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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育种同异理论与方法》

内容概要

《作物育种同异理论与方法》针对作物育种中的同异现象，提出了一种新理论——同异育种理论与方
法，旨在解决作物育种的定量化、信息化和科学化问题。全书共分九章。主要内容包括：作物育种中
的同异现象及其描述、同异育种理论的研究对象、任务和基本内容以及育种目标同异关系分析、亲本
同异分类、杂交组合同异评估、单株同异选择、品种同异比较、品种同异布局、品种同异栽培等原理
与方法。其中，品种同异栽培虽然属于作物栽培研究范畴，但考虑到品种合理利用也应该是作物育种
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也将其纳入《作物育种同异理论与方法》范围之内。
在对同异育种理论进行俯瞰全景式的介绍之后，从第三章起直至最后一章，用了相当大的篇幅介绍同
异育种理论在作物育种中的应用。章节发展衔接有序，完全按照作物育种的自然流程模拟设计：从作
物育种目标的制定到亲本选配，从杂交组合评估到单株选择，从品种(系)比较到品种利用，作物育种
链条上的各个关键环节现于笔端。“铜山”叙之于前，“洛钟”述之于后，前后呼应，首尾蝉联，犹
如连珠，一气贯通。读者静静徜徉在书中，如同登临旅游胜地，既可领悟同异育种理论的奥妙，又可
体验作物育种全过程的艰辛，从理论与方法的应用上完成一个历时将近十载的育种周期，从而使读者
对作物育种同异理论与实践有一个整体意义上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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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育种同异理论与方法》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作物育种中的同异现象第二节 同异育种研究的对象、任务与内容第三节 同异育种
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及其在小麦育种中的应用第四节 同异育种理论在其他作物育种中的应用及其展望主
要参考文献第二章 同异育种理论的基本概念与原理第一节 罗素悖论与集对第二节 同异联系度第三节 
同异联系数第四节 同异联系势与i的取值方法第五节 同异理论的基本原理主要参考文献第三章 育种目
标同异关系分析原理与方法第一节 育种目标同异关系分析的基本原理第二节 育种目标同异关系分析
方法与步骤第三节 育种目标同异关系分析方法在作物育种中的应用第四节 同异关系分析的特点和应
用中应注意的事项主要参考文献第四章 亲本同异分类原理与方法第一节 亲本同异分类的基本原理第
二节 亲本同异分类的方法与步骤第三节 亲本同异分类在作物育种中的应用第四节 亲本同异分类的特
点及其在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主要参考文献第五章 杂交组合同异评估原理与方法第一节 杂交组合同
异评估的基本原理第二节 杂交组合同异坪估的方法与步骤第三节 杂交组合同异评估在作物育种中的
应用第四节 杂交组合同异评估的特点及其在应用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主要参考文献第六章 单株同异
选择原理与方法第一节 单株同异选择的基本原理第二节 单株同异选择的方法与步骤第三节 单株同异
选择原理与方法在作物育种中的应用第四节 单株同异选择方法的特点及其在应用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
主要参考文献第七章 品种同异比较原理与方法第一节 品种同异比较的基本原理第二节 品种同异比较
的方法与步骤第三节 品种同异比较在作物育种中的应用第四节 品种同异比较方法的特点及其在应用
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主要参考文献第八章 品种同异布局原理与方法第一节 品种同异布局的基本原理
第二节 品种同异布局的方法与步骤第三节 品种同异布局在作物育种中的应用第四节 品种同异布局应
用过程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主要参考文献第九章 品种同异栽培原理与方法第一节 品种同异栽培的基
本原理第二节 品种同异栽培的方法与步骤第三节 品种同异栽培原理与方法在作物育种中的应用第四
节 品种同异栽培原理与方法的特点及其在应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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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育种同异理论与方法》

章节摘录

　　四是栽培学特性性状的选取要合理。栽培技术和措施是针对品种生长发育的特点而制定的.生长发
育特点不同，采取的栽培技术和措施也不同。品种同异栽培分析正是基于品种间栽培学特性的相同或
相异从而判断品种的生态型异同的，因此，选取的性状一定是要与作物生长发育有关的性状，亦即是
说要与栽培管理措施发挥作用有关的性状。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遗憾的是，迄今为
止，我们对究竟哪些性状与栽培学特性有密切关系还缺乏全面的了解。本章引用的实例中所涉及的性
状仅供参考，是否合理，仍需商榷。譬如小麦栽培学特性，在应用实例中列举了13个，限于试验资料
的不足，还有一些重要的性状并未考虑进去，有些性状虽然考虑了，，也还可以进一步分解。如起身
期、拔节期、孕穗期与施肥灌水关系较大，在分析过程中纳入这些性状显然是有益的。又如抗倒性，
如果再细分为茎倒伏和根倒伏，抗寒性等进一步以幼穗分化进程指标表示，则它们的代表性会更强。
　　五是各栽培学特性性状的相对重要程度有待进一步研究。囿于对栽培学特性认识的局限，本章应
用实例中对各栽培学特性视为等同。事实上，有些性状栽培学意义较大，有些则较小。因此，在进行
栽培学特性的同异分析时，如何确定各性状的权重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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