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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倍体小麦的核型分析
冰

'

沈颂东 王世金 李健华
(中国科学院西北南原生物研究所)

们  要

利用常规压片法侧备染色体玻片标本。分析了小麦属姓个二倍体种的染色体搂型。观察

表明,野生一拉小麦和栽培一粒小麦的按型十分相似,它们都具有 5对中部着丝拉染色体和 2

对近中部着丝粒染色体。乌拉尔图小麦和辛斯卡短小麦都具有 6对中部着丝拉染色体和1对

近中部着丝粒染色体。

关键词:二倍体小麦,核型

小麦属 (r″
``c″

″ L.)的所有种, 分 为 一粒系、二粒系和普通系, 3个系的染色

体组成倍数性关系Eschulz,引 自颜济 (1983)1。 一粒系小麦为二倍体 (2o=2x=14),

二粒系小麦为四倍体 (2n=4x=28),普 通系小麦为六倍体 (2n=6x=42)。 一 粒 系小

麦是小麦属最原始的类群,普通小麦 (r,c“,,v″仍 L.)等多倍体种是在二倍体 基 础

上杂交和加倍获得的。进行一粒系小麦的核型分析是为了从染色体这一角度对小麦属的

分类和演化问题挺供一些数据。李国珍等 (1986), 曾进行了栽培一粒小麦和 野生一粒

小麦的核型分析,但辛斯卡娅小麦 (r.fJ″‘t口加。A.Filat.et Kurk,)和乌拉尔图小麦

(T.″cr″ Thum,et Cendi1.)的 核型分析,在国内还未见报道。因此我们把小麦属全

部二倍体共 丛种一起进行了核型分析。

材 料 和 方 法

本实验所用全部种子系本所苗圃引种栽培、收获的。染色体玻片标本采用常规压片

法。 种子在恒温培养箱中萌发, 剪下 2-5毫米长的根尖, 用 0.1%秋水仙碱预处理 3

小时,新配卡诺 (3:1)固定液固定 2-20小时,1m° 1/L盐酸,60° C恒温水解 10-15分

钟,席佛试剂染色,45%醋酸压片。镜检选择有较好分散相的玻片,冰冻脱盖片,梯度

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孙振荣同志协助冲洗照片。

本文 1991年 1月 10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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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脱水,二 甲苯透明后,r|性树胶封片。永久玻片均保存在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
研究所植物室。镜检时选择每种材料的 50个细胞, 统计染色体数, 达 4个材料均为二

倍体 (2n=2x=1逐 )。 选择合适的细胞中期分裂相, 进行显微摄影,放大。按 Levan等
(196么)和李懋学等 (1985)的 标准进行核型分析。以染色体长度排序编号。

实 验 结 果

对染色体玻片标本的观察、测量和计算,结果见表 1-4,图 1和 图版

表 1 表培一位小空的接型分析结果
1·abcl l R.csult of karyotype analysis in r·ri`;c“ ," ,"omoCocc“ 氵Ⅱ

染色体组总长度:饪 6.32微 米

Tota1 1cngth of genonle: 46,32u:五

I” 。所有 近个

染
Chr

色体编号
色体的长度 (微米)
of chronlosoo△ e in unl

氵氵t,

Leng翁 相对长度
Relative length

(%)
长臂/短臂
long/short

染色体荥型
Chrolllosotlle

classificationnunlbef 总长=长臂+短臂
tota1 1ength=long+short

1.`15

1~05

1.do

1.ttJ

1.33

1.20

1)No.5染 色体短臂具一个 1,42微 米的随体,来计算在染色体长度之内。

The short arnl of No.5 chronloso:le has a 1,d2 uIn. sateIIite,、 ȟich is not cotlilted in the lea‘ th of chroˉ

表 2 野生一拉小童的核型分析结果

Tablc 2 Rcsult oF karyotype analysis in r`j`;c“″】boco`|cum

染色体组总长度:44,dC微米
Total icngth of geno扭 e: 攻4.在6u:!

7,67-4.改 6+3,21

6,96=3.57+3.39

6.78ˉ 4.28ˉ+n.5G

G.在 3-3.75ˉ△2.68

G.3厶 =· 4.02-1ˉ n.32

6.25ˉ 3.57+2.63

5.89=3.21· +2.Cε

1G,56

j3.0∶:

lt.6饪

13.88

13.G9

13.d9

12.72

sn1(sAT)】 )

nl

染色体编号
Chromoso〖 [le

nuInber

相对长度
Relative length

(%)

染色体的长度 (微 米)
Lemgth of chro皿oso!le in u皿

总长 =长宙 +短臂
total length ·̄Iongˉ|shoft

长臂/短臂
1ong/short

^.染
色体类型

△I!rO】 !losonle

class∶ fication

7.50=准 .3G+3.14

7.32ˉ 3,75+3.57

6.9t=:4.5在 1-2,13

6.25ˉ 3.57+2.68

5.72==3,G8-1-2.0在

5.52==2.864ˉ 2.66

5.18-3.Od 1-2.14

1C,8t

1G.】 C

15.68

1·

·
1.0G

12.86

12.在2

11.Go

1.39

1.05

1~87

1.33

1.ε 0

1.Os

1.d1

s:ll(sAT)】 )

1)No.5染 色体短臂具一个 0.71微米的随体,未计算在染色体长度之内。 ·

Thc sh。rt arnl of N0,5 cilronlosOIile has a O.71 u:ll sateI1ite 、7·hich is not coun(ed in thc length of chro-

1)本文图版在 20o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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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乌拉尔图小女的核型分析结果
·
「able 3 Result of karyotypc 3nalysis in. 1·

·
rJ`ici氵 ″: tIr u r`1,

染色体组总长变;45.36)(米

Tota1 1ength of se!loine: 45.36u:l

染色体的长度 (微米)

Lcngth of chronlosOIIlC in u】 n染色体编号
Chfo:】 los。皿e

nuillber

相对长度
Relative length

(%)

11.30

16,51

15.s· 1

1d.18

12.59

12.21

11.87

△ii·1 ~f
i(,ng.`lloft

1.20

1.33

1,G1

1.s∶;

1,76

1.21

1,13

'率
色体类型

△nromosome
clnss|fication总长 =长臂 +短臂

Total iength=:long+· short

ˉ
.85—·d,28ˉ1-3,57

7.49ˉ·1.28+3.21

G.96=· 4.28ˉ 2.G8

6.d3ˉ。3,57●-9,G8

5.71ˉ·3.6么 艹̄2.07

5.51-3.04+2.50

5.38=2.86ˉ +2.52

皿

n
Ⅲ

Ⅲ

1)No.5染 色体短臂具一个6.T1微 米的随体,来计算在染色体长度之内。
·
rhe sI1。 ft arⅡ l of No.5 chrOIIlosorn.C has a O.71 u:ll sateI】 ite which is no∶  GO】Intcd iIl the length of chro-

表 4 辛斯卡妊 小麦 的核型分析结果
′
rable z‘  Rcsl!It OF karyotype arlalysis in ir· ri`ic〃 :Ⅱ 心j"s′●CJoo

染色体组 总长度:·13.6⒎i米
·
「olF11 1engtI1 of genonle: ‘13.67uill

染色体编号
Chro:nosone
nu,llbcf

稆对长度
Re1ative lergt|1

(%)

(i.,~i△
i`.m!-sh● r∶

谁色体的长度 (微米)
Lcngth of chrOInosoine in um

总长=长臂 +短臂
To顿 1 icngthˉ Iong+shoft

染色体类型
Chr。 :losome
classification

∵.23.=1,1t+3.06

G.Gt=3.80-1-2,78

6,】 G=4.154ˉ 2.33

6.23=3.56ˉ 1ˉ 2.6t

6.11ˉ·3.33ˉ 1-2.78

5.90=3.66△ 2.89

0.00ˉ 2.78+2.21

1(;.56

15.27

1·1.|84

1·
·
:-.2t

1∶〕.99

13.62

11.d5

1.36

1.40

1.78

1.34

1.20

1.06

1,25

(sΛ

日

 
血

1)No.5染 色体短臂上具一个 1.5σ 微米的艳体,未计算在染色体长度之内:

Thc short arn.of No.5 chrom。 sone has a 1,50u1咀 sateIIite which is not counted in the length of ch.r()

二倍体种的核型有较大的相似性,它们都具有 7对巾部或近中部着丝粒的染色体, 第 5

对染色体都有随体。核型公式分别为:栽培 一粒小女 (T.`冫9@″ 0σ口CC″
`90L.)K(2n)=2x

=11=10m△ 2sm+2sm(SAT),野生——
*立

'J、
麦: σ .沙 @ε。”c″勿 Boiss.)K(2n)=2x=14=

lOm+2sm+2sm(SAT),乌 拉尔图小麦 K(2n)=2x=11=12m+2sm(SAT),辛 斯卡娅

小麦K(2n)=2x=1遮 =lOm+2sm+2m(SAT)。 随体都位于第 5对染色体的短臂上,并

l1.大小有差异。吗拉尔图小麦的第 3对染色体为中部有丝粒块色体,而不象共余种是近

l” 部的;衤斯 l(娅小麦的第 5对染色体是中部传丝拉染色体,在共短臂上布 -· 个较大的

随体 (约 1.5微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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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二倍体小麦的核型模式图

rig.1 Thc idiogran.of diploid wheat

A,栽培一拉小麦 (Tri`ic“″ 仞o,locoCC″m);B.野生一粒小麦 (T.0ocorcv″ ),
C.乌拉尔图小麦(r.″rcr细 ),D.辛斯卡娅小麦 (r.sJ"s屁 c`cε)

栽培一拉小麦和野生一粒小麦的核型非常相近, 核 型 公 式 都 是 10m+2sm+2sm
(sAT),这项分析结果支持将两个种合起来的主张,把野生一粒小麦作为一拉小麦的亚
种〔T.″ @″ @口口cr`勿 ssp,助口。

`fc″
勿 (Boiss,)Yen〕 处理 (李 国珍等,1986J颜济,1983)。

从植物的外部形态来看,这 2种植物也十分近似,通常只以野生一粒小麦穗轴节片上有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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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栽培一粒小麦穗轴上无毛来加以区别。

乌拉尔图小麦和辛斯卡娅小麦的核型都与一粒小麦的核型有较明显的差异,植物体

的外部形态也有较明显的差异。辛斯卡娅小麦的核型特点是第 5对染色体着丝粒在中部 ,

植物体外部形态主要特点是裸粒,即 内外存容易与颖果脱落。乌拉尔图小麦核型的特点

是第 3对染色体的着丝粒在中部,植物形态的主要特点是叶片表面有茸毛,讲被膜片表

面具刺毛或刺状突起,与其他三者均有差异。我们认为乌拉尔图小麦和辛斯卡娅小麦都

可以作为小麦属的种 (species)来看待。

虽然,核型分析的差异有多大才能认定为种,还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一点:从核

型来看,野生一粒小麦和栽培一粒小麦的亲缘关系是很密切的,一粒小麦、辛斯卡垭小

麦和乌拉尔图小麦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较疏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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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ARYOTYPE ANALYsls OF DIPLOlD WHEAT

shen songdong, Wang shiiin and Li Jianhua

(Ⅳ
ˉ
or`hI刀’csI P1ofcc“  rmsfff"fcior BJologv, rhc Cni"csε

'codc“
吵or soJo,:o口s, X· J"j"g)

△
·
hc karyotypes of four species of diploid wheat werc analysed, based on ceˉ

11s at Fnitotic rn.ctaphasc. Cytological obscrvation  showed th.at the karyotypes of

Tri`jc``勿.″}0`90CorC″砌,and r, 沙口口。访c9`″,appcar siinilar. T.hey afe壬 ound to possess

7 pairs of mctaccntric or sub1nctaccntric chromosorllcs (2n==14), Cac1.of tlhc iNo.5

ch.romosorne have a satellite. The karyotype forml△ las of tb.e four s1pecies are as

follows: r,`″ 。刀口

'0Cr,‘
勿 .and T.3口 口口″J'幼叼 ,K(2n)=2x=14=10m+2s】 n+2s1△ .(sAT),

T.″
'口

r″″, K(2n)=2x=14=12:n+2sIn(sAT); T,sj7stoic。 , K(2n)=2x=14=10m

+2sm△ 2m(sAT)。

Key、 ǒrds: DiPloid wheat| Karyotypc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