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0 卷第 1 期

2 0 0 6 年 3 月

西 昌学院学报
·

白然科学版

J
o u m a l o f X ie h a n g C o l l e g e

·

N a t u ra l S e i e n e e E d i ti o n

V o
L 20, M )

.

1

M
a r

. ,

2 0 06

小豆新品系
“ x H 99

一 5 ”
多点试验产量效应分析

华劲松
` ,

蔡光泽
` ,

夏明 忠
` ,

戴海燕
“

( 1
.

西昌学院
,

四川 西昌 6 1 5 0 13 ; 2
,

九寨沟县农牧水利局
,

四川 九寨沟 6 2 3 4 0 0 )

【摘 要】 通过对小豆新 品系
“

X日9 9 一 5
”

多点试验结果的产量效应分析
,

结果 表明
, “

X日9 9 -

5
”

表现为高产
、

适应性广
, “

西 昌麻红豆
”

表现次之
,

而
“

雷波赤豆
” 、 “

西昌红豆
”

则表现为低产和

适应性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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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多点试验是鉴定新品种 (系 ) 在不同环境

下的产量表现
,

以确定品种表现对环境变化的稳定

性及其适应区域
,

从而有利于对供试品种 (系 )作出

客观
、

准确和全面的分析
。

2 0 05 年我们对西昌学院

高原 及 亚 热带作 物研究所选 育的小豆 新品系
“ X H 99

一 5
”

进行了多点试验
。

本文对试验 中各品种

(系 ) 产量表现及适应性进行了综合分析
,

以评价
“ X H 99

一 5
”

产量表现及适应性
,

为下一步试验提供

科学依据
。

对各试点的试验结果 (表 1) 逐个进行方差分

析
,

计算出各项平方和
、

自由度及方差
,

再根据各点

的误差方差进行 Ba lrt ett 氏法测验
。

计算公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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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品种 (系 ) 4 个 ( v = 4 )
,

分别为
“
X H 9 9 一 5

”

(
v , ,

西昌学院高原及亚热带作物研究所选育 )
、

雷

波赤豆 (
v Z ,

地方品种 )
、

西昌麻红豆 (
v 3 ,

地方品

种 )
、

西昌小红豆 (
v 4 ,

地方品种 )
,

设 4 个试验场点 ( l

=
4)

,

分别为西昌市西乡乡 ( l
,

)
、

冕宁县复兴镇

( 1
2

)
、

西昌学院试验农场 ( l
,

)
、

九寨沟县罗依

乡 ( 1
4

)
,

各试验场点均为随机区组设计
,

3 次重复 (
r

二 3 )
,

每小区面积 15耐
。

产量效应分析以各试验场

点小区产量 ( k g / 巧 m ,
)作为分析数据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各试验场点方差同质性测验

测验结果 x , = 3
.

08 X<
2 0

.

。 , = 12
.

59
,

表明各试

验场点误差均方间差异不显著
,

各误差均方同质
,

可

将各试点的试验结果合并进行方差分析
。

2
.

2 多点试验的联合分析

由表 1计算各变异来源的平方和与自由度
,

列

方差分析表进行 F 测验
。

由于品种间 F 值为 10
.

90
,

大于 F 。
.

。 l ( 3
,

9 ) ,

品种产量间存在极显著差异 ;又由于

品种
x
地区交互作用 F 值为 8

.

24
,

大于 OF
.

。 1 ( 9
,

24 ) ,

品

种
x
地区交互作用达到极显著

,

表明供试品种中
,

含

有增产和减产显著的品种 (系 )
,

而其增产和减产的

程度又随地点不同而异
,

因此需进行各试验场点内

各品种平均产量间的多重 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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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多点试验中各试验场点的小豆产量 单位 : kg / 1 5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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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每一品种与各试验场点的交互作用值 (vL )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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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试验场点品种平均产量间的比较 kg / 1 5 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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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品种多点试验交互作用效应及其适应性分析

由公式
:

( vl )
] J 二

又
IJ 一

面
J 一

面
l +

贾

( 2
.

3
.

1 )

计算每一品种在各试验场点的交互作用值 ( , l)

。 ,

得表 2
。

根据表 2 各品种在每一试验场点交互作用

值的大小
,

可确定各品种最适宜种植的场点
。

v1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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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在 1
4

试验场点种植最为适宜
,

其交互作用值

( vl )
、 4 = 0

.

16 最大
,

其次是 l
,

试验场点 ; v :

品种

种植于 l
:

试验场点最为适宜 ; v 3

品种种植于 1
3

试

验场点最为适宜 ; v 4

品种种植于 l
,

试验场点最为

适宜
。

同时进一步对同一试验场点内的不 同品种平

均产量间进行比较
,

将表 1各试验场点品种平均产

量按高低顺序排列并进行多重比较
,

得表 3
。

由表 3

可看出每一个试验场点最适宜种植的品种
,

在 l
,

试

验场点中
, v ,

品种的平均产量极显著高于
v 4 、 v 3

和 v2

品种的平均产量
, v 、 品种极显著高于

v Z

品种
,

显著

高于
v 3

品种
,

而 v ;

与
v :

品种的平均产量无显著差

异
,

所以 l
,

试验场点最适宜种植
v ,

品种
,

其次是 v4

品种
。

l
:

试验场点和 1
3

试验场点
v ,

品种与
v 3

品种

的平均产量都无显著差异
,

但都极显著高于
v Z

和 v4

品种的平均产量
,

所以 1
2

试验场点和 l
。

试验场点

最适宜种植
v l

品种
,

其次是
v 3

品种 ; 1
4

试验场点
v l

品种与
v 3

品种的平均产量极显著高于
v 3 、 v :

和 v 4

品

种的平均产量
, v 3

品种的平均产量极显著高于
v 4

品

种的平均产量
,

显著高于
v Z

品种的平均产量
, v Z

品

种的平均产量显著高于
v 4

品种的平均产量
,

所以 l
;

试验场点最适宜种植
v ,

品种
,

其次是
v 3

品种
,

而以

v :

品种种植效果最差
。

3 结论

分析结果表明
,

参试品种间及品种与地区交互

作用均达到极显著差异
,

在参试的 4 个品种 (系 )中
,

,’X H99
一 5

”

平均产量在各试验场点均为最高
,

因此

具有较高的产量和广泛的适宜区域
,

其次是西昌麻

红豆
,

而雷波赤豆
、

西昌红豆产量及适应性较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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