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验地选择在该地 区有代表性的地块
,

随机区组设计
,

重复 3 次
,

每小区 4 行
,

行 长6
.

67 米
,

行距25 厘米
,

株距 10 厘米
。

每小区取 20 株考种
,

测取性状 25 个
,

生长成熟正常
。

(二) 分析步骤
:

1
、

方差分析
。

2
、

遗传距离的测定及聚类
。

主成分分析是将多个指标化为少数综合指标的一种统计方法
。

这
.

些新的综合指标是标准化的
,

且互不相关
。

将 品种 (系 ) 间这些综合指标间的几何距离称为品种

(系 ) 间遗传距离
〔2 ’ “’ ,

然后根据品种 (系 ) 间遗传 距 离的大小进行系统聚类
,

并 作 出 聚 类

图
。

3
、

对应分析
。

对应分析是一种将R 型因子分析和Q型因子分析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
。

R 型因

子分析是研究样品性状间的背景原因
,

而Q型因子分析则 以研究样品背景原因为目的
。

对应分 析

方法可由R 型分析结果直接计算Q型结果而 不需数据来直接计算Q型结果
。

对应分析可以 将 性 状

和样品同时反映到相同因子坐标轴的一张图上
,

便于生物学解译
。

对应分析在国内尚未见成功的

报道
。

二
、

结果与分析
对供试材料经方差分析品种 (系 ) 间有显著差异的21 个性状

,

进行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
。

分

析结果表明
:

前 四个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达 8 5
.

24 %
,

其中
:

第一主成分 占3 6
.

97 % ;
第二主成分

占2 9
.

30 % ,
第三主成分占1 2

.

9 4 % ;
第四主成分占6

.

42 %
。

比较因子载荷矩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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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品种 (系 ) 来类图

阵和方差极大正交旋转矩阵
,

各主成分主 要 载

荷 因子基本一 致
,

前 两者更接近
。

利用各品种

(系)前 四个主成分值计算各品种 (系) 间遗传

距离 (D
Z

)
,

并用最短距离法聚类
〔“〕 (见图

i )
。

二

聚类 结果表明
,

在遗传 距 离达9
.

5时 (最

大遗传距离为 8 9
.

1 3 )
,

分为 4 类
:
第 工类为玉

兰麦
、

东升10 号和红农一号
。

这三个品种分别

来 自不同的生态地 区
,

均系当地农家品种或经

农家品 种系统选育而来
,

外部鉴定为典型的抗

早耐疮类型 (草 原生态型或旱薄型 )
,

表现为

抗旱
、

耐膺
、

丰产性差
,

生产上利用价值低
,

主要作为抗源
;
第 n 类包括 6 个品种 (系)

,

分别为各地七十年代以来杂交选育品种 (系 )
,

外 部 观 察 鉴定为中间类型 (旱肥型)
,

在干

旱地区为生产上主要种植品种
,

表现为抗旱耐

痔和生产性能均较好
,

水分利用效率高
。

这些品

种 (系)基本是抗旱耐痔类型与水肥类型之间或

中间类型之间杂交选育而来 , 第 班类包括 6 个

品种 (系 )
,

均系各地水地种植品种 (系 )
,

外部鉴定为水肥类型 (水肥型)
,

表现为抗早
、





明这些性状在抗旱耐痔类型 的分类上价值不大
,

这亦与实践相符合
。

从聚类分析和对应分析的结果
,

我们可以确定 出不 同抗旱耐瘩类型的一些基本特征 (见表 1 ):

表 1 春小麦不同抗早耐 . 生态类型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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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看 出
,

抗旱类型没有 四粒小穗
,

二粒小穗数多
,

穗粒数少
,

株型 率低
,

植株较
,

旗

叶 面积小
,

穗节指数高
;
而水肥类型则相反

;
中间类型介于二者之间

。

从对应分析坐标图上
,

亦可以看 出供试品种 (系 ) 在主因子轴上 由
‘

种类型过渡到另一类 高

的演变趋势
,

例如
:
在第一主成分 (F : ) 轴上

,

随水肥类型经中间类型向抗旱耐痔类型 的 过 渡酬
,

二粒小穗数逐渐增多
,

四粒小穗数和穗粒数逐渐减少
,

株高逐渐增高等
。

三
、

结 语

1
、

黄土高原西部春小麦种植区水土流失严重
,

肥力的不足限制 了有限降水的 利 用
。

因此
,

选择种植抗旱
、

耐疮性能较好和水分利用效率高的旱肥型品种是解决粮食自给
、

退耕还林还草
、

恢复植被和减少水土流失 的主要措施
。

2
、

在一定范围内
,

地理来源上的远近并不完全 反映遗传差异的大小
。

这一方面说明了 生 态

因子 (如 水肥因子 ) 的 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 的定向作用
,

同时也为选育抗逆性强
、

适应性广和丰

产性好 的作物生态类型提供了基 础
。

3
、

如何将抗旱耐清品种的选育工作从定性走向走且
,

须针对各地自然条件提出一个综 合 选

择指数
。

同时需要各学科分工协作
,

在探讨抗旱
、

营养机制的同时
,

加强土壤一植 物一大气统一

体中水分运行 的研究
。

4
、

分析结果表明
,

上述 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有相当高的灵敏度
。

我 们建议在数量性状的 遗 孙

分析时
,

采用表现型的均值作为基因型值的估计值
〔们 (本文 即如此 ) 。

基因型值是指具有 同 一

基因型的总体的期望
。

用常规的方差一协方差分析而得到 的遗传相关系数
,

误差很大
,

并且经常在

一些研究报告 中见到遗传相关系数大于 1 的情况
。

传统的遗传协差阵及由标准化而得的遗传相关

阵
,

会给多元统计方法用于多数量性状的遗传分析带来根本性的困难
。

在遗传相关阵的基础上对

多数量性 状作主成分分析时
,

有 可能得到负的特征根
。

这不仅难于给出生物学解释
,

并且使得本

来可以 继续进行的遗传距离及相应的聚类分析
、

因子分析等项 目都丧失了数学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