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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属原种间杂交 Ｆ１ 灰色接近度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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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对 ３３ 份 ０９ 系列甘蔗属原种间杂交 Ｆ１ 的灰色接近度分析，结果表明：排位在前 １０ 名的是 ０９⁃１６２、０９⁃１６７、０９⁃

１６４、０９⁃１７２、０９⁃１６７⁃１、０９⁃１７４、０９⁃１６７⁃２、０９⁃１６１、０９⁃１７９、０９⁃１６６，有 １９ 份材料超过对照 ＲＯＣ２２ 和粤糖 ９３⁃１５９，其结果与试验观

察结果相符；灰色接近度分析与同一度分析结果一致，与灰色关联度分析总体一致，说明灰色接近度分析是一种简便、有效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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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研究方向为甘蔗遗传育种。 Ｅ⁃ｍａｉｌ：Ｔａｏｌｉａｎａｎ＠ １６３． ｃｏｍ

近年来，灰色育种理论的灰色关联度分析在小

麦、水稻、玉米、棉花、花生等多种作物的品种综合评

价、组合评价、性状分析中得到了广泛应用［１⁃１０］，获
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在甘蔗选育种中也有不少报

道［１１⁃１３］。 同一度分析法是赵克勤［１４］ 基于集对论的

同一度概念提出的一种分析方法，已在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等领域中广泛应用［１５⁃１６］，姜永［１７］对此方法进

行改进并应用于水稻灌溉制度的选优。 灰色接近度

分析则是郭瑞林等［１８］ 参照时间序列灰色接近度理

论加以改进，提出了基于空间序列灰色接近度的评

判方法，旨在简化运算，提高评估效率，在小麦杂交

组合的定量评估中得到成功应用。

利用甘蔗属及其近缘植物进行原种间杂交，即
栽培原种 ×野生原种、栽培原种 ×栽培原种，是构建

对等杂交的基础组合，是创制独立亲本系统的第 １
步，对这些组合后代的筛选和评价是进一步杂交利

用的前提［１９］，为此，本研究拟采用灰色接近度对 ０９
系列原种间杂交后代进行分析，并与灰色关联度分

析、同一度分析进行比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

供试的 ３５ 份材料是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杂交季节的创

新组合入选后代，亲本 Ｍａｒｊａｒ、 Ｂａｒｗｉｌｓｐｔ、 Ｚｏｐｉｌａｔａ、



　 ６ 期 桃联安等：甘蔗属原种间杂交 Ｆ１灰色接近度综合评价

Ｂａｄｉｌａ、 Ｐａｎｓａｈｉ 是 热 带 种 （ Ｓａｃｃｈａｒｕｍ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ｒｕｍ
Ｌ． ），光泽竹蔗、河南许昌蔗是中国种 （ Ｓａｃｃｈａｒｕｍ
ｂａｒｂｅｒｉ Ｊｅｓｗ． ），南涧果蔗是地方栽培种，５１ＮＧ６３ 是

大茎野生种（ Ｓａｃｃｈａｒｕｍ ｒｏｂｕｓｔｕｍ Ｊｅｓｗ． ）、云南 ０４⁃
９⁃１ 是采自云南省陇川县的割手密种 （ Ｓａｃｃｈａｒｕｍ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ｕｍ Ｌ． ）、云南 ８３⁃１８０ 是采自云南省个旧市

的斑茅种（其中，有不少学者把斑茅种归类为蔗茅

属，Ｅｒｉａｎｔｈｕｓ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ｕｓ Ｒｅｔｚ． ）。 经过 ＳＳＲ 的 ２ 对

引物标记鉴定，除 ０９⁃１７６ 形态特征似斑茅种待进一

步确定外，其余均为真杂种。
试验设置在瑞丽育种站内，采用顺序排列法设

计，行长 ３． ０ｍ，行距 １． １ｍ，下种量 ５４０００ 双芽 ／ ｈｍ２，
对照为全国当家种 ＲＯＣ２２、云南当家种粤糖 ９３⁃１５９
（ＹＴ９３⁃１５９），经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 ２ 年新植 １ 年宿根的

对比观察试验，调查株高、茎径、有效茎、单茎重、锤
度等，计算公顷产量 ＝单茎重 ×公顷有效茎，公顷含

糖量 ＝ ０． ６９ ×公顷产量 × 锤度。 ９ 个性状的调查结

果见表 １。

表 １　 原始数据及理想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ｅｖ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 ｄａｔａ

材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母本

Ｆｅｍａｌｅ
父本

Ｍａｌｅ

出苗率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ｅｅｄｉｎｇｓ

分蘖率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ｓ

株高（ｃｍ）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茎径（ｃｍ）
Ｓｔａｌｋ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单茎重

（ｋｇ）
Ｓｔａｌｋ
ｗｅｉｇｈｔ

有效茎

（株 ／ ｈｍ２）
Ｓｔａｌｋ

ｎｕｍｂｅｒ

蔗产量

（ｔ ／ ｈｍ２）
Ｃａｎｅ
ｙｉｅｌｄ

锤度

（％ ）
Ｂｒｉｘ

含糖量

（ｔ ／ ｈｍ２）
Ｓｕｇａｒ
ｙｉｅｌｄ

０９⁃１５０ 光泽竹蔗 河南许昌蔗 ３６． ７ ３３６． ４ ２５７． ０ １． ７９ ０． ５９ １９２３２３ １３３． ５０ ２０． ４０ １９． ０９
０９⁃１５１ 光泽竹蔗 河南许昌蔗 ３６． ７ ２２７． ３ ２５５． ９ １． ７７ ０． ５５ １３３８３８ ７８． ５９ １６． １６ ８． ８５
０９⁃１５２ 光泽竹蔗 河南许昌蔗 ５６． ７ ２１７． ６ ２６０． ４ １． ７２ ０． ５３ １４７９８０ ７５． ７４ ２０． ３４ １０． ７９
０９⁃１５３ 光泽竹蔗 Ｍａｒｊａｒ ４３． ３ ２４６． ２ ２４１． ９ １． ７７ ０． ５４ １５７０７１ ７１． ０７ １７． ３３ ８． ５８
０９⁃１５４ Ｂａｗｉｌｓｐｔ 光泽竹蔗 ８３． ３ ４４０． ０ ２４７． ５ ２． ２０ ０． ８３ １１６１６２ ６９． ９９ ２０． ２８ ９． ７４
０９⁃１５５ Ｂａｒｗｉｌｓｐｔ 河南许昌蔗 ６３． ３ １０５． ３ ２３７． ８ ２． ０９ ０． ７１ ８６８６９ ６２． ７３ ２１． ８６ ９． ４４
０９⁃１５６ Ｂａｒｗｉｌｓｐｔ 河南许昌蔗 ７０． ０ ６１． ９ ２３８． ７ ２． ３４ ０． ９０ ６８６８７ ５５． ００ ２１． ８９ ８． ２８
０９⁃１５７ Ｂａｒｗｉｌｓｐｔ 河南许昌蔗 ４６． ７ ２７１． ４ ２４３． ３ ２． ２１ ０． ８３ １１３９３９ ９５． ６７ ２１． ７１ １４． ４２
０９⁃１５８ Ｂａｒｗｉｌｓｐｔ 河南许昌蔗 ７３． ３ １０４． ５ ２５２． ２ ２． ３４ ０． ９９ １１１６１６ ９４． ２８ ２１． ５２ １４． ２０
０９⁃１５９ Ｂａｒｗｉｌｓｐｔ 河南许昌蔗 ６６． ７ ３４５． ０ ２５２． ７ ２． ４４ １． ０３ ９７４７５ １００． ７７ ２２． ５６ １５． ６１
０９⁃１６０ Ｂａｒｗｉｌｓｐｔ 河南许昌蔗 ７３． ３ １８６． ４ ２４７． ３ ２． ３４ ０． ９４ ９５４５５ １０２． ２９ ２０． ８４ １４． ７０
０９⁃１６１ Ｂａｒｗｉｌｓｐｔ Ｚｏｐｉｌａｔａ ８３． ３ ２７６． ０ ２３６． ８ ２． ７１ １． ２１ ９０１０１ １０１． ６２ ２１． ９６ １５． ３２
０９⁃１６２ Ｂａｒｗｉｌｓｐｔ Ｚｏｐｉｌａｔａ ３６． ７ ４５４． ５ ２７９． ４ ３． ０３ １． ８１ ９３４３４ １８７． ４９ １９． ９６ ２５． ８４
０９⁃１６３ Ｂａｒｗｉｌｓｐｔ Ｚｏｐｉｌａｔａ ６３． ３ １７３． ７ ２２９． ３ ２． ５７ １． ０５ ７９２９３ ８５． ７８ ２０． ４６ １２． １７
０９⁃１６４ Ｂａｒｗｉｌｓｐｔ Ｚｏｐｉｌａｔａ ６６． ７ ２９０． ０ ２４５． ８ ２． ８７ １． ３９ ８８８８９ １２４． ０２ ２３． １２ １９． ８６
０９⁃１６５ Ｂａｒｗｉｌｓｐｔ Ｚｏｐｉｌａｔａ ７６． ７ １５２． ２ ２２２． ９ ２． ６６ １． ０７ ８０８０８ ８８． ７８ ２０． ４７ １２． ５８
０９⁃１６６ Ｂａｒｗｉｌｓｐｔ 河南许昌蔗 ５０． ０ ３２６． ７ ２３１． ８ ２． ９０ １． ３５ ９３９３９ １１６． ３２ １９． ９２ １６． １９
０９⁃１６７ Ｂａｒｗｉｌｓｐｔ Ｂａｄｉｌａ ７６． ７ ３４７． ８ ２６３． ３ ２． ５９ １． ２３ １４０９０９ １３１． ５７ ２３． ０１ ２０． ９２
０９⁃１６７⁃１ Ｂａｒｗｉｌｓｐｔ 河南许昌蔗 ９３． ３ １７１． ４ ２６８． ０ ２． ６０ １． ２６ ９０４０４ １０１． ３９ ２３． ０２ １６． ０４
０９⁃１６７⁃２ Ｂａｒｗｉｌｓｐｔ 河南许昌蔗 ８３． ３ ２２０． ０ ２２７． １ ２． ４６ ０． ９５ １２０２０２ １３０． ６３ ２１． ５８ １９． ３１
０９⁃１６８ Ｚｏｐｉｔａｌａ 云南 ８３⁃１８０ ３６． ７ ５８１． ８ ２３３． １ ２． １４ ０． ７４ ７７２７３ ６８． ７６ １８． ６５ ８． ７７
０９⁃１６９ Ｐａｎｓａｈｉ Ｚｏｐｉｔａｌａ ４６． ７ ３７１． ４ ２５２． ４ ２． ３０ ０． ９２ ７４２４２ １０１． ５９ ２０． ４５ １４． ２６
０９⁃１７０ Ｐａｎｓａｈｉ Ｚｏｐｉｔａｌａ ６０． ０ ２６６． ７ ２２９． ８ ２． ３３ ０． ８７ ８１８１８ ５３． １５ １８． ４６ ６． ７３
０９⁃１７１ Ｐａｎｓａｈｉ Ｚｏｐｉｔａｌａ ７０． ０ ２９５． ２ ２４７． ８ ２． ５７ １． １４ １０２５２５ １０９． ２７ ２０． ０７ １５． １２
０９⁃１７２ Ｐａｎｓａｈｉ Ｚｏｐｉｔａｌａ ７３． ３ ３６８． ２ ２６９． ８ ２． ４２ １． １３ １２５７５８ １３７． ８４ ２０． ２０ １９． ２０
０９⁃１７３ Ｐａｎｓａｈｉ Ｚｏｐｉｔａｌａ ９３． ３ １１４． ３ ２４８． ３ ２． １８ ０． ８４ １２４２４２ １２０． ２２ ２０． ７９ １７． ４９
０９⁃１７４ Ｐａｎｓａｈｉ Ｚｏｐｉｔａｌａ ８０． ０ ２２９． ２ ２５０． ７ ２． ６１ １． ２１ １１１１１１ １２３． ８５ ２０． ３４ １７． ３７
０９⁃１７５ Ｐａｎｓａｈｉ Ｚｏｐｉｔａｌａ ６３． ３ １６８． ４ ２２５． ９ ２． ３５ ０． ８５ ８７３７４ ９９． ９４ ２２． ２３ １５． １７
０８⁃１７６ Ｐａｎｓａｈｉ 云南 ８３⁃１８０ ３６． ７ ６１８． ２ １９７． ４ １． ７４ ０． ４２ １６２４２４ ７１． ２４ ２１． ５４ １０． ７２
０９⁃１７７ 南涧果蔗 ５１ＮＧ６３ ４６． ７ ４３５． ７ ２６６． １ １． ９２ ０． ７１ １４２９２９ ９７． ９９ １８． ４０ １２． ５１
０９⁃１７８ 南涧果蔗 ５１ＮＧ６３ ６６． ７ ２６５． ０ ２５４． ９ １． ８６ ０． ６４ １６９１９２ ６８． ６２ １５． ４４ ７． ７７
０９⁃１７９ Ｂａｒｗｉｌｓｐｔ 云南 ０４⁃９⁃１ ９０． ０ ２８８． ９ ２８１． ０ １． ４７ ０． ４８ ５３９３９４ １２７． ４８ １５． ２７ １３． ４８
０９⁃１８０ Ｚｏｐｉｔａｌａ 南涧果蔗 ６３． ３ ２４２． １ ２０９． ７ ２． ４１ ０． ８２ １０００００ ７４． ７１ １７． ８１ ８． ７６
ＲＯＣ２２ ４３． ３ ２１５． ４ ２６７． ４ ２． ４８ １． １６ ７３１３１ ８９． ０６ ２２． ００ １３． ５９
ＹＴ９３⁃１５９ ８３． ３ ２４０． ０ ２０５． １ ２． ６７ ０． ９８ ７１７１７ ７０． ６３ ２２． ０４ １０． ５３

理想值 Ｉｄｅａｌ ｄａｔａ ９３． ３ ６１８． ２ ２８１． ０ ３． ０３ １． ８１ ５３９３９４ １８７． ４９ ２３． １２ ２５． ８４

９４２１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１５ 卷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灰色接近度分析法［１８］ 　 确定理想材料。 设

有 ｎ 个参试材料，考察 ｍ 个性状，则某材料 ｍ 个性

状观察值的集合构成材料行为序列，记为 Ｘｉ （ｋ），ｉ
＝ １，２，…，ｎ；ｋ ＝ １，２，…，ｍ。 评价材料优劣首先要

有一个评价标准或准则，这个标准通常是复合育种

目标的性状理想值，各育种目标性状理想值的集合

构成理想行为序列记为 Ｘ０（ｋ）。 本研究取 ９ 个性状

的最大值为理想值。
为了使各个性状具有可比性，按以下公式进行

无量纲化变换。

ｒｉ（ｋ） ＝
ｘｉ（ｋ）

ｍａｘｉｘｉ（ｋ）
　 （性状为上限性状，即越大

越好）；

ｒｉ（ｋ） ＝
ｍｉｎｉｘｉ（ｋ）
ｘｉ（ｋ）

　 （性状为下限性状，即越小

越好）；

ｒｉ（ｋ） ＝
ｘｑ（ｋ）

ｘｑ（ｋ） ＋ ｜ ｘｑ（ｋ） － ｘｉ（ｋ） ｜ 　 （性状为适

中型时，即为某一理想值 Ｘｑ（ｋ））。
对 ３５ 份材料采用性状上限性公式进行无量纲

化处理，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各性状数据无量纲化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ｄａｔａ

材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出苗率（％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ｅｅｄｉｎｇｓ

分蘖率（％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ｓ

株高（ｃｍ）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茎径（ｃｍ）
Ｓｔａｌｋ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单茎重（ｋｇ）
Ｓｔａｌｋ ｗｅｉｇｈｔ

有效茎

（株 ／ ｈｍ２）
Ｓｔａｌｋ ｎｕｍｂｅｒ

蔗产量

（ｔ ／ ｈｍ２）
Ｃａｎｅ ｙｉｅｌｄ

锤度（％ ）
Ｂｒｉｘ

含糖量

（ｔ ／ ｈｍ２）
Ｓｕｇａｒ ｙｉｅｌｄ

理想值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Ｉｄｅａｌ ｄａｔａ
０９⁃１５０ ０． ３９２９ ０． ５４４１ ０． ９１４６ ０． ５９２７ ０． ３２７２ ０． ３５６６ ０． ７１２１ ０． ８８２４ ０． ７３８８
０９⁃１５１ ０． ３９２９ ０． ３６７６ ０． ９１０８ ０． ５８３０ ０． ３０５２ ０． ２４８１ ０． ４１９２ ０． ６９８９ ０． ３４２６
０９⁃１５２ ０． ６０７１ ０． ３５２１ ０． ９２６７ ０． ５６７８ ０． ２９５４ ０． ２７４３ ０． ４０４０ ０． ８８００ ０． ４１７７
０９⁃１５３ ０． ４６４３ ０． ３９８２ ０． ８６０７ ０． ５８３４ ０． ２９６７ ０． ２９１２ ０． ３７９１ ０． ７４９７ ０． ３３２２
０９⁃１５４ ０． ８９２９ ０． ７１１８ ０． ８８０７ ０． ７２７４ ０． ４６１２ ０． ２１５４ ０． ３７３３ ０． ８７７１ ０． ３７７１
０９⁃１５５ ０． ６７８６ ０． １７０３ ０． ８４６３ ０． ６９００ ０． ３９５１ ０． １６１０ ０． ３３４６ ０． ９４５７ ０． ３６５５
０９⁃１５６ ０． ７５００ ０． １００１ ０． ８４９３ ０． ７７１９ ０． ４９７４ ０． １２７３ ０． ２９３３ ０． ９４６８ ０． ３２０６
０９⁃１５７ ０． ５０００ ０． ４３９１ ０． ８６５７ ０． ７３０３ ０． ４５７６ ０． ２１１２ ０． ５１０３ ０． ９３９１ ０． ５５８０
０９⁃１５８ ０． ７８５７ ０． １６９１ ０． ８９７５ ０． ７７３０ ０． ５４７１ ０． ２０６９ ０． ５０２９ ０． ９３０８ ０． ５４９４
０９⁃１５９ ０． ７１４３ ０． ５５８１ ０． ８９９２ ０． ８０４７ ０． ５７０９ ０． １８０７ ０． ５３７５ ０． ９７５６ ０． ６０４３
０９⁃１６０ ０． ７８５７ ０． ３０１５ ０． ８８０２ ０． ７７１５ ０． ５１９８ ０． １７７０ ０． ５４５６ ０． ９０１６ ０． ５６９１
０９⁃１６１ ０． ８９２９ ０． ４４６５ ０． ８４２７ ０． ８９５０ ０． ６６８４ ０． １６７０ ０． ５４２０ ０． ９４９６ ０． ５９２８
０９⁃１６２ ０． ３９２９ ０． ７３５３ ０． ９９４３ １．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０． １７３２ １． ００００ ０． ８６３５ １． ００００
０９⁃１６３ ０． ６７８６ ０． ２８１０ ０． ８１６１ ０． ８４９４ ０． ５８００ ０． １４７０ ０． ４５７５ ０． ８８４８ ０． ４７１１
０９⁃１６４ ０． ７１４３ ０． ４６９１ ０． ８７４７ ０． ９４８７ ０． ７６９７ ０． １６４８ ０． ６６１５ １． ００００ ０． ７６８６
０９⁃１６５ ０． ８２１４ ０． ２４６２ ０． ７９３１ ０． ８７９６ ０． ５９０９ ０． １４９８ ０． ４７３５ ０． ８８５３ ０． ４８６７
０９⁃１６６ ０． ５３５７ ０． ５２８４ ０． ８２４９ ０． ９５８６ ０． ７４４７ ０． １７４２ ０． ６２０４ ０． ８６１５ ０． ６２６８
０９⁃１６７ ０． ８２１４ ０． ５６２７ ０． ９３６９ ０． ８５５１ ０． ６８３１ ０． ２６１２ ０． ７０１８ ０． ９９５３ ０． ８０９８
０９⁃１６７⁃１ １． ００００ ０． ２７７３ ０． ９５３７ ０． ８５８７ ０． ６９９８ ０． １６７６ ０． ５４０８ ０． ９９５８ ０． ６２１０
０９⁃１６７⁃２ ０． ８９２９ ０． ３５５９ ０． ８０８１ ０． ８１２９ ０． ５２６３ ０． ２２２８ ０． ６９６７ ０． ９３３２ ０． ７４７２
０９⁃１６８ ０． ３９２９ ０． ９４１２ ０． ８２９４ ０． ７０７０ ０． ４１２２ ０． １４３３ ０． ３６６７ ０． ８０６７ ０． ３３９４
０９⁃１６９ ０． ５０００ ０． ６００８ ０． ８９８２ ０． ７５８０ ０． ５１１３ ０． １３７６ ０． ５４１９ ０． ８８４５ ０． ５５１９
０９⁃１７０ ０． ６４２９ ０． ４３１４ ０． ８１７８ ０． ７６８４ ０． ４７９６ ０． １５１７ ０． ２８３５ ０． ７９８３ ０． ２６０６
０９⁃１７１ ０． ７５００ ０． ４７７６ ０． ８８１９ ０． ８４８３ ０． ６２８１ ０． １９０１ ０． ５８２８ ０． ８６７９ ０． ５８５１
０９⁃１７２ ０． ７８５７ ０． ５９５６ ０． ９６０１ ０． ７９９６ ０． ６２３２ ０． ２３３１ ０． ７３５２ ０． ８７３７ ０． ７４３２
０９⁃１７３ １． ００００ ０． １８４９ ０． ８８３７ ０． ７１９３ ０． ４６２２ ０． ２３０３ ０． ６４１２ ０． ８９９１ ０． ６７６８
０９⁃１７４ ０． ８５７１ ０． ３７０７ ０． ８９２１ ０． ８６２４ ０． ６６７７ ０． ２０６０ ０． ６６０６ ０． ８７９９ ０． ６７２３
０９⁃１７５ ０． ６７８６ ０． ２７２４ ０． ８０３８ ０． ７７６０ ０． ４６８８ ０． １６２０ ０． ５３３０ ０． ９６１６ ０． ５８７２
０８⁃１７６ ０． ３９２９ １． ００００ ０． ７０２５ ０． ５７３５ ０． ２３１８ ０． ３０１１ ０． ３７９９ ０． ９３１８ ０． ４１４９
０９⁃１７７ ０． ５０００ ０． ７０４８ ０． ９４７１ ０． ６３５０ ０． ３９１８ ０． ２６５０ ０． ５２２６ ０． ７９５８ ０． ４８４３
０９⁃１７８ ０． ７１４３ ０． ４２８７ ０． ９０７０ ０． ６１３６ ０． ３５６５ ０． ３１３７ ０． ３６６０ ０． ６６８０ ０． ３００９
０９⁃１７９ ０． ９６４３ ０． ４６７３ １． ００００ ０． ４８５２ ０． ２６５７ １． ００００ ０． ６７９９ ０． ６６０５ ０． ５２１８
０９⁃１８０ ０． ６７８６ ０． ３９１６ ０． ７４６４ ０． ７９５７ ０． ４５３３ ０． １８５４ ０． ３９８５ ０． ７７０４ ０． ３３９２
ＲＯＣ２２ ０． ４６３９ ０． ３４８４ ０． ９５１６ ０． ８１８６ ０． ６４０５ ０． １３５６ ０． ４７５０ ０． ９５１６ ０． ５２５９
ＹＴ９３⁃１５９ ０． ８９２５ ０． ３８８２ ０． ７３００ ０． ８８１５ ０． ５４４６ ０． １３３０ ０． ３７６７ ０． ９５３５ ０． ４０７４
关联度 ｒ（ｋ） ０． ８６６３ ０． ８３７５ ０． ８８７６ ０． ８９６７ ０． ８９９４ ０． ８２８８ ０． ９６２６ ０． ８９３８ １． ００００
权重 Ｗ（ｋ） ０． １０７３ ０． １０３８ ０． １１００ ０． １１１１ ０． １１１４ ０． １０２７ ０． １１９２ ０． １１０７ ０． １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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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期 桃联安等：甘蔗属原种间杂交 Ｆ１灰色接近度综合评价

灰色加权接近度计算。 将材料性状行为序列

Ｘｉ（ｋ）和理想值序列 Ｘ０（ｋ）的折线记为 Ｘｉ、Ｘｏ，通常

情况下，育种目标性状不能等量齐观，需赋予不同的

权重 Ｗｋ，则无量纲化后的 Ｘｉ和 Ｘｏ变为：
Ｘ ｉ ＝ ［ ｒｉ（１）ｗ１，ｒｉ（２）ｗ２，． ． ． ，ｒｉ（ｋ）ｗｋ，． ． ． ，
ｒｉ（ｍ）ｗｍ］和 Ｘｏ ＝ ［ｗ１，ｗ２，． ． ． ，ｗｋ，． ． ． ，ｗｍ］，

令 Ｓ ｉ － Ｓｏ ＝ ∫ｍ
１
（Ｘ ｉ － Ｘｏ）ｄｔ ，则 Ｓｉ － Ｓｏ≤０，则称 ρｍ ＝

１
１ ＋ ｜ Ｓｉ － Ｓｏ ｜

为 Ｘｉ、Ｘｏ基于接近性视角的加权灰色接

近度，简称灰色加权接近度。 式中 ｜ Ｓｉ － Ｓｏ ｜ ＝ ｜∑ｍ
ｋ ＝ １

［ ｒｉ（ｋ）ｗｋ － ｗｋ］ ｜ ＝ ｜∑ｍ
Ｋ ＝ １［ｒｉ（ｋ） －１］ｗｋ ｜ ，所以 Ｘｉ 与

Ｘｏ 越接近，ρｍ 越大，即第 ｉ 个材料的综合性状越接

近育种目标（理想值），表现越好，反之亦然。
各性状的权重集 Ｗｋ ＝ （Ｗ１，Ｗ２，Ｗ３，…Ｗｍ），Ｋ ＝

１，２，３，…ｍ，权重系数的确定有灰色关联度法、德尔

菲法、判断矩阵法、专家经验法等，本研究采用的是

灰色关联度法［１２］ 确定权重，即：各性状先进行均值

化处理，再计算含糖量（参考数列）与其余性状（比
较数列）的灰色关联度，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

性状的权重系数 Ｗ（ｋ），结果见表 ２。
通过加权后的性状行为序列 Ｘｉ和理想值序列

Ｘｏ，计算出灰色接近度 ρｍ，并排序，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加权矩阵及灰色接近度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ｐｏｐｅｄｏｍ ｍａｔｒｉ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ｙ 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 ｄｅｇｒｅｅ

材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出苗率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ｅｅｄｉｎｇｓ

分蘖率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ｓ

株高（ｃｍ）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茎径（ｃｍ）
Ｓｔａｌｋ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单茎重

（ｋｇ）
Ｓｔａｌｋ ｗｅｉｇｈｔ

有效茎

（株 ／ ｈｍ２）
Ｓｔａｌｋ ｎｕｍｂｅｒ

蔗产量

（ｔ ／ ｈｍ２）
Ｃａｎｅ ｙｉｅｌｄ

锤度

（％ ）
Ｂｒｉｘ

含糖量

（ｔ ／ ｈｍ２）
Ｓｕｇａｒ ｙｉｅｌｄ

接近度

Ｇｒｅｙ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
ｄｅｇｒｅｅ

排序

Ｏｒｄｅｒ

０９⁃１５０ ０． ０４２２ ０． ０５６５ ０． １００６ ０． ０６５８ ０． ０３６５ ０． ０３６６ ０． ０８４９ ０． ０９７７ ０． ０９１５ ０． ７２０６ １４
０９⁃１５１ ０． ０４２２ ０． ０３８１ ０． １００１ ０． ０６４８ ０． ０３４０ ０． ０２５５ ０． ０５００ ０． ０７７４ ０． ０４２４ ０． ６５５５ ３５
０９⁃１５２ ０． ０６５２ ０． ０３６５ ０． １０１９ ０． ０６３１ ０． ０３２９ ０． ０２８２ ０． ０４８２ ０． ０９７４ ０． ０５１７ ０． ６７８０ ２９
０９⁃１５３ ０． ０４９８ ０． ０４１３ ０． ０９４６ ０． ０６４８ ０． ０３３１ ０． ０２９９ ０． ０４５２ ０． ０８３０ ０． ０４１２ ０． ６５９１ ３４
０９⁃１５４ ０． ０９５８ ０． ０７３８ ０． ０９６８ ０． ０８０８ ０． ０５１４ ０． ０２２１ ０． ０４４５ ０． ０９７１ ０． ０４６７ ０． ７１９０ １６
０９⁃１５５ ０． ０７２８ ０． ０１７７ ０． ０９３０ ０． ０７６６ ０． ０４４０ ０． ０１６５ ０． ０３９９ ０． １０４７ ０． ０４５３ ０． ６７１４ ３３
０９⁃１５６ ０． ０８０５ ０． ０１０４ ０． ０９３４ ０． ０８５７ ０． ０５５４ ０． ０１３１ ０． ０３５０ ０． １０４８ ０． ０３９７ ０． ６７４８ ３０
０９⁃１５７ ０． ０５３７ ０． ０４５６ ０． ０９５２ ０． ０８１１ ０． ０５１０ ０． ０２１７ ０． ０６０８ ０． １０４０ ０． ０６９１ ０． ７０５３ ２４
０９⁃１５８ ０． ０８４３ ０． ０１７５ ０． ０９８７ ０． ０８５９ ０． ０６０９ ０． ０２１２ ０． ０６００ ０． １０３１ ０． ０６８１ ０． ７１４１ １８
０９⁃１５９ ０． ０７６６ ０． ０５７９ ０． ０９８９ ０． ０８９４ ０． ０６３６ ０． ０１８６ ０． ０６４１ ０． １０８０ ０． ０７４９ ０． ７４１８ １１
０９⁃１６０ ０． ０８４３ ０． ０３１３ ０． ０９６８ ０． ０８５７ ０． ０５７９ ０． ０１８２ ０． ０６５１ ０． ０９９８ ０． ０７０５ ０． ７１９２ １５
０９⁃１６１ ０． ０９５８ ０． ０４６３ ０． ０９２７ ０． ０９９４ ０． ０７４５ ０． ０１７２ ０． ０６４６ ０． １０５１ ０． ０７３４ ０． ７５１３ ８
０９⁃１６２ ０． ０４２２ ０． ０７６３ ０． １０９３ ０． １１１１ ０． １１１４ ０． ０１７８ ０． １１９２ ０． ０９５６ ０． １２３９ ０． ８３８１ １
０９⁃１６３ ０． ０７２８ ０． ０２９１ ０． ０８９７ ０． ０９４４ ０． ０６４６ ０． ０１５１ ０． ０５４６ ０． ０９８０ ０． ０５８４ ０． ７０２６ ２５
０９⁃１６４ ０． ０７６６ ０． ０４８７ ０． ０９６２ ０． １０５４ ０． ０８５８ ０． ０１６９ ０． ０７８９ ０． １１０７ ０． ０９５２ ０． ７７７８ ３
０９⁃１６５ ０． ０８８１ ０． ０２５５ ０． ０８７２ ０． ０９７７ ０． ０６５８ ０． ０１５４ ０． ０５６５ ０． ０９８０ ０． ０６０３ ０． ７１１５ １９
０９⁃１６６ ０． ０５７５ ０． ０５４８ ０． ０９０７ ０． １０６５ ０． ０８３０ ０． ０１７９ ０． ０７４０ ０． ０９５４ ０． ０７７６ ０． ７４４８ １０
０９⁃１６７ ０． ０８８１ ０． ０５８４ ０． １０３０ ０． ０９５０ ０． ０７６１ ０． ０２６８ ０． ０８３７ ０． １１０２ ０． １００３ ０． ７９４７ ２
０９⁃１６７⁃１ ０． １０７３ ０． ０２８８ ０． １０４９ ０． ０９５４ ０． ０７８０ ０． ０１７２ ０． ０６４５ ０． １１０２ ０． ０７６９ ０． ７５９４ ５
０９⁃１６７⁃２ ０． ０９５８ ０． ０３６９ ０． ０８８８ ０． ０９０３ ０． ０５８６ ０． ０２２９ ０． ０８３１ ０． １０３３ ０． ０９２６ ０． ７５３２ ７
０９⁃１６８ ０． ０４２２ ０． ０９７６ ０． ０９１２ ０． ０７８５ ０． ０４５９ ０． ０１４７ ０． ０４３７ ０． ０８９３ ０． ０４２０ ０． ６８７４ ２６
０９⁃１６９ ０． ０５３７ ０． ０６２３ ０． ０９８８ ０． ０８４２ ０． ０５７０ ０． ０１４１ ０． ０６４６ ０． ０９７９ ０． ０６８４ ０． ７１４８ １７
０９⁃１７０ ０． ０６９０ ０． ０４４８ ０． ０８９９ ０． ０８５４ ０． ０５３４ ０． ０１５６ ０． ０３３８ ０． ０８８４ ０． ０３２３ ０． ６７２３ ３２
０９⁃１７１ ０． ０８０５ ０． ０４９６ ０． ０９７０ ０． ０９４２ ０． ０７００ ０． ０１９５ ０． ０６９５ ０． ０９６１ ０． ０７２５ ０． ７４０１ １２
０９⁃１７２ ０． ０８４３ ０． ０６１８ ０． １０５６ ０． ０８８８ ０． ０６９４ ０． ０２３９ ０． ０８７７ ０． ０９６７ ０． ０９２１ ０． ７７５４ ４
０９⁃１７３ ０． １０７３ ０． ０１９２ ０． ０９７２ ０． ０７９９ ０． ０５１５ ０． ０２３６ ０． ０７６５ ０． ０９９５ ０． ０８３８ ０． ７３４５ １３
０９⁃１７４ ０． ０９２０ ０． ０３８５ ０． ０９８１ ０． ０９５８ ０． ０７４４ ０． ０２１１ ０． ０７８８ ０． ０９７４ ０． ０８３３ ０． ７５７２ ６
０９⁃１７５ ０． ０７２８ ０． ０２８３ ０． ０８８４ ０． ０８６２ ０． ０５２２ ０． ０１６６ ０． ０６３６ ０． １０６５ ０． ０７２７ ０． ７０７８ ２２
０８⁃１７６ ０． ０４２２ ０． １０３８ ０． ０７７２ ０． ０６３７ ０． ０２５８ ０． ０３０９ ０． ０４５３ ０． １０３２ ０． ０５１４ ０． ６８６６ ２７
０９⁃１７７ ０． ０５３７ ０． ０７３１ ０． １０４１ ０． ０７０５ ０． ０４３７ ０． ０２７２ ０． ０６２３ ０． ０８８１ ０． ０６００ ０． ７０５６ ２３
０９⁃１７８ ０． ０７６６ ０． ０４４５ ０． ０９９７ ０． ０６８２ ０． ０３９７ ０． ０３２２ ０． ０４３６ ０． ０７４０ ０． ０３７３ ０． ６７３８ ３１
０９⁃１７９ ０． １０３５ ０． ０４８５ ０． １１００ ０． ０５３９ ０． ０２９６ ０． １０２７ ０． ０８１１ ０． ０７３１ ０． ０６４６ ０． ７５０１ ９
０９⁃１８０ ０． ０７２８ ０． ０４０６ ０． ０８２１ ０． ０８８４ ０． ０５０５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４７５ ０． ０８５３ ０． ０４２０ ０． ６７９５ ２８
ＲＯＣ２２ ０． ０４９８ ０． ０３６２ ０． １０４６ ０． ０９０９ ０． ０７１４ ０． ０１３９ ０． ０５６６ ０． １０５３ ０． ０６５１ ０． ７１１２ ２０
ＹＴ９３⁃１５９ ０． ０９５８ ０． ０４０３ ０． ０８０３ ０． ０９７９ ０． ０６０７ ０． ０１３７ ０． ０４４９ ０． １０５６ ０． ０５０５ ０． ７０９０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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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２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１２］ 　 通过构建理想材料

（或品种），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然后求出无量纲化

后的理想值与无量纲化后的各性状值的绝对差值，

按公式：ｒｉｊ（ｋ） ＝ Δｍｉｎ ＋ ρΔｍａｘ
Δ ｉｊ（ｋ） ＋ ρΔｍａｘ　 （ρ 一般为 ０． ５）计

算各性状的关联度系数，根据各性状的权重系数再

求出各材料的综合关联度 ｒｉ ＝ ∑
ｍ

Ｋ ＝ １
ｒｉｊ ． ｗ（ｋ） ，关联度

值越大，参试材料的综合性越好，通过关联度排序对

参试材料进行评价。
１． ２． ３　 同一度分析法［１７］ 　 首先构建理想品种，再
进行无量纲化，即求出参试材料与理想材料的同一

度。 然后，根据各性状的权重系数求出各材料的综

合同一度。 同一度值越大，参试材料的综合性越好，
通过同一度排序对参试材料进行评价，这是一种非

常简便的方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灰色接近度分析结果

从表 ３ 中可看出，灰色接近度最大的是 ０９⁃１６２
（ρ ＝ ０． ８３８１），其次是 ０９⁃１６７、０９⁃１６４、０９⁃１７２、０９⁃
１６７⁃１、０９⁃１７４、０９⁃１６７⁃２、０９⁃１６１、０９⁃１７９、０９⁃１６６ 等，
有 １９ 份材料超过对照 ＲＯＣ２２（ ρ ＝ ０． ７１１２）和粤糖

９３⁃１５９（ρ ＝ ０． ７０９０），灰色接近度最小的是 ０９⁃１５３（ρ
＝ ０． ６５９１）、０９⁃１５１（ρ ＝ ０． ６５５５）。
２． ２　 参试材料的试验表现

把各个参试材料的每个性状与相应性状的平均

值进行比较，找出优良级，即：性状值 ＞ 平均值 ＋
（最大值 －平均值） ／ ２，用“√”表示，其中各性状的

最大值用“√√”表示，比较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各性状优良值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材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出苗率（％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ｅｅｄｉｎｇｓ

分蘖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ｓ

株高（ｃｍ）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茎径（ｃｍ）
Ｓｔａｌｋ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单茎重（ｋｇ）
Ｓｔａｌｋ ｗｅｉｇｈｔ

有效茎

（株 ／ ｈｍ２）
Ｓｔａｌｋ ｎｕｍｂｅｒ

蔗产量

（ｔ ／ ｈｍ２）
Ｃａｎｅ ｙｉｅｌｄ

锤度

（％ ）
Ｂｒｉｘ

含糖量

（ｔ ／ ｈｍ２）
Ｓｕｇａｒ ｙｉｅｌｄ

排位

Ｏｒｄｅｒ

０９⁃１５４ √ １６

０９⁃１５５ √ ３３

０９⁃１５５ √ ３０

０９⁃１５９ √ １１

０９⁃１６１ √ √ √ ８

０９⁃１６２ √ √ √√ √√ √√ √ １

０９⁃１６４ √ √ √√ √√ ３

０９⁃１６６ √ １０

０９⁃１６７ √ √ √ ２

０９⁃１６７⁃１ √√ √ √ ５

０９⁃１６７⁃２ √ ７

０９⁃１６８ √ ２６

０９⁃１７２ √ ４

０９⁃１７３ √ １３

０９⁃１７４ √ ６

０９⁃１７５ √ ２２

０９⁃１７６ √√ ２７

０９⁃１７７ √ ２３

０９⁃１７９ √ √√ √√ ９

ＲＯＣ２２ √ √ ２０

ＹＴ９３⁃１５９ √ √ ２１

“√√”表示最大值；“√”表示优良值

“√√”ｔｏ ｍａｘ，“√”ｔｏ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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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４ 中可看出，灰色接近度排名前 １０ 位的参

试材料均出现了优良级的性状。 灰色接近度排第 １
位的为 ０９⁃１６２，其分蘖率、株高、茎径、单茎重、蔗产

量、含糖量 ６ 个性状均表现为优良级，其中茎径、单
茎重、蔗产量值最大，尤其蔗产量远大于平均值，是
所有参试材料中唯一的优良级性状；灰色接近度排

第 ２ 位的为 ０９⁃１６７，其株高、锤度、含糖量表现为优

良级；灰色关联度排第 ３ 位的为 ０９⁃１６４，其茎径、单
茎重、锤度、含糖量表现为优良级，其中锤度和含糖

量值最大。 所以，灰色关联度排名靠前的材料通常

是某些性状表现较突出的材料，灰色接近度评价与

材料表现比较一致。

２． ３　 ３ 种方法的比较

通过对 ３５ 份材料的灰色接近度分析、灰色关联

度分析、同一度分析，可看出灰色接近度分析结果与

同一度分析结果是一致的，灰色接近度分析结果与

灰色关联度分析结果虽然有差异，但总体一致。
本研究定义区分度 Ｑ ＝ （ Ｓｍａｘ － Ｓｍｉｎ） ／ （ Ｓｍａｘ ＋

Ｓｍｉｎ），式中 Ｓｍａｘ表示参数中的最大值，如灰色接近度

分析中的 Ｓｍａｘ为 ０． ８３８１，Ｓｍｉｎ则表示参数中的最小

值，如灰色接近度分析中的 Ｓｍｉｎ为 ０． ６５５５，其区分度

为 ０． １２２２，其余以此类推。 结果表明 ３ 种分析方法

中同一度分析法最大（０． ２５９４），其次是灰色关联度

分析（０． ２４４８），灰色接近度最小（表 ５）。

表 ５　 ３ 种方法分析结果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材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灰色接近度

Ｇｒｅｙ 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 ｄｅｇｒｅｅ
排序

Ｏｒｄｅｒ
灰色关联度

Ｇｒａ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排序

Ｏｒｄｅｒ
同一度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ｄｅｇｒｅｅ
排序

Ｏｒｄｅｒ

０９⁃１５０ ０． ７２０６ １４ ０． ５７３７ １９ ０． ６１２２ １４
０９⁃１５１ ０． ６５５５ ３５ ０． ４８９１ ３５ ０． ４７４５ ３５
０９⁃１５２ ０． ６７８０ ２９ ０． ５２６４ ３０ ０． ５２５０ ２９
０９⁃１５３ ０． ６５９１ ３４ ０． ４８９４ ３４ ０． ４８２９ ３４
０９⁃１５４ ０． ７１９０ １６ ０． ５８２８ １４ ０． ６０９１ １６
０９⁃１５５ ０． ６７１４ ３３ ０． ５２８４ ２９ ０． ５１０６ ３３
０９⁃１５６ ０． ６７４８ ３０ ０． ５４１９ ２８ ０． ５１８０ ３０
０９⁃１５７ ０． ７０５３ ２４ ０． ５５６０ ２３ ０． ５８２１ ２４
０９⁃１５８ ０． ７１４１ １８ ０． ５７９７ １７ ０． ５９９７ １８
０９⁃１５９ ０． ７４１８ １１ ０． ６０８４ １２ ０． ６５１９ １１
０９⁃１６０ ０． ７１９２ １５ ０． ５７７５ １８ ０． ６０９５ １５
０９⁃１６１ ０． ７５１３ ８ ０． ６２８５ ７ ０． ６６９０ ８
０９⁃１６２ ０． ８３８１ １ ０． ８０６３ １ ０． ８０６８ １
０９⁃１６３ ０． ７０２６ ２５ ０． ５５６０ ２４ ０． ５７６６ ２５
０９⁃１６４ ０． ７７７８ ３ ０． ６６９１ ４ ０． ７１４４ ３
０９⁃１６５ ０． ７１１５ １９ ０． ５７３５ ２０ ０． ５９４６ １９
０９⁃１６６ ０． ７４４８ １０ ０． ６０８７ １１ ０． ６５７３ １０
０９⁃１６７ ０． ７９４７ ２ ０． ６８２５ ２ ０． ７４１６ ２
０９⁃１６７⁃１ ０． ７５９４ ５ ０． ６７０１ ３ ０． ６８３１ ５
０９⁃１６７⁃２ ０． ７５３２ ７ ０． ６２３７ ９ ０． ６７２３ ７
０９⁃１６８ ０． ６８７４ ２６ ０． ５４５２ ２７ ０． ５４５２ ２６
０９⁃１６９ ０． ７１４８ １７ ０． ５６５６ ２１ ０． ６０１０ １７
０９⁃１７０ ０． ６７２３ ３２ ０． ５１３８ ３２ ０． ５１２５ ３２
０９⁃１７１ ０． ７４０１ １２ ０． ５９６７ １３ ０． ６４８８ １２
０９⁃１７２ ０． ７７５４ ４ ０． ６４４２ ６ ０． ７１０３ ４
０９⁃１７３ ０． ７３４５ １３ ０． ６１７５ １０ ０． ６３８５ １３
０９⁃１７４ ０． ７５７２ ６ ０． ６２６７ ８ ０． ６７９３ ６
０９⁃１７５ ０． ７０７８ ２２ ０． ５６５０ ２２ ０． ５８７３ ２２
０８⁃１７６ ０． ６８６６ ２７ ０． ５５４１ ２５ ０． ５４３５ ２７
０９⁃１７７ ０． ７０５６ ２３ ０． ５５１３ ２６ ０． ５８２７ ２３
０９⁃１７８ ０． ６７３８ ３１ ０． ５１０４ ３３ ０． ５１５８ ３１
０９⁃１７９ ０． ７５０１ ９ ０． ６４６５ ５ ０． ６６６９ ９
０９⁃１８０ ０． ６７９５ ２８ ０． ５１４７ ３１ ０． ５２８３ ２８
ＲＯＣ２２ ０． ７１１２ ２０ ０． ５８２２ １５ ０． ５９３９ ２０
ＹＴ９３⁃１５９ ０． ７０９０ ２１ ０． ５８１５ １６ ０． ５８９５ ２１

区分度 Ｑ ０． １２２２ ０． ２４４８ ０． ２５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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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通过采用灰色接近度对 ３５ 份甘蔗属原种间杂

交的 Ｆ１产量、锤度、含糖量等重要性状进行综合分

析和排序，找出了其中表现较好的材料，甚至超过了

生产品种 ＲＯＣ２２、粤糖 ９３⁃１５９，说明组合利用是有

效的，但是，还有一些重要的工艺性状如纤维粉、重
力纯度、压榨比、化验糖分等未进行分析，所以结果

只能对亲本材料的筛选和利用提供参考，不能指导

生产应用。
灰色接近度的分析结果与材料的试验表现是比

较一致的，说明此分析方法是可行的，此方法简化了

灰色关联度分析中找最大值和最小值的过程，虽然

区分度不如灰色关联度分析法，但不失为一种简便

的评价方法。
同一度分析在工程技术、哲学和社会经济等领

域中应用较为广泛，尤其是对方案的评价。 在农作

物育种中，主要应用在小麦性状间比较和亲本分

类［２０⁃２１］，以及甘蔗野生割手密血缘 Ｆ１ 的分类探

讨［２２⁃２３］，在品种、组合、性状分析和评价中不多见，
本研究采用同一度分析法对原种间杂交后代进行综

合评价，其结果与灰色接近度的分析结果一致，且同

一度分析只需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后即可求出综

合同一度，更为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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