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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割手密血缘 Ｆ１ 创新种质的因子和聚类分析

经艳芬ꎬ边　 芯ꎬ桃联安ꎬ董立华ꎬ周清明ꎬ朱建荣ꎬ安汝东ꎬ杨李和ꎬ郎荣斌ꎬ俞华先ꎬ冯　 蔚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瑞丽育种站ꎬ瑞丽 ６７８６００)

　 　 摘要:对 ７０ 份云南割手密血缘 Ｆ１ 创新种质材料 ８ 个农艺性状进行了因子和聚类分析ꎬ因子分析中 ８ 个公因子保留

前 ３ 个公因子ꎬ其累计贡献率达 ７９ ３５％ ꎮ 第 １ 公因子中载荷值较大的是单产、含糖量、有效茎数、出苗率和分蘖率等性

状ꎻ第 ２ 公因子中起主导作用的性状是茎径和株高两个产量因子ꎻ第 ３ 公因子只有 １１ 月理论蔗糖分起主导作用ꎮ 以 ７０
份创新材料 ３ 个公因子的因子得分为指标ꎬ采用系统聚类中的最长距离法进行聚类分析ꎮ 在遗传距离 ２ ４ 处ꎬ参试材

料被聚为 １０ 类ꎬ其中占参试材料总数 ５０％ 的第Ⅰ、Ⅳ、Ⅶ、Ⅷ、Ⅹ类材料ꎬ表现高产ꎻ占参试材料 ７２ ８％ 的第Ⅰ、Ⅱ、Ⅳ、
Ⅴ、Ⅵ、Ⅶ、Ⅸ类材料ꎬ表现高糖ꎬ特别是其中占参试材料 ３８ ６％ 的Ⅰ、Ⅳ、Ⅴ、Ⅵ类材料ꎬ１１ 月理论蔗糖分均高于 １２％ ꎻ
占参试材料总数 ３８ ６％ 的第Ⅰ、Ⅳ、Ⅶ类材料ꎬ表现高产、高糖ꎮ 本结果为有针对性地利用这些材料ꎬ培育高产、高糖创

新亲本提供了科学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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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手密 ( Ｓａｃｃｈａｒｕｍ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ｕｍ Ｌ. ) 血缘的 杂交一、二代( Ｆ１ 、Ｆ２ ) 创新种质材料ꎬ是甘蔗有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１５ 卷

性杂交育种中割手密优良基因随世代升级而遗

传的载体ꎮ 云南割手密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

性 [１] ꎬ是甘蔗育种的宝贵财富ꎬ但在实际生产

中ꎬ从资源优势向品种优势的转化是一个艰难

的过程ꎮ 为了系统研究云南割手密的杂交育种

潜力ꎬ本研究制定了利用种质生态型—选育品

种生态型—适应蔗区生态型的云南甘蔗野生种

质资源利用策略ꎮ 割手密的选用ꎬ根据云南甘

蔗生态区划 [２] ꎬ以及云南不同生态型割手密起

源演化规律及其遗传多样性与地理分布的相关

性ꎬ按海拔每上升 ２００ ~ ４００ ｍ 取一个无性系ꎬ
在相同或相近海拔筛选保育锤度最高无性系的

取样方法ꎬ从国家甘蔗种质资源圃中ꎬ筛选出原

生地为 云 南 海 拔 最 低 ( 河 口ꎬ ２２ ｏ ２１ ′ Ｎꎬ 海 拔

７６ ４ ｍ ) 到 最 高 ( 高 黎 贡 山ꎬ ２５ ｏ ００ ′ Ｎꎬ 海 拔

２３８０ ｍ) 的 １６ 个 割 手 密 无 性 系 与 甘 蔗 品 种

(系)杂交ꎬ利用形态、生理与分子标记相结合

的方法鉴定出 １５０ 个 Ｆ１ 创新种质材料ꎬ初步评

价了云南不同生态型割手密的育种潜力 [３￣４] ꎬ并
以割手密原生地气候类型为依据ꎬ将割手密分

为湿润、半湿润半干旱两种生态型ꎬ对 Ｆ１ 创新种

质材料分别进行了基于同一度的分类 [５￣６] ꎮ 本

研究利用在多种作物上已普遍应用的因子分析

和聚类分析方法 [ ７￣１６ ] ꎬ对 ７０ 份云南不同生态型

割手密血缘 Ｆ１ 创新种质材料进行分类ꎬ旨在为

有针对性地利用这些创新种质材料ꎬ培育创新

亲本、进而选育突破性的甘蔗新品种提供科学

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材料

从云 南 不 同 生 态 型 割 手 密 与 甘 蔗 品 种

(系) 、栽培原种等选配的 １４ 个杂交组合后代

中ꎬ筛选出 ７０ 份云割 Ｆ１ 创新种质材料 ( 表 １ꎬ
表 ２) ꎮ

表 １　 参试材料及其双亲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母本 父本 材料名称 份数

Ｆｅｍａｌｅ Ｍａｌ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ＨＯＣＰ９３￣７４６ 云南 ８２￣２５ 云割 Ｆ１０８￣５１６、云割 Ｆ１０８￣５１７、云割 Ｆ１０８￣５１８、云割 Ｆ１０８￣５１９、云割 Ｆ１０８￣５２０、云割 Ｆ１０８￣５２１、云

割 Ｆ１０８￣５２２
７

德蔗 ９３￣９４ 云南 １ 号 云割 Ｆ１０８￣６１３、云割 Ｆ１０８￣６１４、云割 Ｆ１０８￣６１５、云割 Ｆ１０８￣６１６、云割 Ｆ１０８￣６１７、云割 Ｆ１０８￣６１９、

云割 Ｆ１０８￣６２０、云割 Ｆ１０８￣６２１
８

德蔗 ９３￣９４ 云割 ８３￣１８４ 云割 Ｆ１０８￣６０１、云割 Ｆ１０８￣６０２、云割 Ｆ１０８￣６０３、云割 Ｆ１０８￣６０４、云割 Ｆ１０８￣６０７、云割 Ｆ１０８￣６０８ ６

德蔗 ９３￣９４ 云割 ８３￣１７４ 云割 Ｆ１０８￣５３６、云割 Ｆ１０８￣５３７、云割 Ｆ１０８￣５３８、云割 Ｆ１０８￣５３９、云割 Ｆ１０８￣５４０、云割 Ｆ１０８￣５４１、云

割 Ｆ１０８￣５４２、云割 Ｆ１０８￣５４４
８

５０Ｕａｈｉａｐｅｌｅ 云割 ８２￣５９ 云割 Ｆ１０８￣４７１、云割 Ｆ１０８￣４７２、云割 Ｆ１０８￣４７３、云割 Ｆ１０８￣４７４、云割 Ｆ１０８￣４７５、云割 Ｆ１０８￣４７６￣１ ６

ＨＯＣＰ９３￣７４６ 云割 ８２￣３４ 云割 Ｆ１０８￣５１１ １

云瑞 ０６￣６６ 云割 ８２￣３４ 云割 Ｆ１０８￣４１１、云割 Ｆ１０８￣４１２ ２

德蔗 ９３￣９４ 云割 ８３￣１６０ 云割 Ｆ１０８￣５６１ １

云瑞 ０５￣１８９ 云割 ８２￣１１０ 云割 Ｆ１０８￣３９１、云割 Ｆ１０８￣３９２、云割 Ｆ１０８￣３９７、云割 Ｆ１０８￣３９８ ４

德蔗 ９３￣９４ 瑞割 ０７￣３０ 云割 Ｆ１０８￣３１１、云割 Ｆ１０８￣３１２、云割 Ｆ１０８￣３１７、云割 Ｆ１０８￣３１８、云割 Ｆ１０８￣３１９ ５

粤糖 ９３￣１５９ 瑞割 ０７￣３０ 云割 Ｆ１０８￣３２６、云割 Ｆ１０８￣３３２、云割 Ｆ１０８￣３３３ ３

ＣＰ６５￣３５７ 瑞割 ０６￣７￣３ 云割 Ｆ１０８￣２４６、云割 Ｆ１０８￣２４７、云割 Ｆ１０８￣２４８、云割 Ｆ１０８￣２４９、云割 Ｆ１０８￣２５２、云割 Ｆ１０８￣２５３、云

割 Ｆ１０８￣２５４、云割 Ｆ１０８￣２５６、云割 Ｆ１０８￣２５７
９

云滇Ｆ１０６￣７８ 瑞割 ０６￣７￣２ 云割 Ｆ１０８￣３４１、云割 Ｆ１０８￣３４１￣１、云割 Ｆ１０８￣３４２、云割 Ｆ１０８￣３４３、云割 Ｆ１０８￣３４４、云割 Ｆ１０８￣３４５ ６

５０Ｕａｈｉａｐｅｌｅ 陇割 ０４￣９￣１ 云割 Ｆ１０８￣３０１、云割 Ｆ１０８￣３０２、云割 Ｆ１０８￣３０３、云割 Ｆ１０８￣３０４ ４

合计 ７０

云割、瑞割、陇割分别表示云南的割手密、云南瑞丽的割手密、云南陇川的割手密

ＹｕｎｇｅꎬＲｕｉｇｅꎬａｎｄ Ｌｏｎｇｇｅ ｍｅａ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ｕｍ ｃｌｏｎｅ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ꎬＲｕｉｌｉꎬａｎｄ Ｌｏｎｇｃｈｕａｎꎬ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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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割手密原生地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２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ｕｍ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材料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原生地

Ｏｒｉｇｉｎ
海拔(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纬度(Ｎ)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气候类型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ｔｙｐｅ

云割 ８３￣１６０ 云南河口 ８４ ２２°２１′ 北热带半湿润半干

燥型

云割 ８３￣１７４ 云南富宁 １９０ ２３°４９′ 北热带半湿润半干

燥型

云南 １ 号 云南红河 ４５０ ２３°２０′ 北热带半湿润半干

燥型

云割 ８２￣１１０ 云南景洪 ５７０ ２１°４０′ 北热带湿润型

瑞割 ０６￣７￣３ 云南瑞丽 ７７６ ２４° 南亚热带湿润型

瑞割 ０７￣３０ 云南瑞丽 ７７６ ２４° 南亚热带湿润型

云割 ８３￣１８４ 云南个旧 ８４０ ２２°５１′ 南亚热带半湿润半

干燥型

云割 ８２￣５９ 云南宾川

乔甸

１０００ ２４°３９′ 中亚热带半湿润半

干燥型

陇割 ０４￣９￣１ 云南陇川 １３７０ ２４°０８′ 南亚热带湿润型

瑞割 ０６￣７￣２ 云南瑞丽 １４５０ ２６°３０′ 南亚热带湿润型

云割 ８２￣３４ 云南宾川

牛井

１６６０ ２５°３０′ 中亚热带半湿润半

干燥型

云割 ８２￣２５ 云南腾冲 ２３４４ ２５° 南亚热带湿润型

１ ２　 试验方法

试验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瑞丽

站基地内进行ꎬ试验地海拔 ７７６ ｍꎬ ２４° Ｎꎬ年降

雨量 １３９４ ｍｍꎬ年均温 ２０ ℃ ꎮ 田间试验按间比

法排列ꎬ小区面积１ ３２ ｍ２ꎬ３ 次重复ꎬ下种密度

９００００ 芽 / ｈｍ２ꎮ 于新植、１ 年宿根季节分别调查

出苗率、分蘖率、株高、茎径、有效茎数、锤度ꎬ并
计算单产、１１ 月份理论蔗糖分、１１ 月理论含糖

量ꎬ以及参试指标新植、宿根的平均值ꎮ 单产

( ｔ / ｈｍ２) ＝ (株高 － ５０) × 茎径２ × ０ ７８５ / １０ ６ × 有

效茎数(条 / ｈｍ２ ) ꎻ１１ 月份理论蔗糖分(％ ) ＝ 蔗

汁平均锤度(％ ) × １ ０１ － ５ ６ꎻ１１ 月理论含糖量

( ｔ / ｈｍ２) ＝ 单 产 ( ｔ / ｈｍ２ ) × １１ 月 份 理 论 蔗 糖

分 / １００ꎮ
１. 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ＤＰＳ 和 ＰＯＷＥＲＭＡＲＫＥＲ 等软件完

成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因子分析

２. １. １　 确定 ８ 个公因子中保留的公因子个数 　
经适合性检验ꎬ对 ７０ 份云南不同生态型割手密

血缘 Ｆ１创新种质材料的 ８ 个性状进行因子分析ꎬ
得到 ８ 个公因子ꎬ其中前 ３ 个公因子的累计贡献

率达 ７９ ３５％ (表 ３) ꎮ 按最小特征值大于 １ 的原

则ꎬ保留前 ３ 个公因子代替参试材料 ８ 个原始性

状指标进行分析ꎮ

表 ３　 因子相关矩阵特征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ｉｇｅ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

因子

Ｆａｃｔｏｒ
特征值

Ｅｉｇｅｎ ｖａｌｕｅ
贡献率(％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累计贡献率(％ )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１ ３ ４０ ４２ ５ ４２ ５０

２ １ ８５ ２３ １０ ６５ ６０

３ １ １０ １３ ７５ ７９ ３５

４ ０ ７４ ９ ２１ ８８ ５６

５ ０ ６０ ７ ５０ ９６ ０６

６ ０ ２５ ３ １１ ９９ １７

７ ０ ０５ ０ ６５ ９９ ８２

８ ０ ０１ ０ １８ １００ ００

２ １. ２　 因子载荷矩阵　 经方差极大正交旋转使

因子载荷矩阵中各因子的总方差达到最大ꎬ保
留的 ３ 个公因子载荷矩阵见表 ４ꎮ 从中可见ꎬ第
１ 公因子的载荷值中ꎬ单产的载荷值 ( ０ ９１４２ )
最大ꎬ１１ 月理论含糖量、有效茎数、出苗率、分

蘖率的载荷值依序次之ꎬ而其他载荷值较小ꎬ表
明在产量性状构成因子中ꎬ有效茎数、出苗率、
分蘖率对单产的高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ꎬ单产

对于获得高含糖量创新种质材料具有重要贡

献ꎮ 第 ２ 公因子的载荷值中ꎬ茎径、株高的载荷

值较大ꎬ出苗率、分蘖率和有效茎数载荷绝对值

较大ꎬ但为负值ꎬ说明在产量构成因子中株高、
茎径与出苗率、分蘖率、有效茎数的增长呈负相

关ꎬ也就是说植株高大的材料ꎬ出苗率、分蘖率、
有效茎数偏低、偏少ꎻ反之出苗率、分蘖率高ꎬ有
效茎数多的材料ꎬ往往表现茎径偏细ꎮ 第 ３ 公

因子的载荷值中ꎬ１１ 月理论蔗糖分、１１ 月理论

含糖量的载荷值较大ꎬ而且与分蘖率、有效茎

数、茎径、单产等产量因子均为负相关ꎬ这说明

产量与糖分是一对矛盾ꎬ在甘蔗育种过程中ꎬ应
该注意平衡好二者的关系ꎮ 因子分析结果与实

践一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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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方差极大正交旋转因子载荷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ｖａｒｉｍａｘ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性状

Ｔｒａｉｔ
因子 １
Ｆａｃｔｏｒ １

因子 ２
Ｆａｃｔｏｒ ２

因子 ３
Ｆａｃｔｏｒ ３

出苗率 ０ ７９３５ ￣０ １８１２ ０ ０１３１

分蘖率 ０ ５４０７ ￣０ ４９７０ ￣０ ０６３４

株高 ０ １９４２ ０ ７１２２ ０ １１２３

茎径 ￣０ １６７６ ０ ８６４２ ￣０ １２８７

有效茎数 ０ ８５８５ ￣０ ４３２４ ￣０ ０５４８

单产 ０ ９１４２ ０ ２９４７ ￣０ １６２９

１１ 月理论蔗糖分 ￣０ ０１８１ ０ ００５０ ０ ９９１５

１１ 月理论含糖量 ０ ８９０６ ０ ２８７８ ０ ２３９６

２. ２　 聚类分析

因子分析所得到的公因子是诸性状相关关

系的量化随机变量ꎬ是一组综合的公共指标 [１１] ꎮ
以 ７０ 个创新材料前 ３ 个因子的得分为指标ꎬ采
用系统聚类中的最长距离法对 ７０ 份创新材料进

行聚类分析ꎮ 在遗传距离 ２ ４ 水平处ꎬ可将 ７０
份创新种质划分为 １０ 个类型ꎬ从图 １ 可见ꎬ第
Ⅰ、Ⅳ、Ⅶ、Ⅷ、Ⅹ类共包括 ３５ 份材料ꎬ占参试材

料总数的 ５０％ ꎬ其共同特点是有效茎数多、高产ꎬ
每 ｈｍ２有效茎数高于 ２０ 万条、单产均在 １１０ ６０ ｔ
以上ꎬ尤其是第Ⅶ、Ⅹ类材料ꎬ单产高于 ２００ ｔ 达
到能源蔗审定标准ꎬ这 ５ 类材料均可作为高产、
高生物量育种的优良种质利用ꎮ 第Ⅰ、Ⅱ、Ⅳ、
Ⅴ、Ⅵ、Ⅶ、Ⅸ类包括 ５１ 份材料ꎬ占参试材料总数

的 ７２ ８％ ꎬ其共同特点是早期糖分高ꎬ尤其是第

Ⅰ、Ⅳ、Ⅴ、Ⅵ类ꎬ１１ 月理论蔗糖分均高于 １２％ 达

到了优良品种(系)的水平ꎬ这 ４ 类材料可作为高

糖种质创新的优良材料利用ꎮ 第Ⅱ、Ⅲ、Ⅴ、Ⅵ、
Ⅸ类包括 ３５ 份材料ꎬ占参试材料总数的 ５０％ ꎬ其
共同特点是低产ꎬ除第Ⅲ类表现低糖外ꎬ其他均

表现高糖ꎬ大茎的有效茎数少ꎬ细茎的有效茎数

多(表 ５) ꎬ因此ꎬ这 ５ 类材料应更关注个体的表

现ꎬ慎重选用ꎮ

３　 小结与讨论

本研究的 ７０ 份创新种质材料ꎬ分别来自 １４ 个

组合ꎬ涉及 １２ 个割手密无性系ꎬ其原生地分别对应

北热带半湿润半干燥气候生态型、南亚热带半湿润

半干燥气候生态型、中亚热带半湿润半干燥气候生

态型、南亚热带湿润生态型、北热带湿润气候生态型

的蔗区ꎮ 这些割手密对原生地的适应性是选育适应

这些蔗区种植甘蔗新品种的种质基础ꎮ 来自同一组

合的材料被聚为不同的类型ꎬ来自不同组合的材料

被聚为相同的类型ꎬ似乎创新材料主要性状表现与

其父本、组合来源均无关系ꎬ这说明割手密血缘 Ｆ１

材料出现了高度分离ꎬ也给割手密创新利用带来了

难度ꎮ 然而ꎬ这是利用割手密拓宽甘蔗遗传基础的

物质保证ꎬ亦与不同生态型割手密具有相似特性有

关ꎮ 因此对割手密及其血缘的后代进行因子和聚类

分析ꎬ可能是提高野生种质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

途径ꎮ

图 １　 ７０ 份创新种质的系统聚类分析图

Ｆｉｇ. １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７０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ｄ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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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１０ 类材料农艺性状的平均表现

Ｔａｂｌｅ 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０ ｇｒｏｕｐｓ

类型

Ｔｙｐｅ
出苗率(％ )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分蘖率(％ )
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

ｒａｔｅ

株高(ｃｍ)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茎径(ｃｍ)
Ｓｔａｌｋ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每 ｈｍ２

有效茎数

Ｓｔａｌｋ
ｎｕｍｂｅｒ

单产

(ｔ / ｈｍ２)
Ｙｉｅｌｄ

１１ 月理论

蔗糖分(％ )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１ 月理论

含糖量(ｔ / ｈｍ２)
Ｓｕｇａ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Ⅰ ７６. ６ ２８２ ８ ２７６ ７ １ ２３ ３７６３９６ １１０ ６０ １２ ４１ １３ ８１

Ⅱ ５４ ５ ２５２ ２ ２７４ ５ １ ３２ ２３４２７７ ７８ ７３ １０ ８７ ８ ５６

Ⅲ ６３ ４ ２５４ ５ ２６２ ５ １ ３４ ２８５１３８ ９３ １７ ８ ５３ ７ ７５

Ⅳ ５５ ３ ２２８ ７ ３０１ ９ １ ６６ ２５４５５８ １４８ ２８ １２ ６７ １９ ０７

Ⅴ ５７ ３ １８３ ３ ２９５ ３ １ ５６ １７５８５８ ８７ ３５ １２ ９５ １１ １９

Ⅵ ５６ ３ ２４１ ７ ２７３ ４ １ ３１ ２２３１５２ ７２ ４５ １３ ０２ ９ ６２

Ⅶ ９９ ３ ３４０ ３ ２８５ ９ １ ２５ ６１５７３３ ２０２ ７９ １０ ９３ ２２ ３９

Ⅷ ５５ １ ２３２ ５ ２９０ ８ １ ６５ ２１５９２０ １２０ １５ ８ １７ １０ ００

Ⅸ ４６ ６ １７３ ５ ２９５ ８ １ ６６ １１６７４１ ６８ １１ １０ ７４ ７ ０６

Ⅹ ７４ ４ １９３ ６ ３１３ １ １ ７１ ３１４０６５ ２０５ ５７ ９ ２７ １９ ６０

茎径大于 １ ５ ｃｍ 为大茎ꎬ１ ３ ~ １ ５ ｃｍ 为中茎ꎬ小于 １ ３ ｃｍ 为细茎ꎬ１１ 月理论蔗糖分大于 １０％为高糖ꎬ８％ ~１０％为中糖ꎬ低于 ８％为低糖

Ｔｈｅ ｓｔｅ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１ ５ ｃｍꎬ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 ３￣１ ５ ｃｍ ａｎｄ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 ３ ｃｍ ａｒｅ ｂｉｇ ｓｔｅｍꎬｍｉｄｄｌｅ 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ｉｎ ｓｔｅｍꎬ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０％ ꎬｂｅｔｗｅｅｎ ８％ ￣１０％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８％ ｍｅａｎ ｈｉｇｈ ｓｕｇａｒꎬｍｉｄｄｌｅ ｓｕｇａｒ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ｓｕｇａｒ

在甘蔗育种实践中ꎬ一般认为热带种是甘蔗产量

和蔗糖分的主要基因资源ꎬ割手密则是甘蔗品种抗逆

性的基因资源ꎮ 本试验参试各类材料ꎬ５０％ 表现高

产ꎬ７２ ８％表现高糖ꎬ３８ ６％ 表现高糖高产ꎬ而且ꎬ高
产材料中有高糖、低糖之分ꎻ高糖材料中又有高产、低
产之别ꎬ高产材料中尚有细茎、大茎、茎多、茎少的不

同ꎬ这是特色鲜明的创新亲本培育的种质基础ꎮ
将参试材料的所有父本按原生地气候生态型分

组ꎬ并统计同类材料中ꎬ来自湿润、半湿润半干燥气候

生态型割手密分别占本类材料涉及割手密总数的百

分比及其茎径的表现ꎬ第Ⅰ类为 ４２ ８％、５７ ２％ꎬ表现

细茎ꎻ第Ⅱ类为 ５０％、５０％ꎬ表现细茎ꎻ第Ⅲ类为 ４０％、
６０％ꎬ表现细茎ꎻ第Ⅳ类为 ７５％、２５％ꎬ表现大茎ꎻ第Ⅴ
类为 ６６ ７％、３３ ３％ꎬ表现大茎ꎻ第Ⅵ类为 ８０％、２０％ꎬ
表现细茎ꎻ第Ⅶ类为 ５０％、５０％ꎬ表现细茎ꎻ第Ⅷ、Ⅸ类

１００％来自湿润气候生态型ꎬ均表现大茎ꎻ第Ⅹ类为

３３ ３％、６６ ７％ꎬ表现大茎ꎻ除第Ⅵ、Ⅹ类外ꎬ湿润气候

生态型割手密比例高的ꎬ其 Ｆ１表现大茎ꎻ半湿润半干

燥气候生态型割手密比例高的ꎬ其 Ｆ１表现细茎ꎻ湿润

生态型割手密茎径的贡献是否优于半湿润半干燥气

候生态型割手密ꎬ有待于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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