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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于2009年9月，从南澳岛野生青蛤群体中随机选取162枚1-2龄的个体，测量形态性状 （壳长、壳高、壳宽）  和活体重，

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通径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四个数量性状之间的相关性在影响活重量方面的作用。结果表明，四个数量性状

间的相关性均达到显著水平 （P<0.05），相关系数从0.732  到 0.880；对活体重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壳长，其值达 16.26%。壳高与壳长

间的协同作用对活体重的间接影响最大，其值为25.87%，壳宽的作用最小。以活体重 （  Y）  为因变量，壳长 （x1）、壳高 （x2）、壳宽

（x3）  为 自变量建立的回归方程为：Y=60.3203+0.91  34 x1+0.81  13 x2+0.6410 x3（R2=0.864 1  ）  。本研究结果表 明，以提高重量为选育 目

标，应首先对壳长进行选择，同时加强对壳高的协同选择，为青蛤的选择育种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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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于2009年9月，从南澳岛野生青蛤群体中随机选取162枚l一2龄的个体，测量形态性状 （壳长、壳高、壳宽）  和活体重，

    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通径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四个数龄性状之间的相关性在影响活重量方面的作用。结果表明，四个数量性状

    间的相关性均达到显著水平 （P<0.05），相关系数从0.732  到0.880；对活体重影响最大的因素足壳长，其值达16.26%。壳商与壳长

    间的协同作用对活体重的间接影响最大，其值为25.87%，壳宽的作用最小。以活体重 （  y）  为因变量，壳长 （xl）、壳高 （x1）、壳宽

    （x3）  为自变量建立的回归方程为：y=60.3203+0.91  34 xI+0.8l  l3 x2+0.6410 x3（尺2=0.864 1  ）  。本研究结果表明，以提高重量为选育Ij

    标，应首先对壳长进行选择，同时加强对壳高的协同选择，为青蛤的选择育种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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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elatiOn and path analySiS of qUantitatiVe traitS for natural popul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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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One hundred and sixty two individuals of Cyc，f门口  Jf刀enJfJ（1-2 years old）  were sampled  蠡rom the natural

    population，and their three morphological traits（shell length，shell height，shell width）  and total weight were measured

    in September，2009.The COrrelatiOn analySis，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path analySiS were USed tO eStimate the

    COrrelatiOn amOng the traits meaSured and the innuenCe Of thre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On tOtal weigh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signi6cant correlation among shell length，shell height，shell width，and total weight  （P  <  0.05），

    and COrrelatiOn COemCient ranged  矗rOm 0.732 t0 0.880.AmOng three mOrphOlOgiCal traitS，Shell length and Shell width

    Separately made the largeSt and smalleSt direCt impaCt On tOtal weight，and their values were up t0 25.87%  and l 6.26%，

    reSpeCtively；  Shell length and Shell height made the largeSt indireCt innUenCe On tOtal weight，and its'  value waS Up to

    25.87%.The regression equation about shell length 01），shell height  （x2），shell width  （工3）  and total weight  （y）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just as followed：y=一60.3203  +  0.9134xI+  0.8l l3x2+  0.6410肾3  （R2

    =0.8641  ）  .The present results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6erence 60r selection breeding in C.Jf胛PnsfJ.Shell length could

    be used as.the nrst important trait  for the selection breeding of C.JfnPnJfs，meanwhile，shell height should be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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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蛤 （Cyc，f刀口  5f即ensfs Gmelin）  俗称黑蛤、铁    不能比较。因此，对6i的分子和分母分别除以y和
  蛤、圆蛤和牛眼蛤等，隶属瓣鳃纲、帘蛤目、帘蛤  xi的标准差，转化成标准化的偏回归系数，这就是
  科，主要分布于朝鲜、日本、琉球群岛、东南亚，    自变量xi到因变量 】i的直接通径系数 （PYzi）  ，可
  以及中国南北沿海nl  ，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然而，    用下面的公式表示：

  像许多其它经济贝类一样，缺乏高产抗逆养殖品种  ，r
  是目前制约青蛤养殖业进一步发展的突出问题。 只y.，，=6f——
    贝类的数量性状主要包括壳长、壳高、壳宽等    uy
  形态性状和活体重、软体重、壳重或闭壳肌重等重    性状 z；通过性状 xj到因变量的间接通径系数
  量性状‘列。贝类产量不仅是一个受多基因调控的数    （P。i  .。i）  由公式P。i.。i=  rijPJy（哟）  计算获得。
  量性状，与壳长、壳高、壳宽、活体重及软体重等    决定系数 （determination coefncient，d）  是表示
  其他数量性状的存在相关关系㈣  。因此，贝类数量    原因对结果的决定程度的系数，其中，单一性状对

  性状的测定是产量评估和亲本选择的基本依据。通    y产生的决定系数被称为直接决定系数（dj）：di，=Pi，；
  过研究产量主要构成因素的遗传相关和通径分析，    一性状通过另一性状对 y产生的决定系数被称为间

  可得到各数量性状间的相关性及对产量的增益大  接决定系数（dfF）：dfF=2rfF尸fyPJ，
  小，从而为遗传育种提供理论依据。目前，有关青    所有的统计分析均采用SAS8.0软件处理。
  蛤数量性状间的相关及通径分析的研究仅见于高
  玮玮等人的报道H。本文以粤东南澳岛青蛤野生群  2  结 果 分 析
  体为对象，通过对其数量性状间相关性及通径分析
  研究，旨在查明各数量性状间的相关性及影响产量  2.1  四个数量性状的参数分析
  的因素组成，为青蛤的遗传育种提供理论指导。    壳长、壳高、壳宽和活体重四个数量性状的表型参
    数统计见表 1  。活体重的变异系数和方差均远大于

  1  材 料 和 方 法     其他三个数量性状。由于选择的效果与方差在青蛤
    ⋯ .    高产品培育中应用，对其数量性状进行选择则时，
  1.1 们什    应按照活体重、壳宽、壳高、壳长的顺序考虑选择
    2009年  9月，从粤东南澳岛的野生群体中随机    可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取样 l62个个体，贝龄 1.2年。

  1.2 测量的性状和测量方法    T。b..  。诅。i。。耋三，，h。。。。y，i。。。，。。。。。，。of。。，i。。。。，。i.。
    受测的4个数量性状包括壳长、壳高、壳宽等  — —

淼 簇鞣1。嚣 。‘.02需黑 ：鬻莲毫享_鬻■荨■爹≮}
采用电子天平 （精度：0.0l g）  称量。    方差variance    33.14    1  8.27    39.07    170.12

 1.3  数据分析    变异系数cV%    13.52    1  5.8l    l4.34    41  .69

    壳长、壳高、壳宽、活体重等性状均值采用单

  变量（Univariate）统计处理，各性状间的相关系数由    2.2 数量性状的相关性分析
  多元相关分析求出。     四个数量性状间相关系数列于表 2  中。各数量
    以活体重 y为因变量，以壳长（xl）  、壳高（x2）  、    性状间有显著的相关性 （P<  0.001  ），其中，活体重
  壳宽 （x 3）  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方差分析    与壳高的相关系数 （0.880）  最大，与壳长的相关系
  和偏回归系数检验，‘然后采用逐步回归法建立多元  数 （0.878）  次之，与壳宽的相关系数 （0.799）  最
  回归方程。使用的多元回归线性模型如下：    小。在进行青蛤的人工选育时，通过壳高或壳长的
    】？=60+  6l工l+  62x2+⋯+  btxi    直接选择可以有效的提高活体重。但是由于相关系
    式中，】i为因变量 （活体重）  ：6D是常数项；    数只能两个性状之间的密切程度，同时存在多个性
  6i是因变量xi对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    状及相关时，这种相关只能反映其间的复合关系，
    由于偏回归系数6i是带单位的，单位不同就无  并不能表明个性状对产量作用的原因和效应大小，
  法比较。另一方面，若置的标准差不同，彼此间也    因此，需要进行通径分析。



    表 2  四个数量性状间的相关系数    表4  形态性状对活体重的决定系数

    Tab.2  CorrelatiOn COe伍CientS between traitS    Tab.4 Determinant COemcients of  mOrphOlOgiCal traits on tOtal weight
._____-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状    壳长    壳高    壳宽    活体重    形态性状    壳长    壳高    壳宽
  壳长    1    0.825+‘’    0.731’’‘    0.878’+’    壳长    0.I62 6    0.258 7    0.123 9

  壳高    1    0.755‘‘‘    0.880”’    壳高    0.1  51 4    0.123 4

  壳宽    l    O.799“‘    壳宽    0.044 l

  注：..’（jP<0.001  ）
    2.5  形态性状对活体重的 回归分析

  2.3  形态性状对活体重的通径分析    由表5可见，三个形态性状均能对活体重产生
    由表 3可知，三个形态性状对活体重产生 的直  孥导著眵影响 （尸、<o.001  ），其影响 由大到小依次 为

  接效应的大小顺序依次为壳长 （0.403 2）、壳高  壳长、.壳高、壳宽。由于表5中所有偏回归系数均
  （o.389 1  ）、磊矗 ‘（o.2lo“，一茹要应用于生产； ：4    极显著，所 以证明 自变 量和因变量之 间都存在极显

从对产量的言 磊妄·献来看，应税芫写趸完苌’。 ’    著的线性关系。可建立如 下的回归方程。

壳长 、壳高 、壳宽 3个形态性状也可通过其他性状    y=  —60.3203  +  0.9134xl+  0.8l l3工2+  0.6410x3

对活体重产生不同的间接效应（表3）。其中，壳长  ..（R2=0.8641  ） .，
通过 壳高对活体重的问囊 效应最大 （o.33215），其  式 中，y为活体重（g），xI壳长（mm）  ，x2为壳高（mm），

  次是壳高通 过壳长对活体重 的间接 效应 （0.320 8），    工3为壳宽 （mm）。

  壳长通过壳宽对活体重的间接影响 （0.294 9）  与壳

高通过壳宽对 活体重的间接影响 （0.293 7）  基本相    T。b.5 R。g，。。。io。  。。。ly。i。。f  m。，ph。l。gi。。1  .，。it。  。。  .。。。l  w。igh.
  同，而壳宽通过壳长与壳宽通过壳高对 活体重 的间    ‘ 。 。 ‘ 。 。

接影响均比较小。    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t值    p值
    常数    一60.320 3    0    —20.5l    （  0.00l

    表3  形态性状对活体重的通径分析    1I    O.913 4    0.403 2    7.41    '  0.00l

    Tab.3  Path analyses of  morphological traits on total weight    x2    0.8l l 3    0.389 1    6.88    <  0.00l
—    x3 0.641 0    0.2lO l    4.48 7 0.OOl

  性状    相关    直接    ：    间接作用

    系数  作用    ∑    壳长    壳高    壳宽    表 6为多元性回归分析方差 的分析结果 。由表 6可

  壳长  o.877 6  0.403 2  0.4744  一    o.320 8  0.153 6    知 ，活体重与各形态性状之 间的回归达到了极显著

亭亭  。.880 2  01389 1  0.491 1  0.332 5  一    o_1586    的水平 （P<  o.001  ），估计值和实 际观测值差异不显

—壳宽  o.798 7  0.210 1  0.588 6  0.294 9  0.293 7  一    著 ，说明该方程可应用于实际生产 中。

  2.4  形态性状多活体重的决定程度的分析    表6  形态性状对活体重回归的方差分析

    表 4中对 角线 上 数 据表 示某 一 性 状对 活 体 重 的    T8bl6 An8178i8  0‘  ”8'i8“0。60‘  ‘。g7855io“of  mo'9“0108i081  ‘‘8i'50“‘o'31
    Weight

  直接决定系数，而对角线 以上 的数据则为一性状通 ‘

过 另一性状对活体重的间接决定系数。所有决定系    方差来源    自由度    均方———— F值——— P值

数的总和为 0.864 l，与 R2值相等 ，说 明三个形态    回归    3    7 839-802 6  332.69    P  '  o.001

性状是影响活体重的主要性状。其中，壳长对活体 鬻i 1 57 23.565 0
重的直接 决定作用最大，占 16.26%；壳长通过壳高  ——=L———100————————————————

对活体重的间接决定作用最大，占25.87%。因此在
  以活体重为育种目标时，形态上首先要考虑到壳长  3  讨  论

  的作用’同时还要考虑到壳高的协同作用。    通径分析最先由wright提出【5】  ，在研究多个变
    量间关系中具有准确、直观等优点，因此在遗传育
    种 工作 中得到 了广泛 的应 用，成为分析各变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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