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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薏苡种质资源农艺性状的主成分和聚类分析

李春花，王艳青，卢文洁，王莉花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与种质资源研究所 ／ 云南省农业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 ／

农业部西南作物基因资源与种质创制重点实验室，昆明 ６５０２２３）

　 　 摘要：为了揭示云南薏苡种质资源多样性，发掘薏苡资源中的有益基因，利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对收集的 ６５ 个薏苡

种质资源的 １３ 个农艺性状进行多样性评价。 结果表明，云南薏苡资源存在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其中栽培种的分枝数和分蘖数

的遗传变异系数分别达到 ５７ ４％和 ４７ ５％ ，野生种百粒重的遗传变异系数达到 ６０ ４％ 。 应用主成分分析将云南薏苡 １３ 个性

状简化为 ７ 个主成分，其累积贡献率为 ８５ ６７％ ，以叶片宽因子贡献率最高，为 ４９％ 。 采用系统聚类分析，将 ６５ 份供试材料在

遗传距离 １６ ２１ 水平上聚为 ５ 个大类，可区分为株高较矮叶片较短型、株高较高叶片较长型以及 ３ 个特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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薏苡（Ｃｏｉｘ ｌａｃｈｒｙｒｍａ⁃ ｊｏｂｉ Ｌ． ）是一种古老的粮

食和经济作物，兼作药用和青饲料［１⁃２］，在我国有着

悠久的栽培历史，资源丰富，是农业上的小作物之

一［３］。 我国西南和华南的贵州、广西、云南等地是

薏苡的部分原产地［４⁃７ ］，并在我国南北方各地都有

分布，以贵州、广西、云南、江苏、河北、辽宁等地产量

较大［８］。 薏苡作为传统的中药材，具有抗肿瘤、免
疫调节、降血糖、降血压、抗病毒等方面的药理活性，
并用于抗癌药剂的生产［９⁃１２］，系列薏苡天然保健食

品和化妆品等也相继开发问世，市场需求不断增加，
价格逐年上升，市场前景广阔。 但具有多重应用价

值的薏苡作为小宗杂粮作物长期未被利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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薏苡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加之研究力度不大，研究

内容仍主要集中于营养和药用成分、细胞遗传学等

方面，育成的优良品种少。 薏苡的抗逆性强，耐瘠性

高，耐粗放栽培［１３］，但由于缺乏优良品种，致其产量

低，严重限制了薏苡的发展。 目前对薏苡的农艺性

状、资源的分类及其方法的研究有一些报道，如李学

俊等［１４］对来自不同地区的 １２ 个薏苡种质资源的 １０
个主要数量性状进行了相关、通径和主成分分析；李
英材等［１５］收集 １３４ 个居群，把广西薏苡分为 ４ 种 ９
个变种；王硕等［１６］ 对云南、贵州、广西、老挝和越南

等不同地方采集的 ２５ 份薏苡进行了主成分和聚

类分析 。 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１７］ 是遗传

育种和品种资源研究中普遍应用的两个方法，已
在大麦［１８］ 、大豆［１９］ 、花生［２０］ 、花椰菜［２１］ 、大蒜［２２］ 、
灰楸［２３］ 、萝卜［２４］ 等多种作物研究中得到广泛

应用。

云南由于山区“立体气候”和复杂的地形条件，
生态环境变化多样，薏苡种质资源非常丰富。 云南

薏苡种质资源一般具有药用成分含量高、高产、优
质、抗病、抗虫、抗逆等优异特性，是薏苡育种和品种

改良的优良亲本。 但目前对云南的薏苡资源进行系

统的遗传多样性评价的报道还很少。 本研究对 ６５
份薏苡资源的 １３ 个农业生物学性状进行主成分和

聚类分析，了解影响薏苡资源排序的主成分和各种质

资源的农业生物学性状特点，为筛选薏苡种质资源杂

种优势利用的亲本以及重要农艺性状的研究和改良，
提高云南薏苡种质资源的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

以收集到的 ６５ 份薏苡种质资源（栽培种和野

生种分别为 ５５ 份和 １０ 份）为材料（表 １）。

表 １　 云南收集的薏苡资源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ｃｏｉｘ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编号

Ｎｏ．
品系名称

Ｓｔｒａｉｎ ｎａｍｅ
采集地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ｃｅ
编号

Ｎｏ．
品系名称

Ｓｔｒａｉｎ ｎａｍｅ
采集地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ｃｅ
１ 野生薏苡 中国云南沧源县 ３４ 六谷 中国云南新平县

２ 野生薏苡 中国云南沧源县 ３５ 薏苡 中国云南罗平县

３ 野生薏苡 中国云南沧源县 ３６ 黑薏苡 中国云南双江自治县

４ 野生薏苡 中国云南沧源县 ３７ 薏苡 中国云南河口县

５ 野生薏苡 中国云南沧源县 ３８ 薏苡 中国云南孟连县

６ 饭薏苡 中国云南沧源县 ３９ 六谷 中国云南广南县

７ 糯薏苡 中国云南沧源县 ４０ 糯六谷 中国云南广南县

８ 野生薏苡 老挝丰沙里县 ４１ 六谷 中国云南马关县

９ 珍珠薏苡 １ 号 缅甸第四特区色勒省 ４２ 六谷 中国云南河口县

１０ 忲薏苡 １ 号 缅甸第四特区色勒省 ４３ 糯六谷 中国云南富宁县

１１ 珍珠薏苡 ２ 号 缅甸第四特区色勒省 ４４ 八寨六谷 中国云南马关县

１２ 忲薏苡 ３ 号 缅甸第四特区色勒省 ４５ 铁六谷 中国云南西畴县

１３ 糯六谷 中国云南勐海县 ４６ 数株谷 中国云南昆明市

１４ 本地六谷 中国云南勐海县 ４７ 文茂六谷 中国云南云县

１５ 糯六谷 中国云南澜沧县 ４８ 小街六谷 中国云南文山县

１６ 野生薏苡 中国云南澜沧县 ４９ 小街六谷 中国云南文山县

１７ 野生薏苡 中国云南澜沧县 ５０ 小街六谷 中国云南文山县

１８ 野生薏苡 中国云南澜沧县 ５１ 饭六谷 中国云南澜沧县

１９ 野生薏苡 中国云南澜沧县 ５２ 那素六谷 中国云南富宁县

２０ 六谷 中国云南澜沧县 ５３ 旧腮六谷 中国云南富宁县

２１ 六谷 中国云南孟连县 ５４ 黑糯六谷 中国云南富宁县

２２ 六谷 中国云南孟连县 ５５ 黑糯六谷 中国云南河口县

２３ 薏苡 中国云南孟连县 ５６ 薏苡 中国云南陆良县

２４ 薏苡 中国云南沧源县 ５７ 薏苡 中国云南陆良县

２５ 薏苡 中国云南鹤庆县 ５８ 薏苡 中国云南陆良县

２６ 薏苡 中国云南新平县 ５９ 薏苡 中国云南陆良县

２７ 薏苡 中国云南罗平县 ６０ 薏苡 中国云南宣威县

２８ 薏苡 中国云南勐海县 ６１ 薏苡 中国云南屏边县

２９ 薏苡 中国云南沧源县 ６２ 六谷 中国云南勐腊县

３０ 六谷 中国云南河口县 ６３ 本地六谷 中国云南勐腊县

３１ 薏苡 中国云南西盟县 ６４ 本地六谷 中国云南勐腊县

３２ 薏苡 中国云南西盟县 ６５ 本地六谷 中国云南勐腊县

３３ 薏苡 中国云南鹤庆县

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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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方法

收集的 ６５ 份薏苡资源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在云南省

农业科学院试验地，以长 ２ ３ ｍ、宽 １ ８ ｍ 的小区进

行种植。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至 １１ 月 ２５ 日根据薏苡

资源的成熟程度进行收获。
１ ３ 　 数据采集整理

１ ３ １　 数据采集　 成熟期在田间对每份材料随机

取 ５ 个单株进行编号挂牌，依据《薏苡种质资源描

述规范和数据标准》要求，对这些筛选单株的株高、
茎粗、分枝数、分蘖数、叶片长、叶片宽、总苞表面特

征、总苞质地、总苞形状、总包颜色、结实类型、果皮

颜色等性状进行观察记载［２５］；收获后对这些筛选单

株的百粒重、株产量等性状进行测量记录。
１ ３ ２　 数据整理　 选择数据采集完整的 １３ 个农艺

性状作为分析的指标，其中包括 ７ 个数量性状，即株

高、茎粗、分枝数、分蘖数、叶片长、叶片宽、百粒重；
６ 个质量性状，即总苞表面特征、总苞质地、总苞形

状、总苞颜色、结实类型、果皮颜色，对质量性状依据

《薏苡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的分类编号

要求进行赋值。 薏苡的总苞表面特征：光滑 ＝ １、有
纵长凸起条纹 ＝ ２；总苞质地： 珐琅质 ＝ １、壳质 ＝ ２；
总苞形状：圆形 ＝ １、卵圆型 ＝ ２、长圆型 ＝ ３；总苞颜

色： 白色 ＝ １、灰白色 ＝ ２、灰兰色无暗色条纹 ＝ ３、灰
兰色有暗色条纹 ＝ ４、黄白色 ＝ ５、黄褐色无暗色条

纹 ＝ ６、黄褐色有暗色条纹 ＝ ７、褐色 ＝ ８、深褐色 ＝ ９；
结实类型： 单粒 ＝ １、双粒 ＝ ２；果皮颜色： 浅黄色 ＝
１、黄色 ＝ ２、褐色 ＝ ３。
１ ３ ３　 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　 ６５ 份薏苡种质资

源的 １３ 个农艺性状中数量性状的分析采用原始数

值数据，对质量性状的分析采用赋值后的数据来进

行统计分析。 利用 ＤＰＳ 统计软件［２６］ 进行主成分分

析，采用聚类分析中类平均法，选择欧式距离法对其

进行聚类。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数量性状与质量性状表现

根据 ７ 个数量性状对栽培种和野生种分别进行

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２。 经分析表明，薏苡资源的 ７
个数量性状存在着丰富的遗传变异。 栽培种的平均

株高 １９５ ７ ｃｍ，变幅为 １０８ ３ ～ ２８０ ３ ｃｍ，标准差为

３９ ９ ｃｍ，变异系数 ２０ ３％ 。 野生种的平均株高

１６３ ８ ｃｍ， 变幅为 １２８ ４ ～ ２１９ ０ ｃｍ， 标准差为

２８ ２ ｃｍ，变异系数 １７ ２％ 。 由此可见，栽培种株高

的变异大于野生种，并且株高值最大的是栽培种 ５６

号，最小的是栽培种 ２５ 号。 同样，栽培种的茎粗、分
枝数、分蘖数、叶片宽的平均值、变幅、标准差、变异

系数都大于野生种；而栽培种的叶片长和百粒重的

平均值、变幅、标准差、变异系数小于野生种。 栽培

种和野生种百粒重的平均值分别为 １０ ７ ｇ 和

１１ １ ｇ，其中野生种的 １９ 号为 ２６ ５ ｇ。 薏苡栽培

种数 量 性 状 变 异 系 数 最 大 的 是 分 枝 数， 达 到

５７ ６４％ ，其他依次是分蘖数、百粒重、叶片长、株
高、茎粗、叶片宽。

表 ２　 薏苡种质资源数量性状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ｉｎ ｃｏｉｘ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项目

Ｉｔｅｍ

株高

（ｃｍ）
ＰＨ

茎粗

（ｃｍ）
ＳＤ

分枝数

ＢＮ
分蘖数

ＴＤ

叶片长

（ｃｍ）
ＬＢＬ

叶片宽

（ｃｍ）
ＬＢＷ

百粒重

（ｇ）
ＳＷ

最大值 Ｍａｘ． ２８０ ３ １ ６ １６ ０ １７ ０ ７６ ２ ５ ５ ２０ ４

２１９ ０ １ ４ ６ ０ ８ ０ ８２ ０ ４ ５ ２６ ５

最小值 Ｍｉｎ． １０８ ３ ０ ６ ０ ２ ０ ２１ ８ ２ ２ ３ ６

１２８ ４ １ ０ ３ ０ ４ ０ ３９ ７ ２ ８ ３ ４

平均值 Ｍｅａｎ １９５ ７ １ １ ６ ８ ８ ０ ５３ ０ ３ ９ １０ ７

１６３ ８ １ ２ ４ ７ ５ ８ ５３ ０ ３ ６ １１ １

标准差 ＳＤ ３９ ９ ０ ２ ３ ９ ３ ８ １１ ５ ０ ７ ３ ６

２８ ２ ０ １ １ ２ １ ３ １３ ３ ０ ５ ６ ７

变异系数（％） ２０ ３ １８ ２ ５７ ４ ４７ ５ ２１ ７ １７ ９ ３３ ６

ＣＶ １７ ２ ８ ３ ２５ ５ ２２ ４ ２５ ２ １３ ９ ６０ ４

上行：栽培种，下行：野生种

Ｕｐｌｉｎｋ：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ｏｗｎｌｉｎｋ：Ｗｉｌ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Ｈ：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ＳＤ： Ｓｔｅ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ＢＮ： Ｂｒａｎ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 ＴＤ： Ｔｉｌｌ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ＢＬ： Ｌｅａｆ ｂｌａｄ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ＬＢＷ： Ｌｅａｆ ｂｌａｄｅ ｗｉｄｔｈ， ＳＷ： １００ － ｓｅ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

在薏苡种质资源的 ６ 个质量性状中，总苞表面

特征中光滑的有 ３０ 份，占总份数的 ４６ ２％ ；纵长凸

起条纹的 ３５ 份，占总份数的 ５３ ８％ 。 总苞质地中

壳质的有 ３５ 份，占总份数的 ５３ ８％ ；珐琅质的有 ３０
份，占总份数的 ４６ ２％ 。 总苞性状中卵圆形的有 ２８
份，占总份数的 ４３ １％ ；圆形的有 ２３ 份，占总份数

的 ３５ ４％ ；长圆形的有 １４ 份，占总份数的 ２１ ５％ 。
总苞颜色中深褐色的有 １４ 份，占总份数的 ２１ ５％ ；
褐色的有 １０ 份，占总份数的 １５ ４％ ；灰兰色有暗色

条纹的有 ９ 份，占总份数的 １３ ８％ ；灰白色的有 ８
份，占总份数的 １２ ３％ ；白色和灰兰色无有暗色条

纹的各有 ７ 份，各占总份数的 １０ ８％ ；黄褐色有暗

色条纹和黄褐色条纹的分别有 ６ 份和 ４ 份。 分别占

总份数的 ９ ２％ 和 ６ ２％ 。 结实类型全部为单粒。
果皮颜色中浅黄色的有 ２９ 份，占总份数的 ４４ ６％ ；
黄色的有 １９ 份，占总份数的 ２９ ２％ ；褐色的有 １７

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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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占总份数的 ２６ ２％ 。
２ ２　 主成分分析

为了充分地反映出各因素中起主导作用的综合

指标，对 １３ 个主要农艺性状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并
计算出相关矩阵的特征根和相应的特征向量及特征

根的累计贡献率（表 ３）。 根据累计贡献率≥８５％的

标准，试验中有 ７ 个主成分可以概括不同薏苡种质

资源农艺性状的绝大部分信息，其累计贡献率

为 ８５ ６７％ 。
第一主成分特征值为 ２ ８３，贡献率为 ２０ ９１％ ，

主要反映叶片宽、株高、茎粗的影响，这表明第一主

成分是反映株型的主要因子。 第二主成分特征值为

２ ３０，贡献率为 １７ ６６％ ，主要反映总苞表面特征和

总苞质地的影响，这表明第二主成分是反映总苞的

主要因子。 第三主成分特征值为 １ ６７，贡献率为

１２ ９２％ ，主要反映结实类型的影响，这表明第三主

成分值大时，则结实类型为单粒。 第四主成分特征

值为 １ １６，贡献率为 ９ ０６％ ，主要反映百粒重的影

响。 第五、六、七主成分分别反映总苞形状、分枝数

和果皮颜色的影响。

表 ３　 薏苡主要农艺性状的主成分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ｔｒａｉｔｓ ｉｎ ｃｏｉｘ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性状

Ｔｒａｉｔ
因子 １
Ｆａｃｔｏｒ １

因子 ２
Ｆａｃｔｏｒ ２

因子 ３
Ｆａｃｔｏｒ ３

因子 ４
Ｆａｃｔｏｒ ４

因子 ５
Ｆａｃｔｏｒ ５

因子 ６
Ｆａｃｔｏｒ ６

因子 ７
Ｆａｃｔｏｒ ７

株高 ＰＨ ０ ４６ － ０ ０６ ０ １９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２９ － ０ １２

茎粗 ＳＤ ０ ４５ － ０ ３０ － ０ １２ － ０ ３１ ０ １２ － ０ ０５ － ０ ０３

分枝数 ＢＮ ０ ２２ ０ １２ ０ ２９ ０ ２４ － ０ ３９ ０ ５２ － ０ ３８

分蘖数 ＴＤ ０ ２７ ０ ０ ３５ ０ ０８ ０ １９ － ０ ５０ － ０ ２０

叶片长 ＬＢＬ ０ ２９ － ０ ３６ ０ １０ － ０ ２６ ０ ２８ ０ ３６ ０ ３３

叶片宽 ＬＢＷ ０ ４９ ０ ０５ － ０ ０３ ０ ０ １８ － ０ ２８ ０ ０６

百粒重 ＳＷ ０ ２３ － ０ ０７ － ０ ３２ ０ ６９ － ０ ０７ － ０ ２４ ０ １４

总苞表面特征 ＴＢＳＣ ０ １６ ０ ６６ － ０ ０８ － ０ １６ ０ １５ ０ ０５ ０ ０６

总苞质地 ＴＢＴ ０ １４ ０ ６６ － ０ ０９ － ０ １７ ０ １３ ０ ０５ ０ ０８

总苞形状 ＴＢＳ － ０ ３０ ０ ０ ３４ ０ １３ ０ ３９ ０ １４ ０ ４５

总苞颜色 ＴＢＣ ０ １２ ０ － ０ ５７ ０ ３１ ０ ２４ ０ ３９ ０ １７

结实类型 ＦＴ ０ １１ ０ １３ ０ ５２ ０ ４１ ０ １０ ０ ０４ ０ ２７

果皮颜色 ＳＣ ０ １８ ０ ０４ ０ ０４ － ０ １６ － ０ ７２ － ０ １２ ０ ６８

特征值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２ ８３ ２ ３０ １ ６７ １ １６ １ １３ ０ ９６ ０ ８０

贡献率（％ ）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２０ ９１ １７ ６６ １２ ９２ ９ ０６ ８ ８５ ７ ５４ ６ １０

累计贡献率（％ ）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２１ １１ ３８ １０ ５２ ０８ ５９ ７２ ６９ ４３ ７５ ７７ ８５ ６７

ＴＢＳＣ： Ｔｏｔａｌ ｂｒａｃ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ＢＴ： Ｔｏｔａｌ ｂｒａｃｔ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ＴＢＳ； Ｔｏｔａｌ ｂｒａｃｔ ｓｈａｐｅ， ＴＢＣ： Ｔｏｔａｌ ｂｒａｃｔ ｃｏｌｏｒ， ＦＴ： Ｆｒｕｉｔ ｔｙｐｅ， ＳＣ： Ｓｋｉｎ ｃｏｌｏｒ

２ ３ 　 聚类分析

由图 １ 可以看出，在遗传距离 １６ ２１ 时，６５ 份

供试品种可分为 ５ 类。
第Ⅰ类包括 ５３ 份薏苡种质，分别为编号 １、８、

２６、２、９、１２、２８、２４、３、１７、２９、３４、５８、２１、１０、５９、６１、
１６、２０、３０、３５、４、１１、４８、１８、１３、４９、６２、４２、４３、６４、５１、
１５、１９、６、２７、６０、７、３６、６５、３２、５４、４１、５０、５２、５５、４０、
４４、３１、６３、３３、３９、３７。 主要特点是株高在 １２８ ４ ～
２３０ ５ ｃｍ 之间；茎粗在 ０ ６ ～ １ ６ ｃｍ 之间；分枝数在

１ ～ １６ 个之间；分蘖数在 ２ ～ １７ 个之间；叶片长在

３２ ４ ～ ６５ ７ ｃｍ 之间；叶片宽在 ２ ２ ～ ５ ５ ｃｍ 之间；
百粒重在 ３ ３８ ～ ２６ ５３ ｇ 之间。 本类材料具有植株

较矮，叶片较短的特征。
第Ⅱ类包括 ９ 份薏苡种质，分别为编号 ２２、４５、

２３、１４、３８、４７、５３、５７、４６。 主要特点是株高在 ２４０ ３ ～
２７１ ０ ｃｍ 之间；茎粗在 １ ２ ～ １ ５ ｃｍ 之间；分枝数在

０ ～１６ 个之间；分蘖数是 ６ ～ １７ 个之间，叶片长在

５７ ７ ～７６ ２ ｃｍ 之间；叶片宽在 ３ ２ ～ ５ ２ ｃｍ 之间；百
粒重在 ５ １３ ～ １６ ６７ ｇ 之间。 本类材料具有植株较

高，叶片较长的特征。
第Ⅲ、Ⅳ、Ⅴ类包括的种质分别为编号 ５６、５、

２５。 ５６ 号的株高 ２８０ ３ ｃｍ，茎粗 １ ０ ｃｍ，分枝数 ８
个，分蘖数 ６ 个，叶片长 ５５ ７ ｃｍ，叶片宽 ４ ７ ｃｍ，百
粒重 １７ ５０ ｇ，其特点是植株高，其他性状中等。 ５

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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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薏苡种质资源聚类图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ｍａｐ ｏｆ ｃｏｉｘ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号的株高 ２１９ ０ ｃｍ，茎粗 １ ４ ｃｍ，分枝数 ６ 个，分蘖

数 ６ 个，叶片长 ８２ ０ ｃｍ，叶片宽 ４ ５ ｃｍ，百粒重

１６ ２０ ｇ，其特点是叶片很长，其他性状中等。 ２５ 号

的株高 １０８ ３ ｃｍ，茎粗 ０ ６ ｃｍ，分枝数 ４ 个，分蘖数

４ 个， 叶片长 ２１ ８ ｃｍ， 叶片宽 ２ ６ ｃｍ， 百粒重

１１ ６７ ｇ，其特点是植株、茎粗、分蘖、叶片长都小，属
矮小株型。

３　 讨论

种质资源是作物育种的物质基础，挖掘优异薏

苡种质是薏苡品种改良最为重要的工作。 本研究结

果表明，供试的云南薏苡资源中栽培种的分枝数和

分蘖数、野生种的百粒重的变异系数较大，遗传多样

性丰富，资源可选范围大。 野生种的 １９ 号百粒重为

２６ ５３ ｇ，比杨志清等［２７］测定的 １２ ５ ～ ２１ ５ ｇ 大，株
高中等，茎粗值较大，是综合农艺性状好的材料，可
作为优异基因资源应用于薏苡品种的改良。 栽培种

的 ３０ 号茎粗值为 １ ６ ｃｍ，最大，有利于作为抗倒伏

选育的亲本材料。
主成分分析在作物上的应用表明，可将作物多

个主要农艺指标转化为较少的几个主成分。 由于这

几个主成分提供了性状 ８５％以上的信息，且是综合

的、相对独立的指标体系，数值直观，容易分析。 所

以，将 １３ 个性状指标简化为 ７ 个综合指标，并运用

７ 个综合因子来代表原始变量，简化数据，揭示变量

之间的关系，为薏苡亲本选配提供了有利的科学依

据［２８⁃２９］。 主成分分析基础上的聚类，可有效地剔除

一些无关大局的因子，使结果更加精确，在种质资源

分析及评价中应用效果较好。 除野生种 ５ 号属于特

殊型以外，其他 ９ 份野生种材料都属于第Ⅰ类群，这
表明野生种大部分都属于株高较矮、叶片较短型，适
合作为选育矮秆品种的杂交亲本。 通过对云南薏

苡种质资源类型分析，可以根据育种目标选择性

状互补的亲本配置组合，使育种中亲本的选配更

完善。
本研究仅针对云南种质资源的主要农艺性状进

行了分析评价，有关薏苡种质资源品质性状、抗逆性

以及分子水平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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