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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族植物作为遗传育种资源的初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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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世界的小麦族植物约有 20厂、300余种。原产我国的约有 150余种,引 进的约有 100余

种。作者种植过其中的182种 ,作了系统分类、地理分布、生理生态、种子氨基酸成分、经济

性状和农艺佳状的研究,并作了广泛的杂交测试。几乎所有各属在不同方面都有可作为遗传育

种材料利用的性状和可能性。本文分述 16屁并予以评介。

关键词:小麦族;遗传育种资源

前  言

小麦族在粮食、饲料作物和牧草中占有重要地位。小麦、黑麦和大麦的籽粒除用作

粮食外,还是酿造和淀粉工业的原料;其麸皮、麦秸和谷糠可作禽畜饲料;300多种小麦

族植物都可作为牧草,且多数是优良牧草。小麦族分布地域很广,作为粮食的种类遍布

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作为牧草的种类广布于温带、寒带及热带的高海拔地区,成为自

然草地和人工草场的主要构成成分,目前农业包括牧草业在内,渐趋现代化、集约化,不

断改进现有品种和选育新品种成为发展农业的重要途径。远缘杂交在现代作物育种中的

重要性日益增长,不仅种间杂交,甚至居间杂交的意义也已为实践所证实。虽然小麦族

的有些种类可能没有多大直接的综合的生产意义,但它们都贮备有大量的有益基因;因

此,小麦族作为遗传育种的原始材料显得具有特殊意义。本文的目的是尽可能对小麦族

的遗传育种资源作出一个较完整的评价。

二 、 小 麦 属 Tr历 c勿勿 Linn.

本属有 25个 自然种和 2个人工合成种。该属植物的主要特征为小穗单生于穗轴的每

· 国家自然科学基全资助项目。

本文1993年 6月 18日 收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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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颖卵圆形至长圆形或放针形,具 3-7(9)脉 ;脉在颖顶部不汇合;外稃脉在稃顶亦

不汇合。全部为一年生或越年生草本。普通小麦和硬粒小麦为重要粮食作物在全世界广

泛栽培。我国还引种了其他各个种,作为粮食作物和牧草的遗传育种材料。栽培小麦是

小麦育种的基础材料;其他各个种有许多有用基因可导人栽培小麦。各个种与其遗传育

种有关的主要性状简述于下 :

野生一粒小麦T.3。纟o″c″″染色体组型AA,野生、旱生,冬性,少有春性,抗倒

伏,穗小而小穗排列紧密,每小穗 1或 2芒 ,格轴极易自然断落,很难脱粒,籽粒产量

低。籽粒蛋白质含量高达 23-30.6%(37%),色氨酸 207毫克/100克。高抗叶锈和条

锈病,部分抗秆锈病、散黑穗病和白粉病。

栽培一粒小麦⒎ ″(9刀oc∝c多″染色体组型AA,旱生;春性,很少冬性 ;· 完全不倒

伏,穗窄长,小穗排列紧密,有芒;每小穗结 1籽 ;产量低,脱粒难。籽粒蛋白质含量

高达 27· 8%,蛋白质中赖氨酸含量可达 2· 78%。 对真茵病害免疫,抗叶锈、秆锈、条锈

病、散黑穗病及白粉病,被称为
“
综合免疫体

”,少有例外。

辛斯卡娅小麦⒎ sz″s肠
`″

,AA,旱生;抗倒伏;裸粒。籽粒蛋白质含量较高。高 ·

抗真菌病。

乌拉图小麦⒎ ″″″″,AA,野生、旱生、冬性。较野生一粒小麦晚花晚熟、穗轴

自然折断、难脱粒、籽粒产量低。籽粒蛋白质含量高达 2⒋ 7%,严重感染条锈病和白粉

病。

野生二粒小麦⒎ 滋c∝coF滋s,AABB,野生、中生、冬性、很少春性,穗中等或大

型,穗轴节片周围有密毛,小穗基部有长毛,穗轴易断,难于脱粒,但易为杂交回交消

除。籽粒大,籽粒蛋白质含量高达 23-30.6%(37%),抗散黑穗病,有抗条锈病类型。

也有易感染杆锈病类型。

栽培二粒小麦⒎ Jr(,cc叨″,AAB,早熟,对土壤气候的适应性强。穗较紧密,触碰

时断为单个小梅,每小称结实 2粒 ,产量不甚高,难脱粒;籽粒蛋白质含量高达 23· 9%。

抗病性强,高抗散黑称病,印度品种Knapli对锈病免疫,抗白粉病在遗传中为显性。东

方亚种 subsp.ez砌叨不染锈病和白粉病。

科尔希小麦⒎ poJe∝dc″c多″,AABB,冬性,对湿度要求较高,越冬性较差,具

高而强壮的茎秆、穗极密而扁平,穗轴易断,每小穗结实 2粒,难脱粒,籽粒蛋白质含

量达 18· 8%,蛋白质中赖氨酸 2· 91%,抗叶锈病,条锈病和黑穗病,但严重感染杆锈病。

伊斯帕汗小麦 T.Jsp@扬历cz勿 ,AABB,春性、茎秆细,叶被稀长毛,穗轴易断,每

小穗结实 2拉,粒长形,难脱粒。籽粒蛋白质含量高达 25%,抗叶锈病和秆锈病,高抗

部分散黑穗病。

圆锥小麦⒎
`″

rgJ'多″,AABB冬性或春性,适应炎热气候下的灌溉农业,对湿度

要求较高,越冬性差。秆粗而坚固,不倒伏,穗大粒多,许多材料丰产性出众,胚乳常

为粉质,面粉质量较差。籽粒蛋白质含量较低,较高者含 17-20%。 对叶锈、条锈和白

粉病有部分抗性,多数抗散黑穗病。

硬粒小麦⒎ dz″″,AABB,春性,少有半冬性和冬性。植株直立,茎秆大部充实。

籽粒长,玻璃质,有很大生产意义,播种面积仅次于普通小麦。一般分 5个亚种,生态

上十分多样化,且有较大可塑性。籽粒中蛋白质含量高。从总体着较普通小麦能抗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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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普通亚种 subsp,纟 =冫″sz勿 抗叶锈、条锈和散黑穗病、稍抗腥黑格病。

东方小麦T.`″叼,IBc″″ C.″扬沏Je),染色体组型AABB,春性或半冬性,适应

炎热气候下灌溉农业,抗寒性和抗旱性弱,不抗倒伏,具稀长的穗。籽粒长大,玻璃质。

面粉品质好。有些籽粒蛋白质含量达 22· 7%。 不抗叶锈、条锈、秆锈病,叶枯病和黑格

病。

埃塞俄比亚小麦 T.″而 op|c叨″,AABB,适应高山温暖潮湿气侯,对温度要求不高 ,

缺少抗旱类型。替性、早熟、分蘖性差,矮秆 (显性)。 有些类型抗倒伏,祜小,丰产性

较差。籽粒含蛋白质达 25· 6%。 抗根腐病和秆锈病,抗部分叶锈病;感腥黑穗病,部分

感染散黑祜病、白粉病和锈病,不抗瑞典蝇和痿蝇,部分不抗麦潜蝇。

波兰小麦⒎ poJo,a,“″,AABB,春性、早熟、穗形松散、颖极长,可达 4厘米,草

膜质,不落粒。籽粒长大,千粒重可达 80克 ,玻璃质。籽粒蛋白质含量高、可达 26· 9%。

较抗真菌病、抗叶锈病,感白粉病、秆锈病和散黑穗病。

波斯小麦⒎ 夕″szcz勿 9 AABB,为高山小麦,生育期抗低温、耐湿,籽粒在德上不

易发芽,抗旱性和抗热性差。春性,轻微倒伏,早热,穗抽窄细,柔韧 (显性)。 籽粒中

等或较小,烘烤品质差。籽粒中蛋白质含量较高,达 23%。 抗散黑穗病、高抗白粉病

(显性,有个别例外)。 有些类型高抗各种锈病。

马卡小麦⒎ ″。c切 ,AABBDD,森林地带潮湿地区类型。耐湿。抗寒性和抗旱性差 ,

能忍受石灰性和砂砾性土壤。冬性、晚热,茎秆强、不倒伏。密穗或稀穗,易断落,难

脱粒。有高抗黑称病类型。

斯卑尔脱小麦⒎ sp沈口,AABBDD,潮湿山地类型。△湿。抗旱性较弱。对栽培条

件要求不严,能适应瘠薄土壤。冬性和春性。穗硬而粗糙。较长而稀,难脱粒,籽粒中

等,玻璃质。产量低。籽粒蛋白质含量高,部分样品达 24· 8%。 感染白粉病、叶锈病和

散黑穗病。

瓦维洛夫小麦⒎ z`@仍

`“
`:1,AABBDD,旱生、耐热、冬性、分菜力弱。茎秆强硬 ,

着叶性差,叶硬质;称粗糙,不易折断,小穗轴延长而形成假分枝;颍木质化,脱粒较

难,粉质胚乳。杂交遗传中形态呈显性。籽粒蛋白质含量为 17· 2%.左右。严重感染叶锈、

条锈、秆锈病、白粉病、散黑穗和腥黑格病及瑞典蝇和痿蝇,被称为
“
病的集合体

”,用

做人工接种区。

密穗小麦 T· c御ap@砌″,AABBDD,典型的山地植物,冬性、半冬性和春性,有早

熟材料和抗倒伏材料。穗短而密,籽粒短,产量低。西欧纽喜湿;高加索组成熟期对温

度要求不苛,并抗春季降温,对土壤要求不高;阿富汗组较难脱粒,大粒。籽粒蛋白质

含量较高,达 22%。 严重感染叶锈病、条锈病及散黑穗病,仅个别材料抗秆锈病、腥黑

穗病或散黑穗病。

普通小麦⒎ 么纟sr|z`″″,AABBDD,分布最广,生产意义最大的多样性种,可塑性强。

冬性、半冬性、春性、晚熟春性或两重性。穗粗糙至柔软。穗形多样,多数容易脱粒。蛋

白质含量不等,多数中等。抗性多种多样。许多品种对真菌病抗性不强。

印度国粒小麦⒎ sp切Ⅱ∝∝c″勿,AABBDD,适 应干旱炎热气候,对土壤要求不高。

春性。具矮而坚韧难弯曲的秆,抗倒伏,叶短而硬,并上举;称较密,粒圆形;早熟,不

落粒,籽粒玻璃质,面粉品质好。籽粒蛋白质含量高,达 21· 1%。 感染各种锈病和白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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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及散黑穗病,腥黑穗病。

新疆小麦⒎ par。p。vJ∞此yz,AABBDD,炎 热干旱气候下绿洲灌溉农业的类型。春

性。抗旱性差。秆高,易倒伏;穗稀,每小穗 3花。籽粒大而玻璃质。严重感染秆锈、叶

锈和条锈病及白粉病、散黑称病。

阿拉拉特小麦⒎ 夕涩阳历c够″,AAGG,野生于山地草原和山前半荒漠地,抗旱性强 ,

对生长条件要求不严,越冬性差,冬性。植株被墙质。穗密有芒,穗轴自然断落。难脱

粒,籽粒玻璃质,产量低,籽粒中蛋白质含量高达 30%。 对白粉病利散黑称病免疫,不

抗叶锈、条锈和秆锈病。

提莫菲维小麦⒎ ″勿9p△″.访 ,AAGG,生于潮湿凉冷山地,对温度要求不高,耐湿 ,

抗旱性差,抗热性不够,春性。植株高大。穗密、具柔软的芒。晚熟。穗轴易断,难脱

粒。籽粒大小中等,高度玻璃质,烘烤品质好。籽粒蛋白质含量 19· 4%-22%。 对白粉

病、条锈病、叶锈病、散黑穗病、腥黑格病综合免疫,抗赤霉病。抗小麦痿蝇、瑞典蝇、

麦潜蝇、椿象和金花虫。

密利提奈小麦⒎ ″伤砌 @纟 ,AAGG,生于潮湿凉冷山地,对湿度要求高,春性。与

提莫菲维近似,但植株较低矮。穗轴很短,穗极密。成熟时穗轴不自然断落,压折时可

断。籽拉长 8至 9毫米,扁平或变形,红色玻璃质。易脱落,产量低。对白粉病、条锈
病、叶锈病免疫。高抗秆锈病、腥黑穗病和散黑穗病。

茹可夫斯基小麦 T.z乃械∞s幻o,AAAAGG,山 区潮湿凉冷气候型种,对湿度要求
高,抗热性差。春性、晚热。茎秆被蜡质、粗硬抗倒伏。穗长而稀,压折时称轴易断。籽
粒较大,千粒重 52· 6克左右,难脱粒,产量低。籽粒蛋白质含量高约 23· 6%。 烘烤品质
好。对白粉病、条锈病、叶锈病和腥黑穗病免疫。

提莫诺乌姆小麦⒎
`沏

(),20‘

`″
仞,AAAAGGGG,合成种。山区潮湿凉冷气侯型,抗

旱性和抗热性差,春性。穗扁平有毛,穗轴易断。难脱粒、产量低。籽粒玻璃质,烘烤
品质好。籽粒蛋白质含量高达 24· 9%。 高抗散黑穗病,不抗白粉病和各种锈病。

冯吉西杜姆小麦⒎ ·
nヵg饣〃么励,AAAABBGG,合成种,适应不干旱的凉冷气候 ,

春性。穗密而扁平。穗轴易断。难脱粒、产量低。籽粒蛋白质含量约 17· 7%,赖氨酸在
蛋白质中含量约 3· 7%。 对白粉病免疫,高抗散黑穗病,抗条锈病、叶锈病或轻感之。

种间杂交亲和性以及遗传亲和性一般与亲缘关系的远近相关,决定于染色体组型
(genomes)的 同异及其程度。染色体组型相同的种一般亲和性高。各种之间亲和性概况

表 1 小步目内种间杂交心传亲和住

Table I  A.ffln“ y of tnter^gpocles crosBIng a△ d heredity‘ 】genug rr】 f‘ cij礻

母 本 AABG

A

父 本

色体 A AB
^BD

AG AAG,AAGG

杂交容易、遗

传关系亲和

杂交部分结

实,杂种部分

出苗,遗传不

亲和

杂交结实车

和杂种 出苗

率低,遗传不

亲和

杂交结实率

和杂种 出苗

率低,遗传不

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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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染 色 体

AB

ABD

AG

AABC

AAC,

AAGG

A AB ABD AAG,AAGG

杂交结实率和

杂 种 出 首

率可达 1。0%,

遗传亲和性儆

弱或 F】 自花

不实

杂交结实率和

杂 种 成 活

率常达 100%,

Fl结实正常 ,

回交容易,F2

分离范围不大

杂交结实率

尚高或较低

部分出苗,F1

自花不育,遗

传不亲和或

仅微弱亲和

杂交很难 得

到能出奋的

种子,遗传不

亲和

杂交结实率较

低或尚高,杂

种出苗率可达

100%遗 传 亲

和性傲弱或无

杂交结实率和

杂 种 出 苗 率

高,有的可达

100%遗 传 部

分亲和

杂交结实率、

杂种出苗率

和 自花可育

率均高,往往

可达 100%,.

遗传亲和

杂交结实率、

杂种出苗率

低,无遗传亲

和性或具徼

弱亲和性,往

往回交因难

杂交部分结

实出苗,自 花

不育或有微

弱遗传亲和

性

杂交结实率和

杂种出苗率低

至 高,可 达

1。。%遗 传 亲

和性潋弱或无

杂交结实率尚

高或较低,部

分出苗·遗传

不亲和或微弱

亲和,并出现

细胞质雄性不

育

杂交结实率

和杂种出苗

率低,无遗传

亲和性,并引

起细胞质雄

性不育

杂交结实率

和杂种出苗

率随原始材

料的选配而

异,Fl自 花

不育至可育

杂交结实率

很低,无遗传

亲和性或具

微弱亲和性

杂 交 部 分 结

实,但 FI自花

不育

杂 交 部 分 结

实,杂种种子

部分出苗·邋

传不亲和或微

弱亲和

杂交部分结

实,出 苗,F1

自花不育或

有微弱的遗

传亲和性

杂交结实率

很低,遗传不

亲和或微弱

亲和

杂交部分结

实、出苗、具

部分遗传亲

和性

杂交很难得到

能 出 苗 的 种

子,遗传不亲

和

杂交结实率

低,F1自 由

授粉和 回交

结实率均低

杂交结实率

很低,遗传不

亲和或微弱

亲和

杂交困难,杂

种种子不出

苗

续表 1

AABG

杂 交 很 难

得 到 能 出

苗的种子 ,

遗 传 不 亲

和

杂交结 实

率 Fl自 由

授 粉和 回

交 的结 实

率均低

杂 交 结 实

率很低,无

遗 传 亲 和

性 或 具 徼

弱亲和性

杂交困难 ,

F】 生长不

良,自 花不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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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

杂交结实率

和杂种出苗

率较高,遗传

部分亲和,FI

自花可育或

部分可育,F2

分离范围稍

大



早

A

AB

ABD

AG

续表 1

AABG

fruitit1g  rate

。f    cross,

frcepoliiila-

tlon

and    back~

Cross of FI

are all low.

very dif“ cult

to gct actiVe

seed.. lletedi~

ty is inco△ l~

patible,

very  lo平

frui“:lg ratc,

with or wltll-

out weak ge-

netic  aitni-

ty.

Genomes r

A AB ABD AG AAG,AAGG

Cross easily· ,

genetic  rela-

tionship   is

coinpatible.

fruit and.gcr~

n·unate  part~

ly,heredity is

lncompatl-

blc.

Iow·  fruiting

and. gern1ina-

tion rate, in-

conlpatible

heredity.

low fruiting

and gern1ina-

tion ratc, in-

compatible

lleredity.

hereditary

relationsh.ip

ls lnconlpat~

ibie.

rate of fruit~

ing and ger-

nlinatlon nlay

rcach 100%,

m.cak genct1c

affinity or Fl

is    selfun-

fruitfu1.

fruiting  and

survival rate

often   reach

lO0%,  Fl

frult norina1-

ly, backcross

easy· ,   li:ilit

range in divi-

sion of Fz.

|fr“ ting and

germlnatlon

fate is lligh-

er,with par-

tial   genetic

affinity. F】 is

(partly) self~

f̄ertile,  little

“̀ide range in

division   of

F2.

fruiting  rate

yet nigh or

low, germi-

nate  partly.

Fl is self-

stOrile, with

or   “
`itl)out

weak genetic

afFinity

very difflcult

to get active

sccd. heredi~

ty is incon】 -

patible

fruitin8. rate

lower     to

high, gcrnli-

may    reacll

lO0%.with

weak genetic

affinity·    or

wlthout

high fruiting

and gernuna-

tloFl    iate,

sonlc Conlbi-

nation.  may

reach lOo%.

partly  cotn-

patible

heredity.

high rate of

fruiting,ger-

rnination and

self-fertility

often   reach

lO0%. conl~

patiblc

hcredity.

low Fnliting

and.gcrrlun.a-

tlon    rate,

with or with~

out weak ge~

netic  affini~

ty.     back-

cross  often

difficult.

fmi0】8 and
ger】 Ⅱnatlon

n.te low to

high,   may

reach 1oo%,

q71th   weak

genetic af△ n~

ity or △。ith~

out.

fruiting rate

yet high or

lowcr,gernl-

nate lpartly,

with 、veakly

compatible

hcredIty· o.r

not. and lead

to  plasmatic

nale-sterilc.

low fruiting

and gern)ina-

without ge-

netic  afrini~

ty.      and

cauesIng

plasnlatic

male sterile.

rate of fruit-

uig and ger-

Imnntio】 】

varying with

COIIlbinations

of  ~at●n-

als,  Fl  is

froill  seli

sterile to fer-

tilc.

Very

loˉfruitIng

r征e, wlth

甲只:ak      or

without ge-

netic  affi〖 l:-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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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ak heredi~

tary affinity,



Genomes r

A AB ABD AG AAC,AAGG

fruit and ge△ -

mlnate part~

ly,hercdity is

conlpatible

weakly   or

fru△t and ger-

mlnate part-

ly,Fl is self-

stenle,  or

with  weak

genetic affin~

lty.

very     low

fruiting rate.

hcred.ity    is

co△npatible

weakly  or

rlot.

fruit and ge:-

ininate part-

ly, with par-

tlal  gcnetlc

affinity,

very difficult

to get seeds

wlth germi-

natulg p0、″~

er.1】cOInpao

ible heredity.

lowfrui0ng

rate of Cross,

free  pollina。

tlon     and

backcross  of

F1.

v·ery      low

fruitii1g rate,

lleredity    is

cornpatible

weakly   or

not.

Cross diffi-

cult,   seeds

can not gerˉ

inlnn.te.

续表 1

AABC

早

AABG

列于表 1。 (道罗费耶夫,1976)

山羊草属
^纟

gFJ∞ s Linn·

该属植物均为一年生或越年生草本,主要形态特征是穗成熟时常自基部整个脱落或

穗轴逐节断落;小穗大部呈圆柱形或卵形,少数显两侧扁平;颖背部扁平无明显的脊,脉

在颖顶部不汇合;外稃的脉在稃顶亦不汇合;无基盘。本属 27种或被合并为 21种 ,多

数分布于地中海沿岸或中亚,适应干旱地区和干湿交替地区生长。我国除新驳荒漠草原

自然群落中和河南、陕西、山西农田旁有节节麦
^.r口

〃sc肪氵Coss.外 ,其余各种均系引

人栽培。各个种的名称、染色体组型、亲缘关系及其归类均见图 1。 该属与小麦属亲缘最

近。拟斯卑尔脱组植物具有s(B)染色体组是四倍体和六倍体小麦B染色体组的提供者。

节节麦是六倍体小麦的亲本之一,D染色体组的提供者。各种山羊草都可与普通小麦杂

交,大部分种还可与圆锥小麦、提莫菲维小麦以及其他各种小麦杂交。因此该属曾是用

作与小麦进行居间杂交育种最早和最多的属。该属中值得注意的性状有:0一般生长发

育的节奏与栽培小麦合拍,还有二角山羊草和沙龙山羊草的某些品系成热较早;节节麦

的某些品系比同地同时播种的任何小麦都明显早热。②一般茎秆较矮,除拟斯卑尔脱组

的有些种秆长可达 90-110厘米外,多数种的茎秆长分别为 25-86厘米;而且有的显粗

壮,有的富弹性,抗倒伏。③一般每小穗的花数 5-8朵。④多倍体种的籽粒千粒重大都

达 20-27.4克 ,是野生种类中千粒重最接近栽培小麦的类群。⑤多数种类穗轴易断,籽

粒难脱,但节节麦和偏凸山羊草有穗轴难断的品系,拟斯卑尔脱组的种穗轴不易断落且

籽粒也不难脱出。◎许多种类具有某一方面的抗病性。据报道偏凸山羊草为小麦根腐病、

眼斑病和白粉病抗源,顶芒山羊草为小麦条锈病抗源,小伞山羊草为小麦叶锈病抗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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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   diffi-

cult.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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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山羊草曰系统发生示意图

Fig. 1  scheim.e of phylogeny of.4eg″ Ⅱs

1· 直山羊草 A'艮涩 C"CuMtMtMtMt 2.小 亚山羊草
^.`泣

〃″朗
'‘

C°C°M°Mt 3.欧山羊草
^.笏幽α″is C°C°MbM 4,=芒 山羊草A‘刀o”‘招勿 C。C。M1Mt 5.卵 穗山羊草

^.∞
夕J夕 C°C°M° M°

6· 波斯山羊草
'.p″

sim C° C°CC 7.离果山羊草 A.tnunelalis C。 C。CC 8.粉果山羊草
^炀

‘-

磁、△CuC° svsˇ 9.易变山羊草
^v夕

″夕3,`js Cuc。 s。s。  1o小伞山羊草
^.″

勿加
``〃

忉勿 C°C° 11.尾
状山羊草

^″
诩 o`夕 CC 12.注 花山羊草

^.ry′
I似

.^‘
。CCDD 13.黑古斯山羊草

^.`订
约‘,m ss

14· 拟斯卑尔脱 A.spckoldcs ss 15.东 方山羊草 A夕〃加″|ss 16,高大山羊草
^.`o″

siss″涩

SLSL 17.沙 龙 山 羊 草 As肠
'御

扭 ‘‘ SLSL 18,二 角 山 羊 草 A.bicorais sbsb 19.节 节 麦
^.勿钳‘″IDD 2o.牡 山 羊 草 A尸 v'″。

`沁

DDCuc。MJM’  21.们 凸 山 羊 草
^.″

御 夕r0斑 DDMAM

22· 祖厚山羊草 A σnssn DDM‘·MO 23.瓦维洛夫山羊草
^.t夕

t汤仿DDMCrMCrSLSL 2d.顶

芒山羊草 Ac″’o犯 MM 25.粗 齿山羊草
^.accduoc^ij MLML 26.单

芒山羊草
^.〃

″妃″s忉仫

M°M°  27,无芒山羊草人 功刃r。 MLM1· 28,原始种群 onginal pop1】 Iau。n 29.西 尔斯山羊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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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试验卵穗山羊草对小麦锈病和白粉病也有抗性。唯节节麦的多数品系很容易感染各
种锈病和白粉病。⑦山羊草与小麦杂交产生的后代普遍表现雄性不育,欧山羊草、直山
羊草、三芒山羊草、离果山羊草、顶芒山羊草、粗齿山羊草、东方山羊草等是小麦细胞
质雄性不育的来源。③许多种的籽粒具有的苏氨酸、缬氨酸、蛋氨酸、亮氨酸、异亮氨
酸、苯丙氨酸、赖氨酸等人体必需氨基酸及幼儿必需的组氨酸,百分含量比小麦属及其
他各属都高得多 (王世金等 1988,1994)。

四、偃麦草属″y莎rJg初 Desv.

主要形态特征是植株具横走或下伸根茎;小穗单生于穗轴的每节;颖披针形或长圆
形,顶端不分为裂齿;外稃的脉于顶端汇合,但无芒或只具芒尖。全世界约有‘0种 ,主
要分布于两半球的寒温带、俄罗斯种类甚多。我国原产者仅偃麦草且

'矽
幽s(L.)Nevski

和粗毛偃麦草且 s加gosc 2种 ,引种栽培者在 15种以上,除了由于该属植物多为优良牧
草外,还因为与小麦属和山羊草属亲缘关系很近,有些种常被用作杂交育种材料。该属
在生态、形态和细胞遗传上都是多型的。列于表 2(杜威等,1985)。

表 2 仅麦草曰的细胞、遗传类型

Table 2  Cytological alld beredity types in genus〗 E`夕fJ1g|c

纽名

sectioIl n lnle

染色体组

Geno】】es

假鹅观草组

pseud。 roegnena

偃麦草组

ROpens

s (B)

sX (BX)

薄偃麦草组

Thinopyrum

E, BE, B1E.F,

BEEFF

牧场偃麦草组

PascopyruIn
SHJN

模式种

rrypical specics

粗毛偃麦草组

E. s彦″gos么

约

15 about

偃麦草

ε. r召

'夕

‘(L.)Nevski

脆轴偃麦草

E. `〃〃|召夕 (L,)Nevski
约 20

about

硬叶恨麦草

E.s勿动加|(Rydb)Ncvski

偃麦草属均为多年生野生植物。薄偃麦草组的种多具有储存丰富养分的强大根系及

地下茎。抗寒抗旱力很强,耐盐碱。茎秆粗壮,基部硬实上部有弹性,抗倒伏。小穗多 ,

花多,千粒重 4-6克。抗病性广而强。其中长穗偃麦草E.扬 驷抑 (Host)Nevski对

小麦叶锈病、秆锈病、白粉病、条纹花叶病、腥黑穗病完全免疫,对条锈病高抗至免疫 ,

对赤霉病有较强抵抗力,抗青秆病,未发现小麦叶枯病。中间偃麦草 E.j刀勿勿ed扌么
(Host.)Nevski对 3锈免疫,抗黑穗病、条纹花叶病,对叶枯病和根腐病感染较轻。茸

毛偃麦草且 彦”洗∞汔or@(Link.)Nevski抗 叶锈病和秆锈病。这些种与小麦杂交或再回

交已选育出异源八倍体、代换系、异附加或易位系等新类型。(齐津,1958;李振声等 ,

1985);与小麦的亲和性上,假鹅观草组理论上应可与小麦杂交,但未经试验;偃麦草组

与中间偃麦草的双二倍体杂种可与小麦杂交,杂种具有强大根茎;薄偃麦草组易与各种
·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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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杂交结实出苗,Fl代多数 自花不育或结实率很低 ,通常用回交等方法育成小麦新类

型

五、黑麦属 S纟c″纟L.

主要特征是小穗单生于穗轴之每节;颖锥刺状,具 1脉 ;外稃脊上具刺毛。约有 7种 ,

主要产于欧亚大陆温带地区。我国长期以来栽培的仅黑麦 s· ce″夕
`饣

L.1种 ,多见于北

方较寒冷地区或南方山区,其余各种均为近年引人种植。有一年生、越年生种,也有多

年生种,与小麦属同归小麦亚族,亲缘关系较近,染色体组型为 RR。 小麦杂交育种中常

用的是栽培黑麦。除了籽粒中赖氨酸含量高于小麦外;它的抗逆性也强,耐霜,耐寒,根

系发达,抗旱耐瘠,分蘖繁茂;秆粗壮,弹性好;成穗多,每穗小穗也多 (26-40);还

抗多种真菌病害,如 3种锈病、白粉病、叶斑病、赤霉病,并抗蚜虫。黑麦可以与各种

染色体倍数的小麦杂交,尤其借助于杂种幼胚组织培养和人工染色体加倍,分别培育出

人倍体,六倍体和四倍体小黑麦,染色体组型分别为AABBDDRR,AABBRR,AARR;

再通过与小麦亲本的回交可获得小麦一黑麦异附加系,异代换系和易位系。粮草两用和饲

料饲草两用的小黑麦有良好的经济价值。(纪凤高等,1989;任正隆,1991)。

六、簇毛麦属DⅡy匆/勿″·(Coss.et Dur,)Borb.

[r.f夕丿ヵ夕JdF四 schur.]

我国仅见由俄罗斯引种栽培的簇毛麦 D· 切′Jos″
`刀

(L· )Borb.EH.vJJJosc(L.)

schur.]1种 ,原产地中海沿岸。主要形态特征是穗轴每节着生 1枚小穗,颖背具 2脊 ,

并具簇生之毛。为多年生植物,在过分干旱的条件下,表现为越年生至一年生。植株高

约 40—60厘米,生长繁茂,分蘖旺盛,单株分蘖成穗可达 100余个。每穗小穗数 25-29

枚,籽粒千粒重约 6克。抗病性强,对小麦 3种锈病免疫或高抗;对赤霉病有较强的抵

抗力,未发现有白粉病。

簇毛麦的染色体组型VV,能与黑麦、偃麦草属及山羊草属的有关种杂交,进行牧草

的育种;也能与小麦属中二倍体小麦及四倍体小麦杂交,并经染色体加倍处理获得四倍

体小麦与簇毛麦的双二倍体。少数六倍体小麦品种也可与簇毛麦直接杂交结实,多数六

倍体小麦则以四倍体小麦作
“
桥梁

”
种进行杂交和染色体加倍后的间接杂交。二者均可

通过回交选育普通小麦附加簇毛麦染色体的异附加系。 (陈漱阳等,1981;刘大钧等 ,

1983)

七、冰草属⒕gr。”r0刀 Gaertn.

主要形态特征是小穗密集,呈篦齿状生于短缩的穗轴上;穗轴延续不折断;穗轴之

每节生 1小穗;顶生小穗不育以至退化为刺毛状;颖和外稃明显具脊;颖两侧具膜质边

缘。约 15种 ,大都分布于欧亚大陆温带寒带之高草原及沙地上。以俄罗斯、中国、蒙古

为多,北美也有。我国原产的有 5种 ,并含 4变种 1变型,分布于东北、华北、西北诸
·210·



省区,尤以内蒙古种类为多。

该属含PP染色体组,很少用于小麦的杂交育种,可能并非由于亲缘关系疏远到完全
不能杂交的程度,而是由于它的性状不接近于粮食作物,却是很好的牧草;因为Smith曾

得到⒎ ″sro吻仍×
'.c″

s沏砌勿的杂种植株和 T,ces彦扬z7,,×

^.@勿
z″刀s纟 及 T.d″

'z饣

″
×A@″够″刀se的杂交种子 (Myers,1947)。 在牧草的育种方面,冰草属的种间杂交应

用得很广泛;该属植物多年生,一般丛生,耐旱,返青早,青鲜时含糖量较高,各种牲
畜都很爱吃,而且种间杂交很容易,许多杂种是可孕的;以致在材料圃里往往形成自然

杂种,引起种间界限模糊。冰草属与近缘属间的杂交也值得注意。Favorskii以 黑麦作母

本与Ac″ s勿Jz仍 杂交成功,减数分裂几乎经常形成二价体。大多数为 7Ⅱ (Myers,
1947)。 本文作者所作的糙毛鹅观草×西伯利亚冰草 (Rt)绍″″夕肪rsz勿 ×A sz3:″ c么勿);

糙毛鹅观草×冰草 (R.肪砀 ×
^.c'fs`夕 `切

勿);大颖草×冰草 (R.g旧″劣歹多72z‘ ×
^,C″ s″@`z私 );变 种 硬 秆 草 × 冰 草

(R.″ gz'〃锪 var.J磁 纟
'″

.招扫 × Ac” s勿勿 勿 )都 形 成 了

多年生无性繁殖系,生长十分繁盛。在形态上冰草属植物几乎相当于鹅观草属拟冰草组
sect.P口勿grop叨叨,1(例如上述各种)退化失去顶生小穗的植株。它们之间比它们与小

麦亚族其它各属之间容易杂交,并不奇怪。

八 、 旱 麦 草 属 E馏 仞 pγ
'仍

勿 (Ledeb.)Jaub.et spach

该属植物与冰草属很相似 ;不同之处仅为一年生、穗轴具关节、常逐节脱落、颖的

两侧于成熟时变硬而成角质边缘。共 8种 ,主要分布于地中海到印度西北部一带,俄罗

斯也有。我国连同引进栽培者共约 5种 ,其中新疆、内蒙古原产者 4种 ,即旱麦草且 勿
`-

0c彻″ (Gaenn.)Nevski,东方旱麦草 E.(屁御磁 (L.)Jaub.et spach,毛穗旱麦草且

d2s/勿s(C.Koch)Nevski,光 穗旱麦草 E.协勿矽曰″标 (spreng.)Nevski。 多生于荒漠、

荒漠草原或干燥瘠薄的山坡、砾石滩。高约 8-30厘米 ,耐旱性强,发育快,生长期短。

该属植物未见直接用于小麦之杂交育种。不过由于植株的蛋白质和糖的含量高,幼

嫩时纤维少,在荒漠半荒漠地区为牲畜春季喜食的优良牧草。作者作过光穗旱麦草×冰

草 (E.勃切,a印口而5× A cnzs抑砌″)获得 F13株;作了毛穗旱麦草×冰草 (E.历s勿刀s

×A cns勿勿仍)获得 Fll O株。均雄性不孕。东方旱麦草 ×黑麦 (E.on勿 @`召 ×s.

c召r幽 J纟)旱麦草×大颖草 G.r″勿c幽勿×R.gr。″历g`仍柘s)也能结实。

九 、 异 花 草 属 Ⅱ 勿 夕刀腕 纟J扬勿 Hochest

我国仅见由伊朗引人的异花草 ff.夕沈庀砀 721种 ,主要特征是穗轴每节着生 1枚小

穗,成熟时节节脱落;颖退化成芒状 ,每小穗有 7-9小花;每小花之外稃均有芒;但仅

基部花可育 ,顶部数个小穗退化只剩芒状颖稃。一年生,生长发育快 ,生育周期短 ,约
100天 ;植株矮小,高约 30厘米。千粒重 10· 6克。目前作为遗传育种的原始材料进行种

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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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麦属H溯幽勿 L·

主要形态特征是小穗以 3枚生于穗轴每节,一般仅含 1小花,中间者无柄,可育;两

侧者无柄或有柄,不育或可育。本属约含 30种 ,分布于全球温带或亚热带的山地及高原

地区。我国原有者约 14个种和变种。引进栽培者 10种左右。大麦 ff· 矽zJ驷″L.var.

v够

`驷
″、青稞 var.刀zd笏仞Hook f.藏 青稞 var.历屁″@砌叨(schlecht)Alef及其野生

类型和球茎大麦Ⅱ·3z‘ Jaos么勿L.组成禾谷组sect.Ifo材勿
`72.特

征染色体组为Ⅱ (或

包括于广义的HH内 ),具有较大的籽粒,千粒重 (8-18)21-62克 ,主要以其籽粒作

粮食、精饲料或酿酒原料。组内杂交甚为容易。其余种类统归大麦草组 sect.c”奶0o,I Raf.

染色体组型HH,其籽粒甚小,干粒重 1· 准8-5.11g,几乎全是优良牧草。大部分多年生 ,

返青期早,产草量高,适口性好,营养成分构成具有全糖、粗脂肪和粗蛋白含量均较高

的特点。

大麦由于栽培特性与小麦比较相似而且耐瘠、耐盐、早熟、适于晚播,有一些品种

抗黄矮病,被用作与小麦杂交的材料。但它们分属于不同亚族,亲缘关系较远,仅用通

常方法极难成功。只有部分组合可
·
以完成受精,而且因为受精卵生长到幼胚时即停止发

育,所以成胚率也很低。必须在授粉 1天后用 25-75ppm赤霉酸滴子小花柱头重复 3-

5天。以促进幼胚发育;授粉后 9-12天又把杂种幼胚进行离体培养 (尤以保姆法效果

好),才能获得杂种幼苗。Fl完全自交不育。小麦为母本的组合,经与小麦回交可从后代

中选得小麦一大麦异附加系,以大麦作母本的组合由于Fl雄蕊雌蕊化,无法经回交取得种

子,需用幼胚愈伤组织或幼穗外植体得到的愈伤组织产生再生植株,形成无性繁殖系。然

后选育、回交或染色体加倍。二棱大麦、六棱大麦与六倍体、四倍体、二倍体小麦杂交

都有些可行的报道 (周之杭等 1979;陈朱希昭等 1984,李璋等 1987;蒋继明等 1989;戎

均康等 1989)。

球茎大麦多年生、具抗寒性和抗病性 (对白粉病和小麦黄花叶病免疫)及蛋白质含

量高 (约 20%)等优良性状。六倍体普通小麦与二倍体或四倍体球茎大麦杂交,幼胚经

离体培养亦可得到杂种 Fl植株,但 自交不育,通常经小麦回交后再若干代自交分离,获

得双二倍体 (异源八倍体)、 异代换系和异易位系 (魏秀玲等,1985;江丽泉等 ,1988)。

普通小麦与球茎大麦杂交还可诱导产生小麦单倍体用于育种 (宋仁敬等,1978)。 此外 ,

还有杂交后用幼胚培养技术和秋水仙碱处理,产生部分可育的智利大麦一中国春小麦 H·

渤切″s召T.″“加切勿cv.枷犯s纟 sp″刀g双二倍体和可育的智利大麦一圆锥小麦fr.而扬“纟~

⒎ 莎zz名〃切勿双二倍体的报道,以及芒大麦×黑麦 Fr.〃扬纫″×s.c纟
'四

/e杂交成功的

报道等。后者用于牧草的育种。

十一、新麦草属 Ps勿匆ros勿c匆s Nevski

主要形态特征是穗轴每节常具有 3小穗 (偶 2小穗),均无柄;每小穗含 1或 2(3)

小花,且均可育 ;中间小穗的颖生于外稃背面,两侧小穗的颖生于外稃两侧面,穗轴具

关节而逐节脱落.本属约有 10种 ,主要分布于中亚。我国产 4种 ,分布于新疆、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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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内蒙;华山新麦草 P.乃叨r‘杨切c口 Keng则特产于陕西华山。多为山地草原及半荒

漠带常见之植物。

该属材料之染色体组型为NN。 与小麦属分隶不同亚族,亲缘关系较疏:与大麦居同

隶大麦亚族,亲缘关系较近。但作者曾以华山新麦草分别与圆锥小麦、野生二粒小麦及

六梭大麦、二棱大麦、二棱揉粒大麦、青稞杂交,都只得到不成熟的胚。都需要用人工

培养基进行幼胚培养始能获得杂种苗株。陈漱阳等 (1981)作普通小麦×华山新麦草,就

是经过幼胚培养获得杂种 Fl代幼苗的。少数组合的杂种经小麦回交还获得结实,给选育

异附加系提供了基础。同时本文作者还曾作过硕穗大麦草 H.p7￠砌 ×华山新麦草,则

直接获得杂种种子。说明有可能新麦草属与大麦草组的亲缘更近一些。

目前虽未见到新麦草属植物参与育成粮食作物新品种;但该属植物为高产牧草,多

年生,分荣繁盛,多形成密丛 (仅华山新麦草具根茎,秆散生),叶层茂密,是小麦族中

返青抽格成熟最早、供草时间最长的一类牧草,又耐啃食和刈割,再生力强。唯叶质欠

柔软、茎秆较脆硬为其缺点。者与大麦草组植物或麦类作物杂交,则可能是改良其茎叶

质地并培育饲料饲草两用植物的途径之一。

十 二 、 赖 草 属 L印勿切s Hochst

主要形态特征是植株具下伸或横走的根茎,基部常为枯死纤维状的叶鞘所包;叶片

质地较硬,常卷折,淡绿色至灰绿色;穗状花序劲直;小穗常以2-5枚簇生于穗轴之每

节 (有时退化为 1枚);颖锥形至披针形,具 1-3(5)脉 ,生于外稃背面而稍俏斜。全

世界约有 30余种,分布于北半球温寒地带,多数种类产于亚洲中部,欧洲和北美也有。

我国原产 9种 ,主要分布于西北和东北诸省区及内蒙古、河北、山西。分别生于草原、沙

地、半荒漠盐渍化草地或海岸沙滩。由国外引人试种者 5种以上。

该属以其大穗、多小穗、多花和耐寒、耐旱、耐盐碱及抗真菌 〈除麦角病)、 细菌病

害引起麦类育种家的注意。现已知沙生赖草L.口″″么″z‘ (L.)Hochst、 滨麦 L· ″。历s

(Trin.)Hara和 大赖草 L.r。c⒄∞zs(Lam.)Tzve1.EL.gig。 ″ezs(Vah1.)Pilger彐 可

与大麦、黑麦、小麦杂交。以普通小麦、波斯小麦、硬粒小麦为母本的组合比较容易成

功,但也需要在人工培养基上进行培养,直至发芽成幼苗,才能移植到土壤中,生长成

双单倍体植株。再经染色体加倍获得双二倍体植株。有的则再加做回交,获得不完全双

二倍体,以恢复其育性。

作为牧草来说,赖草属是广大天然牧场的重要成分,除上述有利特性外,还普遍有

粗脂肪含量较高、有些种蛋白质含量很高,返青期早、生长旺盛、根茎顽强、营养繁殖

极快,耐牲畜践踏等优点。但茎叶较粗糙,适口性不够好。所以也引起牧草育种家的注

意。椟草属以NNJJ为特征染色体组型。产生赖草同的亲本为新麦草属 (染色体组型为

NN)和 薄偃麦草组植物 (特 征染色体组型为 JJ)。 作者曾作过赖草 L,s召coJz刀 zs

(Georgi)Tzve1.× 华山新麦草,卡拉塔威赖草 z· 切叼
`o诎

邡fs× 华山新麦草,都获得第

一代杂种植株,由于自交不育形成无性系。赖草×球茎大麦 (4× ),球茎大麦 (近 ×)×

窄颗赖草 L· 曰力g仍“zs〈Tin.)Pilger也 能结实。为属间杂交改良赖草属牧草茎叶质地的

途径暗示一丝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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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披碱草属 E幻勿仍sL·

该属以穗轴每节着生 2枚小穗,颖具 3-5脉为特征。全世界约 40余种,分布子北

半球温寒地带,亚洲和北美约各占半数,少数种类分布至欧洲。我国原产约 11种 ,并含

1变种。分布于东北、华北、西北诸省区及四川、西藏。为适应凉冷半干燥气候的草原植

物,在原分布区为多年生。籽粒千粒重 2· 46-6.272克 。

该属染色体组型为ssHH,虽然有报道,普通小麦与 E· 臼历″么s(L.)L.,E.声冫os够s

(schr.)Tzvelev.,E.莎 阳c幻m仍Jzs(Link)Gould等杂交及与普通小麦回交,已取得某

些具有农艺性状的材料。(卢宝荣,1992)但 目前尚未见到参与育成粮食作物新品种。不

过该属植物由于茎叶繁茂且较柔软,适口性较好且产量高,有些种已被许多牧场用作人

工种植的牧草,在牧草杂交育种上的应用也屡见不鲜。

十四、鹅观草属 Ro纟g刀召
'亿

C.Coch

主要特征是穗轴每节着生 1枚小穗或偶然下部 1至数节每节着生 2枚小穗,顶生小

穗发育正常。外稃有基盘 ,脉于顶端汇合 ,植株无横走根茎。全世界约 120种 ,主要产

于北半球温寒地带,尤以中国、俄罗斯为多。我国原产约 70种 ,并含 22变种及 1变型 ,

主要分布于西北、华北、东北诸省区,华东、西南、华中诸省区也有少数种类。在原分

布区内为多年生丛生之草本。与披碱草属植物杂交容易 ,作者所作短柄鹅观草R冫幽功纟s

×垂穗披碱草且 刀叨勿洒.结实率达 10%-75%。 由于染色体组型为ssYY,ssHHYY和

ssPPYY基本染色体组为 ssYY,与披碱草属有很强的同源性 ;所以分类学界目前的趋势

是把鹅观草属并人披碱草属。这 2个属是介于小麦亚族和大麦亚族之间、联络着 2个亚

族的类群;可与 2个亚族的某些属种杂交。作者试验 :多秆鹅观草 R.勿z历c刃磁s Kit.

与穗状偃麦草 E,殄 zc口勿、帕地佩拉偃麦草且 po勿纟叼纟、簇毛麦杂交获得种子 ;鹅观草

R.扬勿o`z ohwi与 黑麦、野生一粒小麦、栽培一粒小麦、帕地佩拉偃麦草杂交获得瘦瘪

的种子 ;短柄鹅观草也可与节节麦杂交。纤毛鹅观草R.c″扫″s与西伯利亚冰草杂交、拟

冰草组鹅观草与冰草属及旱麦草属杂交,更有较高结实率和成苗率。以球茎大麦花粉授

与纤毛鹅观草柱头得到杂交种子,则是与大麦亚族间杂交的例子。意想不到的是短柄鹅

观草竟是大麦亚族成员欧洲三柄麦 Ⅱo材幻″zs召 z‘mp臼西 (L.)Harz.的 亲本之一。我国

从来没有三柄麦属植物及其报道 ,作者园圃中也从未引种过或混于引种的类种中发现过。

但从 1983年以来 ,在作者园圃内短柄鹅观草种子繁殖的植丛中,不止一次发生与欧洲三

柄麦形态完全一样但雄性不育的植株。这种植物的特征是 3个并联小穗都有柄。母本短

柄鹅观草小穗有柄,但单生。推论父本必具三联小穗而且以异花传粉,在作者的园圃里

就只能是球茎大麦。杂种则形成了无性繁殖系。

鹅观草属植物的籽粒千粒重约 2· 7—7.3克。虽已有关于普通小麦与 E.pe刀Jz肠么s

(Nevski)'rzvelev,E.s无 @刀

`o刀

g纟勿s0sB.saloinon,E.cJ`z。
':s(Trin.)Tzvelev,E.ヵ

纟p臼访c么s

Jaeska, 且 饣s″乃″s无勿刀s0s Honda,E. △切勿z法,'″勿 (ohwi 8L Sakmoto)Ldvc等 杂 交 的 l湃

究;(卢宝荣,1992)但 目前尚未见育成麦类作物的新品种。不过由子该属植物几乎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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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牧草,而且亲缘联络广泛,将是牧草育种的重要材料。还有主要分布于 2500-3500

(5100)米 高海拔地区的拟冰草纽植物 sect.Paragropyron Keng染 色体组型ssPPYY,对

高寒气候的适应性很强,可能在高原粮食作物和牧草的育种中会有特殊的用处。

十五、猬草 Hys″。J Moench

主要特征为小穗常孪生、稀单生,各以其腹面对向穗轴之侧棱,颖退化不存在或做

小,亦可是锥状或芒状,位于小穗之两侧。全世界约有 8种 ,分布于亚洲东部、北美和

新西兰。我国原产 2种。东北猬草 rf.尼。″″四jf(Roshev.)ohwi分 布于东北三省和陕

西、河北;猬草 rf.J″庞oe|(stapf)Bor产 于鄂、湘、川、滇、藏及陕、浙。引进者有

美洲猬草 ff.po`z拓 Moench,多生于山谷、林下、林缘和灌丛中,为多年生耐阴湿之草

本,适用于林下草地之建设。染色体组型ssHH,与披碱草属亲缘关系极密切,宛如同属。

籽粒千粒重 6· 1—7.6克。目前未见用于粮食作物之育种。抹高80-130厘米,叶层深厚 ,

叶质蒋而柔软,长势旺盛,在牧草育种上当可有用。

十六、壮芒麦属 T″″
'耐

乃纟
'勿
勿Nevski

我国仅见由阿富汗和俄罗斯引人的壮芒麦⒎ c^疵″″ (schreb.)Nevski 1种。主要

特征是小格成对着生于穗轴之每节;颖芒状而强劲;每小穗 1小花,以其腹面对向穗轴。

(偶 2小花,以其背腹面对向穗轴)。 外稃有长约 8-10厘米的芒。为 1年生草本,株高

50厘米左右,生育期较短,播种至成熟约 116天 ,抗病性强。籽粒干粒重约 10· 2克。与

猬草属、披碱草属、鹅观草属亲缘最近,与华山新麦草杂交也能部分结实。目前尚未见

到用于粮食作物之育种。

十 七 、 柱 穗 草 属 H纟夕z`曰〃 扫 CE.Hubb.

我国仅见由伊朗引人的柱穗草 Fr.pers,c。 (BOiss)C.E.Hubb.1种 。主要特征是

小穗背腹压扁,以其侧面对向栋轴的扁平面;颖稃均无芒。一年生矮小植物,株高约 35

厘米。生育周期短,不足 4个月。籽粒千粒重 5· 3克左右。目前作为遗传育种的原始材

料进行种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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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INTROD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HEREDITY-BREEDING REsOURCEs IN TRIBE TRITICEAE

Wang shijin and Li Jia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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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species in tribe'I′ riticeae were plan~ted and studied on taxonomy,geographic dis~

tribution,physiology-ecology,composition of anlino acid and economic value,and agron~

omy characters.Wide-ranging crossitlg test h.ave beerl taked also.Almost there are morc

or less different useful characters and possibility to heredity-breeding in.all each genus

of tribe'rriticeae. In.this paper, 16 gen.era are introduced and evaluated respectively as

crop heredityˉ breeding resources.

Key、卩·ords: Triticeae; IIeredityˉ breed.ing· resou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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