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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麦体细胞无性系变异前人已做了大量的研究
,

观察到了形态学【’、

细胞学
’

,

和生化

特性变异 对醇溶蛋 白和谷蛋 白变异的分析
,

获得了基 因突变的证据 , 一 习,

但不知 突 变基 因

的位点 本研究的 目的在于分析体细胞无性系的高分子量谷蛋 白亚基
一

盯
一

, 一

的变化
,

获取特定基 因 一 突变 的证据
,

并研究
一

变异体农艺性状和产量性状的表现

材料与方法

以 目前推广的春小麦品种
“

高原
”

和
“

甘
”

的幼胚和幼穗为外植体
,

在 上分别

离体培养
,

左右进行分化
,

再生株栽于温室
,

开花 前套袋 自交
,

成熟后 以 单株按穗收

获
,

随机取一些再生株
,

每株取 一 穗
,

每穗取 一 粒电泳 电泳用 的供 体 品 种 的 种 子 也

采 自 温 室
一

聚 丙 烯 酞 胺 凝 胶 电 泳
一 ,

一

及
一

编号参照 的介绍
一

变异株和供体品种各取

穗在大田种成穗行 为 行
,

每穗行取 株观察农艺性状和产量性状

结果与分析

供体品种
一

组成及其稳定性
“

高原 的
一

组成为
, ,

从其混合样品中随机电泳 粒种 子
,

未发现变异
“

甘
”

的
一

组成为
, 十 ,

从其混合样品中随机电泳

粒
,

也未发现变异 这说明两个供体品种的
一

组成是稳定的

再生株
一

组成

用 于电泳 的再生株共 株
,

穗
,

每穗取 一 粒种子用于 电泳 结 果 发 现 株

穗 的
一

与 供 体 品 种 不 同
,

其 变 异 频 率 为 一 以 株 为 单 位 计 或

卯 一 一 收稿
,

卯 一 一 收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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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 电泳 粒
,

粒为变异体
, 一

为
, , ,

另

粒与供体
“

甘
”

相 同
,

十
,

表 变异体后 代的
一

稳定性正在鉴

定 中
一

变异体的性状表现
一

变异株按穗种成穗行
,

生长发育正常
,

未观察到诸如芒性等质量性状的变

异
,

在农艺及产量性状上
,

株系内穗行间也无明显差异
,

但株系间以及与相应供体品种 间有 明

显差异 表
,

和 个变异株系的株高显著降低
,

但产量性状却

变差了 株高明显增高
,

其它性状都优于或显著优于供体品种 总的来看
,

个

变异株后代在农艺和产量性状上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
,

且多向不利的方 向变
,

但也获得 了

产量性状明显优于供体品种的变异株系

表 一 变异株系与供体品种在农艺和产量性状上的表现
‘ ,

株 系 有效分雍 主穗粒重 主穗粒数 单株粒重旭 单株粒数

一

高原 朗 供体

甘 供体

高原 印 供体

株高俪 穗长 尹切 千粒重

,

男
】

,

,

另

”

铭

叫 〔政

表中 为 水平上显著
,

帕为 水平上显著

讨论

小麦体细胞无性系变异 中
,

籽粒醇溶蛋白变异的存在是无可置疑 的 一 习,

而且 也发现 了低

分子量谷蛋白的变异阎 可以推断
,

在基因水平上发生了突变
,

但基 因位点尚未得知 位于第

组 染色体
, ,

上 的 基 因
一

有 个 基 因 位 点
一 , 一 ,

一

业 已发现
, 一

位点有 个等位基 因
, 一

位点有 个等位基 因
, 一

位点有 个等位基因 这种广泛可变性提供了利用
一

作 为基 因突变标记 的可能
,

而

且各等位基因控制的亚基或亚基对都已鉴定清楚
,

从
一

变化可知发生 突变的基 因位

点及等位基 因 因此
,

本研究电泳了小麦再生株种子 的 谷蛋 白
,

获得 了
一

变

异体
,

取得 了特定 基 因突 变 的证据 本研 究 发 现 的 突 变 发生 在
一

和
一

上
,

在
一

位点上未发现突变
一

与品质有密切关系
一

或亚基对对品质的贡献大小 目前是通过选用

大量具有不同亚基组成的品种统计而得的
,

品种间其它性状的差异也可能干扰这种关系 鉴

于
一

有较高的变异频率
,

可用离体培养将一个品种诱导出一系列亚基变异体
,

这些变

异体仅在
一

上有差异
,

在其它性状上基本保持原品种特性
,

利用这些无性系探讨各亚基

或亚基对 与品质的关系
,

将获得更可靠的结果

体细胞无性系变异被认为是遗传变异的来源途径之一 浙江农业大学高明尉教授等将体细

胞离体培养与人工诱变相结合
,

使体细胞无性系变异在育种上应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

育成了

世界上第一个早熟
、

高产
、

抗病的小麦新品种
“

核组 号
”

本研究在未添加诱变剂 的离体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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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下
,

获得 了 个
一

变异株
,

并从中得到 个产量性状明显优 于供体品种的株系 这

说明离体培养不仅能创造变异
,

而 且能创造出优于供体的变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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