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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生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其中棉纺织工业是
我国纺织工业中规模最大的支柱产业，棉纤维加工量占纤维加工总量的65％左右。
棉花是棉纺织工业的主要原料，其成本占到棉纺企业总成本的65％～85％。
因此，棉花产量多少，质量优劣，均会对纺织工业，尤其是对棉纺织工业产生重要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棉花产不足需，供求矛盾十分突出，棉花生产和棉花科研主要是解决原
棉的数量问题。
&ldquo;六五&rdquo;期间（1981～1985），我国棉花生产迅速发展，产量猛增，有史以来首次出现供过
于求的局面。
与此同时，由于改革开放的带动和纺织技术的进步，纺织工业对原棉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
因此，80年代后期，棉业界人士开始提出发展&ldquo;优质棉&rdquo;的概念。
在科研领域，提倡培育优质棉花品种，研究优质棉栽培技术。
在生产领域，国家在棉花主产省（区）先后建设了260个优质棉基地县（市、区），把我国棉花生产引
导到高产与优质并重的发展阶段，对我国棉花生产的发展和整体质量水平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
但什么是&ldquo;优质棉&rdquo;，长期以来，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表述，至于优质棉的品质指标也
是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颜色越白越好，也有人认为纤维越长越好，还有人认为纤维越强或越细越好等。
而这些都没有顾及纤维品质指标间的综合协调与匹配。
这些认识上的偏差，在我国的棉花育种、生产、收购、流通、纺织等领域都有所表现。
由于概念上的含糊，导致了对优质棉评价的混乱，也影响了我国棉花总体质量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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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生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其中棉纺织工业是我国纺织工业
中规模最大的支柱产业，棉纤维加工量占纤维加工总量的65％左右。
棉花是棉纺织工业的主要原料，其成本占到棉纺企业总成本的65％～85％。
因此，棉花产量多少，质量优劣，均会对纺织工业，尤其是对棉纺织工业产生重要影响。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优质棉育种研究与应用>>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棉花与棉纺织工业  一、棉花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纺织原料  二、纺织技术的进步对棉纤维品
质的新要求  三、我国棉纺织工业发展的现状及展望第二章 优质棉的概念  一、棉纤维品质与纺纱的关
系  二、我国棉纤维品质的现状  三、不同学者对优质棉概念的表述  四、农业行业标准(NY
／T1426-2007)对“优质棉”质量要求第三章 优质棉种质资源  一、概况  二、陆地棉高强纤维种质资源
的筛选与培育  三、海岛棉种质资源的利用  四、具有野生种质的优质纤维种质  五、转基因抗虫棉的棉
纤维品质遗传多样性  六、从国外引进的优质纤维种质资源第四章 棉纤维品质性状的遗传  一、经典的
数量遗传学分析  二、主基因一多基因遗传分析  三、棉纤维品质数量性状的基因定位第五章 棉花育种
的基本程序  一、发现和创造变异  二、稳定和选择变异  三、鉴定和比较变异  四、保持变异第六章 优
质棉杂交育种  一、亲本选配  二、育种方法  三、优质棉育种发展历程第七章 优质棉杂种优势利用  一
、杂种优势的度量  二、杂种优势的遗传假说  三、棉纤维品质的杂种优势表现  四、亲本选配  五、棉
花杂种优势利用途径第八章 生物技术在优质棉育种中的应用  一、生物技术与作物育种  二、我国棉花
生物技术研究概况  三、棉纤维品质改良的基因工程  四、棉纤维品质改良的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第九章 
田间试验技术    一、试验误差的概念  二、试验地选择  三、田间试验设计  四、统计方法的应用第十章 
发展优质棉生产的技术思路与对策  一、技术思路  二、技术对策第十一章 优质棉的产业化开发  一、
实施优质棉产业化的基本思路  二、推进中国优质棉产业化的措施  三、江苏省高品质棉产业化开发的
实践主要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优质棉育种研究与应用>>

章节摘录

　　遗传学通常把生物性状分为质量性状和数量性状两大类。
质量性状受单个或少数主基因控制，这些主基因的不同等位基因具有明显不同的表型效应，分离世代
形成间断性或类型间变异，不易受环境条件影响。
通常采用孟德尔的分类计数统计方法对质量性状进行研究。
数量性状是受多个基因控制，表现为数量上或程度上连续性变异且易受环境条件影响。
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棉纤维品质属于数量性状。
　　数量遗传学是根据遗传学原理，运用适宜的遗传模型和数理统计的理论和方法，探讨生物群体内
个体间数量性状变异的遗传基础，研究数量性状遗传传递规律及其在生物改良中应用的一门理论与应
用学科。
它是遗传学原理和数理统计学相结合的产物，属于遗传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与育种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
　　经典的数量遗传学以微效多基因假说为前提，单个基因效应不能区分，故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建
立了一系列的数量遗传分析理论与方法，对某一性状的整体进行研究，已在指导动植物育种上取得了
一系列成就。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和新的统计理论与方法的建立，经典数量遗传学已发展到现代数量遗传
学的新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数量性状的主基因一多基因遗传体系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研究自发或诱发突变所引起的数量变异时，人们发现有的位点及等位基因
效应较大，足以在分离世代得以鉴别，这类基因被称之主效等位基因或主基因，同时发现有些数量性
状不仅受主基因控制，还存在许多微效多基因与主基因共同作用，构成了控制数量性状的主基因一多
基因遗传系统。
盖钧镒、王健康等（1998-2003）在总结前人关于人类和动植物遗传中主一多基因混合遗传模型检验方
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完善，提出了&ldquo;植物数量性状遗传体系主一多基因混合遗传模型分
离分析法&rdquo;，在定义分离世代理论分布的前提下，提出了7类20多个遗传模型及进行遗传模型检
验与参数估计的试验世代类型、混合分布函数、算法、模型选择和个体基因型判断等一系列方法。
其理论与方法已得到广泛应用。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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