现在组合间的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F1

谷粒整精米率与父本和母本的谷粒整精米率呈显

著正相关，亲本之间的一般配合力差异和父母本的

互作即特殊配合力之间的差异都达到了极显著水

平；在整精米率表现中，一般配合力方差约占总基

因型方差的 65%，特殊配合力方差约占 35%，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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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配合力的作用大于特殊配合力的作用；在其双

亲的一般配合力作用中，父本的作用大于母本的作

用。综合分析认为，选用一般配合力好、整精米率

高的恢复系和光温敏两用核不育系配组是提高两

系杂交水稻整精米率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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