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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小芨新种质材料
Ⅱ
241” 为被曰系 ,“ 中国替

”
单体和双烤体系列作为曰拉系 ,对

控制有拉效性状的基因进行定位研究。结果表明,小麦新种质材料
“
24】

”
的 3A、 1B、 2D和

3D染 色体上具有控铜穗拉效的基因 ,其 中 1B、 2D和 3D染 色体上的基因表现为强效 ,3A染

色体上的基因表现为弱效。在单体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双端体分析 ,进一步将控制柏拉效的基

因定位到 3As、 1B△ 、2DL和 3DL上 。综合分析后认为在 3A染 色体的短臂 (3As)和 3D染

色体的长臂 (3DL)上 可能具有控制
“
241” 鹿粒效的新基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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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称粒数是评价品种的一个重要指标 ,是重要的产量组成性状 ,其基因定位和染

色体效应研究已有许多不尽相同的报道。Evdokimov(1979)用 单体分析发现 4A、 6A、

dB、 5B、 1D、 2D和 7D染色体均显著地形响穗粒数。shnaider和 I|、rokhove(1979)的

单体分析结果将控制穗粒数的基因定位于 2B染 色体上。Goud和 sridevi(1988)在 F2单

体分析中发现移粒数受 4A、 5A、 6A、 2B、 3B、 4B、 5B、 1D、 2D和 6D染 色体上的基因

所控制。郑有 良等 (1992)用 “
中国春

”
和

“
阿勃

”两套单体对
“10阿”

品系的穗粒效

染色体效应研究表明 ,在 1B和 2D染 色体上具有控制穗 粒数的强效基因 ,在 在A、 5A、 6A、

4B、 6B和 4D染色体上的基因表现为弱效。本研究所用被测系
“
241” 为一种特殊种质材

料 ,具有大穗、大拉、早熟等特点 (解 俊蜂等 ,1994),穗 粒数也较多 ;一般为 60~90粒 。

因此 ,通过对该材料称粒数的基因定位研究 ,可以探求其遗传机理 ,找出控制该性状的

染色体和基因位点,从而为品种的改良提供依据 ,同时又可缩短育种周期 ,增加育种研

究的预见性和可操作性。

材料和方法

被测系
“
241” 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解俊烽研究员培育出的一种特殊的

+ 国家 自然科学基全资助项 目,项 目绵号 39470446.

本文于 1997年 6月 20日 收到。

· 215·



多祜、大粒种质材料。测验材料
“
中国春

”
单体系和双端体系均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引人。

1995年 9月 将 241、 中国春单体系及双端体系播于温室,根据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

鉴定出单体系中的单体植株。以每个单体系检测出的 3~5株单体为母本 ,用父本 241杂

交,同时也与中国春二体系杂交作为对照。以中国春双端体为母本分别与 241杂 交。1996

年春播 241、 中国春、(中 国春×2姐 )F1、 (中 国春单体系×241)F1、 (中 国春双端体系

×241)F1于 大田,每个材料种二行 ,行长 1.6m,行距 30cm,每 行 10株 。取分蘖期根

尖 0~4·C低温处理 24小 时 ,再用卡诺氏固定液固定 24小 时,在 60C1N盐酸中水解 10

~13分钟 ,卡 宝品红染色 ,压片镜检观察染色体数 .每 系检测出 5~7株 单体和至少 1株

二体。根据鉴定结果于大田挂牌标记。F1自 交得到 F2。 成熟时每株收 5~8称 考察穗粒

数。1996年 8月 播 241、 中国春、(中 国春 ×241)F2、 (中 国春单体系×241)F2于 温室 ,

按随机区组排列 ,3次 重复 ,单行区,行长 90cm,行距 25cm,每行定位播 8粒 。全试验

管理栽培一致。1997年春按成熟期分批收获 ,每株考察 5~8称 的籽粒数。资料统计分析

以单株平均穗粒数为单位。F1、 F2资料均采用方差分析和 L.s.D法 测定各单体群体、

端体群体及其与二体群体的差异显著性。

结果与分析

1,单体分析

Fl单 体分析结果 (表 1)表 明,在所有 21个单体系杂交组合中,只有 3A、 1B、 7B、

2D和 3D单体系穗粒数显著或极显著大于二体对照系 ,其余 16个 单体系与二体系穗粒

数之间无显著差异。3A、 1B、 7B、 2D和 3D单体系称粒数分别比二体系的穗粒数多 3.02

粒、11.62粒 、6.53粒 、8.43粒 和 15.52粒 ,由 此可见 ,1B、 7B、 2D和 3D染色体效应

较大 ,3A染 色体效应相对较小。通过以上分析 ,可 以初步认为控制 241称粒数的基因可

能在 3A、 1B、 7B、 2D和 3D染色体上 ,其 中 3A染色体上存在弱效基因,其它染色体上

存在强效基因。

F2单 体分析结果与 F1分析基本一致 ,3A、 1B、 2D和 3D单体群体与二体群体穗粒

数之间的差异呈显著或极显著。从穗粒数增加的程度来看,仍然是 3A染色体的效应较

小 ,其 F2单体群体相对于二体群体 F2增 加了 3,70粒 ,而 1B、 2D和 3D染色体效应相对

较大 ,其穗粒数分别增加了 6.91粒 、6,19粒 和 8.61粒 。在 Fl单体分析中 7B单体系与

二体系有极显著差异 ,而 F2单 体分析结果并未表现出二者之间的差异 ,这 可能是 F1单体

系样本容量较小造成的偏差。所以在应用单体分析进行基因定位研究时 ,在 Fl代单体分

析的基础上有必要再进行 F2单体分析 ,以 进一步探测和验证控制被测系榜粒数的染色体

及其效应。

综合 F】 、F2单 体分析结果 ,控制 241称 粒数的基因主要位于 3A、 1B、 2D和 3D染
色体上 ,其中 1B、 2D和 3D染色体上的基因表现为强效,3A染色体上的基因表现为弱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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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穗粒数的单体分析结果

'I· able 1  'rhe results of monosomic analysis of kernel nun△ ber per ear

系
Lincs

1A

2A

3A

4A

5A

6A

7A

1B

2B

3B

在B

5B

57.52

56, 74

56.51

62.98·
9

65.40·
·

56.10

56.52

57.92

57.08

56.79

P(0.05;关 长:P(0.01;Cs:中 国春 Chinese spring

2.双端体分析

表 2的 双端体分析结果显示 ,(双端体 2DS× 2姐 )Fl穗 粒数与 (中 国春 ×241)二体

系 Fl的有显著差异 ,其穗粒数较二体系 Fl的增加了 7.92粒 ,其余系与二体系间均无显

著差异。结合单体分析结果 ,根据双端体分析原理可以进一步将控制 2在 1穗粒数的基因

分别定位于 3As、 1BL、 2DL和 3DL上 。

表2 椿粒数的双瑞体分析结果

Table 2.  Th.e results of ditel。 somic analysis of kernel nurnber per ear

系
Lines

F1

1AL

2As

3As

4AL

5AL

6AL

7As

1BL

t″
″ -2B

3BL

还BL

5BL

57.68± 1,57

57,17△ 2,70

57,65△ 2,73

65.49士⒋ 12·
‘

58,15± 1.10

58.57± 1,31

59.15± 1.22

58.55± 1.25

55.60●=2.55

“ .0?± 2.28

68,83士 0,48

57.57± 0.77

Fl 系
Lines

6BL

7BL

1DL

2Ds

3DL

4DS

5DL

6DS

7DS

Cs二体
disomic Cs

241

Cs× 241

57.42=L1.84

56.94± 1.37

57.遮6± 1.05

57.05± 1,47

57.10± 1.76

52,78± 2.38

58.10± 2.23

58.47士 0.62

56.76± 2,44

54.68J=1,在 3

57.13士 0.82

58.32彐=1.57

关关; p((o.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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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 单体分析检测出的控制 241穗 粒数具有明显效应的染色体中除 7B外 ,3A、

1B、 2D和 3D在 F2单 体分析中均得到 了进一步验证。由此可以认为 ,种质材料 241的 穗

粒数较多这一优 良性状是受 3A、 1B、 2D和 3D上的基因所控制 ,其中 1B、 2D和 3D染

色体上存在强效基因,3A染色体上存在弱效基因。

(2)在单体分析的基础上 ,通过双端体分析可进一步把控制测定性状的基因定位在

染色体的某一臂上 .在本研究中,结合单体分析结果,双端体分析将控制 241穗 粒数的

基因定位于 3As、 1BL、 2DL和 3DL上 。

(3)郑有良等 1992年 报道过的 1B和 2D染 色体对穗粒数的效应在本研究中得到了

验i证正,i而 4A、 5A、 6A、 2B、 3B、 4B、 5B、 1D、 6D(Goud和 sridevi,1988)、 7D(Evdokim.ov,

1979)、 4D(郑有良等 ,1992)等染色体的效应并未检测出来 ,相反本研究中发现的 3A

和 3D染 色体在控制穗粒数的明显效应未曾报道过。这可能是试验材料的遗传背景不同

所致 ,在 不同的试验材料中控制同一性状的基因可能位于不同的染色体上。241这 一特殊

种质材料在培育的过程中引人了大量的外源基因,所以 3A染色体的短臂 (3As)和 3D

染色体的长臂 (3DL)上 可能也具有控制 241穗 粒数的新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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