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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染色体分带(C一分带)技术对普通小麦一中间偃麦草人倍体小偃麦
“
再生 1号”(2n

=56)的染色体组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八倍体小偃麦中附加的中间偃麦草(T加 ,ao协〃″

J″勿·刀刃zz刀 2n=42,E1El砀E,XX)的 1组染色体 C一分带特征有别于普通小麦的 21条染色

体 ,得到附加的 1组中间偃麦草染色体 C一分带带型.

关键词 :中 间偃麦草 ;八倍体小偃麦 ;C一分带

中间偃麦草亦称天蓝冰草(%hop、rz亻 7冫9z72彦 er″砑j仍9,z或 Ag9opM。刀j砣e7″z刃i切勿 2n

=42,E1E1E)砀 XX),是小麦属的野生近缘种 ,它具有抗病如真菌病(对秆锈、叶锈、条锈免

疫 )、高抗叶枯病与黄矮病、抗寒、耐旱和多年生等重要性状 ,并且种子蛋白质含量较高

(Cauderon等 ,1973)。 孙善澄(1981)在 (普通小麦×天蓝偃麦草)× 普通小麦后代中选出

具有普通小麦染色体组 NuBDD和添加有一组中间偃麦草染色体组的中间类型,并利用

中间型与普通小麦杂交 ,选出一批新品种与新品系。

在巨穗小麦种质的培育过程中,利用八倍体小偃麦
“
再生 1号”(多年生 1号 )作为主

要外源基因供体亲本之一 ,并在后代中选育出具特大穗 ,同 时抗旱、抗病、抗冻等抗逆性与

各种优良经济性状相结合的优秀种质材料(解俊峰等 ,1994)。

在小麦遗传研究中常用的分带技术有 N一分带和 C一分带,N一分带可以区分小麦的

16对染色体 ,C一分带则能区别小麦 A、 B、D组的21对染色体知许多小麦亲源物种的染色

体(Gill等 ,1991)。

通过对人倍体小偃麦
“
再生 1号”

C一分带 ,对添加的 1组偃麦草染色体带型的研究 ,

在小麦染色体工程中,对外源染色体添加、代换和易位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 3947()446)、 中科院资源与环境研究重大项目和青海省攻关项目资助 .

本实验 C一分带技术得到南京农业大学细胞遗传实验室无私帮助 ,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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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

八倍体小偃麦
“
再生 1号”

引自黑龙江省农科院孙善澄先生处。

染色体 C一分带技术参照 Gill(1991)的 C一分带程序 c

结果与讨论

对八倍体小偃麦
“
再生 1号”

C一分带处理后 ,参照 Glll(1991)的中国春 C一分带标准

图,可将
“
再生 1号

”
中添加的中间偃麦草(%切opˇ,仍″zj″

`召

r·″·z刃J″

`72)的
1组染色体根据

其独特的 C一分带带型而彼此区分开来(图版 I:1,2)。 图 1是根据其 C一分带描绘的模式

图,7条染色体由小到大排列。各染色体带型描述如下 :

2 3 4 6 7

图 1 八倍体小偃麦
“
再生 1号

”
中附加的一组中间偃麦草染色体 C一分带模式图

Fg.1G~hnds idoograph of parrlal chα岫 mcs of 7·‰,:‘,p、

':`″
.z,?re'7,,edz″ ,,2 pre墅 nted in乙 isheilg 1

1短臂上有弱的近瑞带 ,长臂具弱端带 ;

2.短臂上有弱的端带 ,长臂上具弱端带 ;

3,短臂上有弱的端带 ,长臂上有强的端带及一弱的近着丝粒带 ;

4短臂上有强的端带 ,长臂上有弱端带 ;

5.短臂上有强的端带 ,长臂上有强的端带及近端带 ;

6端臂上有强的近着丝粒带 ,长臂上有强的端带 ;

7短臂上无明显的带 ,长臂上有强的端带.

中间偃麦草由 E1、 E2、X3个染色体组组成 ,其中 E1和 E,染色体组起源于二倍体长

穗偃麦草(T,Er。 m黟
`″

,,2,EE,2n=14),X染 色体组起源不清楚(Dewey,1984;Dvorak,

1981)。 Friebe等 (1992)分析了中间偃麦草的染色体核型,发现 21对中间偃麦草染色体

中,有 14对染色体具有明显的带型,另 7对染色体没有明显带型。由于二倍体长穗偃麦

草的 7对染色体都显示出明显的 C一带(End。 等,1984),由 此推测 14对具有明显的带型

的染色体可能来自E1或 砀 染色体组(Fnebe等 ,1992)。
·
根据

“
再生 1号

”
的 7对中间偃

麦草的染色体带型特征,可以推测
“
再生 1号”

中附加外源染色体第 3、 4、 5、 6、7对染色体

是来自E1或 E)染色体组 ,其余不具明显带型的2对染色体可能来自于 X染色体组。

参 考 文 献

孙善澄.1981.小 偃麦新品种与中间类型的选育途径、程序和方法.作物学报,7(1):51~58

· 228 ·

●●

●

●

)



解俊谭 ,冯海生 ,窦全文 ,1994,商原 2D单体及巨襁小麦新种质创造 .兰 9Ⅱ 大学学报 (自 然科学版 ),∞ (增 刊 ):136~

143,

Candemn Y,sa gle B,%uce M,1973.1be心 lstanCe to wheat msts of Cenet s”】,口g吻灰,″ ;饣km茹 ″,,l and its馊

in wheat impmvenlcnt,.p⒑ 4th Intem W· heat Colu nbla Mis∝ 〉ur;usA.4o1~407.

lXwey D R,1984,InK油 ℃ m。a!upulato“ n phlt lnlplo、
`Cment,Gst缸

曰 lJ R(ed)Plenlm PI.es,N四 ·York,209~279.

rλ。铤kJ,1981.Ccilcnle Fbt onslup咖 ng E`y汀宫汤 召珈 :汐3勿 ,E`y,△ gac y|pa∶〃 ic,EJyo8动 c`o7:台己忉 4X· E′yngfu

‘aFspiEr)忽 ,εJ夕″p口 i″扌r,,,″仫.and E.z.y”8也 e`o,:g夕滋 lOX Can J Cenet Cvto1,23(3),481~492.

EIldor T R,B S Gil1,1984.The he咖 hr¤η旧“n distnbutiα l ard ge】 α仃Fe、olutKn in diplo d species of E`,″ j浴 and

^ε

匆卢泖″·CalJ Gαlet Cytd,26(6),669~678.

Fnebe B,M.u10i Y,Ciu B s,caudeIg△ Y,1992Cˉtmding md in sltu hybid田 to△ anlyscs of^″ P”次况而勿/″ledj″″1,

a胛nid wkat X^.t`:勿 n″d切771 anphiplold,and 6 denvd c响n蜘 le additlon tines.· rh.∞.Appl Cenet,84,899~

905.

GⅢ Bs,Fiebe B,Endor T R,1991.st狈 曲扪 ka卩o0pe and Ⅸ,∶ lenclature wstcnl f°rd∝ npt αl of chml)o浙 le bm凼

ald structtral aberratms in wheat(T0nc“ ″″|ˇ It″9`1),Cen咖 ,34:830~839.

KARYo·TYPE ANALYsEs OF(XJrOPLOID

MIEATˉ T!ⅡINOpyRLⅡr rNTER】EEDIUIDf zaisheng 1

Dou Quanwen Xie Junfeng
(Northwst Phteau IIYstitute of Blolog,the Ctulα  AcBde△ ly of sclc:lces,Ⅺ nlng,81(XX)1)

Abstract

T1】e octoplotd wheat-η
`∶

J,2o匆″‘〃 j″曰叨械 “
',a zaisheng l(2n=56)w孙

a耐 yscd by chαⅡ淘 rne G

banding.seven pairs of T.切
`σ

勿渤 “″ chσ·
Ⅸ双mes in zalsherlg l were detected to be different to thc

chrαⅨ联m.6 of α△1m()n wheat~The C-band of addition A.i″
`g7″

溯 |″″I cll:oll△ of¤nes was obtalned.

Key words:Thi″r)/,、 ″“
`9I·

im`σ″:刃 9“ ″2;octoploid wheat-Thi,氵 ()夕

`'″

″I氵″
`e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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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C`b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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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八倍体小偃麦
“
再生 1号

”
根尖染色体 G分带

2A,B,D示“
再生 1号

”
普通小麦染色体 G分带带型 ;T】 示

“
再生 1号”

中附加的一组中间惬麦草染色体

G分常带型。

1.Gbal△ding of r∞ t ti$ue ceu metaplnse clmilnoon16 of zaishe呼 1

2A,B,D slnws Gbald钔 hrvotype of cα mmn wheat曲 m“恋 订l笛 in i乙 l岛leng l;Tish婚

0balded k四 °type of Fxanlal Th.intemleditlin cllDⅨ 农况恣 in zalshe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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