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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高原春小麦
一

等位基因变异
及其对面团流变学特性的作用

张梅妞
,

张怀刚
,

井春喜
,

葛菊梅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西宁 。。。

摘 要 为 了给青海 高原春 小 麦 改 良捉供资料
,

分析 了 青海 育成和 国 内外 引进 的 个春 小 麦 品 种 系 的

一

等位基 因 变异
,

并测 定 了其 中 个 品 种 系 在青海高原环境 下 的 面 团流 变 学特性
。

结 果表明 参试春

小 麦品 种 系 的
一

存在 广 泛 的 变异
, 一

位 点 出现 个 等位基 因
, 一

位 点 出现 个等位基 因
,

一

位 点出现 个等位基 因 共 出现 了 种
一

组合形 式
,

其中
,

十
,

和
,

十
,

十 组合类

型 出现预 率最高
,

并发现 了个别 罕 见 的 变异类型
,

如 十
, 。

亚基组合类型 对 沉 淀值
、

形 成时 间
、

稳定时 间
、

评

价住等品质性状影响 较 天
,

对籽拉蛋 白质含
、

出粉率和 面粉吸水率的 影 响 不 显 著
。

试 验还表 明
, 一

组成 与

面粉的筋力有密切 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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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高原是我国春小麦的高产区
,

但其品质较差川
,

改良品质是青海高原小麦育种的主要 目标
。

有关青

海高原春小麦
一

的研究 目前还不多
,

仅有人对 个青海高原的地方品种和部分育成品种的

进行了研究比“〕,

而且未见在青海高原环境下研究
一

对面团流变学特性影响的报道
。

本试验对青

海高原育成的和从 国内外引进的春小麦品种 系
一

进行 了分析
,

在青海高原环境下研究其面团流变

学等特性
,

旨在 了解春小麦品种
一

等位基因变异及其在青海高原环境下对籽粒品质和面团流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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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的影响
,

为高原春小麦品质改 良提供依据
。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

包括青海育成的和从国内外引进的共计 个春小麦品种 系
,

其中 个于 年春播于青海省平

安县 的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平安生态农业试验站
。

田间试验用随机区组设计
,

次重复
,

行区
,

行长
,

行距
,

每行播种 印 粒
。

本研究对 个品种 系 的种子
一

进行 了
一

电

泳
,

并对 年种植的 个品种 系 进行了籽粒蛋 白质含量
、

沉淀值和面团流变学特性分析
。

电泳方法

用
一

检测供试品种 系 的
一

组成
,

以小麦品种 中国春作对照
。

电泳方法具体操作参

照 〔‘ 〕,

张怀刚
·

〕以及 百等的方法〔‘ , 一

的等位基因符号参照 〔, 〕的方法
。

品质测定方法

出粉率 用德 国
。

籽拉蛋 白质含量

图 部分参试品种 系 的
一

图谱
一

公司的 磨磨粉并计算出粉率
,

出粉率 一 面粉 面粉 熬皮
“

采用微量凯氏定氮法测定
。

籽粒蛋 白质含量
,

干基 一 含氮量
。

沉淀值 根据 品质实验方法进行 微

量沉淀值测定阁
。

粉质 图参数 用 德 国 型粉质仪上 按
一

方法测定面粉吸水率
、

面团形成时间
、

稳定

时间
、

软化度 和评价值等面团流变学指标
。

统计分析

分析统计采用大型统计软件
。

结果与分析
一

的等位基因变异

有代表性 的
一

谱带如图 所示
。

个春小麦 品种

系
一

位点的等位基因类型及变异频率见表 和表
。

表
一

位点的等位基因变异
一

位点
哎

亚基 等位基因 频率

一

一

一

娜

‘‘

上

从表
、

中看 出
, 一

等位基 因变异有以下特征 在 个参试品种 系 中
, 一

位点出现

个等位基因
, 一

位点出现 个等位基因
, 一

位点 出现 个等位基因 其中发现稀有类型 和

亚基
,

共表现出 种
一

带型
。

每个位点上都有一个主要 的等位基 因
。

在
一

位点
,

主要

的是控制 带 的 等位基因
,

占 在
一

位点
,

主要的是控制 的 等位基 因
,

占 在
一

位点
,

主要的是控制 十 的 等位基因
,

占
。

有 个
一

带型
,

共 种
一

组合类 型
,

其 中
,

十
,

组合类 型 出现频率最高
,

占
,

其次 为
, ,

十 组合类 型 占



期 张梅妞等 青海高原春小麦
一

等位基因变异及其对面团流变学特性的作用

品质评分为 分 的
一

组合有
, , , , , , ’ , , , ‘ ,

,

等 种类型
,

分别占
、 、

和
,

占总品种 系 数的
。

优 质
一

的 分 布

特点

普遍认为
, 一

位点的

和
‘

为优质亚基
, 一

位

点的 和 十 为优质亚

基
, 一

位点的 为优

质亚基
。

本试验中
,

不同来源品

种 系 的优质
一

分布

见表
。

由表 可知
,

国外材料

在
一

和
一

位 点 的

优质 亚 基 比例要 高 于 国 内材

料
,

的 国 外 材 料 在
一

位点具有 十 亚基
,

而 国 内材 料 仅 占 在
一

位点 国外材料具有
’

亚基 的频率较高
,

而 国内品种

具 有 亚 基 的 频 率 较 高 在
一

位点
,

国 内品种具有

亚基 的频率较高
,

而 国外

表 各
一

组合频率与品质评分
一

基因位点 等位基因 亚基组合 品种数量 频率 品质评分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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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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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
,

十
,

,

,

十 十
,

, ,

十

十
,

, ,

十
,

十
,

’ ,

十
,

’ ,

十
,

,

十
,

十
, ,

十
,

’

十
,

甘 ,

十
,

,

十
,

十
,

十
,

,

十
,

,

十
,

,

十
,

十

品种的 亚基略高于 国内品种
。

国内品种按来源看
,

青海品种在
一
八 和

一

位点优质亚基频率

较甘肃省和其它省的低
,

但在
一

位点 亚基频率较高 甘肃 品种 亚基频率最低
,

而在

位点的优质亚基频率最高
。

从 国内品种育成年代看
,

世纪 年代以前育成品种和 年代以后育成的

品种及品系主要差异是 亚基
。

国内 世纪 年代后小麦的育种 目标从早期的重视高产育种逐步转

为重视品质育种
,

所以这个时期培育出的品种中优质亚基 出现的频率明显提高
。

表 不 同来源品种的优质亚基频率
一

品种 系 来源
。

亚基频率
一

十 十

,月几︵吕任﹃了乙

⋯
‘

口人︺任甘儿弓人,人八乃,山性,任

⋯⋯
月了︸占产工﹄‘让任一乃︸乃甘地 区

⋯
八﹄门︺凸

目

国 内品种育成年代

国外引进

中国

甘肃省

青海省
、

其它省 ,

世纪 年代后 育成 兀

世纪 年代前育成

注 括号中数字为品种数
。 、 ,

一

对春小麦面团流变学特性的影响

由表 可知
,

不 同亚基组合类型的籽粒及面团品质存在差异
。

面团形成时间
、

稳定时间
、

评价值和

沉淀值等性状在不同亚基组合类型间差异达到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

但籽粒蛋 白质含量
、

出粉率等在不同亚基

组合类型间差异不显著
。

这表明亚基组合类型对沉淀值
、

形成时间
、

稳定时间
、

评价值等品质性状影响较大
,

对籽粒蛋白质含量
、

出粉率和面粉吸水率的影响不显著
。

以评价值大于 为强筋粉
、

介于 一 之间的为中筋粉
、

小于 为弱筋粉的标准川
,

在参试的 个

品种 系 中强筋粉和中筋粉 的品种有 个 表
。

个中强筋品种 系 中
,

除红农 号未能进行品质评分外
,

有 个中强筋粉品种 系 的品质评分为 分
,

个品种为 分
,

另外 个品种 系 都为满分 分
。

在研究材

料 中
,

品质评分变化范围在 一 分之间
,

而 中强筋粉材料主要集 中在评分高的品种中
,

并且不 同亚基组合

间 品质性状 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 同亚基组合间评价值差异极显著
,

这些都表明
, 一

组成与面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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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力有密切关系
。

讨 论
一

组成对春小麦品质的作用

等
‘」根据 不 同亚基 对 品质 的贡

献
,

制定了品质评分标准
,

近些年来各国学者

相继采用这个评分标准对不同品种进行 品质

评定
。

本研究也采用该评分系统对各品种

系 进行评估
,

并进一步证明了该评分标准

的可行性
。

面筋强度较高的品种
,

其亚基组成

评分也普遍较高
,

优质亚基出现频率较高 同

时发现
,

含有 亚基 的品种其面筋强度

也较高
。

此外还发现
,

并不是所有含有优质亚

基 的小麦品种的品质性状表现都好
。

例如
,

本研究 中张春 号
、

张春 号
、

中宁

等品种含有 亚基
,

但其 品质表现

并不好
,

仍表现为弱筋粉
。

总的来看
,

组成是影响面筋强度的一个重要 因素
,

在

一定程度上
一

评分高的品种 比评分

低的品种具有较大的品质潜力
,

在适宜的环

境条件下
,

能有较好的品质表现
。

春小麦品质的遗传改良

从不 同来源 品种的
一

优质亚基

的分布状况来看
,

近年我 国春小麦品质改 良

裹 不 同亚荃组合品质性状的方差分析

品质性状
亚基组合间

籽粒蛋白质含量 。

出粉率
面粉吸水率

沉淀值

形成时间

稳定时间

评价值

份

份 仲

二
’

注 , 和 , ,

协

分别表示差异在 和 水平上显著
赞 价

,

表 中强筋粉品种的
一

组成及品质评分
一

一

中强筋粉品种 系
一

诬

一

组成
一

品质评分

︸

作

固品

甘春 号

宁春 号

陇春 号

阿夫

红农 号

张 春 号

,

十
,

, ,

,

’ ,

,

十
,

,

十
,

, ,

,

,

工作 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

但其品质仍远不及 国外品种
。

增加麦谷蛋 白数量和改善
一

组成是我国当

前春小麦烘烤品质改 良的主要途径
。

引进优质资源
,

采用常规杂交育种是获得优质亚基组合一个手段
,

优质

春小麦品种高原 的育成就是一个事例 〔‘。〕。

通过无性系变异获得含有优质亚基的变异植株也是改 良我国

春小麦品质资源状况的较好途径川
,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获得优质品种是品质改 良的新途径 ‘一 ‘ 〕。

利用

分析
一

可作为亲本选配和后代品质的筛选和鉴别手段
,

具有快速
、

较准确和不影响播种等特

点
,

较适合大量种质的品质鉴定
,

也可作为品质育种的辅助检测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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