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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椇千粒重是水稻产量的重要构成要素暎选用该性状差异较大的亲本棳进行杂交棳得斊棻代棳再将斊棻代自交

获得斊棽代棳构建斝棻暍斊棻暍斝棽和斊棽世代棳并对这棿个世代的这个性状进行考查暎利用亲本暍斊棻和 斊棽棿个世代进行

数量性状主基因棲多基因混合遗传分析棳选出最适模型棳并对模型的遗传估计值进行分析棳从而得出相关结论暎
经检测这棽个组合的千粒重遗传分离模式均属于斆灢棸模式棳且千粒重主基因遗传率为棸灡椄椂棩暙棸灡椆椃棩棳多基因

遗传率为椂椄灡棸椂棩暙椄棸灡棾棾棩棳两者合计的遗传率为椂椄灡椆棽棩暙椄棻灡棾棸棩暎
关键词椇水稻椈千粒重椈遗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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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千粒重是水稻产量的重要构成要素椲棻椵暎籽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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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棳千粒重是影响穗重的重要因子之一棳特别对于

一些重穗型品种棳其千粒重均稳定在较高的水平棳
增加饱粒可以提高单穗重及千粒重从而提高产量暎
前人对水稻结实率和千粒重的遗传进行了一些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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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棳为千粒重的遗传研究提供参考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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斝棽 棸灡棿椃椂棬棸灡棿椆棸棻棭 棸灡棽棻棻棬棸灡椂棿椂棿棭 棽棸灡棾棽椂棬棸灡棸棸棸棸棭灣灣 棸灡椄椂棸棻棬椉棸灡棸椀棭灣 棸灡棽椀椂棻棬椌棸灡棸椀棭
斊棽 棽灡棸椀棾棬棸灡棻椀棻椆棭 棻灡椆棾棽棬棸灡棻椂棿椀棭 棸灡棸棸棸棬棸灡椆椆棻椀棭 棸灡棽椄棻棽棬椉棸灡棸椀棭灣 棸灡棻棻椀棻棬椌棸灡棸椀棭

棿棾棻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椆卷



暋暋确定最佳组合后棳通过软件运行棳便可得到模

型参数的极大似然估计值暎采用相同的方法也可得

到组合栺值 棬表棿棭暎

表棿暋各个世代最佳模型及模型参数极大似然估计值

斣斸斺旍斿棿暋斚旔旚旈旐斸旍旐旓斾斿旍斸旑斾旈旚旙旔旘斿斾旈斻旚旈旓旑旓旀旔斸旘斸旐斿旚斿旘旙旀旓旘
斿斸斻旇旘旈斻斿旂斿旑斿旘斸旚旈旓旑

斆旘旓旙旙 栺 栻
斖旓斾斿旍 斆灢棸 斆灢棸
毺棻 棽棽灡棽椃椀棻棿 棾棻灡椆椄棾棻椀
毺棽 棽椃灡椄棻棸椄棾 棽椂灡椂椂棸椄棾
毺棾 棾棻灡椄椆棿棿棻 棻椆灡棸棻椄椃棿
毺棿 棽椂灡椂椆棸棻椃 棽棿灡椄棾棾椃棽
氁斿棽 棽灡棸椆棿棻椂 棻灡棾椆棻棽棿

氁棬氁斿棽棲氁旔旂棽棭 椂灡椂椄棸棸椆 棻棸灡棽椀椀椆棿

通过斝棻暍斝棽和斊棻同质群体提供环境误的无偏

估计棳可估计出二阶遗传参数见表椀暎

表椀暋各组合千粒重二阶遗传参数的估计值

斣斸斺旍斿椀暋斝旘斿斾旈斻旚斿斾旙斿斻旓旑斾旓旘斾斿旘旔斸旘斸旐斿旚斿旘旙斸旑斾斻旓旘旘斿旙旔旓旑斾旈旑旂
斣斍斪旙旀旓旘旘旈斻斿斻旓旐斺旈旑斸旚旈旓旑旙

参数 栺 栻 栿 桇
氁旔棽棬斊棽棭 椂灡椃棾椄棽棿 椄灡棿椀椃椂椀 棻棸灡棾椀椂椀棻 椃灡棾棿棽棸椄
氁旐旂棽 棸灡棸椀椄棻椀 棸灡棸椂椂椀椆 棸灡棻棸棸椂椂 棸灡棽椄棾椃椆
氁旔旂棽 棿灡椀椄椀椆棿 椂灡棾棿棸棻椂 椄灡棾棻椆椂棻 椂灡棻椀棾棾棾

旐旂棽棬棩棭 棸灡椄椂棽椆棻 棸灡椃椄椃棾椃 棸灡椆椃棽棸棸 棾灡椄椂椀棽棸
旔旂棽棬棩棭 椂椄灡棸椀椄棿棸 椃棿灡椆椂棾椃棸 椄棸灡棾棾棽棻棸 椄棾灡椄棸椆棻棸
氁旂棽 棿灡椂棿棿棸椄 椂灡棿棸椂椃椂 椄灡棿棽棸棽椄 椂灡棿棾椃棻棽

旂棽棬棩棭 椂椄灡椆棽棻棾棻 椃椀灡椃椀棻棸椃 椄棻灡棾棸棿棽棸 椄椃灡椂椃棿棾棸

暋暋由表椀可见棳千粒重主基因遗传率为棸灡椄椂棩暙
棸灡椆椃棩棳多基因遗传率为椂椄灡棸椂棩暙椄棸灡棾棾棩棳两

者合计的遗传率为椂椄灡椆棽棩暙椄棻灡棾棸棩暎
棾暋讨论与结论

水稻籽粒的大小是水稻最重要的经济性状之

一暎选择适当千粒重无论是对水稻产量还是对稻米

的品质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暎多数研究者认为水稻千

粒重性状具有较高的遗传力且为多基因控制的数量

性状暎
本试验正反交的 斊棻千粒重相差不大棳斊棽世代

主基因遗传力为棸灡椄椂棩暙棸灡椆椃棩棳多基因遗传力

为 椂椄灡棸椂棩 暙椄棸灡棾棾棩棳 两 者 合 计 的 遗 传 力 为

椂椄灡椆棽棩暙椄棻灡棾棸棩暎说明千粒重这个性状不仅是核

基因控制的棳而且它还是由多基因控制的数量性

状棳这与周清元椲椆椵暍李仕贵椲棻棸椵暍石春海椲棻棻椵暍芮重

庆椲棻棽椵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暎了解千粒重性状的遗

传规律棳将为杂交水稻优质高产育种提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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