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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收集于重庆市的 １０３ 份大豆地方品种进行了表型遗传多样性分析ꎬ并利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对其进行了群

体表型特点的研究ꎬ结果表明ꎬ重庆地区大豆地方种质资源以灰色茸毛、黄粒、褐色脐居多ꎬ个体之间数量性状上存在较大变

异ꎮ 主成分分析以 ３ 个主成分因子反映了 １０ 个农艺性状的大部分信息ꎬ将主要农艺性状归纳成产量因子、生长势因子及子粒

因子ꎮ 聚类分析将 １０３ 份地方种质资源聚为 ６ 个类群ꎬ同一地区的大部分地方品种表现较为相似ꎬ少部分地方品种差异大ꎬ品
种类群间的表型分化与地理分布既有一定的联系又不绝对相关ꎮ 利用这些种质选配育种亲本时应关注各类群间性状差异ꎬ
而不能仅关注地理来源ꎮ
　 　 关键词:大豆ꎻ地方品种ꎻ表型遗传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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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地方品种是长期自然和人工选择的结果ꎬ
有其特殊的地域适应性ꎬ在表型性状或遗传特性方

面存在广泛的多样性ꎬ是研究和利用大豆优异性状

的宝贵资源[１]ꎮ 重庆地区处于长江流域上游ꎬ水资

源相对丰富而地貌复杂ꎬ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ꎬ独

特的自然条件形成了许多特色的大豆地方品种ꎬ并
且春夏秋三季均可种植大豆ꎮ 大豆在重庆市的种植

历史悠久ꎬ是重庆市粮食、油料、饲料、蔬菜、副食品

兼用作物ꎮ 周新安等[２] 对中国大豆品种资源遗传

多样性研究得出ꎬ自四川经甘肃南部、陕西、山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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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至河北是我国栽培大豆的多样性初生中心ꎬ即重

庆可能处于我国栽培大豆的起源中心内ꎮ 近年来重

庆大豆种植发展很快ꎬ特别是在国家科技部下达的

南方大豆多熟制耕制研究项目实施后ꎬ大豆面积大

幅度增加ꎬ２００７ 年播种面积超过 １０ 万 ｈｍ２ꎬ每 ｈｍ２

产量由原来的 ９７５ ２ ｋｇ 增加到 １６５８ １ ｋｇ[３]ꎮ 近年

来ꎬ重庆培育了多个大豆品种ꎬ在产量、品质、抗性等

方面满足了大部分生态区的农业生产需要ꎮ 但是ꎬ
地方品种逐渐被主推品种取代ꎬ导致重庆大豆在育

种方面存在遗传基础狭窄ꎬ高蛋白品种少ꎬ部分特殊

生态区的大豆品种一直未进行更新换代等问题ꎮ 目

前除了对重庆地方品种的品质性状开展了一些研究

外[４]ꎬ有关地方品种形态特征和表型遗传多样性研

究较少ꎮ 以大豆地方品种充实遗传基础ꎬ丰富重庆大

豆育种的亲本来源及挖掘新资源、新基因ꎬ有利于重

庆大豆育种的可持续发展ꎮ 本研究对收集到的 １０３
份大豆地方品种开展了表型遗传多样性分析和群体

特点评价研究ꎬ以期为重庆市大豆育种合理选配亲本

及地方品种优异资源的深入挖掘提供参考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

供试大豆为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在重庆市 １３ 个区

(县)搜集的地方品种ꎬ共 １０３ 份ꎬ品种来源及编号

见表 １ꎮ

表 １　 供试大豆地方品种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地区

Ａｒｅａ
区(县)
Ｃｏｕｎｔｙ

品种数量

Ｎｏ. ｏｆ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编号范围

Ｎｕｍｂｅｒ ｒａｎｇｅｓ

渝东北 奉节县 ３ １ ~ ３

万州区 ９ ４ ~ １２

渝东南 黔江区 １１ １３ ~ ２３

秀山县 １２ ２４ ~ ３５

渝西 合川区 １２ ３６ ~ ４７

江津区 ５ ４８ ~ ５２

潼南县 １２ ５３ ~ ６４

永川区 １０ ６５ ~ ７４

璧山县 ３ ７５ ~ ７７

渝北区 ７ ７８ ~ ８４

渝中 长寿区 ４ ８５ ~ ８８

涪陵区 ９ ８９ ~ ９７

忠县 ６ ９８ ~ １０３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３

１ ２　 材料种植

试材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 日播种在重庆市农业科

学院渝西作物试验站基地ꎬ前茬为高粱ꎬ土质为粘壤

土ꎬ肥力中等ꎬ播种前每 ｈｍ２施过磷酸钙 ６７５ｋｇ 作底

肥ꎬ初花时追施尿素 ７５ ｋｇꎮ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ꎬ３
次重复ꎬ３ 行区ꎬ行长 ５ ｍꎬ行距 ０ ４ ｍꎬ穴距 ２０ ｃｍꎬ
每穴 ２ 株ꎮ
１ ３　 性状调查与数据分析

从每小区中间行的第 ４ 穴开始连取 １０ 株进行

田间性状调查和室内考种ꎬ调查方法参照«大豆种

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 [５]ꎮ 调查的性状分为

两类ꎬ一类是花色、茸毛色、粒形、粒色、子叶色、脐
色、种皮光泽等质量性状ꎬ另一类是生育期、株高、底
荚高度、主茎节数、有效分枝数、单株总荚数、有效荚

数、单株粒数、单株粒重、百粒重等数量性状ꎮ
将茸毛色、粒色和脐色按不同颜色分级ꎻ花色有

白花和紫花ꎻ粒形为椭圆或扁椭圆ꎻ子叶色均为黄

色ꎻ种皮光泽为强光或微光ꎬ分析各性状不同级别的

频率和遗传多样性指数ꎮ 计算 １０ 个数量性状的平

均数、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变异幅度、变异系数

和遗传多样性指数ꎮ 表型遗传多样性指数按照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ａｖｅｒ 多样性指数 Ｈ′ ＝ － ∑
ｎ

ｉ ＝ １
ｐｉ ｌｎｐｉ

[６￣８]

进行分析ꎮ 其中ꎬｎ 为某一性状表型级别的数目ꎬｐｉ

为某性状第 ｉ 级别内材料份数占总份数的百分比ꎮ
用 ＤＰＳ １２ ５０ 软件进行主要农艺性状的主成分分析

和聚类分析ꎮ 聚类分析时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

理ꎬ采用欧氏距离和 Ｗａｒｄ(离差平方和)法进行数

据分析[９￣１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形态性状的表现与表型遗传多样性

表 ２ 结果显示ꎬ重庆大豆地方品种茸毛色多为

灰色(８７ ３８％ )ꎬ粒色多为黄色(７１ ８４％ )ꎬ脐色则

多为深褐色和浅褐色(分别占 ３５ ９２％和 ３６ ８９％ )ꎮ
遗传多样性分析发现ꎬ种脐色性状表现出较丰富的

遗传多样性ꎬ遗传多样性指数较其他 ２ 个性状高ꎬ为
１ ８４３０ꎬ在 ４ 种变异类型中以浅褐色和深褐色为主ꎬ
黄色次之ꎬ少数为黑色ꎮ
２ ２　 农艺性状的表现与表型遗传多样性

对 １０ 个农艺性状分析可知(表 ３)ꎬ各性状的变

异系数都在 １４ ９１％以上ꎬ遗传多样性指数都在 ２ ６
以上ꎬ表明重庆地区大豆地方品种在各性状上有较

大变异ꎬ遗传多样性较丰富ꎬ地方品种的遗传基础比

６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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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宽广ꎮ 其中单株总荚数、有效荚数、单株粒数、单
株粒重这 ４ 个性状具有较高的变异系数ꎬ都在 ６０％
以上ꎮ 来自黔江的 ２３ 号品种的单株总荚数、有效荚

数和单株粒数都达到最大值ꎬ若想育得子粒多的材

料ꎬ可将其作为亲本加以利用ꎮ 百粒重大于 ２５ ０ ｇ
的地方品种有 ８ 份ꎬ可以利用这些材料进行大粒后

代的选育工作ꎮ 重庆地方品种的株型整体较高ꎬ株
高低于 ７０ ０ ｃｍ 的地方种质仅 ２３ 份ꎬ高于 １００ ０ ｃｍ

的有 ３８ 份ꎬ其中来自江津的 ５０ 号品种株高最高ꎬ为
１９８ ０ ｃｍꎮ 大多数地方品种表现为晚熟ꎬ６６ ０％ 的

品种生育期在 １２０ｄ 以上ꎬ生育期最短的为 ９７ｄ(仅 ７
份)ꎬ说明收集到的地方品种绝大部分为夏大豆ꎬ少
数为春大豆ꎬ其中还有少部分冬豆即极晚熟夏大豆ꎮ
由以上分析可知ꎬ重庆大豆地方品种的遗传多样性

较为丰富ꎬ其改良利用潜力较大ꎬ对提高大豆的产

量、品质、抗性等方面具有实际意义ꎮ

表 ２　 重庆市大豆地方种质资源形态性状的频率分布和遗传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Ｈ′)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性状 Ｔｒａｉｔ
频率分布(％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 ２ ３ ４ ５

遗传多样性

指数 Ｈ′

茸毛色 Ｖｅｌｕｔｉｎｏｕｓ ｃｏｌｏｒ ８７ ３８ １２ ６２ ０ ５４６９

脐色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ｃｏｌｏｒ ３５ ９２ １４ ５６ ３６ ８９ １２ ６２ １ ８４３０

粒色 Ｓｅｅｄ ｃｏａｔ ｃｏｌｏｒ ７１ ８４ １６ ５０ ５ ８３ ３ ８８ １ ９４ ０ ７８６６

茸毛色:１ ＝ 灰ꎬ２ ＝ 棕ꎻ脐色:１ ＝ 深褐ꎬ２ ＝ 黄ꎬ３ ＝ 浅褐ꎬ４ ＝ 黑ꎻ粒色:１ ＝ 黄ꎬ２ ＝ 绿ꎬ３ ＝ 双色ꎬ４ ＝ 黑ꎬ５ ＝ 褐

Ｖｅｌｕｔｉｎｏｕｓ ｃｏｌｏｒ:１ ＝ ｇｒａｙꎬ２ ＝ ｂｒｏｗｎ.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ｃｏｌｏｒ:１ ＝ ｄａｒｋ ｂｒｏｗｎꎬ２ ＝ ｙｅｌｌｏｗꎬ３ ＝ ｓａｎｄｙ ｂｅｉｇｅꎬ４ ＝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ｅｄ ｃｏａｔ ｃｏｌｏｒ:１ ＝ ｙｅｌｌｏｗꎬ２ ＝ ｇｒｅｅｎꎬ３ ＝
ｂｉｃｏｌｏｒꎬ４ ＝ ｂｌａｃｋꎬ５ ＝ ｂｒｏｗｎ

表 ３　 重庆市大豆地方种质资源农艺性状的表现和遗传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Ｈ′)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性状

Ｔｒａｉｔ
平均值

Ｍｅａｎ
标准差

ｓ
最小值

Ｍｉｎ.
最大值

Ｍａｘ.

变异幅度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变异系数

(％ )ＣＶ
遗传多样性

指数 Ｈ′

生育期(ｄ)Ｄａｙｓ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１３０ ５４ １９ ４６ ９７ １６８ ７１ １４ ９１ ３ ００６８

株高(ｃｍ)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９８ ０１ ３３ ６７ ４２ １９８ １５６ ３４ ３５ ２ ７８１４

结荚高度(ｃｍ)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ｏｄ ２０ ７４ ８ ５３ ４ ５１ ５ ４７ ５ ４１ １３ ２ ８０５３

主茎节数 Ｎｏ. ｏｆ ｎｏｄｅｓ ｏｎ ｍａｉｎ ｓｔｅｍ ２１ ６５ ６ ６１ ９ ３８ ２９ ３０ ５３ ２ ９１９６

有效分枝数 Ｎｏ. 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８ ７４ ４ ２２ ２ ２４ ２２ ４８ ２８ ２ ６２３６

单株总荚数 Ｎｏ. ｏｆ ｐｏｄｓ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１５２ ５１ １０１ １７ ４５１ ４３４ ６６ ２３ ２ ９４０９

有效荚数 Ｎｏ.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ｏｄｓ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１３９ ７ ９２ ７５ １５ ４１５ ４００ ６６ ３９ ２ ９７２１

单株粒数 Ｎｏ. ｏｆ ｓｅｅｄｓ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２３５ ３５ １５４ ５９ １９ ３８ ７４０ ７２０ ６２ ６５ ６９ ２ ８２４４

单株粒重(ｇ)Ｓｅ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３５ ２ ２１ ２２ ２ ４５ １３１ ０５ １２８ ６ ６０ ２８ ２ ９８６５

百粒重(ｇ)１００￣ｓｅ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 １６ ９３ ５ ４９ ７ ２９ ８ ２２ ８ ３２ ４３ ２ ９０９８

２ ３　 主成分分析

对重庆大豆地方品种的 １０ 个农艺性状进行主

成分分析ꎬ计算样本的遗传相关矩阵ꎬ由相关矩阵求

出特征根、特征向量、各特征根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

方差贡献率ꎮ 按保留累计方差大于 ８０％ 的前几个

主成分的原则ꎬ选取累计贡献率达 ８３ １８７％ 的前 ３
个特征根和特征向量(表 ４)ꎮ 前 ３ 个主成分包含了

农艺性状的大部分信息ꎬ第 １ 主成分的贡献率最大ꎬ
对应特征向量中以单株总荚数的值最大ꎬ其次是单

株有效荚数、单株粒数、有效分枝数、单株粒重ꎬ这些

性状都与产量有关ꎬ且为正值ꎮ 百粒重的特征向量

为负值ꎬ其载荷量较小ꎬ说明在一定范围内ꎬ随着单

株总荚数的增加产量会有所提高ꎬ但超出一定范围ꎬ
单株总荚数过大ꎬ就会直接影响百粒重ꎬ即影响产量

性状的最佳发挥ꎮ 因此ꎬ在高产育种工作中ꎬ应注意

单株总荚数的选择ꎬ第 １ 主成分值不能过高ꎮ
第 ２ 主成分的特征根为 １ ７３７ꎬ特征向量中主

茎节数的负荷量最大ꎬ其次是生育期、株高、底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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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百粒重等ꎮ 此类性状主要与植株的生长势有

关ꎬ可称为生长势因子ꎮ 其载荷较高且为正值ꎬ说明

主茎节数越多ꎬ生育期越长ꎬ株高越高ꎬ底荚高度越

高ꎬ大豆地方品种的生长势越强ꎻ在进行晚熟性育种

时ꎬ可适当考虑该性状ꎮ 载荷较高且为负值的农艺

性状有单株粒数、有效荚数、单株总荚数、单株粒重、
有效分枝数ꎬ基本与产量有关ꎬ说明第 ２ 主成分大的

品种在产量表现上会有一定不足ꎬ因此ꎬ在品种选择

上应以生长势适中的为好ꎮ

表 ４　 主成分分析中各性状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ｔｒａｉｔｓ ｉｎ ＰＣＡ

性状 Ｔｒａｉｔ
因子 １
Ｆａｃｔｏｒ １

因子 ２
Ｆａｃｔｏｒ ２

因子 ３
Ｆａｃｔｏｒ ３

生育期 Ｄａｙｓ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０ ３０６ ０ ４１３ － ０ ０２２

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０ ２５１ ０ ３９０ － ０ ４１３

结荚高度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ｏｄ ０ １５６ ０ ３７３ ０ １１５

主茎节数 Ｎｏ. ｏｆ ｎｏｄｅｓ ｏｎ ｍａｉｎ ｓｔｅｍ ０ ３２０ ０ ４２０ － ０ １７２

有效分枝数 Ｎｏ. 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０ ３４９ － ０ ０７９ ０ ２１１

单株总荚数 Ｎｏ. ｏｆ ｐｏｄｓ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０ ４０２ － ０ ２１３ ０ ０３２

有效荚数Ｎｏ.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ｏｄｓ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０ ３９６ － ０ ２５２ ０ ０１８

单株粒数 Ｎｏ. ｏｆ ｓｅｅｄｓ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０ ３８０ － ０ ３２６ － ０ ０１１

单株粒重 Ｓｅ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０ ３４２ － ０ ０９８ ０ ４４３

百粒重 １００￣ｓｅ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 － ０ １２７ ０ ３６２ ０ ７３８

特征根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ｒｏｏｔ ５ ４６９ １ ７３７ １ １１３

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５４ ６９２ １７ ３６７ １１ １２８

累计贡献率(％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５４ ６９２ ７２ ０５９ ８３ １８７

在第 ３ 主成分中ꎬ百粒重的负荷量最大ꎬ其次是

单株粒重、有效分枝数和底荚高度ꎬ这些性状主要反

映了大豆地方品种的子粒性状特点ꎬ其方差贡献率

为 １１ １２８％ ꎮ 株高性状的载荷较高且为负值ꎬ其与

百粒重表现为负相关ꎬ说明随着株高的增加ꎬ百粒重

会呈现下降的趋势ꎬ因此ꎬ在生产上要选择株高适中

的大豆品种以增加百粒重ꎮ
２ ４　 聚类分析

为了提高分类效果ꎬ应尽可能提供较多的遗传

信息ꎬ所以将参试品种的 １０ 个农艺性状进行了聚类

分析ꎬ各品种的均值列于表 ５ꎬ当阈值为 １６ ７８ 时

１０３ 份供试品种可分为 ６ 类(图 ２)ꎮ 分析结果表

明ꎬ第Ⅱ类品种除结荚高度较低外ꎬ其余性状的均值

基本高于其他几类ꎬ尤其表现为植株高大、主茎节数

多、有效分枝数多、单株粒数多、单株粒重大等特点ꎬ
可选择这类资源作亲本ꎬ以培育生长势强、产量高的

品种ꎻ第Ⅴ类品种生长势较弱ꎬ产量性状表现较差ꎬ
但是生育期最短ꎬ可以作为早熟亲本调节熟期ꎻ第Ⅵ
类包括 １０ 份品种资源ꎬ其百粒重高、单株总荚数较

多、单株粒重较大ꎬ在进行高产育种时可以对其加以

利用ꎮ
重庆大豆地方种质资源有比较宽的遗传基础ꎬ

聚类分析中部分地理来源相同或遗传背景相似的资

源能够聚在同一类群ꎬ但也有一些地理来源及遗传

背景不一致的种质资源也聚在同一类群ꎬ如第Ⅲ类

１９ 份品种资源中有 ４ 份地方品种来自渝东北ꎬ１１ 份

来自渝东南ꎬ余下的 １４ 份来自渝西ꎬ表明其亲缘关

系复杂ꎬ证实了重庆大豆地方品种的丰富多样性ꎬ为
地方种质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了参考依据ꎮ

表 ５　 参试品种资源各类群的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

性状 Ｔｒａｉｔｓ
类群 Ｇｒｏｕｐ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平均值

Ｍｅａｎ

生育期 Ｄａｙｓ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１３３ ６２ １３９ ００ １３３ １６ １２９ ４３ １２０ ７４ １３９ ７０ １３２ ６１

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１０３ ０４ １２０ ６４ １０２ １１ ９９ ８２ ８５ ５７ ９２ ４０ １００ ６０

结荚高度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ｏｄ １９ １３ １９ ００ １８ ９７ １８ ８９ ２０ ６９ ３２ ２０ ２１ ４８

主茎节数 Ｎｏ. ｏｆ ｎｏｄｅｓ ｏｎ ｍａｉｎ ｓｔｅｍ ２３ １９ ２４ ７１ ２２ ７９ １９ ８６ １９ ０７ ２２ ８０ ２２ ０７

有效分枝数 Ｎｏ. 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９ ６９ １２ ２９ ８ ４２ ８ ６４ ６ ９３ ９ ４０ ９ ２３

单株总荚数 Ｎｏ. ｏｆ ｐｏｄｓ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１５８ ８８ ２１４ １４ １６９ ８９ １３３ ４３ １２０ ７４ １７２ ３０ １６１ ５７

有效荚数 Ｎｏ.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ｏｄｓ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１４７ ０８ １８６ １４ １５５ ６３ １２２ ４３ １１５ ８５ １４６ ３０ １４５ ５７

单株粒数 Ｎｏ. ｏｆ ｓｅｅｄｓ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２５０ ０８ ３３９ ８６ ２６０ ７４ ２０５ ２１ １９６ ０９ ２２３ ９０ ２４５ ９８

单株粒重 Ｓｅ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３６ １２ ６０ ５２ ３７ ８１ ２７ ０４ ２７ ９２ ４１ １８ ３８ ４３

百粒重 １００￣ｓｅ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 １５ ９５ １９ ３７ １５ ９９ １５ ９７ １５ ７１ ２０ ８０ １７ ３０

品种数量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２６ ７ １９ １４ ２７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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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参试品种聚类分析结果

Ｆｉｇ ２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ａｌｌ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ａｒｅａ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重庆地区大豆地方种质资源

遗传多样性丰富ꎬ个体之间数量性状上存在较大变

异ꎮ 由于重庆市地形复杂ꎬ小气候多ꎬ自然生态环境

条件差异较大ꎬ从而产生了较为丰富的变异ꎮ 同时ꎬ
各地区之间存在的地理隔离及农户在田埂上的小规

模分散种植ꎬ使得农民自留的地方品种从未升级换

代ꎬ这些宝贵资源才得以保存ꎮ
主成分分析可以详细地描述不同物种及其样本

之间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ꎮ 本研究主成分分析以 ３
个主成分因子反映了 １０ 个农艺性状的大部分信息ꎬ
其中ꎬ第 １ 主成分对大豆产量影响较大ꎬ可以作为大

豆地方品种评价的产量因子ꎻ第 ２ 主成分大的品种具

有主茎节数多、生育期长、植株高、底荚高度高等特

点ꎬ可概括为大豆生长势因子ꎻ第 ３ 主成分大的品种

具有百粒重、单株粒重大ꎬ有效分枝多等特点ꎬ可主要

评价大豆的子粒性状ꎮ 李爱萍等[１１] 通过研究 ２８ 个

品种(系)的 ７ 个性状ꎬ共选出 ３ 个主成分ꎬ分别被称

为荚数因子、百粒重因子和粒数因子ꎮ 李永忠[１２]对 ６０
个品种的１７ 个性状进行了分析ꎬ共选出６ 个主成分ꎬ分
别被称为早晚因子、粒数因子、荚数因子、荚高因子、粒
重因子、蛋白质因子ꎮ 张玉革等[１３]研究了 １０ 个大豆品

种在沈阳地区种植的适应性ꎬ归纳了单株个体因子、株
型因子及致病虫害因子 ３ 个主成分ꎮ 产生这些差异的

原因可能由于所选择的群体和研究的性状不同ꎬ用主

成分构造的综合性状出现了差别ꎮ 在实际的亲本选配

时ꎬ可根据育种目标选择主成分互补的材料ꎮ
聚类分析方法是研究不同物种及其样本之间相

似性的有效方法ꎬ不仅可以评价不同物种及其样本之

间的性状类型分类ꎬ还可以研究不同种质材料的遗传

差异ꎬ也能较好地反映种质材料之间的亲缘关系[１４]ꎮ
本研究将 １０３ 份地方种质资源聚为 ６ 个类群ꎬ同一地

区的大部分品种聚集在同一类群中ꎬ表明这些地方品

种表现较为相似ꎬ品种类群间的遗传分化与地理分布

有着一定的联系ꎮ 这与贾晓艳等[１５]对河北大豆推广

品种的 １２ 个农艺性状及品质性状进行聚类分析的结

果一致ꎬ说明地理因素对品种有很大影响ꎮ 但是ꎬ也
有少部分来自不同地区的地方品种表现相似而聚为

一类ꎬ这可能是由于重庆地形复杂ꎬ不同地理、海拔高

度的地方品种种植在同一环境条件下有些品种性状

上可能出现具有相似的综合生态适应反应ꎻ或者尽管

地理上相距一定距离ꎬ但是品种产地的生态条件相

似ꎮ 这与崔艳华等[１６]对黄淮夏大豆进行遗传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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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相似ꎬ即不同地区大豆材料的聚类呈现一定

的地理分布规律ꎬ同时少部分来自不同地方的材料因

生态条件相似而聚在了一类ꎮ 根据育种学理论[１７]ꎬ
不同类群间组配杂交组合有可能产生可供育种利用

的遗传变异ꎬ故选配亲本时应以各类群间性状差异进

行选择ꎬ而不能仅靠地理来源选择ꎮ
本研究仅针对重庆市大豆地方品种主要农艺性

状进行了分析评价ꎬ农艺性状分析表明大豆地方品

种间遗传差异较大ꎬ生物多样性较丰富ꎬ为地方品种

资源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综合评价奠定基础ꎬ有利

于为大豆育种提供有效的种质资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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