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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均有重要价值
,

为此国 内一些学者研究 了竺麻
、

水稻 ’〕等作物的多胚现象
。

我们 自

年始在青海高原 自然生态条件下对麦类作物多胚的基因型进行了 筛 选
,

发现高原

春小麦品种具有双胚特性
,

而且是可遗传的
。

年对高原 双胚苗的细胞学类

型进行了专门研究
。

材料和方法

一 年
,

采取未经任何处理
,

生长在西宁市田间的高原 植株上的种子作

试验材料
。

首先将种子浸泡后置于培养皿中的湿滤纸上
,

放人 ℃的培养箱内发芽
,

将多

胚苗分大小苗固定根尖
,

孚尔根法染色
,

统计染色体数并摄影
。

观察结果

高原 共发芽种子 粒
,

双胚苗 个
,

出现频率为 写 据前人实验结果
,

普

通小麦的双胚出现频率为 和 。 冈
。

双胚苗是从种子胚的位置上或几

乎同时长 出一大一小芽
,

或为 个同样大小的芽
,

各有 自己的芽鞘
,

独立长成各 自的一套

分孽的植株
。

对 个双胚苗根尖染色体进行鉴定
,

发现 个双生型为
一 ,

出现频率为

个双生型为
一 ,

频率为 个双生型为
一 ,

即大苗根尖染色体数为
,

而小苗则为
,

频率为 编 图版
, 。

另外
,

在高原 种子繁殖 田里
,

发现 株双胚苗
,

为相同的类型
,

即一个孪生苗为长

芒型
,

像高原 植株
,

另一个孪生苗为顶芒型
,

经 减数分裂和根尖染色体数的观

察
,

为
一

型 图版
, 、 。

用高原 种子作发芽试验
,

出现多胚苗
,

标明大
、

小苗后

移人田间
,

抽穗后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

对顶芒型植株
、

考种发现
,

第二
、

三代并无差

别
,

为稳定的纯合二倍体植株
,

和高原 植株比较 表
,

发现除芒性具有较大区别外
,

株高比高原 高
,

千粒重低
。

表 双胚苗 顶芒和长芒
、 ,

的植株形态特征

材料 株高 芒性
穗长 穗粒数 千粒

页叩页叩
一﹄

一

一

一

高原

长

长

讨 论

从双胚苗中获得单倍体是单倍体育种的途径之一
。

试验中发现
,

多数双胚苗为一大一

小
,

在将双胚苗培育成植株的过程 中
,

培育双胚苗中较小的苗很关键
,

而较小苗为单倍体

的可能性较大
,

单倍体植株通常是不育的
,

其后代植株经染色体加倍以后
,

可育成不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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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胚的起源有各种原因
,

水稻多胚品系
一

中
, 一

型双胚和
一 一

型三胚既

不是合子胚裂生产生
,

也不是助细胞受精产生的
,

而极有可能来源于存在额外卵细胞卵器

中卵细胞和类卵细胞分别受精的结果
。

水稻多胚苗 中只含一个胚
,

由单个胚萌

发的双苗和三苗幼苗是多苗实生苗
,

多苗实生苗系同一个胚发育的主苗及其腋芽系统所

组成
。

多胚水稻品系
一

自然群体中单倍体来源于助细胞无配子生殖
。

助细胞的无

配子生殖是无融合生殖的一种类型
。

因此
,

多胚的起源相当复杂
,

即使研究较多的水稻亦

未得出比较肯定结论
,

小麦就更需要胚胎学
、

细胞学和遗传学相配合
,

进行深人研究
,

探明

来源
,

寻求应用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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