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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析了 10 个鄂油无性系的树高、果皮厚度、果实纵横径、果形指数、单果种籽数、冠
幅、株产果、单位面积冠幅产果、鲜果出籽率、鲜果干出籽率、鲜果出干仁率、干仁含油率、株产油、油酸、亚油酸、
棕榈酸、硬脂酸、其他、相对电导率、MDA、CAT 等 22 个性状指标。结果表明: 6 个主成分的方差累积贡献率达

到 91． 308 0%，基本能够反映所有信息。构建了综合评价模型 F = a1Z1 + a2Z2 + a3Z3 + a4Z4 + a5Z5 + a6Z6，综

合评价结果以鄂油 102、鄂油 151、鄂油 39、鄂油 54 这 4 个无性系综合性状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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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 of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22 characteristics of Camellia oleifera such
as height，pericarp thickness，fruit vertical diameter，fruit horizontal diameter，fruit shape index，seeds of sin-
gle fruit，crown width，fruit weight of single plant，wet weight of per crown width，the ratio of seed to fresh
fruit，the ratio of fresh seed to fresh fruit，oil rate of dry kernel，oil of single plant，oleic acid，linoleic acid，

palmitic acid，stearic acid，other acids，EC，MDA，CAT from 10 clones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umulative proportion of 6 principal components reached 91． 308 0% ; these principal components
could reflect most information on clone characteristics of Camellia oleifera．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
el F = a1Z1 + a2Z2 + a3Z3 + a4Z4 + a5Z5 + a6Z6 was structured，the result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wa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stics of 4 clones for eyou102，eyou151，eyou39 and eyou54 were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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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 Camellia oleifera Abel． ) 为我国特有的木本油料树种，与油橄榄 ( Olea europaea L． ) 、油棕

( Elaeisguineensis Jacq． ) 、椰子( Cocos nucifera L． ) 并称世界 4 大木本油料树种［1］。主要分布于湖南、江
西、广西、福建、浙江、广东、湖北、贵州、安徽、重庆、云南、河南、四川、陕西 14 个省( 区、市) 的 642 个县

( 市、区) ［2 － 5］。
近年来，油茶已成为新的发展热点，国家及各级政府都出台相应政策大力发展和鼓励支持发展油

茶。我省作为油茶发展北部边缘产区，从油茶良种选育、种苗繁育、丰产造林、低产林改造等多方面开展

科研工作，大力发展油茶产业。对油茶的树体性状、果实性状、经济性状、品质、抗性等进行综合评价的

研究鲜有报道，仅有少量研究对部分性状［6］进行评价分析。鄂油无性系是多年来经过优树选择、区域

试验、子代测定等程序选育而来的。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鄂油无性系展开全面综合性评价，旨在

提出综合性状表现最优无性系，为油茶产业健康、持续、稳定发展提供良种保证。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湖北省麻城市五脑山林场，东经 115． 073°，北纬 31． 234°，平均海拔高在 32 ～ 38 m，属亚

热带季风气候区，山地、丘陵、平原、湖泊兼而有之。日照充足，光能资源丰富，年平均日照时数 2 126 h，

日照百分率 49%，年总辐射量 1 200 kcal /cm2，无霜期长。常年主导风向为东北风和北风，平均风速 2． 4
m /s。平均降水量 1 164． 4 mm，最大降水量 2 009． 3 mm，3—8 月的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75% 左右，

每年 6 月中旬至 7 月中旬雨量最为丰沛。极端最高气温 41． 5 ℃，极端最低气温 － 15． 3 ℃，年平均气温

16． 1 ℃。秋寒最大降温幅度可达 14 ℃，12—2 月各月的平均温度在 3 ～ 5 ℃。

2 材料与方法

2． 1 试验材料

以 15 年生的鄂油无性系为供试材料，该无性系为芽苗砧嫁接苗。采用随机区组试验设计，3 次重

复，每小区 10 株，共计300 株。目前，林分有少量缺株，但基本保存完整，树势旺盛，长势良好，处于结果盛期。
2． 2 试验方法

对 10 个鄂油无性系分品种调查，每个品种调查 10 株，主要调查以下指标: 树高、果皮厚度、果实纵

横径、果形指数、单果种籽数、冠幅、株产果、单位面积冠幅产果、鲜果出籽率、鲜果干出籽率、鲜果出干仁

率、干仁含油率、株产油、油酸、亚油酸、棕榈酸、硬脂酸、其他、相对电导率、MDA、CAT 等 22 个性状指

标。以每个无性系的指标均值参与综合分析。
2． 3 测定方法

干仁含油率采用索氏抽提法测定，采用气相色谱仪分析油茶脂肪酸组分，各组分含量用峰面积归一

法进行定量分析，相对电导率测定参照赵世杰等［7］的方法，丙二醛 MDA 测定参照 Heath 等［8］的硫代巴

比妥酸( TBA) 比色法，过氧化氢酶 CAT 测定参照李晓敏［9］的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
2． 4 分析方法

采用 SPSS13． 0 对 10 个无性系的 22 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并对 10 个无性系的指标性状进行综

合评价。

3 结果与分析

3． 1 对无性系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由于各测定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在数量级上也有很大差异，在应用主成分分析研究时，不同的量

纲和数量级会产生新的问题。为了消除变量间的量纲关系，从而使数据具有可比性，在进行主成分分析

之前先对数据作标准化处理。标准化数据处理结果见表 1。
3． 2 对无性系指标进行 SPSS 主成分分析

采用 SPSS 进行主成分分析，分别得出各主成分的特征值( 表 2) 、特征向量( 表 3) ，以及对各主成分

变量的评价和综合评价 F 值( 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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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无性系各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

Tab． 1 The standardization of different clones characters’measured datas

无性系

Clones

鄂油 102

eyou102

鄂油 151

eyou151

鄂油 39

eyou39

鄂油 54

eyou54

鄂油 63

eyou63

鄂油 81

eyou81

鄂油 276

eyou276

鄂油 361

eyou361

鄂油 424

eyou424

鄂油 465

eyou465

树高 /m height 1． 10 0． 41 0． 76 － 1． 66 0． 41 0． 41 － 1． 31 － 0． 97 － 0． 28 1． 10

果皮厚度 /cm

Pericarp thickness
－ 0． 87 － 0． 25 2． 23 － 0． 87 － 0． 25 0． 16 － 0． 45 1． 20 － 0． 87 － 0． 04

果实纵径 /cm

Fruit vertical diameter
1． 71 － 0． 34 0． 62 － 1． 83 0． 14 0． 06 0． 26 0． 95 － 0． 78 － 0． 78

果实横径 /cm

Fruit horizontal diameter
0． 58 － 0． 08 1． 04 － 1． 74 － 0． 74 0． 58 － 0． 74 1． 70 － 0． 12 － 0． 47

果形指数

Fruitshape index
1． 29 － 0． 36 － 0． 70 0． 13 1． 29 － 0． 53 1． 46 － 1． 19 － 1． 03 － 0． 36

单果种籽数

Seeds of single fruit
0． 22 － 0． 07 － 1． 10 － 0． 91 － 1． 19 － 0． 72 1． 06 0． 96 1． 71 0． 03

冠幅 /m2 Crown width － 0． 45 2． 09 － 0． 93 － 0． 52 － 0． 11 － 0． 79 0． 53 － 0． 66 － 0． 47 1． 31

株产果 /kg

Fruit weight of single plant
－ 1． 58 0． 79 － 0． 16 － 1． 11 1． 07 － 0． 82 1． 36 0． 79 0． 22 － 0． 54

单位面积冠幅产果/ ( kg· m －2)

Wet weight of per crown width
－ 1． 15 － 0． 98 0． 68 － 0． 63 1． 08 － 0． 06 0． 68 1． 31 0． 56 － 1． 49

鲜果出籽率 /%

The ratio of seed from fresh fruit
0． 52 0． 99 － 1． 54 － 0． 74 0． 00 － 0． 05 － 1． 47 0． 18 0． 61 1． 50

鲜果出干籽率 /%

The ratio of fresh seed

from fresh fruit

0． 20 0． 82 － 0． 89 － 0． 11 － 0． 04 － 0． 63 － 0． 70 － 0． 47 － 0． 62 2． 44

鲜果出干仁率 /%

Dry kernel rate of fresh fruit
1． 04 1． 65 － 1． 10 0． 84 － 0． 04 － 0． 35 － 0． 68 － 1． 21 － 0． 85 0． 71

干仁含油率 /%

Oil rate of dry kernel
0． 23 1． 24 － 1． 51 0． 50 － 0． 59 0． 39 － 0． 36 － 1． 60 0． 50 1． 19

株产油 /kg

Oil of single plant
－ 0． 29 1． 80 － 1． 33 0． 75 0． 28 － 0． 34 － 0． 29 － 1． 24 － 0． 48 1． 13

油酸 /% Oleic acid 0． 66 － 0． 12 － 1． 18 1． 10 0． 34 1． 11 － 1． 39 － 0． 71 － 0． 94 1． 12

亚油酸 /% Linoleic acid － 0． 64 － 0． 20 1． 56 － 1． 11 － 0． 47 － 0． 98 1． 32 0． 71 0． 75 － 0． 94

棕榈酸 /% Palmitic acid － 0． 84 0． 08 － 0． 76 － 1． 33 － 0． 28 － 0． 49 2． 10 0． 59 0． 92 0． 00

硬脂酸 /% Stearic acid 0． 96 1． 38 － 0． 69 1． 07 0． 96 － 1． 32 － 0． 85 － 0． 04 － 0． 54 － 0． 93

其它 /% Others － 0． 13 0． 65 1． 40 0． 52 0． 05 0． 10 － 1． 61 － 0． 31 0． 97 － 1． 64

EC －1． 89 － 0． 23 0． 07 0． 39 － 0． 72 0． 61 － 0． 62 1． 77 － 0． 25 0． 87

MDA －1． 78 0． 79 0． 17 － 0． 56 － 0． 32 － 1． 20 0． 12 0． 26 1． 14 1． 39

CAT 1． 86 0． 69 － 1． 34 － 0． 01 － 1． 02 － 1． 17 － 0． 43 0． 46 0． 58 0． 37

由表 2 可知，以特征值大于 1． 0 为标准，有 6 个主成分符合要求，而且这 6 个主成分特征值累积贡

献率为 91． 308 0%，能够反映 10 个无性系 22 个指标的综合信息，完全符合主成分分析的要求，故取前

6 个主成分作为数据分析的有效主成分。6 个主成分特征值及累积贡献率分别如下: 第 1 个主成分特征

值为 7． 778 4，贡献率为 35． 356 3% ; 第 2 个主成分特征值为 3． 879 2，累积贡献率为 52． 9892% ; 第 3 个

主成分特征值为 2． 808 3，累积贡献率为 65． 754 1% ; 第 4 个主成分特征值为 2． 458 7，累积贡献率为

76． 929 9% ; 第 5 个主成分特征值为 1． 614 5，累积贡献率为 84． 258 4% ; 第 6 个主成分特征值为 1． 548 7，累

积贡献率为 91． 308 0%。
由表 3 各主成分指标的特征向量可知，第 1 主成分单位面积冠幅产果分量值较大且为负，鲜果出干

仁率、干仁含油率和株产油、鲜果出干籽率分量值较大，说明其在第 1 主成分中起重要作用，因此，第 1
主成分可归为经济因子; 第 2 主成分以单果种籽数、冠幅、株产果分量值较大，可归为产量因子; 第 3 主

成分以相对电导率和 MDA 分量值较大，可归为耐寒因子; 第 4 主成分以果实纵径和果实横径分量值较

大，可归为果实因子; 第 5 主成分以冠幅、株产果、单果种籽数、树高、果皮厚度分量值较大，可归为表型

因子; 第 6 主成分以油酸、亚油酸、棕榈酸和硬脂酸分量值较大，可归为品质因子。以上 6 个主成分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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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负且值较大，说明分量对该主成分的负向影响越大; 分量为正且值较大，说明分量对该主成分影响

更有利。
表 2 SPSS 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的各指标特征值

Tab． 2 The characteristic eigenvalues b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SPSS

主成分

Principal component
特征值

Eigenvalues
贡献率 /%
Variance

累积贡献率 /%
Cumulative

1 7． 778 4 35． 356 3 35． 356 3

2 3． 879 2 17． 632 9 52． 989 2

3 2． 808 3 12． 764 9 65． 754 1

4 2． 458 7 11． 175 8 76． 929 9

5 1． 614 5 7． 338 5 84． 268 4

6 1． 548 7 7． 039 6 91． 308 0

表 3 各主成分指标特征向量

Tab． 3 The characteristic eigenvectors of principal component

指标

Characteristics

主成分 1

Principal

component 1

主成分 2

Principal

component 2

主成分 3

Principal

component 3

主成分 4

Principal

component 4

主成分 5

Principal

component 5

主成分 6

Principal

component 6

树高 /m height 0． 107 0 － 0． 138 1 0． 224 7 0． 345 7 0． 365 7 － 0． 037 1

果皮厚度 /cm Pericarp thickness － 0． 234 1 － 0． 096 8 0． 328 7 0． 019 2 0． 323 0 0． 027 3

果实纵径 /cm Fruit vertical diameter － 0． 144 1 － 0． 142 8 － 0． 087 3 0． 509 6 0． 180 5 － 0． 088 3

果实横径 /cm Fruit horizontal diameter － 0． 194 5 － 0． 087 0 0． 277 0 0． 401 6 0． 011 7 0． 048 6

果形指数 Fruitshape index 0． 087 1 － 0． 074 9 － 0． 506 5 0． 059 8 0． 239 3 － 0． 233 0

单果种籽数 /颗 Seeds of sigle fruit － 0． 074 1 0． 354 7 － 0． 072 7 0． 267 4 － 0． 413 3 0． 013 1

冠幅 /m2 Crown width 0． 208 8 0． 325 3 0． 011 6 0． 040 0 0． 339 3 0． 082 4

株产果 /kg Fruit weight of sigle plant － 0． 157 4 0． 330 7 － 0． 133 9 － 0． 082 1 0． 323 6 0． 126 3

单位面积冠幅产果/ ( kg· m －2) Wet weight of per crown width － 0． 316 2 0． 032 6 － 0． 095 7 － 0． 109 4 0． 032 4 0． 050 6

鲜果出籽率 /% The ratio of seed from fresh fruit 0． 231 5 0． 144 5 0． 245 2 0． 254 5 － 0． 091 3 0． 065 7

鲜果出干籽率 /% The ratio of fresh seed from fresh fruit 0． 278 1 0． 152 8 0． 208 4 0． 089 8 0． 193 9 － 0． 135 9

鲜果出干仁率 /% Dry kernel rate of fresh fruit 0． 335 5 － 0． 036 9 － 0． 065 7 0． 045 8 0． 108 6 0． 158 9

干仁含油率 /% Oil rate of dry kernel 0． 313 8 0． 126 7 0． 028 7 － 0． 037 2 － 0． 126 7 － 0． 000 5

株产油 /kg Oil of sigle plant 0． 315 5 0． 144 6 － 0． 013 9 － 0． 150 6 0． 179 2 0． 110 6

油酸 /% Oleic acid 0． 276 4 － 0． 219 6 0． 122 0 － 0． 089 6 － 0． 086 5 － 0． 246 7

亚油酸 /% Linoleic acid － 0． 297 5 0． 171 3 － 0． 071 0 0． 088 6 0． 1100 0． 1724

棕榈酸 /% Palmitic acid － 0． 137 7 0． 422 7 － 0． 164 8 0． 088 9 － 0． 022 7 － 0． 153 8

硬脂酸 /% Stearic acid 0． 163 0 － 0． 103 2 － 0． 224 6 0． 021 3 0． 079 9 0． 511 3

其它 /% Others － 0． 074 4 － 0． 231 2 0． 101 3 － 0． 098 4 － 0． 071 9 0． 622 6

相对电导率 EC －0． 086 6 0． 115 3 0． 433 0 － 0． 236 4 － 0． 129 3 － 0． 122 5

MDA －0． 012 0 0． 411 3 0． 243 8 － 0． 108 5 0． 109 8 0． 169 0

CAT 0． 169 3 0． 102 1 － 0． 065 8 0． 404 0 － 0． 337 5 0． 202 2

3． 3 主成分选取及综合评价模型构建

经过上述分析可知，第 1、2、3、4、5、6 个主成分能够反映 91． 308 0% 的综合信息，因此，这 6 个主成

分能够有效代表原有的 22 个指标信息。用 Z1、Z2、Z3、Z4、Z5、Z6 分别表示这 6 个主成分，可得出如下线

性方程分别为:

Z1 = 0． 107 0X1 － 0．234 1X2 －0． 144 1X3 －0． 194 5X4 +0． 087 1X5 －0． 074 1X6 +0． 208 8X7 －0． 157 4X8 －
0． 316 2X9 + 0． 231 5X10 + 0． 278 1X11 + 0． 335 5X12 + 0． 313 8X13 + 0． 315 5X14 + 0． 276 4X15 － 0． 297 5X16

－ 0． 137 7X17 + 0． 163 0X18 － 0． 074 4X19 － 0． 086 6X20 － 0． 012 0X21 + 0． 169 3X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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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综合评价各主成分及 F 值

Tab． 4 Per principal component and F value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无性系

Clone

主成分 1

Principal

component 1

排名

Ranking

主成分 2

Principal

component 2

排名

Ranking

主成分 3

Principal

component 3

排名

Ranking

主成分 4

Principal

component 4

排名

Ranking

主成分 5

Principal

component 5

排名

Ranking

主成分 6

Principal

component 6

排名

Ranking

F 值

F value

排名

Ranking

鄂油 102 eyou102 3． 653 6 1 1． 898 7 3 2． 372 2 1 0． 206 7 4 0． 592 8 4 － 1． 672 3 10 2． 057 0 1

鄂油 151 eyou151 3． 051 6 2 1． 663 1 4 0． 328 4 5 0． 315 4 3 1． 227 6 3 2． 120 0 1 1． 849 4 2

鄂油 39 eyou39 2． 239 4 3 － 2． 477 9 10 － 1． 609 1 9 3． 308 4 1 － 0． 623 6 7 － 0． 069 2 7 0． 513 1 3

鄂油 54 eyou54 2． 375 2 4 － 1． 556 2 7 － 0． 753 5 7 － 2． 988 9 10 － 1． 424 0 9 0． 506 6 4 0． 072 6 4

鄂油 63 eyou63 － 1． 192 5 7 1． 939 5 2 0． 124 9 6 0． 147 0 5 － 1． 976 5 10 1． 158 5 2 － 0． 121 3 5

鄂油 81 eyou81 0． 088 8 5 － 0． 895 1 6 － 1． 463 8 8 － 0． 848 4 9 1． 746 7 1 0． 048 8 6 － 0． 302 8 6

鄂油 276 eyou276 － 0． 205 8 6 － 2． 018 5 9 1． 264 6 4 － 0． 575 4 8 － 0． 531 8 6 － 1． 557 5 9 － 0． 525 9 7

鄂油 361 eyou361 － 2． 270 8 8 2． 595 4 1 － 2． 986 0 10 － 0． 301 3 7 0． 384 2 5 － 1． 423 7 8 － 0． 911 3 8

鄂油 424 eyou424 － 3． 635 7 9 0． 830 4 5 1． 398 1 2 0． 948 0 2 － 0． 856 1 8 0． 132 9 5 － 0． 994 5 9

鄂油 465 eyou465 － 4． 103 8 10 － 1． 979 4 8 1． 324 2 3 － 0． 211 4 6 1． 460 7 2 0． 755 7 3 － 1． 636 3 10

Z2 = －0．138 1X1 －0．096 8X2 －0．142 8X3 －0．087 0X4 －0．074 9X5 +0．354 7X6 +0． 325 3X7 +0． 330 7X8 +
0． 032 6X9 + 0． 144 5X10 + 0． 152 8X11 － 0． 036 9X12 + 0． 126 7X13 + 0． 144 6X14 － 0． 219 6X15 + 0． 171 3X16 +
0． 422 7X17 － 0． 103 2X18 － 0． 231 2X19 + 0． 115 3X20 + 0． 411 3X21 + 0． 102 1X22

Z3 = 0．224 7X1 +0．328 7X2 －0． 087 3X3 +0． 277 0X4 －0． 506 6X5 －0． 072 7X6 +0． 011 6X7 － 0． 133 9X8 －
0． 095 7X9 + 0． 245 2X10 + 0． 208 4X11 － 0． 065 7X12 + 0． 028 7X13 － 0． 013 9X14 + 0． 122 0X15 － 0． 071 0X16

－ 0． 164 8X17 － 0． 224 6X18 + 0． 101 3X19 + 0． 433 0X20 + 0． 243 8X21 － 0． 065 8X22

Z4 = 0．345 7X1 +0．019 2X2 +0． 509 6X3 +0． 401 6X4 +0． 059 8X5 +0． 267 4X6 +0． 040 0X7 － 0． 082 1X8 －
0． 109 4X9 + 0． 254 5X10 + 0． 089 8X11 + 0． 045 8X12 － 0． 037 2X13 － 0． 150 6X14 － 0． 089 6X15 + 0． 088 6X16

+ 0． 088 9X17 + 0． 021 3X18 － 0． 098 4X19 － 0． 236 4X20 － 0． 108 5X21 + 0． 404 0X22

Z5 = 0．365 7X1 +0．3230X2 + 0． 180 5X3 + 0． 011 7X4 + 0． 239 3X5 － 0． 413 3X6 + 0． 339 3X7 + 0． 323 6X8 +
0． 032 4X9 － 0． 091 3X10 + 0． 193 9X11 + 0． 108 6X12 － 0． 1267X13 + 0． 179 2X14 － 0． 086 5X15 + 0． 110 0X16

－ 0． 022 7X17 + 0． 079 9X18 － 0． 071 9X19 － 0． 129 3X20 + 0． 109 8X21 － 0． 337 5X22

Z6 = －0．037 1X1 +0．027 3X2 －0．088 3X3 +0．048 6X4 －0．233 0X5 +0．131 0X6 +0．082 4X7 +0． 126 3X8 +
0．050 6X9 +0．065 7X10 －0．135 9X11 +0．158 9X12 －0．000 5X13 +0．110 6X14 －0．246 7X15 +0．172 4X16 －0．153 8X17 +
0． 511 3X18 + 0． 622 6X19 － 0． 122 5X20 + 0． 169 0X21 + 0． 202 2X22

同时，以第 1、2、3、4、5、6 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 a1、a2、a3、a4、a5 和 a6 作为权数，构建综合评价模

型［10］: F = a1 Z1 + a2 Z2 + a3 Z3 + a4 Z4 + a5 Z5 + a6 Z6，其中 F 为综合评价指标，代入相应表达式，可

得出 10 个无性系的综合评价指标 F 值( 表 4) 。
以 6 个主成分分别对 10 个无性系综合指标进行评价，第 1 主成分与综合评价 F 值排名相对统一，

其余主成分评价相对较差，说明第 1 主成分在综合评价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综合评价 F 值排名如下: 鄂油 102 ( 2． 057 0 ) ＞ 鄂油 151 ( 1． 849 4 ) ＞ 鄂油 39 ( 0． 513 1 ) ＞ 鄂油 54

( 0． 072 6) ＞鄂油63( －0． 121 3) ＞鄂油81( －0． 302 8) ＞鄂油276( －0． 525 9) ＞鄂油361( －0． 911 3) ＞ 鄂油

424( － 0． 994 5) ＞ 鄂油 465( － 1． 636 3) 。可知 10 个无性系以鄂油 102、鄂油 151、鄂油 39、鄂油 54 号综

合性状较为优良。如果仅考虑其中一个或几个性状，可根据各主成分所表达的因子信息选择相应无性系。

4 结论与讨论

( 1) 通过主成分分析，将鄂油无性系 22 个指标转化为 6 个主成分，6 个主成分反映了原 22 个指标

91． 308 0%的信息，且是综合性的、相互独立的指标。根据无性系的 6 个主成分的综合性状表现，可很

好地判断和把握无性系综合性状的优劣。
( 2) 通过指标特征向量，建立了各主成分评价函数 Z1、Z2、Z3、Z4、Z5、Z6。6 个主成分分别表达了不

同性状特征信息，第 1 主成分主要为经济性状因子，第 2 主成分主要为产量因子，第 3 主成分主要为耐

寒因子，第 4 主成分主要为果实因子，第 5 主成分主要为表型性状因子，第 6 主成分主要为品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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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依据不同主成分表达的相应信息，可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无性系。
( 3) 根据主成分分量函数 Z1、Z2、Z3、Z4、Z5、Z6，构建了综合评价模型: F = a1 Z1 + a2 Z2 + a3 Z3 + a4 Z4

+ a5 Z5 + a6 Z6。通过得到的 F 值对 10 个无性系展开综合评价及排序: 鄂油 102( 2． 057 0) ＞ 鄂油 151
( 1． 849 4) ＞ 鄂油 39( 0． 513 1) ＞ 鄂油 54( 0． 072 6) ＞ 鄂油 63 ( － 0． 121 3) ＞ 鄂油 81 ( － 0． 302 8) ＞ 鄂

油 276( － 0． 525 9) ＞ 鄂油 361( － 0． 911 3) ＞ 鄂油 424( － 0． 994 5) ＞ 鄂油 465( － 1． 636 3) 。
( 4) 主成分分析是对多个相关变量的综合评价，其主成分为综合变量，且相互独立。因此，主成分

值作为无性系综合评价指标，能较准确地表达各性状的综合表现。同时，主成分分析又能简化选择程

序，较人工打分和单一性状评价快捷，且更具有科学性［11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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