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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利用综合性状表现较好的 3个红叶材料作父本袁与 15个绿叶转基因棉花新品种渊系冤组配 19个红叶杂

交组合袁研究了具有红叶标记性状棉花的产量杂种优势表现袁结果表明院19个红叶杂交组合子棉产量具有明显

的杂种优势袁皮棉产量的具有正向中亲优势尧正向超亲优势和负向竞争优势袁衣分和单铃重具有正向的中亲优
势袁单株铃数表现正向中亲尧超亲和竞争优势袁筛选出产量竞争优势在 5％以上尧综合性状较好的优势组合 4个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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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eld heterosis of 19 red leaf cotton hybrids made by three red leaf cotton materials with excellent synthetic properties

as male parents crossed with 15 new Bt transgenic green leaf lines as female parents was studied. There was obvious heterosis

for seed cotton yield, positive mid-parent and super-parent, and negative competitive heterosis for lint cotton yield. There was

positive mid-parent heterosis for lint percentage and single boll weight, positive mid-parent, super-parent and competitive het-

erosis for boll numbers per plant, 4 hybrid combinations with excelent synthetic properties and their yield competitive heterosis

increased above5%.

cotton; red leaf, yield, hetrosis

经典红叶性状受单基因渊R1冤控制袁表现不完
全显性遥 早在 1912年已有关于棉花红叶突变性
状遗传规律的报道遥 现已在陆地棉中鉴定与红色
素沉着有关的 3个基因位点 R1尧R2尧Rd袁其中 R1控

制红株渊红叶冤袁R2控制花瓣红色基斑尧植株表现
正常绿色袁Rd主要控制矮化红株的颜色表达[1]遥不
少研究表明袁经典红株性状具有潜在的抗螨性[2-3]袁
但经典红色棉叶片的净光合速率低于绿叶[4-5]袁因
此使红叶性状的育种应用受到很大限制遥 李俊兰
等在研究红叶观赏棉花的同时袁提出利用红叶作
为标记性状应用于陆地棉杂种优势研究[6]曰2006
年陈旭升报道发现陆地棉亚红株突变体[7-8]曰王忠
义等 2007年育成红叶棉花品种红杂 111袁该品种
霜前皮棉比 DP99B增产 11.3％袁属耐枯萎耐黄萎

病类型遥 但红叶作为标记性状与亲本和杂交种对
照的产量杂种优势表现如何却未见报道遥 本试验
以具有红叶标记性状的材料作父本袁与绿叶优良
品种渊系冤组配杂交组合袁通过比较红叶杂交组合
在产量和产量因子方面与亲本和对照的中亲优

势尧超亲优势和竞争优势袁探讨红叶杂交组合产
量杂种优势表现袁筛选具有红叶标记性状的高优
势杂交组合袁旨在为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提供
理论依据遥

材料和方法

试验材料

本试验所用试验材料 18个遥 其中袁红叶材料
3个袁绿叶转基因棉花新品种渊系冤15个遥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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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红叶 05-2329为父本袁以 sGK321尧中棉所 41尧
DP99B尧新陆中 22尧大铃冀 668尧冀丰 197尧952尧冀
丰 39尧冀丰 908尧02N95尧冀丰 106尧冀丰 569共 12
个绿叶材料为母本袁按照不完全双列杂交模式组
配 12 个红叶杂交组合袁 编号为 06h1～06h12遥
2006 年以红叶 06-298尧06-300 为父本袁 以 05-
1806尧05-499尧05-1177尧冀丰 197和冀丰 106为母
本组配 7个红叶杂交组合袁 编号为 07h1～07h7遥
对照为冀杂 3268,该品种为转基因抗虫杂交棉遥

试验方法

将组配的红叶杂交组合尧亲本和对照在 2006
年和 2007年进行综合性状鉴定袁 比较各杂交组
合在产量和产量因子上与亲本和对照的中亲优

势尧超亲优势和竞争优势遥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排
列袁3行区袁3重复袁行长 7.4 m袁行距 0.7 m袁小区
面积 15.54 m2袁理论密度每公顷 3.75万株遥 试验
地点为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堤上

试验站棉花育种基地渊接有枯黄萎混生病菌冤遥 裸
地直播遥

试验调查和考种性状

按照国家黄河流域区试标准调查单株铃数袁并
考种衣分尧铃重尧子棉产量尧皮棉产量等产量指标遥

数据统计分析

数据分析以中亲优势尧超亲优势和竞争优势

来分析各杂交组合的杂种优势表现遥
中亲优势渊％冤 = (F1-P)/P伊100
超亲优势渊％冤 = (F1-PH)/PH伊100
竞争优势渊％冤 = (F1-CK)/CK伊100
注 院P为双亲平均值袁PH为高亲值袁CK为对

照品种遥

结果与分析
产量优势表现

从图 1可以看出袁组
配的 19个红叶杂交组合子棉产量表现正向中亲
优势尧正向超亲优势和正向竞争优势遥 中亲优势
平均为 12.51％袁超亲优势平均为 6.18％遥 从竞争
优势看袁只有 9个组合有正向竞争优势袁优势组
合率为 47.36％ 袁表现比较突出的尧竞争优势超过
5%的杂交组合有 4个遥

鉴定的红叶杂交组合

皮棉产量表现正向中亲优势尧正向超亲优势和负
向竞争优势遥中亲优势平均为 13.53％曰19个组合
中有 9个组合有正向超亲优势袁超亲优势幅度为
0.46～10.28％曰 有 3个组合有正向竞争优势袁竞
争优势幅度为 1.05%～6.82％ 遥 表现比较突出的
红叶杂交组合有 2个渊图 2冤遥

图 1 2006尧2007年红叶杂交组合子棉产量杂种优势表现
Fig.1 Hybrid vigor of seed cotton yield of red leaf cotton hybrid combinations

产量因子优势表现

鉴定的红叶杂交组合衣分表现正向

中亲优势尧负向超亲优势和负向竞争优势袁表明
红叶杂交组合衣分高于双亲平均值袁低于对照冀
杂 3268遥

2006年鉴定的 12个红叶杂交组合袁

铃重表现正向中亲优势尧负向超亲优势和负向竞
争优势遥 2007年鉴定的 7个红叶杂交组合表现正
向中亲优势尧 正向超亲优势和正向竞争优势袁铃
重竞争优势超过 5％以上的优势组合有 4个遥

鉴定的红叶杂交组合单株铃数

表现正向中亲优势尧正向超亲优势和正向竞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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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6尧2007年红叶杂交组合皮棉产量杂种优势表现
Fig.2 Hybrid vigor of lint yield of red leaf cotton hybrid combinations

势袁平均中亲优势为 7.31％ 袁超亲优势为 1.46％ 袁
竞争优势为 2.64％袁表明红叶杂交组合单株铃数
多于亲本和对照 3268遥

结论与讨论
鉴定的 19个红叶杂交组合子棉产量表现正

向中亲优势尧 正向超亲优势和正向竞争优势袁表
明红叶杂交组合在子棉产量上高于亲本和对照

冀杂 3268遥皮棉和霜前皮棉产量表现正向中亲优
势尧正向超亲优势和负向竞争优势袁表明红叶杂
交组合皮棉和霜前皮棉产量比亲本有优势袁低于
对照冀杂 3268袁主要是组配的红叶杂交组合衣分
中等袁在皮棉产量上优势减弱遥 改良创新具有较
高衣分的红叶亲本与衣分较高的绿叶亲本材料

组配杂交组合袁以筛选出在皮棉产量上具有高优
势的杂交组合应用于生产遥
筛选出的子棉产量上有优势的 4个杂交组

合为冀丰 39伊05-2329尧02N95伊05-2329尧冀丰 908伊
05-2329和 05-1177伊06-298遥 这些组合在铃重和
单株铃数上优势表现明显袁表明红叶杂交组合产
量优势主要来源于单株铃数和铃重的提高上遥

红叶棉在子叶期就具有明显可见的红叶标

记袁而且据多年田间观察袁红叶标记性状材料出
苗快且壮袁对早期鉴定野真假杂种冶具有很重要的
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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