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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类作物多胚的研究
’

二棱大麦多胚苗的鹰象

匹至国 陈集贤 冯海生 李 毅 张怀刚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西宁

摘 要

在麦类作物多胚的研究中
,

我们在 个二棱大麦品系中
,

发现品系 仆 的侧生小穗

发育
,

且因位置偏移与中间小穗合生或粘连
,

造成多胚的反象 合生或粘连有 种形式
,

是可

遗传的
,

遗传给后代植株的出现频率平均为
,

称部出现合生或粘连的小穗一般为

左右
,

最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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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麦的三联小穗中
,

两个侧生小穗不发育
,

为二棱大麦
,

有的二棱大麦的少数侧生

小穗可育
,

为中间型大麦〔‘
·

〕 本文报道的是二棱大麦的发育侧生小穗与中间小穗合生或

粘连造成的多胚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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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研究受到青海省科委资助
,

并得到植物分类学者刘尚武先生指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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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多苗后代的表现

株号
。

发芽种子数 双苗
」

苗

数 数
。

。

七﹄口︸,几七咬七」

原产生 苗的 号株产生了双苗和 苗
,

号株也产生了双苗
,

但 号株未产生双苗

和 苗
,

即 的植株继承了多苗特征
。

以后各年都在这些双苗或 苗的后代中出现了双

苗或 苗
,

具多苗特性植株的后代中出现多苗株的频率平均为
,

每穗出现多苗的

频率一般 左右
,

最高达到
。

详细观察这些多苗
,

并非一个颖果所生
,

而是二棱大麦

的侧生小穗发育且位置偏移与中间小穗合生或粘连造成的多胚苗的膺象 图
, 、 、 ,

双苗和 苗的根尖染色体 一 图
, 、 。

卜“价住诵佳

图 二棱大麦小穗合生或粘连

一

二棱大麦小穗合生或粘连

二棱大麦仅中间小穗发育
,

两侧生小穗退化
,

但品系
一

的少数植株上 出现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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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侧生小穗
,

而且发育的侧生小穗由于位置偏移与中间小穗合生或粘连
。

第一次发芽用

的是品种比较试验脱粒的种子
,

由于合生或粘连得很紧密
,

误认为是由一个颖果产生了多

胚苗
,

详细观察这些多胚苗的穗子
,

才确定为小穗合生或枯连
,

其形式有 种
。

中间小穗与发育的一个侧生穗的外俘与芒全部合生成一体
,

内秤也合生
,

个颖

果粘连
,

形成大的小穗
。

芒全部合生或中部以下合生
,

上部分离 图
, 、 。

中间小穆和一个发育的侧生小穗的外俘合生至俘体的
,

芒不合生
,

内秤枯连
,

颖果分离 图
, 。

中间小德与一个发育的侧生小穗的外秤不合生
,

内秤位置偏移
,

两颖果粘连 图
, 。

中间小穗和一个发育的侧生小穗的外俘与芒合生
,

但侧生小穗不形成颖果
,

仅有

一个颖果
。

中间小穗与 个发育的侧生小穗并联而不合生
。

中间小穗与 个侧生小穗全发育
,

但中间小穗仅与 个侧生小穗合生
,

另 个侧

生小穗位移
,

处于中间小穗的腹部
,

也即靠着穗轴的扁平面
,

其体积较小
,

芒也短
,

发育不

良
,

脱粒时与另二小穗不分离 图
, 。

讨 论

大麦的起源
、

演化 目前仍有争论
,

但我国学者 们的倾向性看法是
,

中国栽培大麦是从

野生二棱大麦经过若干中间或过渡类型进化而来〔们 ,

在种和亚种的划分上看法也不尽一

致 〔,
· , 〕,

按徐廷文山的综述
,

将栽培大麦和近缘野 生大麦归属于普通大麦
,

本试验所用的二棱大麦
,

在成熟时穗轴不碎断
,

侧生小穗全部不

育
,

应属二棱大麦亚种 ’’
。

我们从
一

发现的成熟时穗轴不

碎断
,

侧生小穗部分能育的类型
,

应属于中间型大麦亚种 ’“ 但是

这种发育的侧生小穗由于位置偏移与中间小穗 合生或粘连
,

在合成或粘连的 种形式中
,

有些颖果枯连得很紧密
,

以致误认为是一个颖果
。

此种现象虽与本研究项 目的主题无关
,

但作为麦类作物多胚研究过程中发现的这种大麦穗部变异现象
,

对大麦的进化与遗传研

究肯定是有参考价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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