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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曰定了小麦品种南原 602和 甘 81529的幼初来源的体细胞无性系 Rz代 593个 单抹

和 R3代 86个 单抹及相应对照 126个 单抹的主花籽拉蛋白质含量 .结果表明 ,在 △ 代 27个

抹系中 ,有 6个抹系的蛋白质含量发生显著变化 ,变异率为 22.2%,并 获得 3个南蛋白质含

堡的抹系 ;从 R2代 高蛋白质含玉单抹形成的 民 代 29个抹系中 ,有 19个 抹系的含Ⅰ高于对

照 ,其 中 1个抹系显著南于对照 ,表 明高蛋白质含量变异是可以遗传的。

关】词 :小麦;无性系变异;蛋白质含量;遗传分析

自Larkin和 scowcroft(1981)把 组织培养再生植株中出现的变异叫做体细胞无性系

变异 (somaclonal variation)之 后 ,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大量的资料表明 ,体细胞无性

系变异是植物组织培养中出现的普遍现象 (朱至清,1995)。 在小麦上 ,观察到了抹高、

成热期、芒性、穗长、称型、粒色、产量构成因子、染色体效 目和结构、同工前、醇溶

蛋白、麦谷蛋白等的变异 (陈英等 ,1991;张怀刚,1995a、 1996;),王培等 (1992)利

Ryan等 (1987)从 体细胞无性系变异中筛选出了高蛋白质含量的变异系 ,但缺少小麦籽

粒蛋白质含量在体细胞无性系早代变化以及高蛋白质含量变异体遗传等方面的系统资

料。本试验测定了大量 R2单株及其高蛋白后代 R3的籽粒蛋白质含量 ,研究其变化与遗

传 ,以 补充这方面的资料。

材料与方法

1.试验材料

用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育成的、在我国北方春麦区广泛种植的抗旱丰产

春小麦品种
“
高原 602” (Plateau 602)(赵 绪兰等 ,1995)和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选育的、

适合于水地种植的高产春小麦品种
“
甘 81529” (Gan 81529)(甘 肃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

物研究所 ,1992)为 材料 ,取 两个 品种 的幼穗为外植体进行离体培养 (张 怀刚等 ,

· 中国科学院
“
九五

”
重大攻关项目和

“
西布之光

”
项目资助。

本文于 1997年 8月 6日 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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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b)。 田间试验在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院内试验地 (西 宁)进行 ,每个 Rl

再生株取 3繁种成 3个 Rz穗行 ,并间隔一定距离种植相应供体品种 3个椿行作对照 ,用
R2和 对照的主称籽粒测定籽粒蛋白质含量 ,每 个穗行约测 lO个单株,共测定高原 602的

17个 R2株系 343份 样品,甘 81529的 10个 R2株 系的 250份 样品 (表 1)。 选择蛋白质

含量在 16%以上的单株种成 R3株系 ,从 高原 602中 选了 10抹 ,从甘 81529中 选了 19株 ,

每 aO个抹系加 1对照 (表 1)。 用 R3株行中部 3株主称的籽粒再测蛋白质含量。

表 1 曰定虿白质含】的材料和样品效I
Table l  The nuInber° f materials for grain protein contents

无性系世代

(∶;eneration

合  计

To饭 I

结果与分析

【.R2株 系蛋白质含】

在高原 602的 17个 R2株 系中获得了籽粒蛋白质含量发生明显变异的 4个抹系,其
中 2个株系显著低于对照,1个株系极显著低于对照 ,另 1株 系显著高于对照 1.72个 百
分点 ;在甘 81529的 lO个 R2株 系中,有 2个抹系分别显著高于对照 0.78和 0.73个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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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otcs)1A一 奋小麦品种
“
高原 602”  SP“ ng whcat varlety“ Platcau 602”

E一 春小麦品种
“
甘 81529”  sp“ ng whcat varlcty“ Gan 81529”

F一 幼撼          InflorescenCe
D一 分化          0lfferentia0on
AFD一 高原 602体细地无性系 somaclones of Platrau 602

EFD一 甘 81529体 细胞无性系 somaclones of Can 81529

2,蛋 白质含I的测定方法

取主薄籽粒粉碎 ,在 80·C恒 温烘 4小时 ,放于千燥器中备用。用凯氏定氮法澍定
(中 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1978),每个材料作一平行样品,取其平均值。蛋白质含
量 (%)用氮占样品干重的百分含量乘以换算系数 5.7而 得。

3.性状门查与数据统计方法

每穗行取 10株考察农艺与产量性状。试验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参见张怀刚 (1996)。

材  料

Matenal

裰  行

Ear rOws

抹  效

PInIlts

AFD

Plateau 602 (ck)

EFD

Can 81529 (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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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 81529(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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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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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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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 lines



分点 (表 2)。 在总共 27个 株系中,有 6个株系发生籽粒蛋白质含量变异,其变异率为

22,2%,其 中 3个抹系的籽粒蛋白质含量显著高于对照,占总抹系数的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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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au 602

AFDlo

11.72

15.51关

14.32

14.48

14.83

15.46△

14,73

14.85

)9内 isds.Oe

注 (Note);。 ,“ △分射达 5%和 1%显著水平。

表 3表 4同 表 2,The ncaning in Table 3 and Table

2.R;株 系蛋白质含I

la;iq`Biji,9铀 :”△nt众 扌

and l%probability,respcctively.

a aa

eo.e

2.

以籽粒蛋白质含量 16% R2单株选择标准 ,共选 29 ,其 中南原 602选 了 10抹 ,

甘

但都不显著 ;在甘 81529的 19个 R3株 系中,有 9个抹系的籽拉蛋白质含量高于对照 ,其

中 1个抹系显著高于对照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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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8

14,58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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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R:抹系蛋白质含工

Table 3 C·rain Protein (%.)contents of R3 plant lines

抹  系

plant line

蛋白质含量

Protcin (冫‘)

AFD7-1

AFD10-1

AFD!0-2

AFD11-1

AFD11-2

Plateau 602

AFD11-3

AFD11-4

AFD12-1

AFD13-1

AFD13-2

抹高 Plant hcight〈 cm〉

t长 Ear length(cm)

有效分棠 Fertile ears/plant

圭杜拉重 Crain weight/nuin ear(:〉

主钳放放 Kcrnels/main OBr

单侏拉互 Grain weight/plant(g)

单抹拉效 Kernels/plant

干拉重 1000-kenel weight(:)

】4,23

14.62

14,28

】逐,95

14.56

14.58

13,69

1厶 .69

15.83

15.04

3,商蛋白质含I R3株系表现

籽拉蛋白质含量为 16,74%,高 于对照 (14.84%)1.9个百分点的 R3抹系 EFD4-
1,株南明显降低 ,有效分蘖和单株粒效高于对照 ,其它产量构成因子都变差 ,特别是干

粒重和主称粒重下降较大 ,单株产量也低于对照 (表 4)。

宋4 0I白 质含△抹冻凡 演观

T8ble 4  Prefornlance of R.s plant line with higher protein Content

抹系 Plant line Gan 81529

9C).7

】2.0

3.4

3.54

72.8

11.46

271.o

41,74

讨   论

1.小麦体细胞无性系蛋白质含量能发生变异  在小麦品种
“
高原 602” 和

“
甘

81529” 来源的幼称 27个 R2株 系中 ,有 6个抹系蛋白质含量显著或极显著地不同于对照 ,

说明这 6个体细胞无性系的蛋白质含量发生了变异 ,其变异频率为 22.2%。 (王 培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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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含I
Pr。tein(%〉

抹  系

Plant line

蛋白质含t
prt tein(%)

椽| 系

Plant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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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

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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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8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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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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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和 Ryan等 ,1987)曾 获得稳定的高蛋白小麦体细胞无性系,但未做早代变异频率

的统计 ,不过他们的结果同样说明了小麦体细胞无性系能发生蛋白质含量变异。我们曾

获得与蛋白质有关的高分子量谷蛋白亚基变异体 (张 怀刚等 ,1995b;张 怀刚等 ,1997)

和 SDS沉 淀值的无性系变异体 (张 怀刚等 ,1998)。

2.高蛋白质含量变异可以遗传  从
“
高原 602” 和

“
甘 81529” 两个品种的幼称 R2

无性系中,选择了高蛋白质含量的单株 29株 ,形成 29个 R3株系。有 19个 株系的蛋白

质含量高于对照,其中 1个抹系显著高于对照。Ryan等 (1987)从 来 自品种 Millewa的

23个体细胞无性系中,获得了 11个蛋白质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的无性系 ;王 培等 (1992)

从 77份 小麦幼穗无性系 R5代中筛选出了籽粒蛋白质含量高于 19%的无性系 5个 ,R】 代

重复测定种子的蛋白质含量,均在 19%以上。同样说明高蛋白质含量变异是可以遗传的。

我们的研究也表明 ,与 加工品质相关密切的 HMW-GS变 异也是可以遗传的 (张 怀刚等 ,

1997)。

3.利 用体细胞无性变异可创造高蛋白种质  小麦体细胞无性系不仅可以发生蛋

白质含量变异,而且高蛋白质含量还可以遗传 ,这进一步证实了王培等 (1992)的 研究

结果 ,所以应用体细胞无性系变异不仅可以提高蛋白质含量 ,而且还可以获得稳定遗传

的南蛋白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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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 AND HERIDITY OF PROTEIN CONTENTs

IN、VⅡEAT sOMACL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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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in protein contents of rnain cars 、vere measurcd for 593 R.2 plaIlts and 86 R.,plants

fronl young inflorescence calli of wheat cultivars′ ′ Platcau 6o2′′ and″  Gan 81529′ ′, and 126

plants fr° In thcir controls. s.ix。 f27R.2 sonlaclones (plant lines) ha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grain protcin contents from their rcspcctive c° ntrols and three of them、 ″.ere significantly high-

er than their controls. 'I· his indicated that grain protei】 l contents n1utated in the sornaclones of

wheat.The frequency of mutation was 22.2%· .Among the 29 R:plarlt lines fr° m29R2plants

with higher grain protein contents, 19 R‘ plant lincs still bad highcr grain protein contents

than the controls and one of them had significalltly higher valuc than its contro1. ·
rhis meant

that the mutants with higher grain protein content could be heritable, The sornaclone with

higher grain protein content was poorer in yield components, but it is still a way to create

high quality germplasm by somacloIlal variation,

Key word.s: Wheat; soinaclonal variation; iProtcin content; Genet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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