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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异分析方法在绿豆品种区域试验中的应用研究
王 　阔 ,郭瑞林

(河南省安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河南 安阳　455000)

摘要 : 阐述了同异分析的原理与方法。应用这种方法对 2001 年国家绿豆品种区域试验 (安阳

点)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这种分析方法运算简便 ,易于掌握 ,切实可行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在此基础上 ,讨论了这种方法的优越性和尚待改进、完善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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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世后 ,我国大宗作物诸如水稻、小麦、玉米、

棉花、大豆等的生产面临着严峻挑战 ,而绿豆等小

宗作物则因其营养价值高 ,保健作用强等独特优

势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 ] 。面对风云

变幻的国内外市场 ,人们对绿豆的需求越来越呈

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既要求产量高 ,还要求抗病、

抗倒、耐旱、早熟、品质优等等。这样 ,在品种区域

试验中对绿豆品种的评价 ,仅凭以产量一个性状

为依据的方差分析、稳产性分析等方法[2 ] ,显然

已不敷应用。为此 ,需要探讨和研究多目标或多

因素评价方法 ,为绿豆品种的合理开发与利用提

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 ,多因素评价方法对客观、

合理地评价品种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常见的有模

糊综合评判法[3 ] 、灰色多维综合评估法[4 ] 、同异

分析法[4 ]等。这些方法视角独特 ,各有千秋。本

文应用同异分析方法 ,对安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2001 年国家绿豆品种区域试验进行了分析。认

为这种方法 ,运算简便 ,易于掌握 ,切实可行 ,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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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异分析的原理

设有待比较的品种 A 和理想品种 B 两个集

合 ,组成集对 H = ( A , B) 。对集合 H 的性状展

开分析 ,共得到 N 个性状。其中 ,有 S 个性状 A

和B 均相同 ,有 F = N - S 个性状 A 和 B 均相

异。则称 S / N = a 为 2 个集合比较下的同一度 ;

F/ N = b 为 2 个集合比较下的差异度。并用

μ( w ) = S / N + F/ N i = a + bi 　　　　(1)

来加以统一表示。公式 (1) 中 ,μ( w ) 就称为

A 、B2 个集合的联系度。其中

b = 1 - a 　　　 (2)

规定 i 在区间 [ - 1 ,1 ]内视不同情况不确定

取值。若 A 品种与理想品种 B 的同一度越大 ,则

其差异度越小 ,表明该品种越好 ,反之亦然。

由此可见 ,上述原理的实质就是通过对品种

A 与理想品种 B 的同一度和差异度的分析 ,从而

确定品种优劣的。因此 ,我们称这种分析方法叫

同异分析。

2 　同异分析的方法与步骤

令 x gk ( g = 1 ,2 , ⋯, n ; k = 1 ,2 , ⋯, m) 为第 g

个品种第 k 个性状的观察值。应用同异分析方

法对绿豆品种区域试验进行分析的方法与步骤

为 :

211 　确定各个性状的理想值 ,得到理想品种性状

集合 B

理想值即各个性状的最优值。记第 k 个性

状的理想值为 x 0 k 。

212 　求出待评价品种各个性状值与理想性状值

的同一度 ,构成性状同一度矩阵 P

P =

a11 a12 ⋯ a1 m

a21 a22 ⋯ a2 m

⋯ ⋯ ⋯ ⋯

an1 an2 ⋯ anm

　　　　 (3)

矩阵中的元素 agk称为待评价品种性状 x gk与

理想品种性状值 x 0 k的同一度。通过对公式 (1)

中同一度定义作进一步拓展 ,我们有

agk = x 0 k/ x gk 　　(当 x gk ≥x 0 k时) 　　(4)

agk = x gk/ x 0 k 　　(当 x gk < x 0 k时) 　　(5)

agk = x 0 k/ ( x 0 k + ︱x 0 k - x gk ︱)

　　(当 x 0 k适中时) 　　　　　　　 (6)

213 　运用灰色关联度法[4 ]确定各性状的权重矩

阵向量

W = ( w1 , w2 , ⋯, wm)

214 　构造待评价品种与理想品种性状集的综合

同一度矩阵 U

U = P ×W T 　　　　　　　　　　　(7)

U 中的元素 Ag 即第 g 个品种与理想品种性

状集的综合同一度。

Ag = 6
m

k = 1
agk ( g = 1 ,2 , ⋯, n ; k = 1 ,2 , ⋯, m )

　　　　　　　　　　　　　　　　　　(8)

215 　据公式 (1) 、(2) ,求各品种与理想品种性状

集的联系度

因为同一度与差异度是相对的 ,所以求联系

度时 ,取 i = - 1。

216 　规定评语集合 V

V = (优良 ,较好 ,一般 ,较差) 。并据专业知

识和实践经验 ,参照联系度μ( w ) 的值域 ,确定出

评语集合中四个类型各自相应的的值域 ,对品种

作出优劣评价。

3 　应用示例

采用上述原理与方法 ,对安阳市农业科学研

究所 2001 年国家绿豆品种区域试验结果 (表 1)

进行分析。

311 　2001 年国家绿豆品种区域试验 (安阳点) 参

试品种各性状与理想品种性状集的同一度

据表 1 ,采用公式 (4) ～ (6) ,计算同一度。如

大鹦哥绿 686 实际产量与理想实际产量的同一度

为 a11 = x 11/ x 01 = 710. 4/ 1 610. 85 = 0. 441 0 ;其

抗倒性与理想抗倒性的同一度为 a13 = x 03/ x 13 =

1/ 3≈0. 3333 ;余类推。

从矩阵 P 中可以看出 ,各个品种各性状与理

想性状的同一度各不相同。仅凭这些数据是很难

评定各品种的优劣的 ,因此 ,需要作进一步分析。

P =

0 . 4410 0 . 9265 0 . 3333 0 . 5 1

1 1 1 0 . 5 0 . 5

0 . 7577 0 . 9545 1 0 . 5 1

0 . 9565 1 1 0 . 5 0 . 5

0 . 8137 1 1 1 1

0 . 8074 0 . 9844 1 1 1

0 . 6397 0 . 9545 1 1 0 . 5

0 . 6583 0 . 9130 1 1 1

0 . 8447 0 . 9692 1 0 . 5 0 . 3333

0 . 7702 0 . 9692 0 . 5 1 1
312 　各性状与产量的关系及其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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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品种的主要依据是各性状的表现。本例

中选取了 5 个性状 :产量反映的是其丰产性 ,生育

天数反映的是其早熟性 ,抗倒性、叶斑病和耐旱性

反映的则是其抗逆性。由于各性状在评价过程中

的重要程度并不相同 ,所以需要求出各性状的权

重。运用灰色关联度法求出各性状的权重如表 1

最后一行所示 (计算过程从略) 。

由此可见 ,5 个性状中 ,抗倒性对产量的影响

最大 (0 . 202 2) ,其次是耐旱性 (0 . 144 0) 和叶斑

病 ( 0 . 130 4 ) , 早 熟 性 对 产 量 的 影 响 最 小

(0 . 078 2) 。

表 1 　2001 年国家绿豆品种区域试验结果(安阳点)
Table1 　Mung bean variety regional test in China( Anyang set) in 2001

品种名称
Variety

性状　Trait

产量
Yield

(kg/ hm2)

生育天数
Growth days

(d)

抗倒性
Resistance to lodging

叶斑病
Leaf spot

耐旱性
Drought hardiness

大鹦哥绿 686 710. 40 68 3 2 1

保 942234 1610. 85 63 1 2 2

保 865218213 1220. 55 66 1 2 1

冀绿 2 号 (CK) 1540. 80 63 1 2 2

9309222 1310. 70 63 1 1 1

923928 1300. 65 64 1 1 1

品 9872 1030. 50 66 1 1 2

安 9204 1060. 50 69 1 1 1

安 9822 1360. 65 65 1 2 3

郑 9021 1240. 65 65 2 1 1

理想值 1610. 85 63 1 1 1

权重 0. 4452 0. 0782 0. 2022 0. 1304 0. 1440

313 　各品种 5 个性状的综合同一度、差异度和联

系度

据公式 (7) 、(8) 、(1) 和 (2) ,可得各品种 5 个

性状的综合同一度、差异度和联系度。如大鹦哥

绿 686 各性状与理想性状的综合同一度 A1 =

6
5

k = 1
agk Wk = 0 . 441 0 ×0 . 445 2 + 0 . 926 5 ×0 . 078 2

+ ⋯+ 1 ×0 . 144 0 = 0 . 545 4 , 差异度 b1 = 1 -

0 . 545 4 = 0 . 454 6 ,其联系度为 a + bi = 0 . 545 4

- 0 . 454 6 = 0 . 090 8 ,余此类推。结果如表 2。

表 2 　2001年国家绿豆品种区域试验同异分析(安阳点)
Table1 　Identical and different analysis of mung bean regional test in China in 2001( Anyang set)

品种名称
Variety

综合同一度
Integrated

identity level

差异度
Level of

Difference

联系度
Retative level

优劣次序
High - grade or

low - grade order
同异分析

Identical and
different analysis

方差分析
Analysis of

variance

同异分析评语
Comment of identical
and different analysis

大鹦哥绿 686 0. 5454 0. 4546 0. 0908 10 10 较差

保 942234 0. 8628 0. 1372 0. 7256 3 1 优良

保 865218213 0. 8234 0. 1766 0. 6468 6 7 较好

冀绿 2 号 (CK) 0. 8434 0. 1566 0. 8868 4 2 较好

9309222 0. 9171 0. 0829 0. 8342 1 4 优良

923928 0. 9130 0. 0870 0. 8260 2 5 优良

品 9872 0. 7640 0. 2360 0. 5280 9 9 一般

安 9204 0. 8411 0. 1589 0. 6822 5 8 较好

安 9822 0. 7672 0. 2328 0. 5344 8 3 一般

郑 9021 0. 7942 0. 2058 0. 5884 7 6 较好

314 　2001 年国家绿豆品种区域试验同异分析结

果

取μ( w ) ≥各性状与产量的关系及其权重

0. 7为优良品种 ;0. 58 <μ( w ) < 0. 7 为较好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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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 <μ( w ) < 0. 58 为一般品种 ;μ( w ) ≤0. 3 为

较差品种。于是 ,从表 2 可以得出结论 :9309222、

923928 和保 942234 为优良品种 ;冀绿 2 号、安

9204、保 805218213 和郑 9021 为较好品种 ; 安

9822、品 9872 为一般品种 ;大鹦哥绿 686 为较差

品种。

应当指出的是 ,同异分析结果与方差分析有

所不同。这是因为同异分析考虑的是多个性状 ,

而方差分析仅考虑产量一个性状的缘故。譬如

9309222 和 923928 两个品种 ,方差分析产量位次

排序分别为第 4 和第 5 位 ,而在同异分析时位次

则大大提前 ,分别为第 1 和第 2 位。从表 1 观察

数据可以看出 ,这两个品种 5 个性状中 ,产量虽位

居第 4 和第 5 位 ,但其它性状则在所有品种中表

现最好。一般地 ,综合性状好 ,抗逆性强 ,其稳产

性和适应性便强 ,在特殊灾害年份就能表现出突

出的抗灾增产能力。因此 ,同异分析结果认为 ,这

两个品种属于优良品种 ,且较方差分析中第 1 和

第 2 位的保 942234 和冀绿 2 号为优。2001 年全

国绿豆品种区域试验汇总结果对此也作了很有说

服力的印证。正是因为它们的综合性状好 ,在各

地表现稳定 ,适应性广 ,所以全国 13 个省 (区) 21

个试点的汇总结果分别为第 1 和第 2 位 ,与同异

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

上述分析结果一方面说明 ,同异分析用于品

种区域试验分析切实可行 ,使得品种评价更趋客

观和合理。另一方面也说明 ,只有采用多因素评

价方法来评价品种 ,才能使结论更加可靠。同时

还可以看出 ,同异分析方法运算简单 ,容易掌握 ,

在多因素分析方法中独具特色 ,因此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

4 　讨论

411 　同异分析方法的提出与应用 ,使得品种评价

更加全面、客观、合理 ,从而避免了方差分析仅考

虑产量一个因素的局限性。

412 　同异分析方法运算简单 ,易学易懂 ,方便快

捷 ,在品种区域试验分析中可以占居一席之地 ,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413 　在评价品种过程中 ,各性状权重的确定非常

关键。本文采用的是灰色关联度法。也可采用德

尔菲法、判断矩阵法[4 ] 、专家经验法等 ,具体应用

过程中视具体情况而定。

414 　本文对品种评语集合四个类型值域的确定

是凭经验进行的 ,是否合理 ,有待商榷。在今后的

研究工作中 ,应努力探求一个更为科学的确定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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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dentical and Different Analysis

in Mung Bean Variety Regional Test

WAN G Kuo , GUO Rui2lin

( A nyang Instit ute of A gricult ural Sciences , A nyang , A nyang , Henan 　455000 , China)

Abstract :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identical and different analysis were elaborated. The data of the

mungbean variety regional test in China (Anyang set) in 2001 were analysed using th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is simple and convenient in calculation ,easy of grasp ,and feasible ,having a broad ap2
plication prospect . Based on this ,the advantages and imperfections of the metod which remained to be im2
proved and perfected were dis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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