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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成分分析的 11 个紫苏品系引种表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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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加强紫苏种质资源利用，筛选适宜山东省种植的优异种质资源，搜集了来源于上海、甘肃、贵州等地的 11 个紫苏

品系进行引种筛选，对 10 个主要农艺性状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并根据主成分综合评分对 11 个紫苏品系进行了

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株高与茎粗、地上部生物量呈显著正相关，与单株分枝数呈极显著正相关；单株总穗数与地上部生物量、

单株籽粒重呈显著正相关；单株籽粒重与株高、茎粗、单株分枝数、地上部生物量呈正相关，与主茎节数、穗长呈负相关。采用

各主成分与指标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对各主成分进行综合分析，综合主成分得分排名前 3 位的品系为 ZGSZ0177、ZGSZ0431、

ZGSZ0105，ZGSZ0105 品系单株总穗数较多，地上部生物量、单株籽粒重、鲜叶重量较高；ZGSZ0177、ZGSZ0431 品系生育期长，

株高、地上部生物量较高，穗长较长，单株分枝数较多。以上 3 个紫苏品系可作为重点改良的具有育种利用价值的优异种质资

源进行深入研究和创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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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苏（Perilla frutescens）属唇形科紫苏属一

年生草本植物，是原国家卫生部公布的首批 60 个

药食两用中药种类之一，在医药、食品及保健等领

域具有广泛用途 [1-2]。紫苏的根、茎、叶、花、萼及

果实均可入药，嫩叶营养丰富且具有特殊香味；此

外，紫苏还是可用于糕点和梅酱等食品着色的天

然色素原料，是极具发展潜力的生食、配料和装饰

的特种蔬菜作物 [3]。目前，已有研究人员对紫苏的

遗传多样性、营养及功能性成分、不同地区引种表

现、产量影响因素、农艺性状相关性 [4-6] 等方面进

行了深入研究，为推动紫苏产业发展奠定了研究 

基础。

主成分分析是一种多变量分析方法，可将较

多的变量降维成几个互不相关但能够反映原变

量基本信息的综合变量，一般选取累计贡献率在

80% 以上的主成分进行分析，该方法已成为农作

物遗传育种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之一。相关性分

析则是将变量或性状间的相关关系通过相关系数

对显著程度进行阐述的一种方法，其主要目的是确

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以及这种关联的方向

和强度。通过相关性分析及主成分分析，可以明

确作物育种目标与农艺性状之间的关系，确定影

响育种目标的主要因素。在作物新品种选育及新

品种利用中，充分利用性状之间的相关性，通过间

接选择来筛选目标性状在作物新品系综合评价中

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7-9]。主成分分析法目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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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苜蓿 [10]、黄麻 [11]、高粱 [12]、大豆 [13] 等作物的育

种研究中进行应用，在紫苏品种评价中也有相关 
利用 [14-15]。

目前山东省紫苏种植多以本地的传统自留种

为主，一般于 4 月中下旬播种，10 月中旬收获，尚缺

乏性状稳定、产量高、品质好的优良育成品种。部分

产区紫苏品种供不应求，品种使用情况混乱，导致种

植品种繁多但杂乱无章，影响产品的一致性和稳定

性，阻碍了紫苏产业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加强优良

特性资源的筛选与研究。因此，本文以 11 个搜集引

进的紫苏品系为研究对象，对其主要农艺性状进行

了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并根据主成分综合评

分对 11 个紫苏品系进行了综合评价，旨在为适宜山

东省种植的紫苏品种的选育及推广提供资源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共 11 个紫苏品系，其中

“ZGSZ”系列品系为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

所提供，搜集自陕西、上海、贵州、山西、湖北、甘肃等

地，紫 -2 来自于山东省，对照为山东本地农家品种。

参试材料具体信息见表 1。
1.2　试验设计　试验地点位于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经济作物研究所试验站。试验田前茬作物为棉花，

土质为黄壤土。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方法种植，小

区面积 30m2。2023 年 4 月下旬增墒后施足底肥，底

肥为复合肥（N：14%、P2O5：16%、K2O：15%），犁前撒

施，用量为 20kg/667m2。5 月上旬整地深耕 30cm，

耙匀后人工穴播，行距 50cm，穴距 30~40cm，播深

3~4cm，播后覆薄土轻踩，用种量为 0.4kg/667m2。

紫苏植株长到 12cm 左右时，进行中耕除草。定

苗与中耕除草相结合，去弱苗、病苗、小苗，留壮

苗，每穴留苗 1~2 株。苗高 60cm 左右时使用尿素

10kg/667m2 行间追肥 1 次，追肥后适时灌溉。试验

期间无病虫害发生。

1.3　农艺性状测定　根据《苏子种质资源描述规范

和数据标准》[16]，每 1~2 周记录 1 次生育期。每个

品系随机选择 10 株，在成熟期调查株高、茎粗、主茎

节数、单株分枝数、单株总穗数、穗长、单株籽粒重、

鲜叶重量、地上部生物量等农艺性状。按生育期长

短分批次收获。

1.4　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使

用 SPSS 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紫苏品系生育期比较　定植以后对参试

品系进行生育期观测，记录抽穗、开花、成熟的关键

时期。从表 2 结果可知，参试的 12 个材料播种期均

在 5 月 6 日，出苗期均在 5 月 11 日，抽穗期在 9 月

10-12 日之间，ZGSZ0105 最早抽穗、开花，ZGSZ0177
最晚抽穗、开花，其余品系抽穗期、开花期基本与对

照一致。各品系生育期在 147~164d 之间，ZGSZ0105
生育期最短，ZGSZ0177、ZGSZ0431 生育期最长；

ZGSZ0177、ZGSZ0431、ZGSZ0351、ZGSZ0104 较对照

品种晚熟 1~9d，紫 -2 与对照相当，其余品系较对照

早熟 1~8d。
2.2　不同紫苏品系农艺性状比较　由表 3 可知，株

高变幅为 152.80~237.08cm，紫 -2 最高，ZGSZ0104
最矮，仅 ZGSZ0104 低于对照。茎粗变幅为 12.62~ 
19.65mm，ZGSZ0105最粗，ZGSZ0104最细，除ZGSZ0104 
外，其余品系较对照高 0.96~6.21mm。主茎节数

变幅为 12.25~17.25 节，ZGSZ0103 主茎节数最多，

ZGSZ0174 最 少，仅 ZGSZ0103、ZGSZ0105 高 于 对

照。穗长变幅为 8.14~14.66cm，ZGSZ0351 主穗最长， 
紫 -2 最短。

表 1　参试紫苏材料来源及特性

品系 来源 叶片特性 品系 来源 叶片特性

ZGSZ0085 陕西 叶片双面绿色 ZGSZ0351 湖北 双面绿色

ZGSZ0103 上海 正面绿色、背面深紫 ZGSZ0431 甘肃 双面绿色

ZGSZ0105 陕西 双面绿色 ZGSZ0450 甘肃 双面绿色

ZGSZ0106 贵州 正面绿色、背面淡紫 ZGSZ0104 上海 正面绿色、背面紫色

ZGSZ0174 山西 双面绿色 紫 -2 山东 正面绿色、背面紫色

ZGSZ0177 山西 双面绿色 本地品种（CK） 山东 正面绿色、背面深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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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参试紫苏品系生育期表现

品系 播种期（月 / 日） 出苗期（月 / 日） 抽穗期（月 / 日） 开花期（月 / 日） 成熟期（月 / 日） 生育期（d）

ZGSZ0085 5/6 5/11 9/10 9/14 10/8 151

ZGSZ0103 5/6 5/11 9/10 9/14 10/8 151

ZGSZ0105 5/6 5/11 9/10 9/12 10/4 147

ZGSZ0106 5/6 5/11 9/10 9/14 10/7 150

ZGSZ0174 5/6 5/11 9/10 9/14 10/11 154

ZGSZ0177 5/6 5/11 9/12 9/16 10/21 164

ZGSZ0351 5/6 5/11 9/11 9/14 10/17 160

ZGSZ0431 5/6 5/11 9/11 9/14 10/21 164

ZGSZ0450 5/6 5/11 9/10 9/14 10/8 151

ZGSZ0104 5/6 5/11 9/10 9/14 10/13 156

紫 -2 5/6 5/11 9/10 9/14 10/12 155

本地品种（CK） 5/6 5/11 9/10 9/14 10/12 155

表 3　参试紫苏品系农艺性状表现

品系 株高（cm） 茎粗（mm） 主茎节数 穗长（cm） 单株分枝数

ZGSZ0085 203.38±11.11b   17.96±2.11ab   14.80±1.43ab   11.26±1.22bc   28.40±2.70ab

ZGSZ0103 189.65±30.08b 15.89±2.71b 17.25±2.75a   9.29±1.05c   33.25±3.30ab

ZGSZ0105   224.60±25.65ab 19.65±1.61a 17.20±1.30a   9.90±0.84c   30.40±3.51ab

ZGSZ0106   213.58±13.16ab   15.66±2.48bc 14.00±1.41b   11.17±0.97bc   30.00±2.94ab

ZGSZ0174 178.60±6.95bc   14.40±2.59bc 12.25±2.63b   9.82±1.16c 25.25±4.99b

ZGSZ0177   222.42±12.95ab   17.81±2.37ab   16.20±3.03ab 13.61±1.57a  30.00±9.38ab

ZGSZ0351 228.20±10.00a   15.28±2.01bc 14.00±1.22b 14.66±2.05a  36.40±17.52a

ZGSZ0431   223.90±25.18ab   17.83±2.32ab   15.10±1.30ab 12.19±2.20b  31.00±1.87ab

ZGSZ0450 186.97±10.59b   18.32±1.75ab 13.20±1.30b   13.58±1.88ab 24.60±2.07b

ZGSZ0104 152.80±22.32c 12.62±0.99c   16.00±2.65ab   9.94±2.23c  22.33±10.69b

紫 -2 237.08±11.62a   17.24±2.08ab   16.20±1.10ab   8.14±0.82c  31.25±4.03ab

本地品种（CK） 160.96±24.47c   13.44±1.00bc   16.80±2.16ab   9.43±1.41c 25.00±3.94b

变异系数（%） 13.76 13.11 10.94 17.48 13.96

品系 单株总穗数 鲜叶重量（g） 地上部生物量（g） 单株籽粒重（g）

ZGSZ0085   220.20±100.35a 145.40±40.93c   518.91±142.88a     47.35±14.61ab

ZGSZ0103   136.00±55.08ab   191.50±94.09bc     365.57±179.40ab     44.46±22.88ab

ZGSZ0105 222.60±80.90a   247.00±58.37bc   487.46±160.72a     51.40±26.10ab

ZGSZ0106   163.75±58.86ab   262.50±52.79bc   399.89±73.93ab     44.23±17.09ab

ZGSZ0174   138.75±82.72ab     247.75±101.42bc     347.57±143.64ab   37.72±22.69b

ZGSZ0177   153.80±64.60ab   446.80±145.90a     437.43±167.37ab   33.77±16.55b

ZGSZ0351 124.80±42.42b   256.20±83.81bc     369.80±136.13ab     44.91±14.46ab

ZGSZ0431   143.25±48.40ab 179.00±57.29c   444.44±138.08a   28.55±14.00b

ZGSZ0450   199.40±68.11ab   230.80±58.75bc   474.81±119.37a   65.77±24.22a

ZGSZ0104   151.00±75.90ab 145.67±30.50c 235.80±72.72b   32.89±13.83b

紫 -2   218.50±71.54ab   187.25±36.27bc 462.88±99.22a     53.71±16.12ab

本地品种（CK）   173.20±79.83ab   299.80±123.32b     377.41±168.28ab     42.29±18.09ab

变异系数（%） 20.98 31.63 18.86 23.22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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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株分枝数变幅为 22.33~36.40 枝，ZGSZ0351
分 枝 最 多，ZGSZ0104 分 枝 最 少，仅 ZGSZ0450、
ZGSZ0104 低于对照。单株总穗数变幅为 124.80~ 
222.60 穗，ZGSZ0105 最多，ZGSZ0351 最少，ZGSZ0105、 
ZGSZ0085、紫 -2、ZGSZ0450 较对照高 26.20~49.40 
穗。

鲜叶重量变幅为 145.40~446.80g，ZGSZ0177 鲜

叶最重，较对照高 147.00g，ZGSZ0085 最轻。地上部

生物量变幅为 235.80~518.91g，ZGSZ0085 地上部生

物量最多，ZGSZ0104 最少，ZGSZ0085、ZGSZ0105、
ZGSZ0450、紫 -2、ZGSZ0431、ZGSZ0177、ZGSZ0106
较对照高 22.48~141.50g。单株籽粒重变幅为 28.55~ 
65.77g，ZGSZ0450 单株籽粒最多，ZGSZ0431 最少，

ZGSZ0450、紫 -2、ZGSZ0105、ZGSZ0085、ZGSZ0351、
ZGSZ0103、ZGSZ0106 较对照高 1.94~23.48g。

参试紫苏品系各性状变异丰富，变异系数在

10.94%~31.63% 之间，鲜叶重量的变异系数最大，说

明鲜叶重量受环境影响较大，在叶用紫苏品种选育

中，通过育种手段提高产量的潜力较大。茎粗变异

系数为 13.11%，主茎节数变异系数 10.94%，说明茎

粗及主茎节数受环境影响程度较低，具有相对稳定

的遗传特性。

2.3　不同紫苏品系农艺性状相关性分析　利用双

变量相关性分析对 12 个紫苏材料的 10 个性状之间

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4。全生育期与鲜

叶重量呈极显著正相关，与单株籽粒重呈显著负相

关；株高与茎粗、地上部生物量呈显著正相关，与单

株分枝数呈极显著正相关；茎粗与地上部生物量呈

极显著正相关；单株总穗数与地上部生物量、单株籽

粒重呈显著正相关；鲜叶重量与单株籽粒重呈显著

负相关；单株籽粒重与株高、茎粗、单株分枝数、地上

部生物量呈正相关，与主茎节数、穗长呈负相关。

表 4　参试紫苏品系农艺性状相关性

性状 全生育期 株高 茎粗 主茎节数 单株分枝数 单株总穗数 鲜叶重量 地上部生物量 穗长

株高 0.211

茎粗 -0.126 0.701*

主茎节数 0.012 0.102 0.144

单株分枝数 0.198 0.787** 0.364 0.206

单株总穗数 -0.547 0.210 0.573 0.216 -0.189

鲜叶重量 0.724** -0.026 -0.121 0.167 -0.143 -0.451

地上部生物量 -0.182 0.628* 0.896** 0.055 0.291 0.697* -0.296

穗长 0.455 0.336 0.293 -0.388 0.310 -0.274 0.355 0.223

单株籽粒重 -0.646* 0.136 0.420 -0.151 0.015 0.646* -0.673* 0.504 -0.006
*、** 分别表示在 0.05、0.01 水平上存在显著、极显著相关性

综上可知，全生育期、单株总穗数、鲜叶重量

是对种子产量影响较大的重要指标，其中鲜叶重量

与单株籽粒重呈显著负相关，这与紫苏在生育期

间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的营养物质分配相关。目

前紫苏品种选育主要为籽（油）用、叶用及药用等

方向，但多以油用为目标。前人研究表明，对紫苏

籽粒产量影响最明显的是株高、有效分枝数、单

株穗数、总穗数等性状 [17-18]，而植株高大健壮、分

枝数多、叶片茂密是高产叶用紫苏的主要形态特

征 [19-20]。因此，在紫苏新品种选育、改良及不同功

用型品种选择方向上，应着重注意全生育期、单株

总穗数、鲜叶重量等性状的选择及各性状间的协 
调性。

2.4　主成分分析　经过 Bartlett 球形检验，F=89.789， 
P=0.00001<0.01，表现出显著差异，故可以进行主成

分分析。由表 5 可知，当特征值 >1 时，可提取前 4
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为 89.788%，说明前 4 个主成

分基本包含了 10 个指标的全部信息。各主成分的

特征向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指标变量的量纲与数

量级的影响，不宜用来综合分析主成分，因此，采用

各主成分与指标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对各主成分进

行综合分析 [14]，具体结果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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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5 与表 6 可知，第 1 主成分特征值为

3.748，贡献率为 37.482%，以全生育期、株高、茎粗、

单株总穗数、鲜叶重量、地上部生物量、单株籽粒重

的影响为主，与株高、茎粗、单株总穗数、地上部生物

量、单株籽粒重呈正相关，与全生育期、鲜叶重量呈

负相关，可将第 1 主成分综合为生长和产量因子。

第 2 主成分特征值为 2.749，贡献率为 27.489%，以

全生育期、株高、单株分枝数、穗长的影响为主，与

这 4 个性状呈正相关，可将第 2 主成分综合为茎枝

生长因子。第 3 主成分特征值为 1.415，贡献率为

14.154%，以主茎节数的影响为主，与主茎节数呈正

相关，可将第 3 主成分综合为主茎节数因子。第 4
主成分特征值为 1.066，贡献率为 10.663%，以单株

分枝数、鲜叶重量的影响为主，与鲜叶重量呈正相

关，与单株分枝数呈负相关，可将第 4 主成分综合为

鲜叶重量因子。

2.5　不同紫苏品系农艺性状的综合评价　根据各

农艺性状的标准化数据及相应的特征向量，对 12 个

紫苏材料的 4 个主成分采用公式（1）~（5）计算得

出综合得分。

F（i，1）=-0.531×Zs1+0.564×Zs2+…+0.773×Zs10

 （1）

表 5　主成分分析的特征值及特征向量

指标 第 1 主成分 第 2 主成分 第 3 主成分 第 4 主成分

全生育期 -0.531 0.726 0.042 0.167

株高 0.564 0.727 0.101 -0.206

茎粗 0.812 0.426 0.063 0.265

主茎节数 0.086 0.055 0.938 0.009

单株分枝数 0.311 0.666 0.128 -0.658

单株总穗数 0.807 -0.320 0.193 0.373

鲜叶重量 -0.608 0.519 0.186 0.503

地上部生物量 0.875 0.292 -0.011 0.260

穗长 0.001 0.700 -0.579 0.175

单株籽粒重 0.773 -0.344 -0.309 -0.039

特征值 3.748 2.749 1.415 1.066

贡献率（%） 37.482 27.489 14.154 10.663

累计贡献率（%） 37.482 64.971 79.125 89.788

表 6　农艺性状与各主成分之间的相关系数

性状 第 1 主成分 第 2 主成分 第 3 主成分 第 4 主成分

全生育期 -1.028 1.204 0.050 0.172

株高 1.092 1.205 0.120 -0.213

茎粗 1.572 0.706 0.075 0.274

主茎节数 0.166 0.091 1.116 0.009

单株分枝数 0.602 1.104 0.152 -0.679

单株总穗数 1.562 -0.531 0.230 0.385

鲜叶重量 -1.177 0.861 0.221 0.519

地上部生物量 1.694 0.484 -0.013 0.268

穗长 0.002 1.161 -0.689 0.181

单株籽粒重 1.497 -0.570 -0.368 -0.040



研究论文 1032025年第３期

F（i，2）=0.726×Zs1+0.727×Zs2+…-0.206×Zs10　

 （2）
F（i，3）=0.042×Zs1+0.101×Zs2+…-0.309×Zs10　

 （3）
F（i，4）=0.167×Zs1+0.206×Zs2+…-0.039×Zs10　

 （4）
F=（λ1/λ）F（i，1）+（λ2/λ）F（i，2）+（λ3/λ）

F（i，3）+（λ4/λ）F（i，4） （5）
公 式（1）~（4）中 Zs1，Zs2，…，Zs10 表 示 各

指 标 的 标 准 化 数 据；F（i，1）、F（i，2）、F（i，3）、
F（i，4）分别表示各主成分的得分。利用综合评

价模型公式（5）计算 12 个紫苏材料的综合主成分

得分，式中 λ1~λ4 分别表示各主成分的特征值，

λ=λ1+λ2+λ3+λ4。

由表 7 可知，第 1 主成分得分排名前 3 位的品

系为 ZGSZ0105、ZGSZ0450、ZGSZ0085，表明以上 3
个品系的单株总穗数、株高、单株籽粒重等较高。第

2 主成分得分排名前 3 位的品系分别为 ZGSZ0177、
ZGSZ0431、ZGSZ0104，表明这 3 个品系生育期、株

高、单株分枝数等较高。第 3 主成分得分排名前 3
位的品系分别为 ZGSZ0351、ZGSZ0103、紫 -2，表
明这 3 个品系的主茎节数较多。第 4 主成分得分排

名前 3 位的品系为 ZGSZ0105、紫 -2、ZGSZ0103，
表明这 3 个品系的鲜叶重量较高。用单一主成分分

析紫苏的农艺性状所得结果存在差异，利用综合评

价模型对其进行分析，得到综合主成分得分排名前

3 位的品系为 ZGSZ0177、ZGSZ0431、ZGSZ0105，表
明以上 3 个品系在山东省种植的农艺性状综合表现

较好。

表 7　紫苏农艺性状主成分得分及其排名

品系
第 1 主成分 第 2 主成分 第 3 主成分 第 4 主成分 综合主成分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ZGSZ0085 0.982 3 -0.852 12 -0.190 8 -0.272 8 -0.03 5

ZGSZ0103 -1.096 10 -0.840 11 1.041 2 1.042 3 -0.19 7

ZGSZ0105 1.381 1 -0.497 8 0.167 6 1.201 1 0.52 3

ZGSZ0106 -0.336 7 -0.496 7 0.291 5 -0.557 9 -0.28 9

ZGSZ0174 -1.131 11 -0.396 6 -0.696 9 -0.894 10 -0.78 12

ZGSZ0177 0.810 4 2.106 1 0.163 7 -0.135 7 0.90 1

ZGSZ0351 -0.906 9 0.085 5 1.836 1 -1.413 11 -0.09 6

ZGSZ0431 0.374 6 1.695 2 0.575 4 0.100 6 0.77 2

ZGSZ0450 1.197 2 -0.739 9 -1.165 11 -1.691 12 -0.38 10

ZGSZ0104 -1.370 12 0.606 3 -1.561 12 0.634 5 -0.49 11

紫 -2 0.597 5 -0.818 10 0.680 3 1.123 2 0.28 4

本地品种（CK） -0.501 8 0.148 4 -1.140 10 0.862 4 -0.22 8

3　讨论与结论
作物的生长发育过程中，生长中心在不断

变化，各个时期的代谢特点及生长发育特性也不 
同 [21]。在育种工作中，明确目标性状是选择材料的

基础，明晰农艺性状间的相关性是根据目标性状选

择材料的前提。选择育种材料时要兼顾目标性状和

与之显著相关的其他性状，通过不同农艺性状的相

关性分析进行综合评估，在选择中做到平衡。主成

分分析将多个性状降维得到代表性状，降低了育种

选择的难度，可以进一步提高育种效率。

山东土地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农业种植

及管理水平较高。紫苏作为药用、食用皆可的稀特

菜品种之一，近几年备受国内外青睐。随着人们对

紫苏食用口味和营养价值的重视，紫苏的引种和栽

培范围逐年扩大，与之相关的紫苏栽培和后续的食

品加工、药材制作等产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前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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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参试的紫苏品系有 11 个，分别来自上海、湖北、山

东、贵州和陕西等地。通过对其 10 个农艺性状进

行的多样性、相关性、主成分分析研究发现，单株籽

粒重与单株总穗数呈显著正相关，与鲜叶重量呈显

著负相关；鲜叶重量与全生育期呈极显著正相关；株

高与茎粗、单株分枝数、地上部生物量均呈显著或极

显著正相关。主成分分析将农艺性状综合为生长和

产量因子、茎枝生长因子、主茎节数因子和鲜叶重量

因子，累计贡献率达 89.788%。本试验中综合得分

排名前 3 位的紫苏品系为 ZGSZ0177、ZGSZ0431、
ZGSZ0105，综合农艺性状表现良好，可以作为重点

改良的具有育种利用价值的优异种质资源进行深入

研究和创新开发利用。

本试验结果表明，在以籽用紫苏为主要目标的

育种中，应主要考虑株高、地上部生物量、茎粗、单株

总穗数等农艺性状的影响，可以适当选择茎较粗大，

单株总穗数较多的材料，这与陈东杰等 [7] 的研究结

论一致。在以叶用紫苏为主要目标的育种中应主要

考虑分枝多、生育期较长的材料，与张恒等 [20] 的研

究结论基本契合。本次综合表现排名前 3 位的品系

分别来自山西、甘肃和陕西，与山东省在气候条件、

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相似性，说明在紫苏育种过程

中可以优先选用同纬度地区优良种质资源，以提高

育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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