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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与周边地区芥菜型油菜农艺性状比较研究

王建林，次仁央金，大次卓嘎，王忠红
(西藏农牧学院植物科学学院，林芝860000)

摘要：运用典范相+关分析方法j对西藏及周边地区芥菜型油菜的产量性状、主茎性状、分枝性状、角果性状等4组性状间的

典范相关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所研究的18个性状中，西藏芥菜型油菜的平均数为周边地区芥菜型油菜的

1．88倍，总体变异系数比周边省份芥菜型油菜高tO．22％；(2)西藏芥菜型油菜单株产量主要取决于每株角果数和千粒重，而

周边省份芥菜型油菜单株产量主要取决于每株有效角果数，中国周边国家芥菜型油菜单株产量主要取决于每株有效角果数

和千粒重；(3)影响西藏芥菜型油菜产量性状最重要的因素是角果性状，其次是分枝性状和主茎性状，而影响周边省份和中国

周边国家芥菜型油菜产量性状最重要的因素则是主茎性状，其次是分枝性状和角果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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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between Agronomical Traits of Brassica juncea

Species in Tibet and the Adjacent Regions

WANG Jian—lin，Cirenyangjin，Dacizhuoga，WANG Zhong—hong

(Department of Plant Science，Tibet J，玷titme of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Linzhi 860000)

Abstract：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were used for 4 agronomical traits including yield traits，the main stem

traits，branching characteristics and pod traits of Brassica juncea species in Tibet and the Adjacent Regions．The re-

suits showed that：(1)Among the 1 8 traits investigated，the average value for Tibetan B．juncea species was 1．88

folds of that from the species in the adjacent provinces，and the population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was 10．22％and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adjacent regions．(2)In the Tibetan B．ju厅cea species，yield per plant was prominently de—

pendent on pods per plant and 1000一grain weight．However，yield per plant of B．juncea in the neighboring provinces

is mainly determined by efficient pods per plant．In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the dominant factors are efficient pods

per plant and 1 000一grain weight．(3)The yield traits in Tibetan B．juncet]were mainly attributed to pod traits。

followed by branching characteristics and main stem traits．In terms of the species from adjacent regions，the

most important yield—determining factor was main stem traits，followed by the branching characteristics and pod

traits．

Key words：Tibet；Brassica juncea；Agronomical trait；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油菜的起源与演化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

点。近年来，许多学者对中国油菜的起源与演化问

题进行了广泛研究，如刘淑艳等¨1从起源角度对芥

菜型油菜种质资源进行了分析；傅鹰等旧1对白菜型

油菜黄子资源进行了遗传学研究；高玉梅"1研究了

白菜类作物的分类与系统进化的分子问题；刘雄

伦M。分析了新疆野生油菜与芸蔓属物种种间亲缘

关系及其进化地位；文雁成"1研究了中国甘蓝型油

菜品种遗传多样性和演化规律，并构建了相应的指

纹图谱；曲延英等旧1对栽培油菜的进化关系进行了

同工酶分析；伍晓明等¨1研究了新疆野生油菜、野

芥和黑芥的遗传分化及系统演化；何余堂等¨1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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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白菜型油菜在中国的起源与进化问题。然而，以

上研究主要是关于中国内地油菜方面的研究，有关

西藏芥菜型油菜起源与演化问题的研究却鲜有

报道。 ．

西藏高原具有独特而复杂的油菜生境，加上长

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拥有了丰富多样的芥菜

型油菜(Brassica juncea Czem．et Coss．)种质资

源一46。。但是，这些芥菜型油菜种质资源与周边省

份和中国周边国家的芥菜型油菜之间在农艺性状间

的差异程度如何等问题尚不清楚。为此，本研究试

图以西藏芥菜型油菜材料和周边省份、中国周边国

家的芥菜型油菜为材料，应用典范相关分析原理对

其产量性状、主茎性状、分枝性状与角果性状4组农

艺性状18个变量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比较研究，以期

揭示西藏和周边地区芥菜型油菜在各性状间的差异

性，为进一步明确西藏在芥菜型油菜演化中的地位

提供科学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试验所用芥菜型油菜种质资源共计113份(表

1)，其中，西藏芥菜型油菜60份、周边省份芥菜型

油菜39份、中国周边国家芥菜型油菜14份。于

2008—2009年在西藏农牧学院实习农场进行大田

种植，种植密度为90株／m2，小区面积24m2(6m×

4m)，行距0．4m，行长6m，每行种植218株，每小区

种植lO行，采用随机区组排列，3次重复，田间管理

略高于当地大田水平。

1．2考察性状

每份材料考察了4组性状18个变量，即产量性

状，包括每株角果总数x，，每株有效角果数x：，每角

果粒数x，，千粒重x。，单株产量x，5个性状；主茎

性状：包括主花序长度x。，花序中间茎粗度x，，株高

x。，植株基部粗度x。，主花序中部20cm内着生的果

柄数(以下简称：主花序果柄数)Xm主花序中部

20cm内着生的角果数(以下简称：主花序角果数)

X。．6个性状；分枝性状：包括分枝总数XⅢ有效分

枝数x⋯分枝部位x。。3个性状；角果性状：包括角

果着生角度x∽角果长度x。。，角果宽度X。，，果喙

长度X，。4个性状。

1．3数据分析

采用DPS 6．55软件进行典范相关分析¨71。

2结果与分析

2．1 西藏和周边地区芥菜型油菜各变量的平均数

与变异系数

从表2看出，西藏芥菜型油菜在考察的18个性

状上，其平均数为周边省份芥菜型油菜的1．87倍、

中国周边国家芥菜型油菜的1．88倍，其植株形态除

每角果粒数、角果着生角度、角果长度、角果宽度、果

喙长度明显矮于周边地区芥菜型油菜外，其余13个

性状均明显高于周边地区芥菜型油菜。同时，从表

2还可以看出，在考察的18个性状中，西藏芥菜型

油菜的总体变异系数比周边省份芥菜型油菜高

10．22％。表明西藏芥菜型油菜与周边地区芥菜型

油菜在形态上是有明显区别的。

2．2 西藏及其周边地区芥菜型油菜变量间的相关性

从表3可以看出，在产量性状中，西藏芥菜型

油菜单株产量与每株角果总数、每株有效角果数

和千粒重差异显著，而与每角果粒数差异不显著；

周边省份芥菜型油菜单株产量与每株有效角果数

差异显著，而与每株角果总数、每角果粒数和千粒

重差异不显著；中国周边国家芥菜型油菜单株产

量与每株有效角果数、千粒重差异显著，而与每株

角果总数、每角果粒数差异不显著。表明，对西藏

芥菜型油菜而言，每株角果数和千粒重对单株产

量形成的影响远大于每角果粒数；对周边省份芥

菜型油菜而言，每株有效角果数对单株产量形成

的影响远大于每株角果总数、每角果粒数和千粒

重；对中国周边国家芥菜型油菜而言，每株有效角

果数和千粒重对单株产量形成的影响远大于每株

角果总数和每角果粒数。

对每株角果总数而言，西藏芥菜型油菜每株

角果总数与主茎基部粗度、分枝总数、有效分枝

数、果喙长度、主花序果柄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与分枝部位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周边省份芥菜型

油菜每株角果总数与株高、分枝总数、有效分枝

数、角果长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中国周边国家

芥菜型油菜每株角果总数与主茎基部粗度、有效

分枝数、角果着生角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

明，对周边地区芥菜型油菜每株角果总数影响不

显著的分枝部位、果喙长度，对西藏芥菜型油菜

每株角果总数影响却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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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I供试材料名称及其来源

Table 1 Name and origin of the materials tested

代码 名称 来源 代码 私称 来源 代码 名称 来源

Code Name Origin Code Name Origin Code Name Origin

1 拉芥 西藏 39 红油菜_2 西藏 77 武定本地黄籽 云南

2 新巴 西藏 40 俄仁 西藏 78 鹤庆黄油菜 云南

3 色曲白姆 西藏 4l 曲水芥 西藏 79 云南丽江N 云南

4 7205 西藏 42 农家种-2 西藏 80 云南8903 云南

5 日油-3 西藏 43 堆商杆 西藏 8l 云南保山 云南

6 增嘎 西藏 44 德庆芥-2 西藏 82 云南弥勒 云南

7 日油．6 西藏 45 江孜油 西藏 83 杞鹿短黄油菜 云南．

8 日油-2 西藏 46 纲目 西藏 84 定西黄芥 甘肃

9 藏白油菜 西藏 47 日油一1 西藏 85 临洮大红盖 甘肃

lO 仁德 西藏 48 多莎 西藏 86 陇西金菜 甘肃

11 萨松油 西藏 49 长肥 西藏 87 和政牛尾稍 甘肃

12 农牛 西藏 50 马尾 西藏 88 民乐野油菜 甘肃

13
． 丁青大油 西藏 5l 芥2号 西藏 89 甘谷小油菜 甘肃

14 达孜小油 西藏 52 芥菜型-2 西藏 90 巧纳斯黄 新疆

lS 长油菜 西藏 53 红油-8 西藏 9l 察布查条 新疆

16 隆1号 西藏 54 白乐 西藏 92 拜城野生 新疆

17 芥马 西藏 55 黄瓣芥 西藏 93 沙湾黄 新疆

18 山璩4．1 西藏 56 德庆大粒 西藏 94 乌室油芥菜 内蒙

19 白失油菜 西藏 57 东嘎社 西藏 95 莎车黄 新疆

20 山珠4-2 西藏 58 就巴社 西藏 96 内蒙古大黄喙籽 内蒙

2l 阿芥77．1300 西藏 59 充堆三队 西藏 97 内蒙1004 内蒙

22 芥一 西藏 60 自水白油 西藏 98 内蒙1001 内蒙

23 白乐 西藏 6l 滑源会川黄芥 甘肃 99 思有芥菜油 贵州

24 芥菜型．1 西藏 62 云南中甸-1 云南 100 1285泰国1285 泰国

25 油菜 西藏 63 云南中旬．2 云南 101 泰国N 泰国

26 德古师娘 西藏 64 云南中旬．3 云南 102 泰国G 泰国

”． 德庆芥．1 西藏 65 云南卡水 云南 103 神农32 日本

28 和林黄芥 西藏 66 云南文山·1 云南 104 神农-32—1 日本

29 山油株4 西藏 67 云南文山-2 云南 105 神农．17 日本

30 波密素通 西藏 68 芥油2号 云南 106 DC-94 印度

3l 白鉴 西藏 69 芥油1号 云南 107 7B-01—1 泰国

32 曲宝 西藏 70 云南曲立春 云南 108 7B-01．11 泰国

33 壳拉一1 西藏 7l 云南景洪一1 云南 109 7-59 印度

34 当地芥子油 西藏 72 云南景洪．2 云南 110 NaraGocd 印度

35 仁油 西藏 73 云南No．315 云南 111 EAR RLW-54 印度

36 绝拉队 西藏 74 富源油籽 云南 112 普拉长汁 印度

37 曲多 西藏 75 江川芥兰．1 云南 113 RH-78 印度

38 黑油菜 西藏 76 江川芥兰-2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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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2西藏及周边地区芥菜型油菜各变量的平均数(i)和变异系数(CV)

Table 2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variables of B．juncea in Tibet and surrounding areas

对每角果粒数而言，西藏芥菜型油菜角果粒数

与主茎基部粗度、角果长度、果喙长度呈显著正相关

关系，与分枝部位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周边省份芥菜

型油菜角果粒数与角果宽度、果喙长度和角果着生

角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中国周边国家芥菜型油菜

角果粒数与角果着生角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

明，对周边地区芥菜型油菜每角果粒数影响不显著

的主茎基部粗度和角果长度，对西藏芥菜型油菜每

角果粒数的影响却十分显著。

对千粒重而言，西藏芥菜型油菜千粒重与花序

长度、株高、角果着生角度、角果宽度呈显著正相关

关系；周边省份芥菜型油菜千粒重与角果宽度、果喙

长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中国周边国家芥菜型油菜

千粒重与分枝部位、角果着生角度、角果长度、果喙

长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对周边地区芥菜型油

菜千粒重影响不显著的花序长度、株高，对西藏芥菜

型油菜千粒重的影响却十分显著。

2．3西藏和周边地区芥菜型油菜各性状问典范相

关系数比较研究

从表4可知，产量与主茎两组性状问，西藏芥菜

型油菜和周边地区前2个典型相关系数的入。和入：

均达到显著水平，但相关信息占两组性状总相关信

息(总相关信息为∑入2)的信息量不同。其中西
置

藏芥菜型油菜为76．62％，周边省份芥菜型油菜为

73．00％，中国周边国家芥菜型油菜为63．12％；产

量性状与分枝性状间，西藏芥菜型油菜和周边地区

均只有第一典型相关系数的入。相关且品著，但是相

关信息占两组性状总相关信息的信息量不同。其中

西藏芥菜型油菜为82．79％，周边省份芥菜型油菜

为68．66％，中国周边国家芥菜型油菜为50．82％；

产量性状与角果性状两组性状间，西藏芥菜型油菜

前3个典型相关系数的x。、入：和入，差异均达到显著

水平，相关信息占两组性状总相关信息的89．45％。

周边省份芥菜型油菜只有第一典型相关系数的入．

相关且显著，相关信息占两组性状总相关信息的

57．44％。中国周边国家芥菜型油菜亦只有第一典

型相关系数的入．达显著水平，相关信息占两组性状

总相关信息的43．49％。表明，西藏芥菜型油菜产

量性状与角果性状间相关系数最大，其次是分枝性

状和主茎性状；周边省份芥菜型油菜产量性状与主

茎性状间相关系数最大，其次是分枝性状和角果性

状；中国周边国家芥菜型油菜产量性状与主茎性状

间相关系数最大、其次是分枝性状和角果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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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西藏和周边地区芥菜型油菜18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CV)

Table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the 18 variables of口．如ncea in Tibet and surrounding areas

Xl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lo Xll X12 Xt3 X14 Xj5 Xt6 Xt-1

A X． 1

X2 0．99” I

X3 0．18 0．18 l

Xt 一0．05 —0．Ol 一0，21 1

X5 0．65”0．66”0，12 0．26’ l

k 0．22 0．23 0．13 0．35”0．2 1

X，0．09 0．12 0．1 0．11 0．05 0．44··1

X0 0．09 0．II 一0．05 0．37”0．12 0．40”0．65”i

Xo 0．67‘‘0．68+’0．30·一0．03 0．57··0．33‘+0．50‘‘0．48+‘ l

X10 0．34’’0．35+’0 0．1 0．11 0．52’‘0．41‘‘0．63’’0．43‘‘l

X11 0．34+‘0．36‘’0．04 0．15 0，14 0．59‘‘0．42‘+0．60’’0．39‘‘0．92’‘I

X12 0．83’‘0．81’’0．14 -0．04 0．68‘。0．12 0．06 0．11 0．67’‘0．27‘0．2 l

X13 0．87’‘0．85‘‘0．18 -0．12 0．68‘‘0．14 0．04 0．08 0．66‘‘0．28‘0．21 0．96‘’1

X1‘ 一0．62··一0．61‘‘一0．25‘0．19 —0．52·‘一0．27+一0．06 0．05 —0．53’’一0．22 —0．27‘一0．58‘’一0．60’‘l

Xl$ 一0．24 -0．22 0．05 0．34’+-0．1 0．08 0．25‘0．03 -0．22 —0．0l 一0．Ol 一0．28’一0．27+0．34‘‘l

X16 0．03 0．04 0．45‘‘0．22 0．28。0．35+’0．23 0．1l 0．29+-0．04 -0．03 0．1l O．1 —0．2 0．25 1

X”0．13 0．15 0．03 0．34”0．26·0．12 0．43“0．50”0．柏一O．25‘0．22 0．1 O．04 0．07 0．19 0．24 l

X18 0．41”0．37”0，26’0．07 0．45“0．22 —0．02 0．01 0．31‘0．05 0．06 0．35’’O．40”一0．27‘0．02 0．38“0．13

B X1 l

X2 0．81“ l

X3 —0．19 -0．0l 1

X． 一0．18 —0．08 ～0．01 1

如 0．22 0．44“0．22 0．18 l

X6 0．38·0．34·一0．12 —0．18 0．31‘ l

X，0．01 0．24 0．28 0．29 0．28 —0．03 I

X0 0．51··0．56‘‘一0．1 一O．18 0．3 0．67‘‘0．07 I

Xo 0．44”0．2 —0．1 —0．21 0．1 0．13 —0．01 0．36‘ I

Xzo 0．40”0．44”一0．35+一0．09 0．15 0．50“0．09 0．43“0．07 l

XlI 一0．01 0．31 —0．07 —0．Ol 0．29 0．35‘0．2 0．34‘一0．16 0．75“ l

X12 0．46”0．59”0 -0．24 0．26 0．17 0．31 0．56”0．35‘0．21 0．16 I

X13 0．50··0．72’‘0．08 -0．04 0．31’0．0l 0．3 0．47‘’0．32’0．2 0．22 0．83‘‘1

Xt4 0．18 0．2 —0．19 —0．18 0 0．13 -0．27 -0．02 —0．19 0．45“0．34‘-0．12 -0．04 l

X15 O．01 0．06 0．32‘0．23 -0．01 -0．12 0．15 -0．Ol —O．22 一O．23 一O．24 0 0．09 —0．12 I

X16—0．21 —0．1 0．13 0．17 0．03 -0．14 -0．24 —0．12 -0．15 -0．2 -0．03 —0．31’-0．05 0．02 0．18 l

X17 0．0l 0．31 0．38’0．36+0．34‘-0．11 0．55’‘0．24 0．16 -0．1l 0．16 0．43‘‘0．52‘‘-0．43‘‘0．07 0．15 l

X10一O．41“一0．25 0．36‘0．38‘一0．01 -0．24 —0．14 -0．22 -0．18 —0．44’’一O．09 -0．33‘一0．14 —0．18 0．3 0．80’．0．34‘

C X1 1

X2 0．92·· l

X3 0．34 0．47 1

X． 一0．02 0．12 0．15 1

Xs 0．49 0．68“0．45 0，∞‘ l

x6 o．34 0．52·0．38 0．35 0．48 l

X1 0．01 0．12 0．06 0．14 —0．13 0．2 l

X1 0．II O．19 0．2 0．19 0．07 -0．32 0．41 l

X9 O．82“0．65” O．41 —0．03 0．21 0．15 0．19 0．18 l

Xto 0．37 0，45 0．28 0．19 0．1 0．66”0．58’一0．07 O．3l I

Xll —O．05 0．05 0．14 0．42 —0．08 0．52’0．76‘+0．07 0．11 0．78’’l

X12 0．06 —0．Ol 一0．4 —0．42 -0．07 —0．44 -0．1 —0．15 -0．04． 一0．39 —0．42 l

XI，0．70··0．79··0．39 0．12 0．69‘‘0．27 -0．Ol 0．08 0．41 0．18 —0．07 0．43 l

X14—0．明 一0．1 —0．12 0．61’0．Ol 0．24 0．17 0．06 —0．07 0．41 0．62‘一0．37 —0．07 l

XI，0．54·0．59·0．55’0．66‘’0．70‘‘0．45 0．05 0．28 O．48 0．33 0．23 -0．57‘0．35 0．31 l

X16 0．24 0．25 0．5 0．55‘0．36 0．44 —0．嘶0．07 0．21 0．41 0．36 -0．65”0．13 0．65”0．75”I

X17 —0．19 —0．05 0．48 0．42 0．04 0．17 0．59·0．52‘0．13 0．28 0．57。-0．61+一0．24 0．18 0．44 0．37 l

Xll 0．24 0．27 0．49 0．66”0．43 0．41 0．13 0．27 0．26 0．38 0．39 -0．76”0．03 0．57’0．85”0．90’．o．52’

A．西藏芥菜型油菜占．junceain Tibet B．周边省份芥菜型油蔡口．junceain surrouding province C．中国周边国家芥菜囊油菜口．．il‘删in surrouding colmU'Jee

¨：在0．0l水平差异显著；’：在0．05水平差异显著；¨：·igⅡmc柏ce atthelevel of0．Ol；‘：significance atthelevel of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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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西藏和周边地区芥菜型油菜各性状间典型变

量构成比较研究

从表5可看出，西藏和周边地区芥菜型油菜各性

状问相关显著的构成因子各不相同。其中，产量性状

与主茎性状间，西藏芥菜型油菜主要是由每株有效角

果数、每株角果总数、每角果粒数与主茎基部粗度、株

高、花序长度相关密切引起的，周边省份芥菜型油菜主

要是由每株角果总数、每株有效角果数与主花序角果

数、主花序果柄数相关密切引起的，而中国周边国家芥

菜型油菜则主要是由单株产量、每株角果总数与主茎

基部粗度、花序中间茎粗度相关密切引起的。产量性

状与分枝性状间相关显著，西藏芥菜型油菜主要是由

每株角果总数、每株有效角果数与有效分枝数相关密

切引起的，周边省份芥菜型油菜主要是由每株角果总

数、每株有效角果数与有效分枝数相关密切引起的，而

中国周边国家芥菜型油菜则主要是由每角果粒数、每

株有效角果数与有效分枝数相关密切引起的。产量性

状与角果性状问相关显著，西藏芥菜型油菜主要是由

每株有效角果数、每株角果总数和单株产量与果喙长

度、角果长度相关密切引起的，周边省份芥菜型油菜主

要是由每角果粒数、千粒重和每株有效角果数与果喙

长度相关密切引起的，而中国周边国家芥菜型油菜则

主要是由每株角果总数、单株产量、每株有效角果数与

角果着生角度相关密切引起的。

3讨论与结论

关于油菜农艺性状与产量因子的相关研究，不

同的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林宝刚等⋯1对国外

甘蓝型油菜种质资源的农艺性状和品质性状进行了

聚类分析，发现一次有效分枝较多、有效分枝位较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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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各性状间相关显著的各对典型变量的构成

Table 5 Composition of the typical variables between th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traits

典型变量的构成Composition of a typical variable

性状

Character
西藏芥菜型油菜

B．丘PltEea in Tibet

周边省份芥菜犁油菜

B．juncea in surrounding province

中国周边国家芥菜型油菜

B．juncea in surrounding countries

产it性状与Ul=0．1272XI一0．9013X2—0．2736X3+Ul=一1．5079Xl+1．0174X2+0．1888X3

主茎性状0．2489X4—0．1877X， 0．0998X4一O．0001X5

Vt=0．1153X6+0．1187X7+0·6277Xs— Vl=一0．0968X6+0．2427X7—0．0709Xs

1．0888X9+O．1785X10—0．5657Xtl 0．2954X9—1．023XIo+1．1001X¨

产量性状

与分枝性状

产量性状与

角果性状

角果性状

与主茎性状

角果性

状与分枝

性状

U2=2．3533Xj一2．5577X2—0．0487X3+

0．9236X4+0．4746X5

V2=0．9069X6—0．8321X，+I．0454Xs+

0．1843X9—0．4777Xlo一0．2196Xtl

U1=一1．9035Xl 4-1．1554X2—0．075X3 4-

0．1226X4—0．3046Xs

VI=0．1843X12一1．0047X13+0．2517X14

U2=0．5623XI一1．3234X2 4-0．2694X3+

0．0738X4—0．1255X5

V2 z 0．2448X6—0．2514X，一0．7822Xs+

0．1276X9—0．3491X10—0．2091Xtt

Ut=0．3724Xt—I．3107X2+0．0164X3 4-

0．0776X4+O．0846X，

Vt；一0．0177X12—0．9473X13—0．3178X14

Um=3·4776XI一3．6500X2+0·4373X3+0-218X4 Ui=一0．4613Xl+0．5742X2+0．6689X3+

+0．8679X5 0．6465X4—0．2050X5

Vt= 一0．2368X15+o．4506X16+0．0838X；7 Vt=0．3256Xt5—0．4689X16+0．5477X17

+n 7358Xts +O．7923X10

U2=4．2845XI一3．7505X2—0．5700X3—

0．3794X4+O．0412Xs

V2=一0．3065X峙一o．8417Xt6一o．1776X17

4-0．6936Xt8

U3=一2．5131XI+i．6507X2+0．0030Xs一

0-7662X4+0．8552X5

V3= 一o．9155X15+o．5571X16一o．2859X17

一o．3779Xts

Ul=0．9079XI+n 2182X2+n4392X3+

n 7685X4—0．9613X5

Vt=0．0742X6—0．5670X7+

0．4378Xs+0．696X9+0．3886X10

+0．4097Xtl

U2。一1．9341XI+2．2552X2+

0．0189X3+0．9693X4—1．2381Xs

V2=0．1696X6—0．1775X一+

0．4657Xs一0．5434X9—0．2066X10

+0．9904XlI

Ut=一0．1744Xt+0．7000X2+

0．3773X3—0．0857X4+O．2879X5

VI=一0．7513Xi2+1．0730X13

—0．3546Xj4

Ut=一1．2747X1+0．9123X2+

0．2667X3+0．0863X4—0．9387X5

Vt=一I．3910Xt5+0．3820Xt6+

0．7208Xt7+0．1720Xt$

Ut=0-6019Xls一0．4779X16+0．6088Xt7 Ut=一0．3883Xts一0．2226X16—0．9754X”

一0．5015Xt8 +O．9253X-8

VI=一0．677X6+0．8250X7+0．2328Xs+一 Vi=0．4649X6—0．7852X7—0．7422XB+

0．6138X9+0．7142XlO一0．2085Xll 0．0125X9—0．2459Xlo+0．2621X¨

U2= 一0·0306Xts+0．5762X16+0．6401Xt7 U2 ；0．2894Xt5 +0．7855X16 —0．3267X17

+0．1276Xts 一1．3544XIs

V2=0．4455X6+0．1507X7+0．4892Xs+ V2=一0．0482X6—0．0889X7+0．0996X0—

0·6055X9—0．1648XIo一0．4926X!l 0．3203X9+1．5517X!o一1．2445Xll

Ut =0．0953X15 +0．0615X16 +0．2996X17 Ut =0．2670Xt5 +0．2627X16 + 1．0561X17 UI =0．2728X1 5 +0．5158X16 +

一1·0154X!g 一0·7741Xt$0．0949X17+O．2217Xls

Vt=1·3815X12—2．064X 13+O．2569Xt4 Vt=O．2193X12+O．6965X 13—0．4071X14 Vt= 一0．9139Xt2+0．5800Xts

+0．3142X¨

U2=一0．144Xts一0．7346X16—0．1351X17

—0．2229X!s

V2=1．8031Xt2—1．5270X13+O．3564X“

分枝性状 Ut=一0·2466X12-0．4619X13+0．4077X14 ul=一0．4337X12—0．4951x13+0．3878X14 uI = 一0．889X12 +0．6903Xts

与主茎性状 +0．3043X¨

Vl=一0．0519X6+0．3153X7+0．4676Xs— Vl=O．5438X6—0．4592X7—0．9679XI一0．268X9 Vt 薯0．5278X6
— 1．0153X7 +

1·0996X9—0．1639X10—0．1246XII +O．1924X10—0．0213Xtt 0·7644X8+0．10lOX9+0．3488Xto

4-0 6897X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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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结角密度大、千粒重高单株产量也高，单株总角

数和千粒重影响单株产量；戚存扣等¨列报道了品种

间产量杂种优势明显，产量优势来源于单株角果数

的杂种优势，每角粒数和千粒重对产量的贡献较小；

廖淑梅等旧叫报道了甘蓝型油菜的主要性状与产量

之间的关联度依次为：角果粒数、千粒重、每荚粒数、

一次分枝；而沈金雄等旧u则报道了一次分枝不仅对

单株产量贡献大而且对单株产量杂种优势贡献最

高，育种中应在保证一次分枝及其角果数的前提下

提高角粒数和干粒重。以上研究多是针对数个油菜

品种进行的，但是涉及西藏与周边地区芥菜型油菜

农艺性状比较研究的报道则鲜见报道，它们之间究

竟有怎样的关系尚不清楚。

本研究结果表明，对西藏芥菜型油菜而言，每株

角果数和千粒重对单株产量形成的影响作用远大于

每角果粒数，对周边省份芥菜型油菜而言，每株有效

角果数对单株产量形成的影响作用远大于每株角果

总数、每角果粒数和千粒重，对周边国家芥菜型油菜

而言，每株有效角果数和千粒重对单株产量形成的

影响作用远大于每株角果总数和每角果粒数。影响

西藏芥菜型油菜产量性状最重要的是角果性状，其次

是分枝性状和主茎性状，而影响周边省份和中国周边

国家芥菜型油菜产量性状最重要的因素则是主茎性

状，其次是分枝性状和角果性状。在4组农艺性状

间，西藏高原芥菜型油菜极显著或显著相关的典型变

量累积有9对性状，周边省份芥菜型有8对性状，中

国周边国家有5对性状，其主要性状的变异性和多样

性明显丰富于周边地区芥菜型油菜。在产量性状、主

茎性状、分枝性状、角果性状等4组性状间，西藏芥菜

型油菜与周边省份和中国周边国家芥菜型油菜之间

既有密切的联系，亦有明显不同。例如，在产量性状

与主茎性状间，U中每株角果总数是共有性状，V中

株高是共有性状。但在U、V之中的关系则不同。如

西藏芥菜型油菜u中的每株角果总数与V中的株高

成极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周边省份芥菜型油菜u中的

每株角果总数与V中的株高则成极显著负相关关系。

其原因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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