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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 &’()*+ 和 ,’)-’(./( 模型、&01(2’. 和 31((*(4*05 模型，分别对凉山州 6$$! 年苦荞麦区域

试验各品种 （系）的产量结果进行稳定性分析。结果表明：“7 8 6”和 “! 8 "6”表现为高产稳产，适应区域广，

“7 8 %”稳定性稍差，但产量最高，而“! 8 "9”则表现为低产且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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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苦荞麦是该地区彝

族同胞的主要粮食，也是我国苦荞制品和出口产品

的重要原料。随着人们对苦荞麦认识的提高，对苦

荞麦的需求越来越大，然而生产上苦荞麦品种少，单

产较低，尚不能满足当地农户生产生活和国际市场

的需要。因此，加快凉山州苦荞麦新品种选育，并研

究其产量稳定性，再从中选出高产稳产的优质新品

种，对苦荞麦产量的提高和扩大种植面积以及发展

山区特色农业具有重要意义。

" 材料与方法

参试品系 9 个 （! F 9），分别为 “7 8 %”（!"）、

“! 8 "9”（!6）、“7 8 6”（!%）、“! 8 "6”（!9），均由西昌学

院高原及亚热带作物研究所选育，以当地主栽品种

“西荞一号”（B3"，!#）和全国苦荞麦区试对照品种

“九江苦荞”? B36，!! @作对照。设 # 个试验场点（) F
#），分别为美姑县依果觉乡（)"）、盐源县盐井镇（)6）、

昭觉县城北乡 （)%）、喜德县洛哈镇 （)9）、普格县五道

箐乡 （)#），各试验场点均为随机区组设计，% 次重复

（0 F %），每小区面积 "$I6。产量稳定性分析以各试

验场点小区产量 （-5 H !!7I6）作为分析数据 （表 "），

方法采用 &’()*+ 和 ,’)-’(./( 模型、&01(2’. 和 31(<
(*(4*05 模型分析法 J % K。

参试品种 （系）的平均产量 （+’）、环境指数 （+A）、

回归系数（4’）和变异系数（BC DC ’）计算公式为：

? ’ F "，6，⋯，! ；A F "，6，⋯，) @

6 结果与分析

6C " &’()*+ 和 ,’)-’(./( 模型分析

通过对表 " 试验数据混合线性模型的方差分析 J9K，

品种间 & F !#C #=，大于 &$C $" ?#L 6$ @ ?9C "$@ ，表明参试品

种产量间存在极显著差异；地区间 & 值为 =7=C 77，大

于 &$C $" ?9L 6$ @ ?9C 9%@ ，表明地区间存在极显著差异；品

种 G 地 区 交 互 作 用 & 值 为 %C "7， 大 于 &$C $" ?6$L #$ @

?6C 6!@，表明品种 G 地区交互作用达到极显著，说明

不同品种在不同的试验场点，即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所

表现的稳定性存在着极显著差异。根据 &’()*+ 和

,’)-’(./( 模型由公式 （"C "）、?"C 6@、?"C %@ 计算出各

参试品系的平均产量（+’）和回归系数（4’）列成表 6。由

表 6 可以看出 9 个参试品种以及 6 个对照的回归系

数都与 " 相近，表明它们的产量稳定性与平均稳定性

接近。其中 !6 的回归系数为 $C >%$，略小于 "，但产量

明显低于对照，说明 !6 属低产稳产品种；!% 的回归系

数为 $C >=7，也略小于 "，但产量明显高于对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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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高产稳产品种，有较为广泛的适应区域；!"、!’ 的

回归系数分别为 "* /2( 和 "* /!1，虽然略高于 "，但属

高产和产量稳定性较好的品种，在有利的环境条件

下，可以表现出较大的增产潜力。

表 " 多点试验中各试验场点的苦荞麦产量

单位3 45 6 22.7!

表 ! 参试品种（系）的平均产量、回归系数和变异系数

平均产量平均产量 # 8- %
"(2* 2&
0&* 1/
"’/* 2"
"’2* &"
"&!* /.
"&!* ((

回归系数 # 9- %
"* /2(
/* 0&/
/* 01.
"* /!1
"* /.(
"* /!/

变异系数 # :* ;* - %
&!* /"(
&1* (’2
!.* (&2
!.* ’1(
!0* /.’
&/* &."

品种（系）

!"
!!
!&
!’
!(
!2

!* ! <=>?@-A 和 B>??C?9C=5 模型分析

由公式 （"* "）、（"* ’）计算出各参试品种 （系）的

平均产量（8-）和变异系数 # :* ;* - %，列于表 !，并根据

数据作品种产量稳定性坐标图 （图 "），各品种的点

坐标为 （:* ;* -D 8- * ），再计算出各品种总平均产量

" E "&&* 22，平均变异系数 :* ;* （F ）E &/* 1&1，此

结果将各品种产量稳定性坐标图分划为四个部分。

从图 " 可见，落在第#区域内的品种有 !& 和 !’，根据

本模型结论，认为这些品种是属高产稳产品种类型；

落在第$区域内的品种有 !"，产量最高，但不稳定；

落在%区域内的品种有 !!，可以认为是属低产不稳

定品种类型；而两个对照品种 !( 和 !2 在&区域内且

产量和变异系数都很接近，相对于四个参试品种而

言属低产稳定品种。

& 结论

两种分析方法结果表明，参试品种间和试验地

区间都存在极显著差异，’ 个品系中，“. G !”（!&）和

“2 G "!”（!’）属于高产稳产类型品种，有较高的产量

和较好的产量稳定性，其次是 “. G &”（!"）稳定性稍

差，但产量最高，而 “2 G "’”（!!）的产量和稳定性都

是最差的。又由于品种 H 地区交互作用达极显著，所

以同一品种在不同的试验场点表现也有明显的差

异，相比之下，“. G !”（!&）和 “2 G "!”（!’）具有广泛

的适应区域，而 “. G &”（!"）的产量稳定性虽然不是

很好，但在每个试验点的产量都是最高的。

两种分析方法是基于对试验数据的不同处理而

进行的，虽然都能得出品种产量的稳定性评价，但它

们各有特点。<=>?@-A 和 B>??C?9C=5 模型分析法具有

直观且计算简便的优点，但它难以从量上反映出遗

传型与环境交互作用而产生的产量变化，与之相比，

<-?$C8 和 I-$4-?AJ? 模型分析法是用每一个地点的

所有品种的平均产量作为地区的环境指数，然后计

算每一个品种的平均产量回归于环境指数的回归系

数，并用该回归系数作为品种稳定性的测定标准，因

而对本试验分析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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